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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保山市林木种 苗培育历史和现状 以及新世纪 以来林木苗 圃发展 与种 苗管理措施 ，认为云 南省典 型 山区 

保 山市林木种苗生产和供应 的模式 以委托 育苗为主 ，私营苗圃 占绝对优势．就政府对林木种 苗产业发展 的影 响、单 

一 树种造林模式的改善 以及林木苗圃的未来发展进行 了讨论 ，建议政府对林业种苗市场发展加强规划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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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described the history and status of tree seeding nursery in Banshan and the develop． 

ment of tree nurseries and seed management practices．In the typical Yunnan mountainous region
，
w e 

considered that forest seedling production and supply model to commission—based breeding are dominated 

by private nursery．Government influence o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seeds and seedlings
，
improve— 

ment of planting a single species model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nursery trees were discussed
． Sugges— 

tions to strengthe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for the forestry seed market． were propo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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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shan 

森林是陆地最大的生态系统 ，是控制洪涝 、干 

旱、泥石流等 自然灾害的闸门，维持了整个生态环境 

的平衡．从有历史记录起 ，保山地区的森林资源就在 

不停地锐减，特别是经历抗 日战争 、“大跃进”、“文 

化大革命”后，全市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期的50％ 

左右降到了 1974年 的最低点 28％．为 了保障社会 

的用材需求和恢复森林 的生态功能 ，党和政府历年 

来重视林业建设 ，植树造林是林业建设的重点，经过 

数十年的人工林营造 ，人工林已经成为森林资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林木种苗是林业建设的关键 ，是实 

现森林再造的物质基础． 

保山地区的人工营造林面积和蓄积量分别 占云 

南省森林资源总量的32％和 18％．人工林林木种苗 

的质量和树种的多样性是林业发展 的根本 ，林木苗 

圃经营的好坏关系到森林营造或林业工程的可持续 

发展． 

1研究区域自然条件及森林资源 

云南省保 山市地处横断山脉滇西纵谷南端 ，境 

内主要山脉均为南北走向，属高黎贡山、怒 山、云岭 

山脉 ，是著名 的“帚形”山地 中山山原区．高黎贡山 

山脉分布于怒江以西，贯穿腾冲 、龙陵县境内．怒 山 

山脉分布于澜沧江以西，怒江以东，贯穿隆阳区、施 

甸县、昌宁县境内．昌宁县澜沧江以东的 2个乡属云 

岭山脉．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三大水系相互平行 

贯穿全境，流域长 685．5 km，集水面积达18 OO6．2 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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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属低纬山地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降 

水丰沛，干湿分 明，年平均 降雨量 746．6～2 095．2 

mm，平均降雨 日139～148 d，6～9月为雨季 ，占全 

年雨量的 82％，11月至翌年 5月为旱季 ，占年降雨 

量的 18％．年均气温 14．8～21．3℃，最冷月为一月 

均温 8．2~C，最热月为六月均温 21．1℃． 

根据 2008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结果显示 ，全市 

林业 用地 面 积 128．03万 hm ，其 中有 林 地 面 积 

l11．62万 hm ，有林地覆盖率 58．5％，森林覆盖率 

为 61．9％．乔木优势 树种有 云南松、思 茅松 、华 山 

松、杉木 、秃杉 、铁杉、桤木、桉树、栎类 、阔类等 ，表 1 

为分树种人工林 (包括历年飞播成林)的面积和蓄 

积量． 

表 1 保 山市主要树种面积和蓄积分布 

Tab．1 Volumes distribution and dominant tree species areas 

in Baoshan 

面积／hm 蓄积量／万 m 

树种 — — — —  

合计 人工 飞播 合计 人工 飞播 

所有树种 1073364．4 177540．5 160331．5 10299．1 1 198．1 1392．1 

云南松 364435．7 61650．8 139868．0 2840．1 370 2 1213．7 

思茅松 33723．9 3337 5 15279．7 308．7 22．2 140．9 

华山松 60128．4 53924．3 3221．7 466．4 412．1 26．2 

桤木 50026．5 10005．0 1962．J 393．1 52．7 11．2 

桉树 9841．8 9841．8 0 12．6 12．6 0 

桦木 3595 7 1898．1 0 19 8 2．8 0 

杉木 23793．3 23793．3 0 249．4 249．4 0 

秃杉 11256．0 11256．0 0 66．5 66．5 0 

数据来源：保山市林业局资源站 

2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包括二手数据和信息的收集 ；个人访 

谈和集体讨论 ，对林业官员访谈 、农户开放式半结构 

访谈等． 

3林业种苗发展历史 

解放前 ，林业苗圃的规模较小 ，保山地区的林木 

苗圃仅有 16个，年育苗合计 37万株． 

新中国成立初期 ，林业建设的方针是“自采种 ， 

自育苗、自造林”的三 自方针，1953～1957年间的造 

林普遍采用直播造林方式，主要造林树种为云南松． 

1962年 ，全区开展了山林定权工作 ，国家、集体 

山林所有制明确，各县区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荒 山 

造林 ，保山的苗圃发展迎来了第一次大发展的机遇， 

林木苗圃发展到 30个，育苗面积 7．65 hm ，树种为 

云南松和华山松．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业工作陷入无序状态，林业 

苗圃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90年代末，随着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林 

业“三定”政策的实施 ，迎来了林木苗 圃第二个大发 

展时期 ，当地政府将造林绿化作为林业工作的重点 

领域，有力地促进 了包括林业苗 圃在内的造林绿化 

林业事业发展．1985年 ，保 山地 区苗圃个数达1 558 

家，育苗面积144．67 hm ，出圃苗木4 110．97／株 ，除 

了传统的云南松、华山松等树种，还引进 了桉树等品 

种．进入 90年代，第一次引进世界银行贷款进行绿 

化造林．此外 ，数十家国家集体联营和社队林场相继 

成立(图 1)．这一 时期的林业苗圃由于有 了世界银 

行项 目的进入 ，育苗技术有了质的飞跃 ，袋装苗成为 

造林主流用苗． 

由图 1可知，保山市林木种苗的育苗面积 、育苗 

数和苗 圃的个数整体上呈 比例增加或减少 ，历史数 

据显示 的高峰 期 出现在 1984年、1995年及 2003 

年 ，主要原 因是该时期政府林业政策的积极影响 ， 

“林业三定”、“四荒拍卖”以及包括“退耕还林”在 

内的六大林业工程等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另外 ，林木 

苗 圃数量减少但苗木产量反而增加是因为采用了先 

进的育苗技术 ，比如漂浮育苗技术等． 

4新世纪以来林木苗圃发展及种苗管理措施 

进入 21世纪以来 ，延续了上一时期国家投资工 

程造林的趋势 ，政府加大了公共财政对林业建设的 

投入．退耕还林和特色经济林等项 目在改善生态环 

境的同时，综合考虑了林业工程涉及农户的利益，着 

眼于提高农户的生计能力 ，树种选择逐步从 以用材 

为主转变为以木本油料经济树种核桃和红花油茶为 

主．同时，各级政府及林业行政部门出台了关于林木 

种苗法规和规 章制度 ，2000年出 台的《种 子法》， 

2001年实施“林木种苗生产许可证”、“林木种苗经 

营许可证”，规范了林木种苗使用过程中需提供苗 

木检验、检疫证书和苗木标签 (简称 “两证一标 

签”)，并规定工程造林必须使用“四定三清楚”(即 

定点采穗、定点育苗、定单生产、定向供应 ，品种清 

楚、种源清楚、销售去向清楚)的种苗，对所使用苗 

木可进行追溯． 

林业工程用苗是林木种苗需求的主要来源．以 

特色经济林建设为例，由于历年实施的林业工程对 

核桃营林 的持续投入 ，核桃产业 已经成为农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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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保 山市历年林木育苗及苗圃情况 

Fig．1 The situation of trees and nursery seedlings over the years in Baoshan 

的主要来源，保山市也成为云南省主要的核桃产区． 

2007年以来 ，保 山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核桃产 

业发展的意见》、《关于核桃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 

以指导全市的核桃产业发展 ，并每年与各县 区政府 

签订年度《保山市核桃产业发展 目标责任书》．还出 

台了《保山市林业局核桃产业种苗生产扶持资金管 

理规定》，对林木种苗进行大力支持，由此带动了相 

应的林业苗圃和核桃苗木栽培技术水平的进一步发 

展和提高． 

现以2009年保山市各县区的核桃用苗为例来 

说明保山市林木种苗的生产使用情况 (表 2)，表 2 

中的育苗点即为签订委托育苗合 同的苗圃，位 于各 

县区距离造林地较近的乡镇，育苗点的核桃种源和 

穗条的质量均受县区林业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以 

确保工程林木种苗的“四定三清楚”，由表 2中的数 

据可知 ，保山市 2009年的核桃育苗面积超过 66．67 

hm ，委托育苗 的林木苗圃约 50家．核桃种 苗出圃 

量接近1 000万株(包括施甸县 60万株和龙 陵县 30 

万株的实生苗)，其 中隆阳区的核桃育苗面积最大 ， 

出圃种苗最多，分别调剂销售到腾冲县 、龙陵县嫁接 

苗 130万株和 15．6万株 ，施甸县和昌宁县基本实现 

了核桃苗木的 自给 自足． 

由于林业苗圃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部门，林木 

苗木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种子 、穗条的 

采收贮藏，苗床的整理，播种，装袋，嫁接，除草，起 

苗，搬运等工作都需要劳动力．调查结果表明，林业 

苗圃业主无一例外地都要雇佣苗圃所在地的农村劳 

动力 ，临时性的工作 比如除草 、起苗等报酬为25～ 

表 2 保山分县 区核桃产业 2009年核桃 苗木情况 

Tab．2 Seedlings status of walnut industry in district and 

counties of Baoshan in 2009 

资料 来 源 ：保 山 市各 县 区 种 茁站 

50元／d，长期 固定使用 的人 员 的薪 水是 1 400元／ 

月．保山市林木苗圃的规模 化发展让农村劳动力从 

林木苗木的培育过程 中获得 了收入 ，林木苗圃业的 

发展是农户现金收入增加的有效渠道．特别是在龙 

陵县和腾冲县 ，大部分个体苗木种植户 ，苗木销售收 

入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5结论 

保 山市林木种苗的供应 ，在政府主导的林业重 

点工程的带动下 ，已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从林木种质 

资源的保护、选育、采种以及使用体系，做到了林业 

重点工程用苗的“四定三清楚”，确保 了造林 的品质 

和未来经济上的收益 ，为林木种苗行业的整体发展 

和管理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林木种苗行 

政管理机构应总结在林业重点工程中的成功经验和 

失败的教训 ，并进行成功经验 的推广和运用．另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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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关部 门要做好林木种苗行业 的发展规划工 

作，建立林木种苗供需信息的发布平台，稳步建设林 

木种苗市场，使得本地区的林木种苗生产和供应实 

现可持续发展． 

6 讨论 

6．1政府对林木种苗产业发展的影响 

林木种苗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支 

持．历史的经验表明，在每次林业大发展时期 ，中央 、 

省(市区)到地方各级政府都会出台大量的规章制 

度以保障相关林业工作 的实施 ，譬如 2003年《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决定》出台后，各级 

政府及林业部 门相继编制了国家、省(市 区)、州市 

的林业发展的“十五”、“十一五”规划 ，加上各级政 

府配套财政资金投入到林业的建设中，并扎实推进 

各项营造林的林业工程项 目的实施和监督工作，使 

得刚过去的 10年是包括林业种苗在 内的林业发展 

最为快速的时期． 

6．2单一树种造林模式的改善 

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人工林建设 ，目前保山 

市乃至云南省森林保有面积最大的树种是云南松及 

各种松类 ，大面积 的单一植被对生物多样性和森林 

防火、病虫害防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进入新千年以 

来，随着党和政府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绿色经济 

的关注和重视 ，纠正了以往造林树种选择单一 的缺 

点，大面积的工程造林改变 了选用针叶林为主的习 

惯，同时积极地利用了优 良适宜的乡土树种 、经济树 

种苗木进行绿化造林． 

鉴于森林培育的漫长过程及林业发展的客观规 

律 ，要彻底改变大面积单一人工植被的现状需要政 

府完善的规划和持久的森林更新过程，客观上需要 

加大对优质林木种苗的开发与培育． 

6．3林业苗圃的未来发展 

加强林业种苗行政 主管部 门的社会化服务能 

力．在继续保证林业工程用苗的同时，林业种苗行政 

主管部门应该总结在实施林业重点工程中取得的经 

验教训 ，提高林木种苗行业的技术运用水平．另外 ， 

政府和林业部门在进行林业发展规划 的同时，应充 

分考虑到林木种苗市场的建设与规划方面的工作， 

为全面建设新时期社会化林业发展夯实基础．成立 

林业苗圃行业协会(或者林木种苗合作社)，以促进 

相互间的育苗技术和经验 的交流，同时也便于把松 

散的行业间的从业人员联系起来．同时要构建保山 

地区的种苗交易信息发布平 台，建立林木种苗信息 

网络．定期举办洽谈会 、交流会 、信息发布会 、种苗订 

货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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