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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林木种苗质量管理的现状与对策


古定球　　周世均
（广东省林木种苗管理总站，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１７３）

摘要　文章介绍了广东省林木种苗生产的基本情况，并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全省种苗质量抽查情况进行分
析，指出现有种苗质量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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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林业部门预测，到２０２０年前，广东省每年需要各类苗木（含花木）达１０亿多株，其中林业重点工程需
要苗木５亿株，社会造林绿化需要苗木２亿多株，外销苗木３亿株。广东省林木种苗生产技术处于全国一流
水平，其中杂交松（Ｐｉｕｓｅｌｌｉｏｔｔｉｉ×Ｐ．ｃａｒｉｂａｅａ）、高脂松（Ｐ．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相思（Ａｃａｃｉａｃｏｎｆｕｓａ）类、桉树（Ｅｕｃａ
ｌｙｐｔｕｓ）类等树种的选育繁殖技术达国内领先水平，各类苗木、花木生产高度市场化，也是全国重要的苗木、花
木集散地。种苗质量管理是营造林木的重要基础［１］，种苗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森林质量优劣，也关系到生

态景观建设。因此，加强种苗质量管理意义重大。

１　广东省林木种苗生产和管理概况

据统计，目前广东省每年可生产林木种子６０万ｋｇ，生产各类苗木１３亿株（其中组培苗５亿株），近年来
年销售额６０亿元（不含草本花卉）。已成规模的种苗生产基地（含良种基地及苗圃）３７０个，其中国有苗圃
９１个，集体苗圃２３个，经营总面积１．２万ｈｍ２；组培室面积２．４万ｍ２，温室面积８万ｍ２，大棚面积３６万ｍ２。
全省国家级良种基地８处，省级良种基地２２处，省级林业龙头企业１０家，审定良种６４个，认定良种３４个。

广东省现有林木种苗管理机构２２个，其中省级１个、市级１０个、县级１１个，定编专职种苗行政人员１３６
人；全省共有种苗从业人员６２５４人，其中管理人员１２３９人，技术工人１７６３人，有１０２３人获得广东省林业
厅核发的《林木种苗质量检验员证》。

２　广东省林木种苗质量抽检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２］、《林木种子质量管理办法》、《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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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规定》、《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广东省林木种

苗质量展开抽查工作。质量检测方法主要依据《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ＧＢ６０００—１９９９）［３］、《育苗
技术规程》（ＧＢ／Ｔ６００１—１９８５）［４］、《容器育苗技术》（ＬＹ／Ｔ１０００—２０１３）［５］、《广东省主要阔叶树种苗木质量
分级》（ＤＢ４４／２４５—２００５）［６］、《林木种苗质量检验技术》［７］等规定执行。

３　广东省林木种苗质量抽检结果分析

３．１　抽检树种
进行林木种苗质量抽检的树种共有８３个，主要包括了檀香（Ｓａｎｔａｌｕｍａｌｂｕｍ）、降香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ｏｄｏｒ

ｉｆｅｒａ）、土沉香（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木荷（Ｓｃｈｉｍａｓｕｐｅｒｂａ）、大叶相思（Ａｃａｃｉａ
ａｕｒｉｃ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台湾相思（Ａｃａｃｉａｃｏｎｆｕｓａ）、马占相思（Ａｃａｃｉａｍａｎｇｉｕｍ）、肯氏相思（Ａｃａｃｉａ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香
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ｌｏｎｇｉ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大叶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ｐｏｒｒｅｃｔｕｍ）、火力楠（Ｍｉｃｈｅｌｉａｍａｃｃｌｕｒｅｉ）、闽楠
（Ｐｈｏｅｂｅｂｏｕｒｎｅｉ）、秋枫（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ｊａｖａｎｉｃａ）、铁冬青（Ｉｌｅｘｒｏｔｕｎｄａ）、人面子（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ｄｕｐｅｒｒｅａｎｕｍ）、非洲
桃花心木（Ｓｗｉｅｔｅｎｉａｍａｈａｇｏｎｉ）、枫香（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山杜英（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尖叶杜英（Ｅｌａｅ
ｏｃａｒｐｕｓａｐｉｃｕｌａｔｕｓ）、红苞木（Ｒｈｏｄｏｌｅｉａ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格木（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ｈｌｅｕｍｆｏｒｄｉｉ）、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高州
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ｇａｕ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广宁红花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ｅｍｉｓｅｒｒａｔａ）、幌伞枫（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ｎａｘｆｒａｇｒａｎｓ）、红锥（Ｃａｓ
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ｈｙｓｔｒｉｘ）、五味子（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阴香（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ｂｕｒｍａｎｎｉ）、马尾松（Ｐｉｎｕｓ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等。
３．２　种苗合格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对广东省８６个县、１０４个苗圃、８３个树种、３０５个苗批的抽查结果见表１［８］，由表１可知，
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间，广东全省林木种苗合格率提高较快，到２０１３年苗批合格率达９８．６％，比２０１０年提高了
１８．６个百分点，而苗批不合格率从２０１０年的２０．０％下降到２０１３年的１．４％。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广东省林木种苗质量抽查情况

年份 县数／个 苗圃数／个 树种／种
抽查总苗

批／个
合格苗

批／个
苗批合格

率／％
不合格苗

批／个
苗批不合格

率／％
２０１０ １０ １２ １０ ３０ ２４ ８０．０ ６ ２０．０
２０１１ １９ ２２ ２２ ６０ ５３ ８８．３ ７ １１．７
２０１２ ４０ ４６ ３４ １４４ １４０ ９７．２ ４ ２．８
２０１３ １７ ２４ １７ ７１ ７０ ９８．６ １ １．４

３．３　存在问题
３．３．１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及种苗标签使用制度未得到重视　大部分县级林业种苗生产单位对林木种
子生产经营档案的建立和种苗标签的使用制度不够重视。很多生产单位的档案资料不齐全，有些档案是为

了临时应付检查，有些苗圃甚至对档案建立存有抵触情绪，处于无档可查的状态。在２０１３年抽查的２４个苗
圃中，档案不齐全的有１０个，占４１．７％；种苗出圃调运没有附标签的有４个，占１６．７％。由于苗圃的档案资
料存在不齐全、苗木标签缺失等情况，致使大部分生产用苗木无法“追踪溯源”，品质良莠不齐。

３．３．２　林木种苗质量自检制度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在２０１１年抽查的２２个苗圃中，没有自检的有９
个，占４０．９％。同时，苗木生产单位还存在田间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苗木的适时分级移袋、去弱留强、合理密
植等技术措施没有在生产中得到落实，严重影响了苗木质量。

３．３．３　种苗生产销售过程中的诚信制度尚未完善　有些苗木生产单位存在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常把劣质苗
木当良种苗木进行销售，如有个别油茶育苗单位，把普通油茶实生苗当成良种苗木进行推销，这些行为都严

重扰乱了苗木市场规律，并损伤了消费者的利益。

３．３．４　现有种苗市场存在一些不合常理的现象　在广东省内有些地方的苗木市场，存在部分树种同龄级的
弱苗比壮苗还“畅销”，普通苗木比良种苗木还“抢手”，裸根苗比容器苗还“旺卖”的不正常现象。

４　保障全省林木种苗质量的对策

４．１　从法律层面，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１９古定球等：　广东省林木种苗质量管理的现状与对策



坚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２］，尽快制定广东省种苗管理相关条例和规定，做到依法治种。

对使用来源不合法、质量不合格种苗的苗木生产单位，应依法处理。具备“两证一签”（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林木种苗质量检验合格证、种苗标签）的种苗才能进入市场流通，否则将依法查处。

４．２　在行政上，要加强林木种苗质量监管
要健立和完善种苗管理机构，落实相应人员的责任。所有种苗项目考核应与质量挂钩。主持种苗项目

的人是种苗质量的首要责任人，应负全责；种苗工程项目的各级行政管理人员是质量管理的关键岗位，对种

苗质量应负监管职责。不能只管项目资金不管项目质量，应做到事前事中事后都负责。

４．３　在政策上，要以种苗质量为导向
植树造林既要适地适树，还要适种苗。“合格种苗”是对种苗最基本的要求，“四大重点林业生态工程”

中的所有种植项目，都应有“合格种苗供应”的相关要求。在工程招投标的标书上把“合格种苗供应”作为前

置条件之一，真正体现种苗是营造林木的基础。在广东林业综合考核中己把“本地合格苗木供应率”列入考

核内容并占有一定比例（４％），这具有良好的政策导向。重点工程、投资单价较高以及在植被较多处造林的
工程，应鼓励选择超级苗或多年生的大苗。同时种苗管理单位还应做好种苗信息服务工作，尽量提前预测，

避免种苗生产数量上的大起大落，也为育苗者提供参考依据［９］。

４．４　在资金上，要建立奖优罚劣的激励机制
尽量把资金投放到质量合格的种苗生产上。建立种苗生产奖优罚劣制度，避免苗木“合不合格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发生。对种苗质量不重视、管理不到位、检查不合格的生产单位，应及时停拨资金

或取消相关项目，并追回已付资金；对种苗生产管理制度较健全、种苗质量优良的生产单位，应在资金上多加

以支持。

４．５　在技术上，要加强种苗生产技术创新与培训
提高种苗质量，技术创新是关键，应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重要树种的良种选育、快繁育苗技术、育苗基质的

选择等技术创新与推广工作。各级林业种苗主管部门应抓好相关技术培训，严格执行种苗生产的技术规程。

培育裸根苗应进行多次间苗，合理控制苗木植株密度。对容器苗应及时移袋择苗，在炼苗期和苗木出圃前需

分级培育、分床放置、分级管理。

４．６　在生产中，要建立健全种苗生产经营档案资料
种苗生产经营档案的建立与使用，是根据国家林业局制定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管理办法》要求必

须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如果种苗的外形质量指标是“硬件”的话，那么种苗的生产经营档案可以看作“软

件”，只有硬件和软件的档次都提高了，种苗质量和种苗管理水平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高。材料齐全的

种苗生产经营档案可以反映出较详细的种苗生产经营活动，是落实种苗可追溯制度的重要手段。苗木生产

经营单位应依据相关法律法依做好种苗生产档案建设工作，同时监管部门应及时督促检查，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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