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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坚持杉木良种培育

眼下是苗木生长最为旺盛的季节，
也是苗木管护的关键期。

灌溉、排水、间苗、定苗……连日
来，在尤溪县坂面镇仁厚村省级保障性
苗圃基地，苗圃管理员正在福建省尤溪
国有林场老技术员周而金的指导下管
护苗木，基地苗木长势旺盛。这个苗圃
基地于 2021 年建成投用，面积 80 亩，培
育有杉木、木荷、闽桦、闽楠等 10 多个
品种、240余万株苗木，可保障尤溪周边
县市 1.2万亩林地的苗木供应。

60 岁的周而金席地而坐，头戴草
帽、身着迷彩服、脚穿劳保鞋，被一群人
围在正中。只见他手起刀落，切砧木、削
穗条，插好穗条后很快就绑好扎带。一
旁的记录员手拿记录本，迅速记下样本
编号、嫁接时间等重要信息。

这是今年春天，周而金在嫁接杉木
第 3.5代种子园的一幕。

福建省尤溪国有林场国家重点林
木良种基地地处闽江西南侧、戴云山脉
北段西部，创建于 1977年。

“父亲是这里的老营造林技术员，
1980 年退休，我 17 岁补员来到这里，没
想 到 一 待 就 是 43 年 。”周 而 金 回 忆 ，
1987 年省林木种苗总站就选定这里建
立杉木第 1 代种子园，1989 年建立杉木
第 2 代种子园，2006 年在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的技术支撑下建立杉木第 3 代种
子园。2009 年，福建省尤溪国有林场林
木良种基地被国家林业局确定为第一
批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

40 多年来，周而金和同事们在省

林木种苗总站和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专
家的指导下，不断对杉木树种亲本的配
合力、木材品质、抗性、开花结实等特性
进行综合筛选，经过几代的不断改良，
到第 3 代就已经有很好的表现。“杉木
第 3 代种子园总面积 950 亩，年产良种
能达到 2000 多公斤。”周而金说，单单
种子产量方面的表现就很不错，这些年
来，总产量达到 10343 公斤，遗传增益
可以提高到 10%以上，每年为省内外杉
木造林良种化提供重要保障。

“种子供不应求，省内外都有供应。
近的是县内各乡镇，远的有广西等地，
大都是老客户。”周而金自豪地说，去年
12 月种子采收以来，一边采收、一边销
售，到今年 1 月份，最后一批种子刚刚
加工好就售罄了。

“经过多年的深耕，福建省尤溪国
有林场基地管理团队在嫁接、培育、管
护等方面的技术水平比较高，杉木良种
育种效率在全省也是最高的。”省杉木
种苗科技攻关项目首席主持人、福建省
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郑仁华博士，每
年在嫁接、授粉、采收等良种培育的关
键节点都会来到这个良种基地进行指
导、收集相关数据。

“效益好离不开好种苗！”尤溪县汤
川乡黄林村林农黄惠明由衷赞叹道，他
于 2007 年在村里开荒造了 35 亩杉木
林，用的正是福建省尤溪国有林场国家
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良种。2017 年，他
申请加入县里集体申报的“社会化碳汇
造林项目”，因为树种优良、管护得当，
去年他家林子在第一期碳汇交易后产
生 4502 元收益，扣除四成开发成本和
一成村集体收益后，黄惠明没有砍树就

分得 2251元。
“保守估计，500克种子可以育 7000

株苗，种 35 亩地。”周而金算了一笔账，
这些年仅第 3 代就推广杉木良种造林
72.4 万亩，算上第 1 代和第 2 代，累计推
广杉木良种造林超过 243 万亩，带来了
很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如今，在郑仁华团队的指导下，这
个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正在营建杉
木第 3.5 代种子园。这个高世代种子园，
母株更健康，种子品质更好、产量更高，
后代表现还能进一步提高。

“第 3.5 代是从 300 多份第 3 代优良
材料中，选最好的 25 份材料进行嫁接。
打 个 比 方 说 ，就 是 从 300 多 人 的 好 班
里，选出成绩最好的 25 个同学来重点
培养，实现杉木高世代良种进一步升级
换代。”郑仁华说，这个 58 亩的种子园
共培植 2800 多株母株，生长良好，预计
2025 年 11 月就能生产出第一批杉木第
3.5代种子。

郑仁华告诉记者，杉木是我国南方
特有的主要造林树种，生长快、单产高，
无严重病虫害，木材用途广，市场前景
广阔，是福建省最重要的造林用材树
种，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
要作用。不断进行良种选育，可以更好
地让“林农得利、社会得绿”，也是他们
前赴后继研究的意义所在。

建设绿竹种质资源库

“长势不错！成活率超过 90%，达到
预期效果。”在福建省尤溪国有林场华
口溪管护站 060 林班 01 大班 020 小班，
看到几个月前种下的绿竹种质资源保
存库样本郁郁葱葱，许多已长至与人齐
高，福建省林科院竹类所所长、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郑蓉博士十分欣喜。

种质资源又被称为遗传资源。种质
是指生物体亲代传递给子代的遗传物
质，它往往存在于特定品种之中。如古
老的地方品种、新培育的推广品种、重
要的遗传材料以及野生近缘植物，都属
于种质资源的范围。它是发展种业的种
源，也是一个物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郑蓉告诉记者，她在这里开展的绿
竹种质资源保存库项目主要研究“绿竹
种质生物质形成的地理分异”，这个项
目是“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题
之一，2021 年 12 月正式立项，2022 年 3
月开始她就带领科研团队到全国各地
收集绿竹种源信息。今年年初，科研团
队到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海南、台湾
等地采集了最有代表性的 23 个绿竹种
源。

“采集这 23 个地理种源 1 年生竹
株，采用移栽母竹法造林。”郑蓉说，试

验研究表明 1 年生材料成活率最高。然
后，按照完全随机区组设计试验。每个
参试种源重复 10 次，每个种源 4 株单行
小区（沿等高线方向横排），各小区连在
一起构成一个完整重复，保证试验代表
性和完整性。

绿竹是一种以笋用为主的多效益
竹种。种植绿竹一般 3 年即可成林产
笋，亩产量可达 800～1000 公斤，绿笋
除鲜食外还可加工成袋装水煮笋、笋
干。绿竹竹材可作建筑、竹编材料和造
纸原料，并可加工成竹胶合板和美术工
艺品。绿竹根系发达庞大，耐水力强，能
固土护岸、保持水土。

目前，尤溪有 6.5 万亩绿竹林，“中
国绿竹之乡”名副其实。依托十分丰富
的绿竹资源，福建省尤溪永丰茂纸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郑建团，带领团队研发

“三木集”竹青本色纸，将绿竹切片后自
然发酵，采用高新技术工艺，不仅保留
竹琨抑菌、防虫、防臭功能，同时还保留
了竹子的清香。这款产品一经推出，就
受到市场热捧，还曾登上天猫超市年度
好评榜第一名。如今，仅制浆产纸一项，
每年就要消耗 10 多万吨绿竹，直接为
该县竹农增收 5500万元以上。

“尤溪绿竹种植面积大，笋竹加工
产业链较完善，尤溪县委县政府还专门
出台《尤溪县 2020—2024 年绿竹新植
行动计划》等相关文件，扩大绿竹种植
面积，县财政给予一定的补助扶持，这
些 都 很 好 地 推 动 当 地 绿 竹 产 业 的 发
展。”谈到选点在尤溪建设种质资源保
存库的原因时，郑蓉表示。

绿竹还是地域性较强的竹种，喜温
暖湿润、不耐严寒，主要分布于中国华
南丛生竹林亚区、华中亚热带混生竹林
亚区南部，东南亚、印度、缅甸、泰国、马
来西亚等也有分布，在不同经纬度和海
拔带表现出不同的地理差异，存在生长
的最适宜区和最适宜带，绿竹在尤溪的
栽培历史悠久且种植经验丰富，在这里
建立种质资源库不仅具有代表性，也有
利于优良种质生产潜力的发挥。

“通过种源试验，将选育出更加抗
病虫害、适应性强、丰产高产、笋质更好
的绿竹种源或新品种，助力竹农增收致
富。”郑蓉说，下一步团队还将扩大种源
收集范围，开展不同种源的生产能力、
光合生理、生态适应性和竹笋品质等方
面研究工作，通过多性状综合评价，实
现种源科学区划，为种质创新提供优良
遗传材料。

“出现了些竹卷叶螟，要马上施药。
还要除草松土，并分析部分母株没有成
活的原因，8 月记得追肥 250 克。我过阵
子还会再来察看情况。”临走，郑蓉还不
忘细心交代。

抢救性保护“活化石”

水松，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
杉科水松属乔木，喜光、耐水湿，为我国
特有的单种属孑遗植物，国家一级保护
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水松天然片林稀
少，仅在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有
分布。

福建是水松天然片林的主要分布
区，2013年全省重点野生植物资源调查

结果显示，福建省 30 个县市共有 92 个
水松分布点，总株数约 600株。

世界面积最大的水松古树群位于
屏南县岭下乡上楼村。调查结果显示，
2010 年该古树群存活水松 72 株，然而
到 2022 年，该群落仅存水松古树 60 株、
幼树 3 株、幼苗 1 株。短短 12 年，水松古
树死亡率高达 16.7%，更新率仅 5.6%。

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
员在对全省水松资源调查结果中发现，
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屏南县，所有水
松野生种群都呈老化衰弱状态，天然更
新不良、繁衍受阻，种群数量在减少，稳
定性及竞争力下降。

“水松在研究杉科植物的系统发
育、古植物学和第四纪冰川气候等方面
均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植物界‘活化
石’的美名，实至名归。”福建省林业科
学研究院工程师黄雍容说，然而目前水
松古树群的生存状态堪忧，死亡率大于
更新率，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对该树种
进行抢救性保护，若干年后，“活化石”
有可能不复存在。

研究表明，一种植物与 10～30 种
其他生物共存，一种植物灭绝会引起
10～30种其他生物丢失。而任何一个物
种种群的丧失，都将破坏自然生态系统
的结构，影响其生态功能的发挥。特别
是许多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是自然生态
系统中的关键种，在维持自然生态系统
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2 年初，福建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福建省濒危野生植
物扩繁和迁地保护中心水松课题组成
立，水松拯救保护工作正式开展。同时，
开始收集全省水松种质资源，并在福建
省尤溪国有林场建立水松种质资源库，
保存水松基因资源。

周而金作为这个项目的团队成员，
参与水松基因库营建工作，去年 11 月
就与黄雍容到省内各水松天然片林采
集种子，今年 3 月，团队又分组到各地
采集新鲜穗条进行嫁接。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培育，记者在苗
圃基地看到，种子培育的小苗已有 5 厘
米左右高度，穗条嫁接的种苗已有半米
来高，郁郁葱葱，长势喜人。

“嫁接讲究‘快、平、紧’，削穗条的
速度要快、穗条要削平、穗条插好要扎
紧，这些都会影响成活率。今年嫁接的
成活率达到 97%。”周而金一边检查水
松种苗，一边讲解嫁接要领。

“尤溪县有两个水松天然群落，环
境条件适合水松生长。”黄雍容说，建立
水松种质资源库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尤其关键的是一线专业技术人员——
嫁接技术工，以及一定面积的自有权属
林地，尤溪国有林场拥有建立条件。

黄雍容说，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
的热点问题之一，建立基因保存库是极
小种群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的重要形式，
不仅仅是就地保护的重要补充，更是开
展物种回归自然、实现种群恢复与重
建、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和前
提，是野生种群遗传多样性保护和利用
重要源泉。未来，水松课题组将针对水
松濒危机制、繁育、就地、近地和迁地保
护开展一系列研究工作，为拯救保护该
树种提供更多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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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与农业不同，林业的经营
周期以数十年计，林木良种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尤溪国有林场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
地连续 40 多年坚持杉木良种培育，披荆
斩棘、艰苦创业，目前正在朝第 3.5 代种
子迈进。这一切的背后，是林场几代科研
人员不懈探索、久久为功的艰难历程。

绿起来，也要美起来。
过去，林业发展更看重经济效益，林

农热衷于在一片区域内种植杉木、马尾
松等单一用材树种，树种结构不尽合理，
同质化比较严重。为此，近年来，我省科
学造林，通过树种优化、林分优化，按照

“树种珍贵化和乡土化，材种大径级化和
高价值化，结构复层异龄化和生态化”的
要求，以此精准提升森林质量。水松种质
资源库的建立，水松种苗嫁接成活率的
提高，让我们对美丽福建又增添几分期
待。

有“颜”更有“值”。
珍 稀 、乡 土 林 木 良 种 绿 化 美 化 山

包 ，也 关 系 广 大 林 农 腰 包 。尤 溪 有 6.5
万亩绿竹林，被称为“中国绿竹之乡”，
绿 竹 是 重 要 的 富 民 产 业 ，建 立 绿 竹 种
质资源保存库，通过种源试验，选育出
更 加 抗 病 虫 害 、适 应 性 强 、丰 产 高 产 、
笋 质 更 好 的 绿 竹 种 源 或 新 品 种 ，必 将
有 利 于 地 方 特 色 林 业 产 业 发 展 ，助 力
乡村振兴、经济发展。

有“颜”更有“值”
□本报记者 方炜杭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郁郁葱葱的绿竹林 吴振湖 摄

▶郑蓉（左）在传授绿竹林种苗管护要领。
吴振湖 摄

▼周而金（左）、郑仁华（右）在嫁接杉
木第 3.5代种子母株。

黄功兴 摄

▲周而金在检查
水松种苗。吴振湖 摄

◀国家重点林木
良种基地 黄功兴 摄

国土绿化，良种先行。我省森林覆盖率44年保持全国第一，林木良种功不可没。
近年来，我省科学造林，通过树种优化、林分优化，按照“树种珍贵化和乡土

化，材种大径级化和高价值化，结构复层异龄化和生态化”的要求，以此精准提升
森林质量。

在全国南方集体林区林业重点县尤溪，福建省尤溪国有林场国家重点林木
良种基地的种子园是全省杉木良种育种效率最高的种子园之一。这些年，该基地
累计推广杉木良种造林超过243万亩，更多的野岭荒山变成绿水青山，带来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林农得利、社会得绿”。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尤溪，为你讲述林场几代科研人员用脚步丈量科技育种
之路的动人故事。

核 心 提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