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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怀化市林业种业发展。在国家高度重视种业和生态建设关键的背景下，详细阐述了怀化林业种

业现状，包括种子资源收集与繁育体系运作。但目前怀化林业种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供需矛

盾尖锐，优质种子供不应求，政策影响较大，限制种苗产出。另一方面，质量监管薄弱，专业化程度低，

缺乏规模效益与市场竞争力。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有力对策。通过全面清查资源，夯实发展基础；

建设现代化林业种业基地，提升种子品质；畅通种业贸易渠道，促进产业发展，从技术、设备等方面提

升种子生产能力，拓宽市场渠道。这些措施旨在推动怀化林业种业规范化、良种化、标准化发展，助力

打造“国际种业之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林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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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ry seed industry in Huaihua City. Again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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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drop of the country’s high emphasis on the seed industry and the critical period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t elaborates in detail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uaihua’s forestry seed industry, 
including the collection of seed resources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breeding system.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Huaihua’s forestry seed industry currently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a sharp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High-quality seeds are in short 
supply, and polici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restricting the output of seedlings. On the other hand, 
quality supervision is weak,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is low,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cale benefits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effective counter-
measures. By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ing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is consoli-
dated; modern forestry seed industry bases are construct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eds; the 
trade channels of the seed industry are unblocked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seed 
production capacity is enhanced from aspects such as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and the market 
channels are broadened. These measures aim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improved-variety, and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Huaihua’s forestry seed industry, help build the “International Seed 
Industry Capital”, and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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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1]。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现代种业发展，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下决心把

民族种业搞上去，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怀化市积极响应国家、省“种业振

兴”行动要求，聚力打造“国际种业之都”。林业作为怀化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种业

的良好发展对于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维护生态平衡意义重大。 
怀化位于湖南西部，是湖南第一林业大市。现有林地面积 3088 万亩，森林覆盖率 67.06%，活立木总

蓄积量 1.27 亿立方米，均居湖南省首位；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土壤类型丰

富多样，主要包括红壤、黄壤、水稻土、紫色土等；地形地貌丰富多样，广袤的山地和林地资源为各类林

木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市现有裸子植物 8 科 30 属 62 种，被子植物 184 科 1195 属 4065
种[2]；为林业种苗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自然和资源基础。 

在种业发展领域，众多学者对不同地区的种业现状及发展策略进行了研究。已有研究普遍强调了种

业在农业和林业现代化中的关键地位，以及种质资源保护、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性。然而，

针对怀化市这一特定区域林业种业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种业宏观政策分析以及部

分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总结，对于像怀化这样具有独特地理和气候条件地区的林业种业发展模式、面临

的实际问题及针对性解决策略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空白。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深入剖析怀化市林业

种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对策，为地方林业种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怀化市林业种业发展现状 

2.1. 林木种苗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按照“优良种、扩基地、提产能”的思路，怀化市以杉木、马尾松、油茶、楠竹、樟木、青冈、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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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闽楠、大花红山茶等树种为重点，以珍贵树种、优质乡土树种、特色林业产业树种、乡村绿化美化树

种等为补充，建设了一批林木种苗基地，表 1 为全市共有林木良种基地 5 个，其中国家级杉木良种基地

2 个，省级马尾松良种基地 1 个，福建青冈及栓皮栎良种基地 1 个，油茶良种采穗圃 1 个，面积 9341 亩；

省级采种基地 1 个(生产良种)，采种面积 271 亩；苗圃 129 个，育苗面积 3002 亩。中都、中坡、排牙山

3 个国有林场入选全国种苗基地试点建设，表 2 为怀化市良种情况。为引进高产高效油茶新品种，怀化市

农林集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达成“德油系列”油茶新品种成果转化项目，落实项目资金 3000 万元，已

完成 100 亩油茶采穗圃建设，为推进林木种苗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Table 1. List of improved variety bases in Huaihua city 
表 1. 怀化市良种基地名单 

序号 名称 级别 主要建设树种 

1 会同县国家杉木良种基地 国家级 杉木 

2 靖州县排牙山国有林场国家杉木良种基地 国家级 杉木 

3 鹤城区省级重点马尾松良种基地 省级 马尾松 

4 怀化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大花红山茶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 省级 大花红山茶 

5 沅陵县齐眉界国有林场福建青冈省级林木采种基地 省级 福建青冈 

 
Table 2. Table of improved variety situations in Huaihua city 
表 2. 怀化市良种情况表 

收集单位 品种名称 来源地 通过林木品种审定(良种证) 本土研发 
品种 

地方特色 
品种 

靖州县排牙山 
国有林场 杉木三代种子 排牙山林场 湘 S-CSO(3)-CL-034-2018   

会同县广坪 
国有林场 

杉木三代种子 

广坪林场 

湘 S-CSO(3)-CL-037-2018   

杉木二代种子 湘 S-CSO(2)-CL-006-2010   

杉木一代种子 湘 S-CSO(1)-CL-022-2015   

杉木优良种源种子 湘 S-SP-CL-023-2015   

鹤城区省级重点

马尾松良种基地 马尾松二代种子 鹤城区良种基地 湘 S-CSO(2)-PM-002-2021   

沅陵县齐眉界 
国有林场 

福建青冈 
齐眉界林场 

湘 R-SS-CC-006-2023  √ 

栓皮栎 湘 R-SS-QV-005-2023  √ 

洪江市林业局 洪桉樟 洪江市江市镇青山园村 湘 R-SC-CB-014-2023 √ √ 

怀化市林科所 
吊钟西南山茶 中坡公园 湘 S-SV-CP-023-2014 √ √ 

粉白西南山茶 中坡公园 湘 S-SV-CP-022-2014 √ √ 

2.2. 林木种苗管理规范 

出台政策文件，下发《关于做好全市林草种苗质量监管的通知》，全面推进摸清资源家底、种质资

源保护、发展种苗产业、专项执法等工作[3]。召开全市油茶种苗保障工作暨林草种苗质量监管培训会议，

邀请省林业局、省林科院资深专家授课，极大地提升了种苗行业管理水平。常态化开展林草种苗造林地、

苗圃地苗木质量抽查及“双随机一公开”种苗执法工作。严格落实林木种苗管理“三证一签一说明”制

度，使得油茶良种使用率达到 100%，造林地苗木合格率在 95%以上。一系列措施有效规范了林木种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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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保障了种苗质量，有力推进了全市林业高质量发展。 

2.3. 政策措施保障有力 

市委市政府紧抓时代机遇，强化使命担当，科学谋划种业长远发展。将“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作为

城市形象品牌来打造，把种业列为全市 13 条重点产业链来推进，建立种业振兴推进工作机制，形成高位

推动、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制定出台《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建立健全覆盖

范围广、支持力度大的种业政策支持体系，着力破解瓶颈制约，推动资源要素向种业集中，把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将种业作为财政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优先保障领域，市本级财政每年统筹安排种业振

兴专项资金 1500 万元，重点支持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基地建设等，并对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给予奖补。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参与种业发展，加快种业链主企业上市步伐，促进科企、金融、基地有效

对接[4]，持续推动怀化种业振兴。这些政策的实施，为怀化林木种苗产业高质量发展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3. 存在问题 

3.1. 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 

怀化市林业种苗市场存在总量供给过剩和结构性供给不足并存的问题。樟树、桂花等传统主要造林

绿化树种产能严重过剩，成为“大路货”，而高世代种子(如杉木二代和三代种子、马尾松二代种子)、部

分珍贵树种、优质经济林品种却供不应求。这种供需结构失衡，导致资源浪费，同时无法满足林业生态

建设和产业发展对多样化种苗的需求。一方面，大量过剩的传统树种苗木积压，占用大量的土地、资金

等资源，增加了苗木生产者的成本和经营风险；另一方面，急需的优质种苗供应不足，限制了林业产业

的升级和生态系统的优化[5]。 

3.2. 非农化、非粮化政策影响较大 

国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政策的实施，对苗木生产供应带来了巨大冲击。尽管目前对在耕地、农田

上的育苗没有搞一刀切，要求全部清退，一些原本用于育苗的耕地被要求恢复为粮食种植用地，使得许

多育苗企业和农户不得不缩小育苗规模，甚至放弃育苗业务，目前办理了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

位和个人仅剩 207 家，导致部分苗木品种育苗面积大大减少，直接影响了种苗的产量或质量，甚至威胁

到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的种苗供应安全。 

3.3. 种苗监管有待加强 

监管手段落后，尚未建立起种苗质量追溯平台，一旦出现种苗质量问题，难以追溯到种苗的生产源

头和流通环节，无法对责任主体进行有效追责。种苗标准体系不健全，市场信息引导不足，特别是没有

形成国家与地方、全国与区域相结合的种苗交易和信息服务体系。种苗市场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

一些劣质种苗流入市场，影响林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益。一些地方林草种苗管理机构行政职能弱化，基层

种苗管理和专业人才匮乏。 

3.4. 种业基地建设与种源供应链现代化要求还有差距 

林木种业基地发展尚不均衡，林草种苗产业发展缺乏有效规划，现有苗木经营主体规模小且分散，

育苗基地基础设施落后。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模式，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管理，导致生产成本高、

生产效率低，无法满足市场对高质量、大批量种苗的需求。同时，落后的基础设施也限制了先进育苗技

术的应用和推广，影响了种苗的质量和产量[6]。例如，许多育苗基地缺乏现代化的灌溉、施肥、温控等

设施，仍然采用传统的育苗方式，难以应对气候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5.154059


冯娜 等 
 

 

DOI: 10.12677/hjas.2025.154059 482 农业科学 
 

3.5. 种业对外开放水平与国际陆港开放优势结合不足 

我市种业科技国际合作以参观学习、培训交流等活动为主，且不定期、低水平，缺乏高质量科研合

作平台与高水平定期交流；种业贸易存在出口量不多、质量尚未互认、经济效益较低等问题，集科技成

果国际转化、知识产权国际交易、商品种源国际质量互认等于一体的种业国际贸易体系亟待建立；怀化

国际陆港政策优势结合利用不足[7]，不能实现种质资源、先进技术、高端人才的高质量引进。 

4. 推进林业种苗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4.1. 摸清资源家底 

开展林草种苗生产经营摸清行动，全面摸清辖区内持证苗木生产者名称、许可证编号及发证日期、

生产用地现状地类及面积、在圃苗木数量及价值等信息。根据《湖南省重点收集林草种质资源基础目录》，

结合区域资源实际，及时编制主要造林树种草种、重要乡土树种草种、珍稀濒危类林草植物、地方特色

特异林草品种及本土研发品种等林草种质资源调查工作方案，详细摸清林草资源种类、数量、分布及主

要性状等基本情况。这将为后续的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以及产业规划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持，促进优

质种质资源的高效共享利用。 

4.2. 优化苗木生产供应体系 

建设一批林业保障性苗圃，持续完善和优化苗木生产供应体系，加强适应性和抗逆性强的乡土树种

的选育推广[8]，大力培育林木良种、珍贵树种、优质乡土树种、特色林业产业树种、乡村绿化美化树种

等苗木。建设一批绿化苗木生产基地，对园林绿化树种、社会造林苗木，大力培育高规格、高质量、多品

种苗木，推广采用轻型基质育苗、容器育苗、组织培养工厂化育苗等先进技术。通过基地建设，全面提

升种苗生产供应能力，充分保障工程造林的种苗供应，实现生产基地化、育苗良种化、质量标准化和市

场规范化。 

4.3. 提升保障能力 

做好林草种苗发展与林业生态建设结合文章，将其与国家储备林建设、油茶三年行动、以竹代塑、

“双重”项目等林业重大生态工程实施紧密结合。依托怀化农林集团、森达苗木、金月云农林、洪盛源

油茶科技、永新农林等油茶育苗企业，新建、扩建或改造提升油茶采穗圃，建立完善油茶良种繁育体系。

抓紧建设一批国家级、省级良种基地，推进杉木、马尾松等树种高世代种子园营建，适时营建一批福建

青冈、栓皮栎、洪桉樟良种基地，提升林木种子生产能力。通过这些举措，保障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

展对种苗的需求，实现林业种业与林业生态建设的良性互动[9]。 

4.4. 建设现代化林业种业基地 

建立健全油茶良种繁育体系，依托洪盛源油茶科技、永新农林、金月云农林、森达苗木等油茶企业，

新建、扩建或改造提升油茶采穗圃，完善配套设施建设，适度扩大采穗圃规模，提高良种穗条供应能力。

加强现有油茶良种苗圃改扩建和升级改造，普及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推广工厂化、设施化育苗，建设

多功能水肥一体化育苗温室、自动化灌溉喷淋炼苗荫棚、田间实时监测安保系统等设施设备[10]。通过这

些措施，提高优质种苗供应能力和水平，满足油茶产业快速发展对良种壮苗的需求，推动油茶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 
提升林木种子生产能力，建立健全以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为骨干、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为基础、

一般良种基地和采种基地为补充的林木种子生产供应体系。建设一批国家级、省级良种基地，推进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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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松等树种高世代种子园营建，优化亲本配置，实行精细化管理，大力推广种子园树体矮化、去劣疏

伐、人工授粉、树体管理等技术措施[11]，提高良种生产能力。建设一般种子生产基地，以种质资源普查

成果和重点树种专项调查为基础，对生产急需、良种材料缺乏的资源[12]，在优良种源区布局珍贵树种、

乡土树种、阔叶树种采种基地，适时采取去劣疏伐等改造措施，生产具有一定改良程度的种子。完善林

木种子收储体系建设，开展种子(穗条)收储仓库建设，保障全市杉木、马尾松等林木全面良种化栽培的用

种需求，将主要造林树种良种使用率提高到 80%。 
推进场苗融合，发挥国有林场在林草种质资源、土地资源、人才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国有

林场特色种苗基地、良种基地、采种基地、种质资源库和保障性苗圃建设[13]。着重抓好中坡、中都、排

牙山国有林场国家试点种苗基地示范建设，争取在多元主体育苗、林场种苗三产融合、新技术新材料苗

木培育等方面取得突破。通过场苗融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协同发展，为全省国有林场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和样板。 

4.5. 发展“种业 + 产业” 

积极探索以种业为“链长”带动全产业链发展新模式。在中药材上，突出茯苓、黄精、青风藤等重点

优势品种，支持正清制药、补天药业、林泉药业等骨干企业发展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及中药制品、膳食、

饮品、化妆品等精深加工，全力唱响靖州茯苓、新晃黄精、黔阳天麻等品牌，着力提升产业价值链。在林

木上，依托国家杉木良种基地、省级重点马尾松良种基地和 300 万亩国家储备林建设，以油茶、用材林、

生物质能源树种为重点实施树种调整改造提质，引进一批集加工、仓储、运输于一体的加工生产企业，

提升初加工能力和专业化水平。通过“种业 + 产业”模式[14]，实现种业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

产业的协同发展和整体升级。 

4.6. 发展“种业 + 服务” 

支持市场主体在重点县(州)打造区域性种业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包括全程社会化服务核心示范

基地、社会化服务调度中心、工厂化育苗中心、机械化作业中心、收储加工中心、统防统治中心、农资供

应中心等，为制种农户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15]。通过政策扶持、项目带动、示范引领等协同推动，培育

一批专业化种业科技服务公司，开展经营性种业服务。构建与国家种业大数据平台对接的怀化市种业生

产信息服务平台，运用信息技术收集土壤墒情、田间小气候、病虫草害等信息，设计专业化软件开展数

据分析，为政府、企业、农户等主体提供差异化服务[16]。开展教育培训服务，重点开展面向企业中高端

人才的高层次人才交流培训、面向生产一线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及面向大中小学生的种业科普教育服务。 

4.7. 畅通种业贸易渠道 

搭建种业贸易平台，建设种业国际贸易中心，依托国际陆港建设、东盟湖南农业园区等资源，利用

跨境种业电商、品种权拍卖、种子种苗交易等新型贸易形式，促进贸易合作，打造杂交水稻种子、中药

材种苗国际贸易枢纽，建成集新品种推广、种子交易、市场信息服务、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物流服务为

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中心。 

5. 讨论 

随着市委市政府“种业振兴”发展要求的推进，怀化市立足林业种业发展实际，全力推动全市林业

种苗产业规范化、良种化、标准化建设。充分发挥怀化市气候资源、区位条件、基地建设、制种技术等优

势，引导种业资源要素向优势区域集聚，完善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企业扶优、市场培育、种源保

供、管理服务等功能。以产业创新为驱动、种业对外开放为引领、种源保供为基础、全产业链条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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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纽带，构建怀化“国际种业之都”，不仅能够提升怀化市林业种业的竞争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还

能为国家林业种业发展贡献力量，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林业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

面临资金投入不足、技术人才短缺、市场波动等挑战，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各方协同合作，共同

克服困难，实现林业种业的高质量发展。 

6. 结论 

怀化市林业种业在种苗规范管理、发展要素保障和产业基础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

着供需结构性矛盾、育苗面积减少、质量监管薄弱和种业基地建设与种源供应链现代化要求还有差距、

种业对外开放水平与国际陆港开放优势结合不足等问题。通过实施摸清资源家底、优化苗木生产供应体

系、提升保障能力、建设现代化林业种业基地、以及发展“种业 + 产业”、“种业 + 服务”、畅通种

业贸易渠道等一系列对策，有望解决现存问题，推动怀化市林业种业朝着规范化、良种化、标准化方向

发展，助力构建怀化“国际种业之都”，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做出积

极贡献。未来，还需持续关注产业发展动态，不断调整和完善发展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和生态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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