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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是我国重要的用材树种之一。根据第八次全国

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全国杉木种植总面积为 1096

万公顷，占全国主要优势树种总面积的 6.66%，蓄积

量为 7.26 亿立方米，占全国主要优势树种总蓄积量的

4.91%。根据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全国

乔木树种按重要值排名，其中杉木以重要值为 23.23 排

在了第一位，全国杉木总数为 211.72 亿株，总蓄积量为

10.79 亿立方米，与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总蓄

积量的 7.26 亿立方米相比增长了 48.62%，其主要分布

于我国福建、湖南、江西和广西等地。广西作为我国杉

木的主要分布地，根据《广西 2021 年林业生态资源状

况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广西全区乔木

总面积为 1115.6 万公顷，其中杉木总面积为 188.73 万

公顷，占整个广西乔木总面积的 16.92%。因此，杉木在

广西的林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对杉木良种

选育与高效栽培技术的深入研究对广西林业产业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阶段关于杉木培育的实际情况来看，杉木在种

源、杂交后代等方面能够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因

而对于杉木良种培育的研究，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不同

种源以及家系的特点来对能够提高杉木培育效果的方法

进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基于杉木本身具有的经济价

值，重视杉木良种选育和培育，对现有的杉木良种培育

技术进行优化，能够依靠杉木获得更佳的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

一、广西杉木良种选育及高效培育技术及应用

现状

（一）广西杉木良种选育发展历程及概况

广西开展杉木良种选育的试验从 20世纪 70年代便

开始进行，截至目前，广西地区在种植和杉木选育工作

方面经历了近 50年的发展时间，由于广西是我国杉木

的重要分布区，并以综合性、多方面的评价方式，目前

广西地区已成为杉木优良种源培育的主要地区。结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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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杉木良种选育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优良杉木家系的

筛选要求，以 16年以上杉木无性系的研究最为深入，

包括对杉木的纤维、木质材质、生长量以及密度等方面

的研究。在实际研究中，将杉木优树的生长量、遗传稳

定性等作为选择的指标，以选出的杉木优树作为种子园

建设的主要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杉木优树自带的

遗传特性，对杉木良种进行再次筛选并建设第二代种子

园。以这种筛选方式和要求，逐渐在融水县形成拥有规

定流程和程序的杉木良种选育体系。

（二）融水县良种基地建设情况

目前，广西地区的杉木良种基地共有 3处，其中就

包括融水县的国营贝江河林场的良种基地。贝江河林场

是杉木良种培育的主要区域，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全区

凭借杉木良种培育的优势，在种子园基地建设方面取得

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先后建成红杉一二三代的种子园和

高产种子园，种子园本身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依托广

西林科院的科技支撑，获成果登记 3项，地方标准发布

2项。从种子园建设管理的角度，现有的建园材料考核

指标更基于现实，并能够通过矮化管理等园艺措施来保

障杉木良种的培育质量。通过推进良种基地树种结构调

整，基地树种结构日趋合理，良种选育效果突出。基地

培育树种由之前单一的杉木，逐步调整多元化树种的培

育。并把良种基地打造成多树种、多品种、多世代、多

功能、高效益的综合型良种基地。

（三）融水县良种推广应用现状

良种选育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杉木种植的质量和品

质，提高杉木种植的产量，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综合

效益的最大化。在 20世纪 90年代，在国家助农贷款的

大力支持下，融水县的国营贝江河林场的良种基地已经

建设出 1万公顷的杉木种子园和 4万公顷的杉木良种基

地。随着我国对林业发展的重视，并通过制度各类政策

来扶持良种培育的发展。人们对良种重要性的认识也在

不断提升，融水县的国营贝江河林场的良种基地的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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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得到有效的增产，良种的利用率也在逐年提升。

在相关部门大力推广下，优良家系其遗传增益率均超

过了 20%，并推动融水县乃至周边的地区的林业产业

发展。

二、广西良种选育及杉木高效培育技术面临的

问题

（一）工程量大，人才短缺

良种选育是一个工程量巨大的工作。在杉木杂交选

育配种的过程中，其组合数量巨大，少则几千，多则上

万。此外，由于杉木的花期短，这也大大缩短了杂交工

作的时间，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通常情况下，一

个基地每年杂交育种只能完成 200 ～ 300 个杂交组合，

且需要经过长达 8年的时间进行种植比对试验才能够确

定品种的质量。而种植试验的过程中，还需对试验种苗

进行定期的除草、追肥、病虫害防治等抚育工作，从

而进一步加大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使得杉木的良种选

育人才十分紧缺，并限制了杉木良种选育的健康有序地

发展。

（二）缺乏杉木种植科学管理体系

尽管融水县在杉木良种选育的过程中，从种子园建

设管理的角度，现有的建园材料考核指标更基于现实。

通过推进良种基地树种结构调整，基地树种结构日趋合

理，良种选育效果突出。但由于人才和技术的滞后性，

对当地的杉木种植技术的推广和宣传程度不足。尤其是

对于当地的农民而言，由于其受教育程度不高，在接受

杉木良种后并未严格按照杉木的科学种植规范来种植，

抚育管理措施也不够科学，尽管能够获得良好的种苗，

但种植成效不明显。并严重制约了当地杉木种植产业的

发展。

（三）科研经费投入不足

尽管目前我国以及广西地区不断加大对良种选育的

重视程度，并且也通过设立相应的扶持资金来推动广

西地区杉木的良种选育及高效培育技术的发展。但融水

县的杉木良种选育及高效培育技术依然存在资金不足等

问题，尤其是科研经费的投入明显不足。由于良种培育

和高效培育技术对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定的要求，

且良种培育工作往往存在耗时长、工程量大等问题，技

术、设备和人才的引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尤其是

在选种育苗的初期，往往容易由于科研的短缺，容易使

得项目的进度延缓甚至是停滞，严重阻碍了当地杉木良

种培育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受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等因素影响，财政拨款到位时间也相对滞缓。

三、杉木高效培育技术的优化研究措施

尽管融水县杉木培育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

受到经济发展和杉木培育技术方面限制的情况下，杉木

培育技术的发展仍然面临一定的问题。

（一）推进有性育种与无性育种同时进行

以往融水县开展的杉木良种培育工作，大多是以选

择优良树种为主，尽管依靠这种方法，融水县种子园

的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也获得了较为理想的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但对于优良树种的选择需要以杉木的杂

交育种配对组合以及选苗育苗工作为前提。从整体上来

看，在杉木种子园内进行杉木的杂交育种配对组合，往

往存在着较大的工作量，而受到杉木本身较短的花期限

制，当前杂交育种的组合数量仅仅在 200 ～ 300 个的范

围内。而经过杂交培育出来的种子，还需要再经过 8年

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验证杂交育种的成果，不仅时间较为

漫长，取得的结果也大多很难满足良种培育的要求。在

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推进有性育种和无性育种的方

式，在节省用于种子园建设投资成本的同时，也能够提

高杉木良种培育的质量和效率，加快推进杉木良种化的

进程。

（二）优化种子园管理建设

种子园作为培育杉木良种的主要基地，需要保证园

内培育工作的平稳秩序，以杉木的生长特性和家系特

性为主要依据，加强对杉木树形、土壤和花粉授期三个

方面的管理，并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从杉木生长的

角度，对于种子园的管理还需要做好杉木的疏伐工作，

并对种子园内杉木的生长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对于嫁接

工作中呈现出较少结实量的树木，需要及时进行重新嫁

接。对于缺少植株的则需要及时进行补植，并对种子园

内部的空间合理利用，充分发挥土壤地力在培育杉木良

种中的作用，以更加规范化的管理模式来为杉木良种的

培育工作提供保障。

（三）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

对于杉木良种选育的研究，需要以更为先进的技术

作为支撑。但由于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应用条

件等方面的限制，现有的良种培育工作往往难以满足更

优质的杉木培育要求。尽管现阶段融水县的杉木良种培

育工作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但并不是所有的杉木种都进

行筛选。这样就会导致种子的质量参差不齐，不仅影响

到杉木杂交培育的效果，也会对杉木种子园的建设和发

展造成影响。从技术的角度，加大技术方面的投入，需

要从杉木良种培育中存在的杂交组合数量大、培育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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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等方面入手，重点突破技术方面存在的难题，以提高

培育的产量和实际育苗成本为主要目标，这样才能够以

良好的培育效果来带动当地林农的积极参与。而从加大

资金投入的角度，可以采取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企业与

种子园建设发展合作的方式，通过与企业的合作来实现

对杉木良种培育的研究，加大科研力度。同时，也可以

通过筹建林木组培试验工厂的方式，调动融水县周边社

会资本和企业的投入，解决启动资金方面的问题。杉木

良种培育的单系采种和无性培育营造良好的物质条件，

让无性系杉木的特性与本地杉木的优良特性结合起来，

并通过多方之间的共同合作来加快杉木良种培育的研究

和发展周期，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为理想的经济

收益。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现有的杉木高效培育技术进行优化，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杉木培育和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基于不同类型杉木在木材密度以及生长质量方面的

差异，对杉木良种培育技术的优化不仅需要创新杉木良

种的培育方式，还需要以加强杉木种植基地建设和管理

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大对杉木良种培育的资金和

技术投入，为培育技术优化和培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充足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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