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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种质资源培育与质量提升”重点专项

2023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1.林木体胚形成的分子调控机制

研究内容：研究主要造林树种和重要珍贵树种体细胞胚

胎发育关键过程，鉴定筛选影响林木细胞去分化、分化及再

生的调控因子，阐明体细胞胚胎发育过程细胞分化过程和分

子机理；研究组蛋白修饰、DNA甲基化等表观遗传对林木胚

性细胞全能性以及发育过程影响，挖掘调控组蛋白修饰等的

关键基因。

考核指标：构建林木体胚发生分子调控网络 2个、绘制

林木体胚发生全基因组甲基化谱，鉴定重要调控因子 10个、

细胞分化标记基因 10个、细胞特异元件 5个。

2.林木干细胞协同调控生长发育与环境适应性机制

研究内容：研究林木干细胞控制高、径、根生长发育主

要调控途径，解析关键因子功能及作用机制，揭示林木干细

胞命运决定与定向分化调控机理；研究林木干细胞特异性分

化产生不同类型细胞分子调控网络，阐明林木干细胞分化与

细胞壁重构的调控机理；研究干细胞调控林木生长和环境适

应性转录因子与效应基因互作关系，揭示林木生长与环境适

应性的转录协同调控机制；研究干细胞对林木生长发育适应

外界环境的表观基因组学基础，鉴定特异性表观遗传修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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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关键因子，阐明林木生长与环境适应性的表观遗传调控

机理；研究林木感知干旱、氮磷养分贫瘠等非生物逆境内源

信号分子，阐明关键调控因子作用机理，揭示林木对逆境分

子应答机制。

考核指标：明确林木干细胞发育分子调控机理，提出林

木干细胞协同调控生长发育与环境适应性新机制，构建林木

干细胞发育适应外界环境调控网络 5个，鉴定关键调控因子

20个。

3.主要木本油料产量与品质形成调控机制

研究内容：研究油茶成花诱导与花果熟期同步性以及核

桃顶/腋花形成与抗枯叶病的调控机制；探索油橄榄结实习性

与大小年以及沙棘授粉受精、果实大小与养分利用的调控机

制；阐明仁用杏雌雄蕊发育与休眠以及文冠果雌雄比例与高

活力花粉的调控机制；揭示表观遗传和群体遗传对角鲨烯、

亚油酸、亚麻酸、神经酸等特色成分的合成代谢及调控机理；

解析低温和干旱等极端环境对油茶、核桃和仁用杏品质和产

量的影响机制，开发调控油脂、产量等性状的早期精准选择

分子标记，创制重大育种价值的高产优质新种质。

考核指标：揭示主要木本油料树种花果发育的分子遗传

基础与调控机制，解析高产优质性状调控信号通路 6条以上，

筛选协同调控产量和品质性状的关键基因 10 个以上，发掘

关键调控因子 10个以上、生物元件 10个以上；开发油脂积

累、产量形成等数量性状早期精准鉴定分子标记 6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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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创制具有重要育种价值的新种质 60 份以上，其产量

和油脂含量分别提高 15%和 10%以上；申报和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 6件以上。

4.人工林生产力形成及功能提升机制

研究内容：以杉木、马尾松、落叶松、杨树等典型人工

林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工林生产力形成关键水分-养分过程及

驱动机理，揭示人工林生产力提升机制；研究种间竞争关系、

地力提升与生产力增加关系，阐明人工林结构与功能稳定性

提升机制；研究典型人工林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过程及其对人

工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揭示人工林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之间权衡或协同关系及调节机制；评估全球变化背景下典

型区域尺度主要人工林生产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及驱

动力，提出不同人工林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路径。

考核指标：阐明典型人工林生产力形成与地力维持机制

及其对环境要素响应机理；揭示人工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间

权衡与协同的调控机理；多尺度揭示人工林生产力提升机

制；构建人工林生态系统稳定性评估指标体系 3-5套，提出

主要类型人工林生产力提升 10%以上的经营技术 3-5套；构

建典型人工林长期生产力、地力变化及生态系统稳定性数据

库 3-5个。

5.木竹材资源利用的结构与化学机理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木材细胞壁骨架、细胞壁孔隙以及细胞

壁聚集体薄层等不同层级结构基础，揭示细胞壁多层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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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与构效机制；研究外界环境作用下木材弱相结构响应模

式及调控机制，构建典型木质材料的结构与性能模型；研究

改性剂分布与反应模式对木材性质的影响机理，阐明木材改

性提质增效化学基础；研究木材纤维绿色解离、表面修饰及

复合机制，研究木质仿生材料等合成规律，揭示木材纤维绿

色拆解与定向重组机制；研究木材分子解聚过渡态中间体保

护与可控演化重组机制，探究木材主要成分分子功能化修饰

及构效关系，获得全组分加工新方法。

考核指标：探明木材细胞壁多层级结构与构效机制、组

织结构响应与调控机制、典型木质材料的结构与性能关系、

细胞壁化学改性等实木加工利用基础；探明木材纤维绿色拆

解与定向重组机制、木材分子定向解聚与可控演化机制、主

要成分分子功能化修饰机制、木竹基新材料创制基础等全组

分加工利用基础；提出 5-10种木竹材料加工利用新方法。

6.林木良种智能化高效繁育技术

研究内容：开发促进林木胚性细胞发生、增殖和分化的

小分子肽，攻克体细胞胚同步化精准调控关键技术；攻克胚

性保持和胚性细胞长效保存方法，研发体胚成苗基质新材

料；研制新型体胚发生智慧生物反应器，建立体细胞胚自动

鉴别分析系统；研究激素处理和环剥等对内源激素合成、养

分分配及雌花繁育的关系，研发主要针叶造林树种促进雌球

花发生和结实母枝更新的树体控制技术；提出高世代种子园

丰产稳产、绿色和智能经营技术体系，提升良种繁育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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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智能化水平。

考核指标：建立胚性细胞高效诱导体系 2-3套，诱导率

达到 60%，同步化率达到 30%，增殖率达到 70%；提出超低

温保存技术 1-2项，提高超低温冻存复性率至 60%，建立体

胚育苗体系 1-2套，成苗率达到 50%；研制新型体胚固液相

生物反应器，提出高世代种子园矮化稳产丰产技术体系 4-5

套，良种单产提高 30%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件。

7.南方珍贵林木新品种选育

研究内容：以降香黄檀、柚木、西南桦、红锥、樟树、

沉香、楠木、青冈、木荷等珍贵树种为对象，研究珍贵树种

材质、分枝、心材比例等重要目标性状变异规律和遗传解析，

构建核心育种群体；攻克基于全基因组选择等珍贵树种优良

性状早期选择关键技术，缩短珍贵树种育种周期；突破倍性

育种、杂交育种等人工制种技术，创制优质高抗珍贵树种新

种质；选育家具和装饰板材等专用良种和新品种，开展良种

和新品种苗木规模化扩繁研究。

5年考核指标：构建珍贵树种新品种选育技术体系 1个，

缩短育种周期 1/3以上；创制优异新种质 70份以上；选育适

用于家具和装饰板材等的珍贵树种良种和新品种 15个以上，

与前期良种或新品种相比产量和质量提高 15%以上；培育优

异种质苗木 300万株以上。

10 年预期目标：解析珍贵树种重要目标性状的遗传基

础，构建珍贵树种优良种质早期选择关键技术体系 2-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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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育种周期 1/3 以上；提出珍贵树种人工制种技术体系 2

个，创制优异新种质 150份以上；选育适用于家具和装饰板

材等的珍贵树种良种和新品种 30 个以上，与前期良种或新

品种相比产量和质量提高 15%以上；培育优异种质苗木 1000

万株以上。

标志性成果：构建珍贵树种优良种质早期选择技术体系

2-3 个，研发珍贵树种人工制种技术体系 2 个，选育适用于

家具和装饰板材等的珍贵树种良种和新品种 30个以上。

8.热带木本油料作物新品种培育及高效配套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构建椰子、油棕和热带油茶等典型热带木本

油料作物种质资源表型精准评价技术体系及多组学大数据

库，解析高产、高油、耐寒等性状分子调控机制；突破椰子、

油棕和热带油茶遗传转化和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创制新

种质新品种（系）；突破椰子花器官组织培养与植株再生技

术体系，研发油茶茎段规模化高效组培繁育技术，建立油棕

体胚快速成苗技术；集成创新水肥管理、花果调控、林下种

养、病虫害绿色高效防控及轻简化栽培等技术体系；研发热

带木本油料作物果实标准化采收和油脂精准适度加工技术，

并研制油脂系列产品。

考核指标：筛选椰子、油棕和油茶高产、优质、耐寒等

优良性状的种质 50-100份，构建椰子和油棕的种质资源表型

库和基因库各 1个。开发 SNP育种芯片 1-2款。审（认）定



浙
江

大
学

 kjcg
x

7

新品种（系）或植物新品种权授权 5-8项。获得椰子花器官

体胚再生植株 1000 株以上，油茶组培生根率 70%以上、再

生植株驯化移栽成活率 90%以上，油棕叶片体胚成苗时间缩

短至 12 个月。集成水肥、花果、土壤调控和病虫害防控技

术体系 1 套，建立椰子和油棕优良品种千亩级示范基地 2-3

个。建立果实采收与贮藏技术 1-2项，研发改进破壳脱衣等

初加工设备 2-3套，开发油脂类新产品 6-8个。

9.落叶松优质大径材高效培育技术

研究内容：揭示落叶松遗传、立地、密度、轮伐期等多

因子耦合优化控制的大径材培育机理，突破冠体结构优化、

干形和节子控制等大径材培育的树体结构调控技术，建立优

质大径材培育技术模式；攻克落叶松林分混交树种选配、人

工促进更新、土壤健康管理、林下植被控制和养分循环调控

等关键技术，实现大径材培育林分生态功能提升与长期生产

力维持；研发基于“天空地”一体化的落叶松林分质量快速

测评和大径材培育模式区域拓展技术，建立落叶松人工林智

慧化经营决策平台。

考核指标：建立落叶松定向高效培育技术模式 3-5个；

形成大径级材培育技术标准 1个；单位面积蓄积量提高 10%，

目标材种大径级材比例提高 5%，无节材出材率提高 5%。

10.马尾松人工林多功能培育技术

研究内容：攻克以养分为主导的分阶段动态结构调控技

术，提出大径级材全周期定向培育技术；研发密度精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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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形冠形调控、珍贵树种混交等改培技术，建立提质增汇高

效模式；研究松菌、松药、松菜等互作机制，构建生态位互

补、长短效益结合的林下仿野生栽培技术体系；突破林地土

壤微生物和养分靶向调控、林下共生植被定向优化等地力提

升技术，构建地力可持续维持模式。

考核指标：提出马尾松大径级材全周期定向培育、提质

增汇、林农复合经营等技术模式 6个，制定标准 2项；林地

单位面积蓄积量和大径材比例提高 10%以上，松材线虫病发

生率降低 15%以上，生态系统碳汇增加 10%以上；林地单位

面积综合收益增加 15%以上。

11.桉树人工林提质增效关键培育技术

研究内容：开展桉树多品系混种和植苗与萌芽更新多轮

伐期经营技术研究，研发桉树早期速生培基技术和林下植被

优控、林地水肥精准管理、养分利用效率提升等生产力/地力

可持续维持技术；研究目标材种干形及冠型调控、抚育间伐

精准量化、轮伐期优化等无节良材培育技术；开展立地类型

与桉树生产力耦合分析，构建立地质量和营林技术基础数据

库，制定发挥立地生产潜力的适配桉树造林区域规划，开展

桉树混交林种间互作调节和间套立体配置等综合效益优化

的复合经营技术研究；评估生态效应和综合效益，形成桉树

林生产力和生态功能双提升的可持续经营技术，构建桉树提

质增效培育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建立林分结构优化、稳定性好的提升地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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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技术模式 3-4个，桉树林复合经营技术模式 2-3个；

单位面积蓄积量提高 10%，目标材种大径材比例提高 5%，

无节材出材率提高 5%。

12.工业原料林新品种培育及精准栽培技术

研究内容：以银杏、杜仲、油桐、山苍子、青钱柳、无

患子、砂生槐等重要工业原料林树种为对象，收集并挖掘优

特异种质资源；利用杂交、诱变、加倍、分子辅助选育等技

术，创制高产、优质、多抗、适合轻简化栽培和机械化采收

的新品种；研究不同立地树体调控、林分结构优化、花果叶

简化管理、水肥一体化高效调控等精准有机栽培关键技术；

研发果实等熟期同步性调控、机械化采收及采后快速低损集

运等关键技术。

考核指标：创制重要育种价值新种质 20 份，定向培育

优质高产高抗良种、新品种 20个，目标收获物产量提高 20%；

研发精准培育和机械化采收技术 10 项，增产 15%，采收效

率提高 50%。技术就绪度由 5级达到 7级。授权国家发明专

利 3-5件。

13.竹藤资源多目标精准高效培育技术

研究内容：开展竹林立地质量评价与分级研究，建立适

用性强、覆盖面广的竹林立地质量分级系统，提出竹林立地

质量分级管理和产区科学区划方案；创新竹林空间结构调

控、采伐方式、林地精细化管理等关键技术，突破竹林-土壤

系统调控瓶颈；建立笋用竹高产栽培体系；研发气候变化背



浙
江

大
学

 kjcg
x

10

景下城乡竹林布局及适应性管理技术，拓展竹林服务功能；

开展棕榈藤人工促进更新技术研究，突破棕榈藤种子促萌、

幼苗生长调控等关键制约因子，支撑棕榈藤资源高效供给；

创新竹资源高效监测技术，建立多尺度竹林质量精准监测技

术体系。

考核指标：构建竹林立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1套，编制

我国竹林立地质量分布图；建立 2-3种主要笋用竹（毛竹、

雷竹、苦竹等）高产栽培技术模式；研发竹林高效经营、应

对气候变化适应性经营、棕榈藤高效培育等技术模式 10-15

个，生产力提高 20%以上；提出竹林质量监测数据采集及分

析技术，建立多尺度监测技术体系 1 套。授权发明专利 3-5

件。

14.南方储备林高效培育与绿色先进制造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以杉木、马尾松、杨树、云南松、楸木、火

力楠等树种储备林为对象，集成林下植被保育、凋落物分解

和剩余物归还等土壤地力维护标准化技术体系，集成间伐补

植、结构调控和近自然森林经营等多功能培育技术体系，构

建调节、支持、服务等生态效益动态监测与评估技术体系，

实现储备林可持续高效培育技术体系在南方地区大面积示

范应用。开展南方储备林木材功能一体化深度改性关键技

术、绿色功能人造板低碳制造、人造板生产干燥尾气治理等

清洁安全生产关键技术、实木和单板板材制造、耐候木质结

构工程材原态复合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并在黄淮海区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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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湾区域开展速生木材加工产业集群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建立示范区 5 个以上，示范面积 10 万亩，

形成用材林高效培育技术 15个，提出高效培育技术模式 20

个，形成标准化培育技术体系 5-8个，木材年生长量提高 10%

以上。建立杨木、杉木、桉木等人工林木材绿色先进制造示

范线 7-8条。

15.主要经济林高附加值产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重点研究板栗、枣、柿、核桃等新型绿色安

全贮藏保鲜和质量安全智能监控技术，板栗、柿、仁用杏等

功能组分新型高效提取和加工技术，核桃、杏仁、枣等功能

性成分低温制备及酶法复合功能化修饰技术，油茶、核桃、

油橄榄等加工副产物多酚高效富集和蛋白靶向嵌合体化学

及生物修饰技术，油茶、核桃、油橄榄等成品油提质及加工

剩余物生物发酵饲料化、肥料化技术，创制膳食功能食品、

多肽离子螯合食品、新型多肽富硒多糖饮料、多酚日化品、

有机肥、抗菌促生长饲料等新产品，构建主要经济林产品精

深加工利用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突破主要经济林高附加值产品精深加工关键

技术 6-8项，创制药食同源膳食食品功能产品（饮料）、有

机肥、抗菌饲料、多酚日化品等产品 8-10个，提出木本粮食

利用新模式 3-5个。木本药食同源膳食功能产品营养比传统

主粮提高 2倍以上；功能多肽饮料中多肽含量（干基计）≥

80%；红枣饮料中多糖≥70%；有机肥中有机质≥30 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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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型饲料生物活性提高 50%。建立不同规模工业化示范线

5-8条。

16.木质前沿新材料制造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揭示木材主要组分趋光特性及光催化转化机

制，创制新型荧光木材、透明木材、木质光热材料和凝胶材

料；阐明木材细胞壁多尺度界面修饰对热、波、磁的调控机

制，创制高效储能、强韧、吸波、电磁屏蔽功能木材；攻克

低质木材与高分子的异质重组、增强和增值制造关键技术，

创制折叠、自愈等智能木质复合材料、轻质高强木塑复合材

料；研究高能微波辐照对木材构造的影响机制，研发高强重

组木质新材料；突破木质组分的水热、外场及绿色溶剂可控

解聚，实现木材主要组分的定向解聚及可控聚合。

考核指标：突破木质智能仿生材料、新型木质光热功能

材料、储能增韧木材、高强木塑复合材料、木材微波处理、

木材主要组分的定向解聚及可控聚合等 6项关键技术，开发

新材料 8-10种，研制新产品 5-6个；建立大功率微波木材精

准预处理和木质资源热化学转化技术平台；木质电磁屏蔽材

料的电磁屏蔽效能不低于 50dB，增材制造木质材料组分不低

于 30%，木塑复合材料的抗弯强度不低于 80MPa。

17.基于数字化协同的林木产品智能制造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基于全自动单板涂胶组坯与连续平压等

胶合板大规模制造技术；突破基于云平台的人造板砂锯拣包

储运一体化智能制造、大幅面人造板贴面装饰、板材与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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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品的数据共享和网络协同制造、板材表面质量指标数字化

等关键技术；攻克基于生产过程数字化信息采集与共享的家

居产品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技术、基于数字化协同的家居产品

信息溯源的敏捷制造管控技术；研究基于全流程数据采集与

管控的木地板敏捷制造技术；研发基于数字化协同与信息溯

源的木家具交互设计及智能制造软硬件系统集成技术，构建

木工数控装备通用接口标准体系，建立基于 5G 和工业互联

网的智能工厂管控平台。

考核指标：人造板热压后工段整体产能提升 15%以上；

家居产品交货周期缩短 10%以上，差错率 1%以下，原料利

用率提高 5%-10%。突破关键技术 10-15 项；建设示范生产

线 15-20条，其中，数字化车间或智能工厂 5-10家。

18.林木剩余物高效转化多联产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开展杉木剩余物高效提取精油联产活性炭清

洁生产、林木剩余物热解气化联产碳材料、固态连续厌氧发

酵耦合联产蛋白与肥料、碳基复合新型滤材定向构建、化纤

合成和高效产氢碳基催化剂制备等低碳增值关键技术研究，

开发杉木精油、高端功能活性炭、高品质生物炭，生物有机

复合肥、碳基催化剂等高值化产品，构建林木剩余物高效转

化多联产增值利用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突破林木剩余物高效转化多联产关键技术

6-8 项，创制功能活性炭、碳基催化剂、生物有机复合肥等

新产品 8-10 个。建立万吨/年精油联产活性炭、MW 级热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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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产、百吨/年碳基催化剂等生产示范线 4-6条，林木剩余物

利用率提高 15%-20%,联产利用增值提高 20%，吨活性炭磷

酸消耗降低 20%，燃气热值大于 10MJ/Nm3，碳基催化剂催

化转化率提高 20%。技术就绪度由 5级达到 7级。申请国家

发明专利 8-10件。

19.天空地一体化森林资源监测技术示范

研究内容：研究野外智能观测和高效测量、多源卫星遥

感数据高效处理、林地类型自动化提取、森林定量参数多源

遥感协同估测等技术，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森林资源信息综

合采集和林分定量因子稳健估测系统，形成天空地一体化多

尺度遥感监测技术体系；集成森林经营活动、精细化森林经

营规划和遥感监测等多源数据，研发省-市-县-小班等多尺度

森林资源数据智能化、一体化协同更新技术，开发森林资源

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应用集成系统，构建集成林地类型和

林分郁闭度、森林蓄积量等定量因子的年度更新技术体系，

在东北国有林区、南方集体林区等典型区域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提出森林资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新技术新方

法 5-8项；研发森林资源数据年度更新应用支撑软件不少于

5套；建立森林资源数据年度更新技术集成示范基地不少于

3 个，技术应用示范面积达 150 万亩以上；技术就绪度由 6

级达到 8-9级，林地类型、郁闭度、蓄积量等主要因子监测

精度提高 10%以上。

20.雷击火和山地森林火灾风险预测和防控关键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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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示范

研究内容：选择东北、西南林区典型示范区，融合多源

信息，研发雷击火和山地森林火灾重大风险综合感知预警预

测体系和技术；研发山地可燃物风险评估和生态调控关键技

术，提出适用不同区域和条件的可燃物生态调控技术和规

范；研制融合遥感、有人机、无人机和地面等多源信息快速

识别雷击火和山地初发火的方法，研发无人机集群化识别运

投扑救集成技术；研制山地森林火灾扑火危险性预警技术和

便携设备，集成和提升森林火灾预警、扑救、防护装备和机

具，建立具有智能化特征的多装备协同防控体系和技术模

式；集成雷击火和山地森林火灾风险预警预测、初发火识别

和蔓延模拟、火场动态感知等关键技术和模块，研发一体化

预警和防控平台。

考核指标：构建雷击火预警体系 1个；提出可燃物生态

调控模式 3-5个，有效可燃物载量降低 15%；研发雷击火和

山地森林火灾风险预测技术 2项；提出初发雷击火和山地森

林火灾快速监测识别和扑救技术各 1项，识别准确率不抵于

85%；研制初发山地森林火灾扑救便携装备和一体化预警防

控平台 2套；提出相关技术标准 5项，申请或授权发明专利

6件，建立森林火灾防控技术示范与产品应用综合示范区 2-3

处。

21.林下经济资源高效栽培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以黄精、三七、铁皮石斛、冬凌草、三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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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芍、黄芩等林下大宗中药材，以及竹荪、大球盖菇、鸡枞

和猴头菇等林下名优食用菌为研究对象，解析林木、中药材

和食用菌的生物学互作机制，攻克林下中药材、食用菌良种

规模化繁育技术，研发林地环境、林木种类、种植密度和栽

植管理等道地中药材仿野生和有机栽培关键技术，突破林地

环境改造、林草剩余物利用和温湿度数字化控制等生态栽培

技术，开展林下蜜蜂高效养殖、林下优质蜂产品营养组分及

独特功能活性挖掘、特色蜂产品及制品创制，构建全国重点

林区林木、林菌、林药、林蜂资源和高效培育技术数据库，

形成规范化栽培技术体系及栽培模式，并在重点林区进行示

范推广。

考核指标：研发林菌、林药、林蜂资源规模化繁育技术

8-10套，构建林木与林菌、林药复合栽培模式 8-10套，建立

仿野生和生态种植技术体系 2套以上，制定高效栽培技术规

程 2项以上，构建全国林菌、林药、林蜂数据库 1套，营建

林木与林菌、林药、林蜂等立体复合经营示范林 1万亩以上，

综合效益提高 30%以上。

22.竹基代塑产品加工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

研究内容：研发竹展平刨切和叠压复合成型技术，开发

可降解管状/曲面原态竹质复合材料及一次性塑料替代产品；

研发不同形态精细竹纤维环保提取工艺，攻克纤维互穿多维

植筋成型技术，开发轻质高强功能化竹纤维复合材料及耐用

性塑料替代构件；创新高密度竹炭孔隙结构及表面含氧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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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调控，攻克竹炭模压/注塑成型及竹炭板循环再生技术，开

发功能化竹炭复合代塑板材；解析代塑竹产品降解转化产物

分级利用途径，形成从日用、家居到工程应用的传统塑料替

代竹产品环境安全性评价，发挥竹子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

塑料污染和代替塑料产品方面的突出优势和作用。

考核指标：研发薄竹材剖分剥离、竹纤维复合材料和竹

炭/竹质活性炭抗菌复合板材等制备关键技术 8-10 项，开发

竹质异型复合代塑材料及产品 6-8件；竹纤维复合构件模压

深度可达 25cm以上，弯曲模量大于 100MPa；整幅竹展平刨

切薄竹材宽度达 100mm、厚度达 0.3mm；建立中试生产线

3-4条；授权 4-6项国家发明专利。

23.竹浆纸一体化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竹材品种多、浆料性质差别大质量不稳

定、竹浆中杂细胞含量高、竹纤维组织结构特殊致密、化学

品用量大电耗高、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重点开展优质竹纤

维种质资源筛选和定向培育、竹材高效预处理杂细胞分离和

高效浸渍软化纤维精准磨浆解离纯化、高松厚高强度特种竹

浆清洁节能制造、高档生活用纸和高强包装纸板配抄、竹材

制浆造纸过程有机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竹材制浆造纸

关键核心技术研究。

考核指标：突破优质竹纤维种质筛选与培育、竹材预处

理、杂细胞去除浆料纯化、精准节能磨浆、高档生活用纸和

高强包装材料、功能性低聚糖生物制造等竹浆纸一体化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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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6-8 项，筛选优质纤维竹种 2-3 种和配套的培育技术，

创制竹纤维高档生活用纸、高强度包装纸板（口杯纸）、高

强纸袋纸和功能低聚糖等新产品 8-10个；建立 10万吨级高

松厚度高强度特种竹浆、万吨级生活用纸、10万吨级高强包

装纸板（口杯纸）等生产示范线 3-4 条，竹材利用率提高

15%-20%，制浆节电 20%、化学品减量 15%，纸板强度提高

20%，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0-1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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