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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林业种质资源培育与质量提升”重点专项

2024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国科发资〔2024〕

28 号）和“林业种质资源培育与质量提升”专项实施方案的部

署，现发布 2024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总体目标是：聚焦解决林地生产力低、森林质量不高、

生态服务功能不强、高值深加工林产品缺乏等突出问题，突破林

业资源高效培育与精深加工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瓶颈，支撑

林业高质量发展。

2024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拟启动 15 个任务方向，拟

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2.0589 亿元。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有其他

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配套的

牵头申报单位。

指南每个任务方向原则上支持 1 个项目。在同一任务方向

下，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

同的情况时，可考虑支持 2 个项目。2 个项目将采取分 2 个阶段

支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 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4 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指

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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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设 1 名负责人，每个

课题设 1 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原则上担任其中 1 个课题负责

人。

一、南方主要珍贵林木新品种选育

研究内容：研究降香黄檀、柚木、楠木、西南桦、红锥、樟

树、沉香、青冈、木荷等南方珍贵树种材质、心材比例、品质相

关特征性成分等重要目标性状遗传变异规律，构建核心育种群

体；攻克基于全基因组选择等珍贵树种早期选择技术；突破倍性

育种、杂交育种及其人工制种技术，创制优质高抗珍贵树种新种

质；选育家具和装饰板材、香用、药用等专用新品种，开展良种

和新品种苗木规模化扩繁研究。

考核指标：构建南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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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就绪度由 5 级达到 7 级；构建人工制

种技术 1 套，创制优异新种质 70 份以上；选育高产优质高抗珍

贵树种良种或新品种 15 个以上，与现行良种或新品种相比产量

提高 15%以上；培育优异种质苗木 300 万株以上。

关键词：珍贵树种，目标性状，优良种质，人工制种。

经费预算：1500 万元。

二、油松等速生用材林定向培育技术

研究内容：以油松、云杉、泡桐、湿地松、刺槐等速生用材

树种为对象，研究混交树种选配、高质林分构建和结构优化、林

地生产力提升等大径级材定向培育技术；研究目标材种干形控

制、冠形调控、抚育间伐精准量化、轮伐期合理优化等无节良材

培育技术；研究立地生产潜力适宜树种选择、林地土壤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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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植被优化控制、水养循环合理调控等地力可持续维持技术；

研发与主栽树种适配的林下种间互作调节、间套立体配置、经济

效益综合优化农林复合经营技术。

考核指标：建立油松、云杉、泡桐、湿地松、刺槐等速生用

材林定向高效培育技术模式 5—6 个，总体技术就绪度由 6 级达

到 8 级，获得 5 项行业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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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速生用材树种，无节良材培育，地力可持续维持。

经费预算：1300 万元。

三、南方主要珍贵用材林定向培育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降香黄檀、柚木、楠木、西南桦、红锥、樟

树、银杏等南方主要珍贵树种立地质量评价与选择、心材质量调

控、林地质量长期维持等关键技术，攻克林分结构优化配置与动

态调控技术，研究南方主要珍贵用材树种单木生长和发育模型，

创新林下复合经营与非木质林产品的开发利用模式。

考核指标：构建南方主要珍贵用材林立地质量选择技术体系

2—3 个，提出复合经营模式 3 项，缩短大径材培育周期 1/5，产

量提升 20%以上，提出南方主要珍贵树种单木生长模型 3 个，大

径级无节良材蓄积量增加 20%以上。提出林下经营与非木制林产

品开发利用模式 4 项，经济效益提高 10%以上。总体技术就绪度

由 5 级达到 7 级，获得 2—3 项行业标准。

关键词：珍贵树种，林分结构优化，单木生长模型。

经费预算：1300 万元。

四、北方主要珍贵用材林定向培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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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研究楸树、水曲柳、栎树、椿树、桦树、红松等

中部和北方珍贵树种立地质量精准评价，攻克以光环境为主导的

林分密度调控、单木精准修枝技术，研究北方主要珍贵用材树种

单木生长和发育模型，提出大径材培育技术体系，提升大径材蓄

积量，提出林农复合经营新模式。

考核指标：构建北方主要珍贵用材林立地质量选择技术体系

2—3 个，提出复合经营模式 3 项，缩短大径材培育周期 1/5，产

量提升 20%以上，提出北方主要珍贵树种单木生长模型 2 个，大

径级无节良材蓄积量增加 15%以上。提出林农复合经营新模式 2

项，经济效益提高 10%以上。总体技术就绪度由 5 级达到 7 级，

获得 2—3 项行业标准。

关键词：珍贵树种，大径材培育，林分密度调控。

经费预算：1300 万元。

五、困难立地植被高效修复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选育适应盐碱地、石漠化、干旱瘠薄地、有色金

属采矿废弃地等困难立地乡土林草新种质；研发不同类型盐碱地

吸水控盐林源生物炭基和微生物复配改良、专用基质钵育苗生产

等关键技术；研发沿海泥质砂质土壤生物定向改良剂、抗风专用

苗木培育和群落结构优化配置提升防风功能等关键技术；攻克岩

溶山地土壤质量优化林草优化配置、节水保墒调控等关键技术，

形成特色林下经济构建技术模式；研究干旱瘠薄立地精准分级评

估、低成本灌草植被营建与管护、林间生态草建植保墒等关键技

术，开发功能性微生物、高分子材料等土壤基质改良新材料；构

建有色金属采矿废弃地土壤障碍因子削减及培肥等困难立地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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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效的林草植被修复关键技术；形成生态与经济、社会效益兼

顾的困难立地植被高效修复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选育抗盐、适钙、抗旱、抗污染林草新种质 15

个，建立抗逆林草种质资源圃 2 个；研发土壤定向改良新材料 5

—8 个，盐碱地造林成本降低 20%，造林成活率提高 5%—10%。

构建适地、适剂、适苗和适群落的沿海防护林模式 3 种。研创岩

溶山地林草优化配置模式 5 种，研发林下经济产业范式 2 个。干

旱瘠薄及陡坡地植被建设成本降低 20%—30%，造林成活率提高

5%以上，水土保持功能提升 20%以上。建立典型有色金属采矿废

弃地困难立地的林草综合修复技术集成模式 2 个。总体技术就绪

度由 5 级达到 7 级。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项，编制困难立地林草

综合修复技术规程 2 项。

关键词：困难立地，群落结构优化配置，植被高效修复。

经费预算：1500 万元。

六、主要木本粮食树种高产与品质形成调控机制

研究内容：研究枣、柿、栗、扁桃等营养及功能性成分、外

观和商品品质等性状的分子基础，解析品质性状形成调控机制；

研究品质对水肥、激素、光温的响应模式，阐明典型高品质产区

和一般产区的品质差异形成机制及其立地响应机制。研究香榧、

榛子、红松等特色干果树种激素、养分管理等栽培措施、套种模

式和环境条件对花果与根系发育的调控作用。挖掘具有重大育种

价值的高产优质新种质。

考核指标：揭示主要木本粮食树种产量品质形成的分子遗传

控制机制和栽培生理调控机制，解析高产优质性状调控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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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条以上，鉴定产量和品质主效基因位点 8—10 个，发掘关键基

因 8—10 个、关键调控因子和生物元件 10 个以上，研发提高品

质和产量调控技术 7 项以上，产量或品质提高 15%以上。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 2 项。

关键词：木本粮食，产量，品质，调控机理。

经费预算：1500 万元。

七、木竹采收与加工关键装备技术

研究内容：研制人工林采伐抚育智能装备，研发竹林高效采

伐集材技术装备，开发连续化竹材备料智能装备，研发人工林实

木分等、优选、锯切等成套智能装备，建设智能化人工林制品加

工中心，研发人造板外观质量高速检测、分级和高精增材制造装

备。

考核指标：研发人工林机械化抚育、加工智能装备技术 10

项，研制林业复杂地形动力底盘等关键装备 5 种以上，人工林、

竹林抚育采伐集材生产效率提高 5 倍以上，木竹材料生产效率提

高 20%。人工林高效抚育作业装备作业效率≥3 亩/h，人工林采

伐造材智能装备采伐效率≥1 亩/h；竹林高效采伐集材装备集材

速度≥15m/min，适应坡度≥30°，载荷量≥300kg；人工林制材

智能装备实木检测速度≥60m/min，缺陷识别率≥90%，木构件加

工进给速度≥20m/min；人造板外观质量检测速度≥60m/min，主

要缺陷识别率≥85%，高精增材制造成型精度≤0.1mm。技术就

绪度由 5 级达到 7 级。

关键词：采伐抚育，高效采伐集材，高精增材制造，智能装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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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预算：1300 万元。

八、林木剩余物全质转化创制生物基材料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人工林剩余物木质纤维精准调控与修饰、纤

维素高效活化及功能修饰、木质素定向活化、功能性低聚糖生物

制造、清洁节能制浆与装备、柠条资源高品质纤维饲料与高密度

固体燃料联产等关键技术，开发木质纤维基包装材料、木质素基

木材胶黏剂、纤维素基树脂、功能低聚糖、柠条资源高品质纤维

饲料、柠条高密度固体燃料等产品，创新集成木材剩余物全质转

化利用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突破节能制浆、生物基功能材料的定向合成及功

能化制备、绿色低碳利用、柠条资源高品质纤维饲料与高密度固

体燃料联产等关键技术 8—10 项，创制木质纤维基包装材料、木

质素基木材胶黏剂、纤维素基树脂、功能低聚糖、柠条纤维饲料、

高密度固体燃料等新产品 10—12 个。建立千吨级或万吨级生产

示范线 5—7 条，木材剩余物利用率提高 15%—20%。技术就绪度

由 5 级达到 7 级。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8 项。

关键词：林木剩余物，生物基材料，低碳增值，高值化产品。

经费预算：1300 万元。

九、乡村特色景观构建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村域生产、生活、生态“三生”格局关系及

其演变规律，提出多尺度生态格局优化技术；解译分析乡村森林

景观格局，攻克生态、产业、文化多功能融合的森林景观优化关

键技术；研发村域生境小区保护、生态廊道构建、木本花卉品种

筛选配置与高效管理、乡村聚落植物配置等技术。研发水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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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型乡村防护林结构优化、乡村植物水分胁迫绿色诊断、绿地

智慧节水灌溉等功能提升技术，研究康养型林分结构优化配置及

调控管理等实用技术，建立乡村森林服务功能评价指标，构建宜

生宜居生态与人文资源优化利用技术体系。在京津冀地区建设集

成乡村文化、游憩生态景观、设施经济林有机栽培、智慧节水灌

溉等提升技术的北方特色宜居村镇样板，在长三角区域建设集成

风水林、康养型人居林、生态廊道等提升技术的江南水乡特色宜

居乡村样板，在西北绿洲区建设集成农田防护林、“四旁”林、

庭院美化、水分管理等提升技术的绿洲特色宜居乡村样板。

考核指标：构建特色村域生态景观和乡村聚落植物景观评价

指标体系 2 套，获批 4 项行业标准；筛选出乡村情感植物 100

种以上，森林景观优化布局模式 10—20 个、庭院植物优化配置

模式 50—80 个、围村林优化配置模式 10—20 个，技术就绪度由

5 级达到 7 级。形成乡村林业质量提升与资源利用关键技术 6 套，

生态林节地 20%以上，绿地节水 30%以上，森林服务功能提升 20%

以上，技术就绪度由 5 级达到 7 级。集成建立特色村镇风水林、

文化林及康养型人居林树种数据库各 1 个，示范具有新型城市

化、江南水乡和西北绿洲特色的乡村文化林、康养型人居林、生

态景观林 3—5 套，建成示范性村庄 9—12 个，村庄美景度提高

50%以上、整体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提高 20%以上，形成技术规范 8

—10 项，技术就绪度由 7 级达到 9 级。

关键词：乡村森林景观，乡村林业质量提升，林业特色村镇

景观。

经费预算：1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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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华北地区用材林提质增效技术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以落叶松、油松、云杉、杨树等地带性人工林为

对象，集成示范多源立地质量快速精准评判、人工用材林智能化

质量评估和生长预测等评价技术，凋落物分解调控、采伐剩余物

管理、土壤改良等地力提升技术，结构优化、密度调控等兼顾生

态目标的人工用材林经营技术，形成华北典型地带性速生人工林

提质增效技术模式；以栎树、楸树等人工林为对象，集成立地快

速精准评价、抗逆性良种、精准密度调控、水肥一体化等技术，

形成华北典型地带性珍贵用材林提质增效技术模式。

考核指标：建立示范区 5 个，示范面积 10 万亩，示范林森

林质量综合指数提高 15%以上。提出提质增效技术模式 20 个，

异龄混交复层林比例提高 50%，森林年生长量提高 15%以上。技

术就绪度由 7 级达到 9 级。

关键词：用材林，经营技术，人工林提质增效。

经费预算：1300 万元。

十一、西北特色经济林及林草植被高质量发展技术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以核桃、枣、仁用杏、枸杞、文冠果、花椒、杏

李等树种为对象，重点集成示范高产优质高抗生态经济型优良品

种筛选配置、优化树体与花果轻简管理、控水节肥均衡丰产增效、

林果气象灾害防控、大面积省力化或机械采收等关键技术，建立

高产优质生产示范区。在青海等省（区）重点集成云杉和圆柏林

分结构调控、退化草地治理与功能稳定性维持、节水型灌木林及

防风固沙林营建、林草复合结构优化配置、防护林与草原健康精

准诊断、林分水资源承载力监测与评估等关键技术，建立林草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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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修复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考核指标：建立西北特色经济林优质生产示范区面积 20 万

亩，每个示范区培育 1 个龙头企业，经济效益提高 10%，形成技

术标准 15 项。建立林草植被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面积 2 万亩，植

被综合生产力提升 10%以上，生态效益提高 10%，形成林草复合

生态修复技术规程 2—3 项。技术就绪度由 7 级达到 9 级。

关键词：特色经济林，高产优质生产，林草植被修复。

经费预算：1500 万元。

十二、南方储备林高效培育与绿色先进制造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以杨树、杉木、马尾松、云南松、楸木等树种为

对象，在长江流域开展森林质量评价、土壤地力维护、林分结构

优化、近自然森林经营、资源与生态效益动态监测与评估等技术

集成与示范，服务长江大保护。针对黄淮海区域、北部湾区域速

生木材加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需求，开展杨木、杉木、桉木、

柚木、楸木等南方人工林木材化学和仿生矿化改性、绿色功能人

造板制造、实木和单板板材制造、耐候型结构工程材制造及人造

板生产干燥尾气治理等绿色先进制造技术集成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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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力提升 10%，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提升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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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黄淮海

区域、北部湾区域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技术就绪度由 7 级

达到 9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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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储备林，多功能培育，清洁安全生产，木材加工。

经费预算：1300 万元。

十三、南方非木质资源高效利用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以松脂、五倍子、樟树精油、桑树蛋白、资源昆

虫、食药用兰科植物、古茶树等南方地区特色非木质资源为对象，

重点开展高产脂松树种植和松脂绿色加工技术集成示范；五倍子

种虫集约化培育和单宁基饲料添加剂制备技术集成示范；樟树机

械化采收栽培模式与精油高效高值加工利用技术集成示范；叶用

饲料桑树种植模式与饲料添加剂制备技术集成示范；资源昆虫规

模化养殖及活性物质提取技术模式示范；食药用兰科植物栽培规

模化、智能化示范；古茶树保育关键技术与开发利用示范；开发

饲料添加剂、精油日化品、松脂基电子化学品、昆虫活性物质、

食药用兰科植物高质化产品、高附加值古树茶等新产品。

考核指标：建立标准化高效种植示范基地 5—7 个，示范面

积 5 万亩。集成示范非木质资源高效培育模式 5—7 种，产量提

高 20%以上，建成高效利用示范生产线 5—7 条，生产高值化新

产品 5—8 种，效益提高 20%以上。技术就绪度由 7 级达到 9 级。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8—10 件。

关键词：非木质资源，加工技术，高值新产品。

经费预算：1389 万元。

十四、森林固碳增汇关键技术集成示范

研究内容：构建国家尺度及林分－景观－区域多尺度森林碳

汇监测技术体系，构建相应森林碳汇智能监测平台；提出涵盖地

上/地下生物量碳库与土壤碳库的森林碳计量方法，集成创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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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碳汇经营数表；研发我国固碳树种选择与繁育、低扰动造林、

增汇抚育与轮伐期选择全经营过程固碳减排技术体系；集成东北

林区、华北西北林区、西南林区、南方林区和热带林区主要森林

类型固碳减排技术，并建立相应的试验示范模式和试验示范区。

考核指标：国家尺度及林分－景观－区域多尺度森林碳汇监

测平台 1 个；涵盖地上/地下生物量碳库与土壤碳库的森林碳计

量方法 1 套；主要林业重点工程和主要林区森林经营固碳增汇技

术模式 15 套以上；在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区和主要林区建造森林

固碳增汇技术集成示范林 30 万亩，示范林固碳能力提高 15%以

上。技术就绪度由 5 级达到 7 级。形成森林固碳增汇技术规程 2

—3 项。

关键词：森林碳汇监测，森林碳计量，固碳减排技术。

经费预算：1300 万元。

十五、林业生物质负碳高效转化与低碳产品创制关键技术集

成示范

研究内容：研究林源类生物质绿色转化为能源、粮食、林业

生物基材料功能调控、新型林产绿色精细化学品定向合成和先进

碳材料产品负碳转化技术，突破生物质定向转化制备特种燃料、

液态粮食联产高品质功能材料、林木纤维环氧高强复合材料制

备、生物基电磁屏蔽碳材料制备等关键技术，创制高密度及高安

定性燃料、林木基功能性林粮产品、高强度复合材料、林木生物

基电磁屏蔽材料等新产品，并进行林木生物质绿色低碳转化生产

技术集成示范，增加低碳生物基产品供给。

考核指标：突破林业生物质能源转化、粮食转化、林业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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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材料功能化、绿色精细化学品定向合成等高效转化关键技术 5

—8 项，林业生物质碳利用效率提高 10%，经生命周期评价（LCA）

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 30％以上，建立千吨级以上示范线 3—5

条。技术就绪度由 6 级达到 8 级。

关键词：林业生物质，负碳转化，低碳生物基产品。

经费预算：1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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