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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长期科研基地

长期科研基地是中国林科院林草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之一，主要

开展林草和濒危野生动植物遗传与种质资源收集、保存与利用，林草

和濒危野生动植物育种，森林培育与经营，森林、草原、湿地、荒漠

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自然保护地和物种保护，森林草原灾害防控，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林业和草原生物质材料保护与利用等方

面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利用、成果示范推广、科学普及教育，以及

为产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撑。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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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批复成立第二批国家林业和草

原长期基地，其中，我院牵头成立10个，至此，我院共有长期科研基

地15个。未来我院将重点培养和建设多种类型、多种功能的长期科研

基地，为我院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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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名称 类别 依托单位 负责人

东北落叶松育种和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综合类 林业所 孙晓梅

福建邵武杉木人工林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综合类 林业所 张建国

中部地区楸树育种和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综合类 林业所 王军辉

亚热带林木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综合类 亚林所 王浩杰

海南尖峰岭热带珍贵树种研究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综合类 热林所 陈仁利

河南宝天曼天然林保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综合类 森环森保所 刘世荣

三峡库区林业资源与生态保护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综合类 森环森保所 肖文发

长白山北坡天然林经营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综合类 资源所 雷相东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保育与可持续利用国家

长期科研基地
专题类 资昆所 苏建荣

广西大青山森林综合型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综合类 热林中心 蔡道雄

亚热带大岗山森林类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综合类 亚林中心 邓文清

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综合类 沙林中心 郝玉光

北京九龙山暖温带森林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综合类 华林中心 章尧想

黄河中下游经济林育种和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综合类 泡桐中心 李芳东

广东湛江桉树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综合类 桉树中心 谢耀坚

中国林科院归口管理的长期科研基地共计15个，其中2019年获

批5个，2020年获批10个。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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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科研基地年度成果汇总

2020年，我院科研人员和团队依托长期科研基地，承担了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和各省不同类型科研项目达259项，总经费超过2.7亿元。研究成

果获省部级奖励共计12项。

依托各长期科研基地发表论文330余篇，其中SCI期刊发表110余

篇；授权发明专利共计44项；出版或参与编写专著共16部；等级软

件著作权8项；颁布国内外各类标准12项；审（认）定国家或省级良

种26个；获新品种共计4个；认定成果5项。

长期科研基地在人才培养和团队协同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020年，各长期科研基地共培养了全国林草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百千万人才工程” 省部级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优青、青年拔尖人才、两类人才等共计8人。培养优秀团队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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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科研基地年度大事记

我院新获批国家林业和草原长期科研基地10个

组织各长期科研基地编制五年发展规划并论证

发布《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长期科研基地管理办法》

我院首批5个长期科研基地揭牌

组织开展长期科研基地年度总结

组织遴选第三批国家林业和草原长期科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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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工作概述



平台简介

东北中温带落叶松育种和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本年度经专家论证确定了《基地2019年-2023年中长期发展规划》。

 提出了落叶松家系、无性系多级选育程序，选育出辽丰1号、辽丰2号两个优良

杂种无性系并通过了辽宁省良种认定，材积增益比对照提高50%以上，适宜在

辽东、吉林山区等落叶松适生区营建速生丰产用材林。

 阐明了落叶松树冠结构特征及其对竞争的响应机制，揭示了参与凋落物分解的

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增加是造成温带地区针阔混合后加速日本落叶松凋落物分解

效率的主要因素，为构建落叶松人工林可持续经营技术提供依据。

年度成果统计

 承担项目：在研项目7项，其中重点研发计划、重大专项等项目2项，国家自然

基金项目2项，其他项目3项，总经费2501万元。

 科研成果：认定辽宁省地方良种2个，繁育优质落叶松苗木45万株，新增无节

良材培育修枝示范林100亩，发表研究论文8篇，其中SCI论文7篇。

 奖励成果：针叶树种遗传改良和高效培育研究组2020年度入选国家林草局“全

国林草科技创新人才计划创新团队”。

 人才培养：培养研究生2人，培训技术人员20人次。

基地由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依托辽宁省国营清原满族自治县大孤家林场

组织建设，规划建设领域包括落叶松种质资源评价、创新和利用、高世代种子园

遗传评价与精细化经营管理、良种苗木组培高效繁育、落叶松定向培育与可持续

经营技术和落叶松人工林信息化等五个方面，以期满足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对林

业科学研究的要求。

工作动态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6



成果展示

 速生优质易繁杂种落叶松良种选育—“辽丰1号”、“辽丰2号”

“有性创制变异，无性繁殖利用”是针叶树种杂种优势利用的遗传改良策略。

受限于落叶松难生根的生物学特性，通过人工杂交授粉选育出的杂种无性系规

模化扩繁困难，这造成了能够在生产中推广利用的杂种无性系良种较少。

中国林科院林业所针叶树遗传改良与定向培育课题组，基于前期建立的落

叶松生根-物候-生长-材性四级无性系选育程序，依托基地日本落叶松种子园，

以优良亲本日本落叶松日永8为母本、哈达长白落叶松种子园优良亲本混合花粉

为父本，通过人工控制授粉获得杂种后无性系化，经多点多年试验选育出5个生

根和生长皆优良的杂种无性系，其中2个优良无性系辽丰1号、辽丰2号通过了

2020年度辽宁省良种认定。这两个无性系具有速生丰产、树干通直、尖削度小，

干材率高，抗逆性强的特性，14年生材积比生产对照提高50%以上，且扦插易

生根，可通过扦插或组培扩繁直接应用于规模化生产，适宜在辽东、吉林山区

等日本落叶松、长白落叶松适生区营建速生丰产用材林，填补了该地区杂种无

性系良种空白。

图1 辽丰1号 图2 辽丰2号 图3 杂种无性系容器扦插扩繁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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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福建邵武杉木人工林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承担项目：在基地执行的在研项目有2项（1）中国林科院院重点项目“杉木第

三代种质评价及第四代育种群体构建研究，100万元；（2）国家”十三五“重

点研发计划课题“杉木速生材高效培育技术研究”，150万元。年度新增国家林

草局推广项目“杉木高世代高产矮化种子园营建技术示范”，30万元。

 科研成果：申报杉木国家级无性系良种1个；依托基地发表论文4篇，其中TOP期

刊发表论文2篇。

 奖励成果：1人获国家林草局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入选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

程人选。

 编制了长期试验基地未来发展五年规划（2021-2025年），并组织召开了规划论

证会；

 梳理了基地各类试验示范林组成，明确了基地试验林管理责任；

 强化了基地档案管理工作，完善了基地试验示范林定位、标识及历史资料补充，

获取了部分试验示范林航拍资料；年度开展了中幼林施肥试验，完善了基地杉

木人工林培育试验体系。

福建邵武杉木人工林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于2020年5月7日获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正式批复成立。基地立足“长期研究、系统研究、创新研究”，围绕杉木培

育理论与技术开展持续自主创新，突破杉木定向培育、良种选育及长期生产力维

护等共性及关键技术，促进科研与生产深度融合，加速我国杉木资源培育，促进

杉木产业升级。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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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解析了林分和气候因子对杉木人工林生长的影响机制

基于全国4省区杉木密度试验林30余年定位观测数据，研究发现林分水平内

竞争、立地、林龄对生长的贡献率达70%以上，尤其是竞争因子。区域水平温

度是影响杉木生长变化最主要的气候因子，这对气候变化下杉木人工林的管理

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此外，还发现高径比可作为评价林木稳定性的一个重要

指标，当造林密度在6667株/ha以上时，高径比大，林木稳定性差，易受到灾害

影响。因此，在杉木人工林培育和管理中，密度调控对林分的影响最大，也是

培育技术体系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技术要素。研究结果发表在一区期刊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 篇。

 揭示了杉木良种和密度控制的林分生长动态效应

基于科研基地杉木良种和初植密度互作试验林连续8年定位观测，发现林分

生长前期密度效应差异不显著，后期随林龄增长各密度间树高、胸径、冠幅、

单株材积生长差异逐渐增大，一般到7~8a时，各密度间生长差异达显著性水平；

整个调查期间，各密度间蓄积量生长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在6a时，冠幅生长的

良种效应差异达显著性水平，8a时，胸径生长的良种效应差异达显著性水平；

整个调查期间，树高、单株材积和蓄积量生长的良种效应未达显著性水平。初

植密度与良种水平交互作用对幼龄期林分生长未达显著性水平。良种和初植密

度对杉木幼龄期林分生长的影响具有叠加效应，且随林龄增长，这种叠加效应

愈明显。

图1 不同因子对杉木枯损的相对贡献性 图2 不同良种水平生长量的密度控制效应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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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中部地区楸树育种和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建成楸树规模化扦插繁育基地1处、苗木移栽培养简易温室500m2，累计建成种

质资源保存林面积210亩。

 新建良种推广示范林120亩，带动就业200人次，培训技术人员126人。

 向10个生产和科研单位提供种质资源196份，切实开展共享合作。

 为山东省和河南省各地级市行业主管部门、中小学科普授课6次，增强了公众

对林业科学研究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年度成果统计

 承担项目：基地承担“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6项，累计经费587

万元。新增科研项目3项，累计经费129万元。

 科研成果：审定国家级良种2个，授权新品种3个，授权发明专利2项。

 奖励成果：“珍贵用材树种遗传改良创新团队”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

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获得金桥奖项目二等奖1项。

基地以楸树持续遗传改良和人工林高效培育为目标，建成集遗传改良、良种

快繁、高效培育和成果转化推广为一体的长期综合科研试验基地，为楸树应用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持续的创新平台，实现试验示范林的长期保

存与连续观测，持续的技术创新与集成孵化，服务楸树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中

部地区实现乡村振兴。

工作动态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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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金桥奖项目二等奖：楸树良种选育与定向培育集成创新

本项目提出了“有性创制，无性利用”的楸树研究总思路，一是全分布区格局

多水平收集保存楸树、灰楸和滇楸种质资源1000余份，建成国内规模最大、资源

最丰富的楸树、灰楸和滇楸种质资源库6个；二是创立以亲本选择、组合选择、

无性系二级选择和无性系分生态区试验为核心的楸树优良无性系四级选育程序，

缩短选育周期1/2，分别为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黄土高原半干旱区、江汉平原、

云贵低山丘陵区等生态区选育‘洛楸’和‘中林’系列、‘天楸’系列、‘楸丰’系列等良

种 29个，杂交良种的树高和胸径分别较优树无性系提高 14.2%~25.8%和

20.0%~37.4%，填补了楸树杂交良种空白；三是突破了楸树良种规模化生产和产

业化应用的技术瓶颈，研发了嫁接、超短根育苗和组织培养技术，构建了完备的

技术示范推广体系；四是确定了楸树苗期最佳施氮量，研发了专用复合肥，揭示

了水肥耦合、光环境调控对楸树生产力的影响机制，构建了楸树人工林集约化定

向栽培技术体系。目前，成果已应用到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退耕还林工程建设、

“四旁”植树、城镇绿化等各类工程项目。近两年来，推广应用30万亩，新增产值

1.2亿元，新增利税（纯收入）0.29亿元，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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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亚热带林木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系统开展长期基地资源环境本底调查工作。收集山茶木兰等种质资源1437份，

完成215个森林样地调查，采集各类昆虫标本1300号。

 开展种质资源库评价工作，对1000余份山茶种质资源的地理起源、育种体系、

观赏特性进行了系统评价，建立山茶种质资源数据库。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设取得进展 ，建立毛竹林下仿生栽培竹荪、灵芝、大球盖

菇、三叶青、羊肚菌等示范基地30余亩，培训技术人员380人。

 科普教育成效显著，开展“走进昆虫世界”、“昆虫夏令营”、“多彩菌菇世

界”等科普活动26批次，接待中小学生1600人次。

年度成果统计

 承担项目: 2020年度在研项目18项经费5200万元，新增科研项目23项经费1579

万元。

 科研成果:‘椿秋红’等8个省级审定良种，修订国家标准1项，6项国内发明专

利，发表论文26篇，其中SCI一、二区论文6篇，出版专著3部。

 奖励成果: “木荷育种体系构建、良种选育和高效培育技术”获浙江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排名第1 ；“竹笋食味和安全品质提升关键技术及应用”获浙江省科

技兴林二等奖，排名第1 ；1人获省部级百千万人才称号。

基地的建设目标与主要任务：主要承担我国亚热带主要树种核心种质资源

收集保存利用评价与良种创制、南方天然次生林经营改造与提质增效等科学实验，

是亚热带国家代表性的集林木种质资源库、新种质创制和森林培育为一体的研究

平台，组装配套林业科技成果，为亚热带区域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和示范。

工作动态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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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国际上首次绘制山苍子基因组图谱，揭示樟科精油主要化合物合成机制

 ‘春江红叶微连’、‘椿秋红’等8个新品种通过省级良种审定

 科普活动与科技推广示范

茶花新品种--春江红叶微连 香椿新品种--椿秋红

“一亩山万元钱”示范推广现场会多彩菌菇科普活动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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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海南尖峰岭热带珍贵树种研究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海南尖峰岭热带珍贵树种研究国家长期

科研基地立足于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依

托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长期致力于

珍贵树种研究。目前有种质资源与遗传多样

性、林木良种选育、森林植物资源培育与利

用、珍贵树种高效培育与多功能经营、微生

物与病虫害防治和森林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价

等多个研究团队。

 承担项目：在基地实施的科研项目

有10余项，总经费760.21万。

 科研成果：发表科技论文19篇，中

国绿色时报科普类文章5篇，国家发明

专利2项。

 人才培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第七

批“百千万人才工程”省部级人选1个。

 收集优良树种75种（原产澳大利亚树种53种），白木香优良品种种质资源50份。

 培育各类种苗8万余株。

 采用乡土与珍贵树种，营造滨海热带人工碳汇林30亩，抚育种质资源库400亩。

 开展降香黄檀扦插试验、降香黄檀和土沉香嫁接试验、降香黄檀施肥试验等多个试验。

 接待相关学术交流与考察活动7次，涉及人员102人次。举办科普活动3次，规模达到

281人次。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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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紫檀属主要分布在热带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属中部分树种为具有重要经济

价值与药用价值的红木树种。到目前为止，关于该属叶绿体基因组特征以及系统

发育的相关研究有限。因此，对5种紫檀属红木树种进行叶绿体基因组测序，进

一步分析紫檀属植物叶绿体基因组结构特征，鉴定SSR位点，确定DNA条形码高

变区，推断紫檀属植物系统发育关系，可以为确定紫檀属在豆科植物的系统发育

位置、紫檀属及其近缘属的种群遗传结构和谱系地理学提供相关参考。

紫檀属叶绿体基因组具有典型的四段结构，包含110个独特的基因。333-349

个SSR位点，8个核苷酸高变区域。系统发育分析表明，紫檀属为单系与金蝶木

属互为姊妹类群，属中物种血檀处于系统发育最基部。

5种紫檀属植物叶绿体基因组圈图

5种紫檀属植物叶绿体基因组结构边界

5种紫檀属植物叶绿体基因编码区/非编
码区核苷酸变异

32种豆科植物叶绿体基因组系统发育树
（最大似然法）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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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河南宝天曼天然林保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河南大学、浙江农林大学、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北京林业大学、加州大学戴

维斯分校、国际竹藤中心、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

院所超过80人次的人员来访，以长期科研基地为平台，进行科研采样、试验

开展和学术交流等科研活动。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为筹备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来到宝天曼长

期科研基地拍摄了地理风貌等自然素材。

 依托长期科研基地，利用气象观测场、坡面径流场、测流堰等科研设施和生

物多样性等科研成果，以展板、标牌、现场讲解及示范等形式，建成了宝天

曼科普廊道，向公众宣传森林调节气候、净化大气、土壤保育、 涵养水源等

生态效益，真正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年度成果统计

 承担项目：宝天曼长期基地2020年承担项目有国家重点研发、中国林科院重

点项目等4项，总科研项目合同金额为580万元，其中包括新增项目2项，经费

245万元。

 科研成果：2020年发表学术论文14篇，其中SCI论文4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

项；出版《空间生态水文学》专著一部。

宝天曼长期基地地处河南省南阳市－我国秦岭东段的伏牛山南麓，属于暖温

带向北亚热带过渡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及生物多样性具有独

特的科学研究价值。重点围绕暖温带天然林生物多样性形成与共存机制、珍稀濒

危物种保护生物学、森林生态系统碳氮水循环与耦合机制、森林生态水文过程调

控机制与森林生态系统退化、恢复机理与适应性管理等方面开展科学任务。

工作动态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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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依托由宝天曼支撑的中国东部南北森林样带，调查研究了土壤微生物分布格

局，发现中国东部南北森林样带上土壤细菌β多样性的变化没有表现出与宏观植

物类似的纬度梯度变化规律；不同纬度梯度上的细菌β多样性分布格局主要受局

域群落构建过程的影响，而异质性筛选是局域群落构建过程中驱动土壤细菌β多

样性地理分布格局形成的最关键影响因子，从而揭示了局域群落构建机制对中国

东部纬度梯度土壤细菌多样性分布格局的主导作用。

 基于宝天曼林冠穿透雨截留实验，发现干

旱处理显著影响了土壤磷的转化途径，导致

土壤磷的有效性降低，表明干旱对森林生态

系统养分循环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
减雨样地

 采用涡度相关法对宝天曼天然林的碳通量进行连续观测，首次报道了暖温带

向北亚热带过渡区的典型森林生态系统的碳通量特征，发现宝天曼森林生态系统

具有较大的碳汇能力，碳汇量近似于中国东部南北森林样带的南亚热带的鼎湖山

森林生态系统，高于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夜间低温和非生长季的低温抑制生态

系统呼吸排放，可能是宝天曼森林生态系统呼吸量较低的原因。

 通过红外辐射增温技术对宝天曼天然栎林

开展模拟气候变暖试验发现，短期增温显著增

加土壤呼吸速率，但随着增温时间延长，土壤

微生物量随增温进行产生了适应性响应，土壤

氮素有效性也下降，使得土壤呼吸对增温的正

反馈作用随着处理时间延长而逐渐减。

增温样地

 整理红外相机数据发现，在宝天曼2

个调查位点拍摄到了灰翅鸫的4 组独立

照片，雌鸟和雄鸟各有2次记录，确认为

河南省的鸟类新纪录物种。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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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三峡库区林业资源与生态保护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2020年1月，参加了“《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最新政策、实施要点、难点、

方法、案例解读专业技术人才应用实践培训》”培训会议。

 2020年11月，5人参加了“中国林学会森林生态分会”学术研讨会议。

 数据观测与共享：对水文要素、土壤要素、气象要素、生物要素进行观测。

建立了数据信息系统网络平台，实现了观测和研究数据的网络共享。

年度成果统计

 承担项目：在研十三五重点研发，国家自然基金等项目10余项，经费合计6000

余万。

 科研成果：发表论文共31篇，其中SCI论文17篇。

 奖励成果：培养研究生7名，其中博士5名。

三峡库区林业资源与生态保护国家长期科研基地位于湖北省秭归县兰陵溪小

流域，距离长江三峡大坝上游10公里处，处于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的秦巴山地，

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是我国重点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是

长江中下游生态屏障和重要水源地。基地主要围绕水文水质监测系统、生态效益

评估与生物多样性监测、森林生态系统过程监测、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其生境监

测开展研究。基地主任为肖文发研究员。现有固定长期工作人员30人。

工作动态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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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推进典型示范区建设

依托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综合治理战略研究，建立秭归县县域生态修复

示范区和中坝子村级生态修复示范区，支撑秭归县成功申报湖北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试点县，并开展示范县建设。

 成果转化

依托中国林科院与武汉市、森环森保所与秭归县的合作协议，完成了武汉市

和秭归县的山水林田湖草战略研究，总结了大型城市和山区县域生态综合治理模

式。森环森保所作为技术支撑单位，将牵头完成秭归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全域生

态修复保护专题，为十四五秭归县全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奠定坚实的基础。

 新建秭归县九畹溪面源污染综合控制示范区100亩

按照“源头控制、过程阻断和末端削减”的思路，施肥主要以专用缓控施复

合肥和有机肥为主，采用频振式杀虫灯、粘贴板杀虫、性引诱剂等物理和生物防

控病虫害，以人工除草为主，全园禁用除草剂，以降低农田面源污染风险，实现

从源头控制并降低污染物的进入。

优化并调整现有植物配置模式、结构形式，茶园配置杨梅、杉木、樱桃等树

种，形成高效农林复合模式。并集成采用地果植物篱护坡，三叶草全园覆盖的模

式，形成有效阻碍面源污染快速扩散，进而降低水土流失。在小流域沟口利用植

被缓冲带技术，采用黄花菜和萱草等植物密植构建末端生物拦截带，构建生态茶

园管理模式。

县
域

地点 序号 模式 面积/亩

秭
归
县
九
畹
溪
镇

九
畹
溪
丝
绵
茶
茶
厂

模式1 茶叶+杨梅（稀疏栽植）
+地果护坡+三叶草

24.7

模式2 茶叶+樱桃（稀疏栽植）
+地果护坡+三叶草

15.5

模式3 茶叶+杉木（稀疏栽植）
+三叶草

15.1

模式4 茶叶+杨梅（稀疏栽植）
+三叶草

12.3

模式5 茶叶+黄花菜埂 4.0

模式6 茶叶+萱草埂 2.4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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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长白山北坡天然林经营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2020年12月29日，《长白山北坡天然林经营长期科研基地五年发展规划(2020-

2024)》通过了专家论证。

 以长期科研基地为平台，基于建立的公顷级样地，继续和北华大学等联合开

展云冷杉阔叶混交林和蒙古栎阔叶林天然更新机制及物种多样性等方面的研

究。

 开展的高保护价值森林的经营相关工作得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认可，

提高了关于以改善虎豹生境质量为核心的经营意识。

 支撑国家林草局对外合作项目中心开展履行联合国森林文书试点工作。

年度成果统计

 承担项目：在研科研项目共6项，总经费为496万元；新增项目1项，经费15万

元。

 科研成果：发表学术论文5篇，出版专著2部，提出了保护性森林经营技术框

架。

 奖励成果：获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1人入选国家林草局

百千万人才工程省部级人选。

基地位于长白山林区的吉林省汪清林业局，是东北天然林和国有林区的典

型代表。基地研究定位为长白山北坡典型森林经营的应用基础研究。研究方向

和内容包括：天然异龄林发育规律；天然异龄林林分结构与功能关系；天然异

龄林生长收获模型；天然异龄林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经营技术；天然林经营的生

态和经济效果监测、评价和预测。

工作动态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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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典型森林类型健康经营技术”获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二等奖

该项目是在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重大专项、“十二五”科技支撑、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等项目和课题的支持下，依托长白山北坡天然林经营长期科研基地等基

地，针对我国森林健康问题导致的森林质量不高、森林生产力和生态服务功能远

远不能满足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缺乏统一的森林健康诊断和评价指标、缺少

典型森林类型健康经营模式、尚未形成森林健康经营理论与技术体系等问题，以

我国寒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的典型森林类型为对象，开展了森林健

康经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建立了适用于国家和区域典型森林类型的多层

次衔接的森林健康诊断和评价指标体系；揭示了典型森林类型健康经营的生态学

机理；提出了典型森林类型健康经营关键技术和模式。总体上形成了我国森林健

康经营的技术体系，完善和丰富了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为从整体上提高我国森

林生产力和生态服务功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森林的多种效益，提供了科学依据。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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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保育与可持续利用

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年度成果统计

 承担项目：在研项目11项，合计经费599.60万元。其中本年度新增项目6项，

合计经费305.60万元。

 科研成果：获批授权发明专利2项；制定行业标准1项；发表论文21篇，其中

SCI论文8篇，EI论文1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8篇；出版专著1部。

 奖励成果：1人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2人入选云

南省“青年拔尖人才”计划，1人入选云南省“两类人才”计划，2人晋升研

究员，1人晋升副研究员，两人获得第八届梁希青年论文一等奖。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保育与可持续利用国家长期科研基地位于云南省

普洱地区，地处热带—亚热带交错区，主要植被类型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思茅松林等。基地定位于热带—亚热带交错区森林生态系统的保育与可持续利

用监测与研究。基地现有科研人员18人，其中高级以上职称15人、中级职称3人。

另有客座研究人员20余人。

工作动态

 编制了《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保育与可持续利用国家长期科研基地五年

发展规划》；

 开展固定观测区及试验示范林基地建设；完成30hm2固定观测样地的建设和本

底调查工作，补充5块（0.36 hm2）卫星样地建设与调查，建立固定样地监测

系统，收集已有观测设施的监测数据近10GB；

 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开展了合作研究；

 聘请国内著名研究人员到所进行学术讲座12次。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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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研究发现，物种丰富度是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主要驱动因子，系统发育多

样性对水分管理功能有积极的影响，真菌物种多样性在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生

物量生产和养分循环功能的形成过程起到重要作用，其中丛枝菌根和外生菌根

发挥了关键作用。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研究

在多个生物多样性属性中，物种丰富度和系统发育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功

能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生态系统多功能性随物种丰富度和系统发育多样性

的增大而增加。

 天然林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维持机制研究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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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广西大青山森林综合型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工作动态

年度成果统计
 承担项目：在研科研项目59项，经费1818.9万元；新增项目17项，新增经费

324万元。

 科研成果：依托基地发表科技论文44篇，获得专利授权2项，完成科技成果登

记17项。

 奖励成果：参加完成的“南方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多功能经营关键技术与应用”

通过国家科学技术奖初评。

以热带南亚热带主要用材树种，尤其是珍贵乡土树种为研究对象为研究对

象，在林木种质资源保存与良种选育、森林培育、森林生态、森林经理和珍贵

木材加工利用等领域，开展长期、稳定的林业研究、科技创新和试验示范，为

国内外科研院所开展林业长期实验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研究平台。现有14个研

究团队98位科研人员在基地开展林业科研工作。

 召开广西大青山森林综合型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编制《广西大青山森林综合型国家长期科研基

地建设规划（2021-2030年）》；

 营建了马尾松低质低效人工林改造等长期实验

林450亩；

 举办学术交流会6次，参加参加各类学术会议、

培训200人次；

 国内30多家科研院所专家到基地调研和开展科

研活动300多人次；

 举办科普活动5次，科普宣传2000多人次。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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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探明珍贵树种生长过程及心材形成规律，完善了以心材培育为主的珍贵树种

大径材定向培育技术体系

以柚木、红椎、格木3个珍贵树种为研究对象，开展了珍贵树种生长发育与

心材形成特点的共性与差异研究，总结珍贵树种心材形成过程，指导合理确定培

育技术和收获预期目标，探明 心材形成与立地因子、个体竞争的关系，指导立

地选择与中龄林及后期管理技术，对制定以心材培育为主的珍贵树种大径材定向

培育技术，指导珍贵树种培育技术科学合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红椎心材 格木心材柚木心材

 发现近自然化改造对马尾松和杉木人工林群落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

近自然改造增加了乔木层物种的丰富度，改变了群落及群落各层的物种组成

和优势种，大幅降低了马尾松和杉木在群落中的优势度和重要值，减弱了单一树

种在群落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使群落物种组成向多样化和分布均匀化的方向演替。

近自然化改造显著提升

了马尾松和杉木纯林林分植

物多样性，优化了林分群落

结构，对针叶人工林生态系

统稳定性和林分质量的精准

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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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亚热带大岗山森林类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营建了杉木、油茶以及针阔混交试验示范林1088.1亩。

 开展了“油茶低产林改造技术推广与示范”、“马尾松林下栽培和经营技术”、

“江西大岗山典型低效公益林增效经营技术研究”等方面的研究。

 依托博士扶贫工作室等平台，指导地方嫁接油茶苗2700余万株，帮助销售1100

余万株。深入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区）开展科技服务20余次。

 举办学术报告和专题讲座10余场、学术交流活动20余次以及开展了大学生课

程实习、青少年春秋季研学等活动100余次。

年度成果统计

 承担项目：2020年度在研项目40项、经费1642.36万元，其中新增科研项目10

项、经费442.00万元。

 科研成果：编制江西省地方标准2项：《DB36T南方鲜食枣容器育苗技术规

程》、《DB36T南方鲜食枣主要害虫防治技术规程》。

 奖励成果：“油茶产业现代化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获梁希林业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 树木园科普活动“踏出校园，走进大自然”获第五届江西林业

科普活动奖；油茶团队晏巢同志获得第七届“新余市青年科技奖”荣誉称号。

基地的建设目标与主要任务为：开展亚热带主要林木和优良林源药用植物种

质资源长期收集、保存与利用研究；开展亚热带森林高效培育技术研究和林业科

普教育工作。现有科研人员62人，其中高级以上职称39人、中级职称20人。通过

多年的建设，基地已是国内杉木种质资源保存最完好的基地、国内油茶种质资源

保存最齐全的基地、国内栎类种质资源保存最丰富的基地，为区域林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工作动态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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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新型苎麻剥麻削皮技术装备的研究开发

项目组成员经过三年多时间的潜心研究和创新，完成了“提拉式苎麻剥麻

机”、“劈麻反拉式苎麻剥麻机”和“田间苎麻剥麻机”三种样机的设计和制作，

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和要求。项目发明专利2项和实用新型专利1项，培养研究生2人。

 贵州省黔南州油茶良种引种与高产栽培技术集成示范

营建油茶试验示范林150亩；开展了技术培训1次，培训林农60人。直接带动农户

22户79人（其中贫困户15户52人）脱贫增收。

 油茶优良杂交子代栽培技术推广示范

培育了亚林ZJ02号、亚林ZJ03号、亚林ZJ04号及长林系列油茶容器苗10万余

株；营建示范林200亩；编制并印发《油茶造林及幼林管理技术》手册500余册，

培训基层科技人员及林农1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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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乌兰布和沙漠综合治理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2020年，依托单位沙林中心投入资金对基地基础条件进行了建设和完善；9月，

国家林草局科技司领导亲临现场参加了基地揭牌仪式。

 目前，共有23家单位（科研、企业等）与依托单位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依托

基地条件申报并获批了内蒙古自治区科普教育基地。

 承担项目：在研项目31项(主持23项)，8项通过验收，1项获优秀；新增项目15

项(主持12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为干扰下梭梭灌丛水分利用与防

风固沙效应的权衡机制研究”获批，实现零突破。首次获批内蒙古科技计划项

目2项；全年到位经费311.19万元。

 科研成果：出版学术专著3部，认定科技成果1项，授权专利3项，发表科技论

文58篇，中心职工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数量占比51.7%。

 奖励成果：培养博士3名(职工2名)，硕士4名(职工1名)；晋升高级职称1名；获

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获梁希青年论文奖2项。

年度成果统计

基地位于乌兰布和沙漠东北部，

地处荒漠和半荒漠前沿地带。研究

工作包括沙化土地综合治理、荒漠

生态系统定位监测、植物种质资源

收集保存等。

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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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乌兰布和沙漠绿洲防护林生物量和碳储量研究

查明了磴口绿洲不同林龄新疆杨单株各器官生物量和含碳量，构建了单株、

林带、林网生物量和碳储量模型，将生物量、碳储量与防风效益进行了同步模拟

计算，评估了防护林综合功能。研究成果参见中国林科院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

磴口县新疆杨农田防护林生物量和碳储量研究》。

 机器学习算法在乌兰布和沙漠东北部土地覆被分类中的对比研究

随机森林在稳定性、易用性和处理时间等方面的表现均优于其他算法，总体

分类精度和各用地类型的分类精度均超过90%。高程、短波红外波段及归一化植

被指数、修正土壤植被调节指数和改进归一化差异水体指数等光谱指数对个别用

地类型分类的重要性较高，应作为特征变量来构建分类数据集以提高分类的整体

精度。研究结果可为荒漠绿洲地区土地覆被分类在参数调优、变量选取和分类算

法选择方面提供科学参考。相关成果发表在《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及中国林科院博士学位论文《磴口黄灌区绿洲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效应研究》。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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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北京九龙山暖温带森林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收集了杨树、核桃、元宝枫种质资源200余份，建立了苗圃进行栽植。建成

了有害生物示范林2500亩。完成了管理机构与机制建设。组织召开了5年规划专

家论证会。开展了森林防火、植物探秘等系列科普活动。设计了九龙山科普平

台软件1套。

年度成果统计

2020年在研项目34项，获批项目23项，获批经费总额734万元。发表期刊

学术论文30篇，其中SCI论文16篇。出版《北京九龙山大型真菌图谱》著作1部，

授权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各1项，荣获第八届梁希青年论文奖三等奖1项。

北京九龙山暖温带森林国家长期科研基地于2020年5月成立。基地位于北

京市门头沟区，总面积1741.91公顷。区域内主要植被为油松、侧柏、落叶松、

栓皮栎等。基地重点围绕实验示范、城郊林草生态系统定位监测、森林康氧和

自然教育、信息平台等4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

工作动态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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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揭示了根系分泌物在益生菌-蔷薇-病原菌三方互作中的作用，鉴定出5种元

宝枫叶、种实病虫害。

 揭示城郊森林对大气污染物的

影响机制，确定遥感产品适用性选

择制约因素，优化生态足迹模型，

为城郊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精准评估

提供支撑。

 揭示了华北石质山地生态公益林化学计量特征及其不同组分间传递的耦合机

制，初步揭示氮磷根际调控诱导蔷薇根系形态和生理可塑性响应的生理机制，并

探明氮磷根际调控诱导蔷薇侧根增生的机理。

 收集我国内蒙古区域元宝枫种质资源并筛选优良单株90株，建成元宝枫叶、

种实性状多样性数据库；阐明杨树PdOLP1参与调控杨树次生生长作用机制；揭

示PtoWUSa通过调控生长素极性分布影响不定根的形态建成。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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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黄河中下游经济林育种和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依托长期科研基地平台条件，充分发挥依托单位人才队伍优势和强有力技术

支撑条件，为同行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林农等提供技术服务和咨询35次，接

待参观交流150余人次，提供杜仲、柿、扁桃、杏和杏李种质36份，苗木或种芽

2.0万余株，免费发放各类技术资料200余份。起到了行业交流、技术推广、科学

普及传播林业科学知识的目的，显著提升了长期科研基地在行业和地区的影响力，

切切实实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我国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年度成果统计

 承担项目：实施项目或课题10项，合同经费累计1632.0万元，其中新增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7项，新增经费1077.0万元。

 科研成果：审（认）定经济林良种14个（国审10个），发表论文7篇，获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6项，发布各类标准4项，为企业制定发展规划1项。

 人才培养：培养研究生、本科生30余名，2名科研骨干晋升高级职称，面向社

会开展技术交流、技术培训150人次，培养技术骨干20余名。

 成果奖励：获得省部级成果认定2项。

围绕黄河中下游流域经济林产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收集保存经济林

种质资源，完善种质资源库；开展种质创新研究，定向培育具有良好产业化前

景的优质、高产、高抗良种；开展优质高效栽培关键技术研究；通过试验示范，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以经济林产业为依托，推动黄河中下游流域生态保护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

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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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良种培育

审认定杜仲、仁用杏等经济林良种14个，其中国审良种10个，为黄河中下

游地区经济林产业发展提供了一批急需的良种。

 成果应用推广

《杏扁抗寒优质丰产新品种选育及配套关键技术》和《扁桃简易化栽培技术》

推广应用15万余亩，获省部级成果认定。

图2 ‘中仁11号’仁肉兼用型杏良种

• 稳产性突出（对照大小年明显），鲜果重

40g(对照9.6g)，甜仁，单仁重0.74g（对照

0.69g），糖酸比10.0（对照5.1），口感好。

图1 ‘华仲11号’雄花用杜仲良种

• 亩产鲜雄花200~300kg（对照150~180kg），

氨基酸含量提高10%，茶汤金黄，雄蕊挺

拔，茶香四溢。

图4 应用绿色控草技术的扁桃果园

• 应用人工辅助授粉、轻简化树形和绿色控草等

简易化栽培技术，劳动强度降低60%，成本降

低40%，成果在河南、山西等推广2000亩。

图3 杏扁抗寒新品种及配套关键技术

• 应用“中仁系列“仁用杏良种及配套抗寒栽

培关键技术，幼果期可抵抗-3℃低温霜冻，

同比增产45%，成果在河北、内蒙、河南等

地推广15万亩。

年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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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广东湛江桉树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

承办2020年全国桉树产业发展暨学术研讨会1次，举办桉树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2020年度工作会议1次，共计297人。组织桉树育种、营林技术培训50人。

参加国际、国内合作交流会议30人次。共5台仪器设备纳入国家大型科研仪器资

源共享。

年度成果统计

 承担项目: 在研纵向项目22项，经费共4052万元；在研横向课题8项，经费共

80.6万元。其中本年度新增纵向项目2项，共588万元；新增横向项目8项，共

80.6万元。

 科研成果: 颁布标准1项，研制标准3项；研发新技术5项、新产品3项；认定成

果2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4项；发表论文42篇，其中SCI收录12篇，影响因子

累计55.759；出版专著1部、编著1部。

 服务成效：建立试验示范林755亩。开发新技术5项，认定成果2项。技术成果

示范辐射推广20.5万亩，成果转化技术服务收入49.6万元。

广东湛江桉树培育国家长期科研基地于2020年依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桉树研

究开发中心组建成立。从育种-种苗繁育-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控-生态效应这一完

整科研链条对桉树作全方位的综合性研究，更好地提升木材产量及质量，保障国

家木材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工作动态

中国林科院长期科研基地2020年度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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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桉树林凋落物量变化

Calonectria 引起的桉树苗茎腐病 大花序桉对氮素敏感性

桉树林土壤特性冗余图

年报2020

雷州半岛桉树人工林凋落物量和养分循环特征

桉树人工林的凋落物总量为5年>9年>7年，5年生桉树人工林的凋落物总量显著

高于7年和9年生林分。不同林龄桉树人工林凋落物总量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均呈

双峰型，峰值出现在雨季初期和末期。氮、磷、钾元素的养分年归还总量为9年>7年

>5年，为增加人工林产量且利于人工林地力恢复，桉树人工林应适当增加种植年限，

采伐季节选择在冬季。

广东雷州半岛桉树Calonectria叶焦枯病病原菌物种多样性及致病性

选择5株不同地理区域的代表性Ca. pentaseptata菌株分别接种至华南地区广泛种

植的桉树基因型CEPT1845和CEPT1846上。除了接种空白对照的桉树上未见感病症

状外，所有接种Ca. pentaseptata菌株的供试桉树基因型都产生叶斑、叶枯及茎干腐

烂症状，不同桉树基因型对接种菌株的抗病性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大花序桉无性系对氮素的敏感性分析

大花序桉无性系Clone1212、 Clone1203直径生长量和株高生长量均随氮浓度的增

大而增加；低氮处理的生长量大于中氮处理。在高氮、正常氮、中氮水平下，

Clone1212的直径和株高生长量大于Clone1203；在低氮、对照水平下，Clone1212的

直径和株高生长量小于Clone1203，说明Clone1212比Clone1203对氮素供给水平敏感。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