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19 年度“现代种业（岭南林业种业及资
源开发利用）”重大专项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精准解决农林产业

核心关键问题，进一步提升林业资源良种培育、生态修复及

高效利用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扎实推进科技部印发的《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发展专项规

划（2018-2022）》（国科发农〔2019〕15 号）,依据科技部和

国家林业局印发的《主要林木育种科技创新规划（2016-2025

年）》，广东省拟启动实施 2019-2020 年广东省重点研发计划

“现代种业”（岭南林业种业及资源开发利用）重大专项。

针对广东省林业资源和产业发展面临“木材安全、生态安全、

绿色发展、山区经济”四个重大问题，按照“问题溯源、目

标集中、联合实施、精准提升”的总体思路，重点破解红树

林生态修复和功能提升、主要造林树种新种质定向创制、竹

材高值化利用、天然橡胶生产等核心关键技术。恢复和提升

红树林生态功能，构建健康完善的沿海森林生态系统，保障

我省沿海生态安全；培育有重大育种利用价值的新材料；快

速构建竹材高值化加工产业链，开发重组材新产品，研发天

然橡胶生产关键技术，显著提高广东竹材加工与天然橡胶产



业技术核心竞争力，推动林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本专项重点部署 4 个专题，每个专题支持 1～3 个项目，

项目实施期为 3～5 年。申报时须涵盖该专题（项目）下所

列的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项目完成时应完成该专题（项目）

下所列所有考核指标。

专题一：广东红树林生态修复和功能提升技术研究与示

范（专题编号：20190214）

（一）研究内容

1. 脆弱生境区红树林精准修复技术：系统开展困难滩

涂地、养殖退塘区等沿海脆弱生境红树林生态系统恢复的基

底改造、定植和促生、树种配置、恢复模式等关键修复技术

研究，实现精准快速恢复红树林资源的目的；

2. 红树林功能性结构定向提升：开展单一、低效红树

林的结构与配置优化模式研究，针对红树林生物多样性和景

观功能进行改造和提升，修复红树林的受损生态功能；

3.红树植物高值化利用研究：挖掘红树林植物中生物活

性物质，研制具有较高附加值的生物功能产品，拓宽红树植

物资源科学利用途径，实现红树林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双

重目标；

4. 红树林有害生物监测与预警技术：开展红树林有害



生物实时监测与高效防控技术研究，构建有害生物灾害预警

技术与应急响应系统，实现有害生物早发现、早预防、可持

续保护红树林的目标。

通过关键技术环节研发，形成红树林生态修复与功能提

升技术体系，并在广东沿海开展应用示范。

（二）考核指标

1. 构建困难滩涂及养殖塘退塘区域红树林快速恢复技

术体系，提出专项造林技术 3～5 项，困难生境造林存活率

提高 15%以上；

2. 构建速生人工红树林结构优化与功能提升技术体系，

提出专项技术 2～3 项，红树林 GEP 提升 10%以上；

3. 建立红树林主要有害生物预测预警系统，预测准确

率达到 85%以上；研发 2～3 项主要红树林有害生物高效防控

技术，受害率控制在 5%以下；构建红树林有害生物持续控制

技术体系；

4. 研发红树林植物资源功能产品 1～2 个，提出红树林

植物资源科学利用途径；

5. 建立红树林快速修复和功能提升核心试验示范基地

4～6 处，建立或完善优质高效的红树林快速修复种苗繁育基

地 2～3 个，建立试验示范区 500～700 亩；



6. 申请发明专利 7 件，获发明专利或 PCT 授权 2 件以

上，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3 篇以上。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 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 支持强度：1000 万元左右。

3. 申报要求：广东省内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牵头，联合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申报。项目整体申报，须涵盖该

项目下所列示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且在广东省开展

技术应用与示范。申报单位须已有在广东省开展红树林修复

的工作基础（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专题二：广东重要造林树种新品系创制及定向选育（专

题编号：20190215）

基于现有育种材料，系统开展广东重要造林树种优异种

质创制与高效利用等研究。重点突破核心育种群体构建、分

子辅助设计育种、超低龄早期选择、高频体细胞胚胎发生及

高效产业化繁育体系等核心关键技术，培育速生优质杉木和

湿加松，大径级材用红锥、木荷等，特高产本土油茶等突破

性新品种（品系），建立良种（或优异种质）产业化高效利

用与繁育技术体系，大幅提升广东主要造林树种良种化水平

和种业核心竞争力。



项目 1：广东主要针叶用材树种速生优质新品种选育

（一）研究内容

开展湿加松、杉木等广东主要针叶用材树种核心育种群

体构建、分子辅助交配设计与种质定向创制技术研究，对林

木生长、材性、产脂量等性状进行改良，通过多性状聚合，

创造有重大育种利用价值的新材料，培育速生优质工业原料

林新品种；研究高频体细胞胚胎发生等产业化繁育技术，形

成良种苗木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开展新品种示范与推广。

（二）考核指标

1. 创建 2 个以上树种的精准定向育种技术体系；构建

核心育种群体 2 个以上，创制新种质 100 份以上；建立试验

示范基地 2 个以上，面积 200 亩以上；

2. 选育新品种（品系）5～8 个，材积增益 20%以上，

木材基本密度与对照种相当；或木材基本密度提高 5%以上，

生长与对照种相当；或材积增益 20%以上，产脂量提高 20%

以上，材质与对照种相当；

3. 建立 2 个以上新品种（系）的体胚发生或组培繁育

技术体系，繁育新品系苗木 400 万株以上；

4. 编制技术标准 2～3 项；申请发明专利 5 件，获发明

专利或 PCT 授权 1 件以上，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发表高水



平论文 3 篇以上。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 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 支持强度：800 万元左右。

3. 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国有林场、企

业申报。项目整体申报，须涵盖该项目下所列示的全部研究

内容和考核指标，且在我省范围内开展技术应用与示范。

项目 2：大径材乡土阔叶树种新品系定向选育

（一）研究内容

开展广东省主要大径材乡土阔叶树种红锥、木荷等核心

育种群体构建，育种亲本综合评选，重要性状定向遗传改良，

规模化繁育等技术研究。创制产量质量兼优的新品系，形成

新品系种苗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进行新品系的示范与推广。

（二）考核指标

1. 创建 2 个以上树种的精准定向育种技术体系；构建

核心育种群体 2 个以上，创制新种质 100 份以上；建立试验

示范基地 2 个以上，面积 200 亩以上；

2. 选育新品种（品系）5～8 个，材积增益 20%以上，

木材基本密度与对照种相当；



3. 建立 2 个以上新品种（系）的组培繁育技术体系，

繁育新品系苗木 400 万株以上；

4. 编制技术标准 3～4 项；申请发明专利 5 件，获发明

专利或 PCT 授权 1 件以上，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发表高水

平 3 篇以上。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 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 支持强度：800 万元左右。

3. 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国有林场、企

业申报。项目应整体申报，必须涵盖该项目下所列示的全部

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且在我省范围内开展技术应用与示范。

项目 3：特异高产本土油茶良种选育

（一）研究内容

开展高州油茶、广宁红花油茶等广东本土油茶育种材料

综合评选、重要经济性状精准定向育种、良种高效扩繁等技

术研究，创制特异高产优质品种，建立良种苗木规模化繁育

技术体系，开展新品系的示范与推广，研发油茶加工利用新

技术及新产品。

（二）考核指标



1. 研发 1 个以上本土油茶杂种优势利用技术；创制新

种质 100 份以上；建立试验示范基地 2 个以上，面积 200 亩

以上；

2. 选育新品种（品系）4～5 个，油茶籽产量提高 5%以

上；

3. 建立 2 个树种的良种苗木规模化繁育技术体系，繁

育新品系苗木 200 万株以上；

4. 研发新产品 2～3 个；编制技术标准 1～2 项；申请

发明专利 3 件，获发明专利或 PCT 授权 1 件以上，高质量专

利；发表高水平论文 3 篇以上。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 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 支持强度：600 万元左右。

3. 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企业申报。项

目整体申报，须涵盖该项目下所列示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

指标，且在我省范围内开展技术应用与示范。

专题三：竹材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专题编

号：20190216）

以广东主要竹种为材料，系统开展智能化与精准化生产

设备研制及高值化新材料新产品研发，构建竹重组材制备和



产品标准化技术体系，显著提高广东竹材加工产业技术核心

竞争力。

项目 1：竹重组材制备关键装备研发

（一）研究内容

创制精准化疏解、连续化铺装、智能化热压等核心关键

设备；研究竹重组材制备智能化与精准化生产设备；集成创

建高性能竹重组材产业化示范生产线，系统构建竹重组材生

产技术和产品标准化体系。

（二）考核指标

1.研发精准化、智能化竹重组材关键设备 3 台（套）以

上，生产效率提高 20%以上；

2.建立竹重组材示范生产线 1 条，产能 20 万平方米以

上；

3.构建竹重组材生产技术标准体系，编制标准 2项以上；

4.申请发明专利 5 件，获发明专利或 PCT 授权 1件以上、

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3 篇以上。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 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 支持强度：600 万元左右。



3. 申报要求：企业牵头，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申

报。项目整体申报，须涵盖该项目下所列示的全部研究内容

和考核指标。须在广东省开展技术应用与示范。

项目 2：高性能竹基纤维复合新工艺和新产品创制

（一）研究内容

系统开展以竹重组材为主的竹基纤维复合单元高效制

备、专用新型环保胶粘剂、降耗增效热压成型技术研究，重

点突破竹材单元精细化分离控制，胶合与防护协同处理，重

组单元复合界面调控，低温热压成型等核心关键技术和生产

工艺。在此技术上创制高端家具用、高耐候性户外用竹基纤

维复合新材料和新产品。

（二）考核指标

1. 突破竹基纤维复合材料高效制备关键技术 4～5 项，

降低生产能耗 30%以上，节约生产成本 15%以上；

2. 创制环保型低温固化胶粘剂、高耐久性户外铺装材

料、绿色家具用材等新材料或新产品 3～4 个；

3. 构建以竹重组材为主的竹基纤维复合材料产品标准

体系，编制标准 2 项以上；

4. 申请发明专利 5 件，获发明专利或 PCT 授权 1 件以

上，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3 篇以上。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 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 支持强度：500 万元左右。

3. 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企业申报。项

目整体申报，须涵盖该项目下所列示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

指标。须在广东省开展技术应用与示范。

专题四:天然橡胶生产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专题编

号:20190217）

针对国内天然橡胶高产抗寒广适新品种缺乏、夜间割胶

作业强度大、割胶装备和技术落后、加工产品质量达不到高

性能用胶需求等问题，重点开展高产抗寒广适新品种选育、

日间割胶育种新材料筛选、电动（智能）采胶设备研发和初

加工工艺技术研究集成，突破天然橡胶育种、采胶和初加工

等环节的关键技术瓶颈，促进天然橡胶产业稳步健康发展。

项目 1：橡胶树高产抗寒新品种及日间割胶育种研究

（一）研究内容

利用我国天然橡胶种质资源，建立耐寒新品系评选技术，

培育高产抗寒广适新品种（品系）；以抗逆栽培种为材料，

开展胶乳诊断、系统鉴定等技术研究，筛选适宜日间割胶的

育种新材料。



（二）考核指标

1.筛选天然橡胶新种质 20 份，创制橡胶树高产、抗寒

中间材料 2～3 份，获得橡胶新品种登记或品种保护权 1～2

项，在粤东、粤西植胶区建立抗寒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 2～3

处，共 300～500 亩；

2.构建日间割胶育种新材料鉴定评价技术体系，筛选出

适宜日间割胶育种新材料 2～3 份；

3.申请发明专利 5 件，获发明专利或 PCT 授权 1件以上，

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1 篇以上。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5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企业牵头，联合国有农场、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申报。项目整体申报，须涵盖该项目下所列示的全部

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且在我省范围内开展技术应用与示范。

项目 2：天然橡胶采收加工关键技术及其设备研究

（一）研究内容

利用电光声技术精准定位适宜采胶皮层，集成信息感知、

机电一体化、智能控制等关键技术，研发采胶速度快、劳动



强度低、割胶深度及耗皮量控制好、通用性强的电动（智能）

采胶机，并进行示范推广；系统研发胶乳质量控制、凝固、

脱水、干燥、副产物综合处理等工序专用配套装备及工艺，

提高天然橡胶性能，适应高性能用胶需求。

（二）考核指标

1.研制新型电动（智能）采胶机 1～2 款，割胶效率比

传统割胶刀提高 20%以上，耗皮量比传统胶刀减少 15%以上，

建立新型电动（智能）采胶机应用示范基地 10 个，推广应

用 20 万亩以上；

2.构建高性能天然橡胶加工生产工艺技术体系，产品技

术指标达到杂质含量≤0.03%、氮含量≤0.4%、拉伸强度≥

22Mpa，胶清乳氨含量降低 30%，副产物处理工艺能耗降低

30%，建成量化生产的示范点 1 个；

3.编制高性能天然橡胶生产技术标准 1～2 项，申请发

明专利 5 件，获发明专利或 PCT 授权 1 件以上，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5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企业牵头，联合国有农场、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申报。项目整体申报，须涵盖该项目下所列示的全部

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项目 3：特种天然橡胶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考核验证

（一）研究内容

研究天然橡胶拉伸结晶调控及改性技术；研发特种天然

橡胶新型凝固、干燥等关键加工工艺，并建立生产基地；开

展特种天然橡胶生产工程化研究，相关产品在特种装备及高

端装备制造业进行应用。

（二）考核指标

1.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种天然橡胶关键加工工

艺 2～3 套；在广东省建立生产示范基地 1 个；

2.在 1～2 种特种装备或高端装备制造业中进行应用验

证，关键性能指标超过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3.制订技术标准 1～2 项，申请发明专利 5 件，获发明

专利或 PCT 权 1 件以上，高质量专利 1 件以上，发表高水平

论文 3 篇以上。

（三）支持方式、强度与要求

1.支持方式：公开择优。

2.支持强度：600 万元左右。

3.申报要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国有农场、企业申报。

项目整体申报，须涵盖该项目下所列示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



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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