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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国营苗圃在林业生产中的地位与发展现状 , 指出了国营苗圃的产业发展优势和制约因素 , 最后针对苗木产业的发展趋势 ,
提出了国营苗圃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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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 沙尘暴、洪水等自然灾害频

繁发生, 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重视林业建设。林业产业迅猛

发展, 苗圃作为林业的基础产业迅速增长, 出现了公有制苗

圃、非公有制苗圃一起上的可喜形势。国营苗圃具有无偿的

土地, 经营期限长, 技术力量雄厚, 还有国家、政府部门资金

上的倾斜、物质上的供给, 理应在加快林业发展的今天得到

壮大、提高, 但由于体制落后、职责不明、管理不力, 效益好的

国营苗圃不是很多, 甚至有的职工工资都难以发放, 多数国

营苗圃远远落后于民营企业或个体户。所以, 国营苗圃必须

深化体制改革, 引进灵活机制, 走向市场, 实行对外公开承包

经营, 主动与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从而走上可持续发展

之路。

1  国营苗圃在林业生产中的地位与发展现状

1 .1 在林业生产中的地位

1 .1 .1 基础性。种苗是造林的物质基础, 是保证造林绿化

工作完成的前提条件。种苗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造林的成败 ,

种苗的品种决定着森林生态效益 , 所以种苗是一个不可忽视

的基础工作。过去造林出现失败和效益低下的原因就是没

有抓好良种壮苗这项基础工程, 结果造成苗木遗传品质和播

种品质低劣。因此 , 要实现良种壮苗造林, 必须建立一个设

施完善、技术力量雄厚的专业化育苗队伍, 并不断提高育苗

的科技含量。这对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林业生态体系

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基础环节。

1 .1 .2 超前性。生态环境的建设需要不同种类、不同规格

的苗木。而这些苗木与工业产品不同, 它需要一个培育的过

程。因此, 苗圃必须根据林业发展规划需要 , 作好育苗计划

并超前准备, 从而保证造林规划的落实。

1 .1 .3 公益性。长期以来, 国营苗圃育苗不以盈利为目的 ,

而是结合当地造林需要向社会提供优质苗木。国营苗圃育

苗虽然经济效益不高, 但它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却不

可低估。

1 .2  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初步建立了林木种子

生产和繁育体系。1999 年以来, 国家批复林木种苗工程项目

2 211 个, 其中国家级种苗示范基地2 处, 省级种苗示范基地

29 处, 良繁中心4 处, 良种基地486 处, 采种基地520 处, 国营

苗圃1 150 处, 省级基础设施20 处。批复总投资44 亿元, 其

中国家投资32 .5 亿元, 截止目前国家共投入29 .33 亿元。其

中,2 300 多个国营苗圃和4 000 多个国有林场、森工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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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圃, 经营总面积6 .5 万hm2 , 年产苗木60 多亿株。近年来 ,

随着我国苗木产业的发展, 国营苗圃总数已经发展壮大到

9 000 多个。

2  国营苗圃的产业发展优势

2 .1  充裕的土地资源, 优越的地理位置 纯粹的国营苗圃

有无偿使用的土地资源 , 且这些土地占有较好的地理位置 ,

土壤条件优良, 机械化程度较高 , 灌溉设施齐全, 能够从容面

对各种自然灾害。

2 .2 技术、设备优势 国营苗圃技术力量雄厚 , 又不受经营

期限的限制, 便于长期规划。长期从事造林苗木培育, 积累

了大量播种、嫁接、扦插育苗、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实用

技术。同时, 近几年通过种苗国债项目的实施, 部分国有苗

圃的生产条件、基础设施都有所改善。

2 .3  国家及政府的扶持  国家及政府部门在政策上的支

持, 在资金方面的倾斜, 在物质方面的供给, 也是国营苗圃的

得天独厚之处。

3  制约国营苗圃发展的主要因素

3 .1 管理体制、经营机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  在思

想认识上, 对苗圃的发展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感 ; 在管理机制、

分配制度上 , 仍然沿用旧的管理方式, 没有建立适应市场经

济体制的现代企业管理机制。

国营苗圃的经营决策与瞬息万变的市场不相适应。由

于受地理、交通、通讯等因素的限制, 国营苗圃往往无法及时

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 以致决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

和滞后性, 产品没有与市场需求接轨, 难以架起经营与市场

之间的桥梁, 导致产品难以形成有效销售。

3 .2  小农经济观念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部分

苗圃在生产经营中热衷于小农经济“小而全”的生产方式, 不

注意调整种植业内部产业结构, 专业化、产业化程度低, 缺乏

市场预测能力和应变能力 , 品种单调、老化, 科技含量低 , 缺

乏市场意识。重视传统育苗方式、品种的继承 , 轻视新技术、

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不注重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现代化耕作技

术的应用, 严重制约生产力的发展。

3 .3 技术力量薄弱, 科技滞后 , 人才缺乏  现有从事生产管

理的技术人员, 由于长期以来以培育造林苗木为主, 生产管

理较粗放, 难以满足技术要求高、管理精细的高附加值苗木

的生产要求 , 特别是花卉科研人才缺乏 , 难以推出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花卉新品种、创新产品和优质价廉的特色种苗产

品。由于历史、客观等因素, 国营苗圃人员结构不合理的状

况普遍存在, 技术人才相对匾乏 , 尤其缺乏思想超前、事业心

强的管理人员, 难以在产业建设中发挥骨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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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资金不足 以前国营苗圃育苗是根据当地林业发展和

生态环境建设需要组织育苗并有计划地生产。特别是在实

施造林灭荒战略中, 为了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 , 积极配合灭

荒造林, 绝大部分苗圃无偿向社会提供苗木, 造成苗圃原始

积累少, 加上上级部门拨款有限以及苗圃自身发展能力差 ,

职工工资发放时有困难。苗圃基础设施的改善, 客观上为苗

圃扩大规模、加速产业化进程提供了物质前提。但多数苗圃

因基础太差、投资乏力而难以扩大经营。

3 .5 土壤肥力下降, 基础设施较差  由于国营苗圃圃地长

期培育造林苗木, 难以做到轮作, 加上造林苗木社会公益性

强, 经济效益较低 , 国营苗圃自我积累少, 缺乏资金投入于土

壤改良和基础设施建设, 造成土壤板结、地力衰退、基础设施

较差。不少苗圃圃地无围墙、护栏等保护设施, 难以适应高

附加值种苗生产的需求, 制约了苗木生产向高优方向发展。

4  苗木产业的发展趋势

4 .1  巨大的需求与市场多元化发展 近几年, 国家对林业

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 人工造林速度加快, 预计到2050 年我

国森林覆盖率将增加到26 % , 比当前增加近10 个百分点。

每增加1 个百分点, 需要增加森林资源960 万hm2 。到2010

年, 森林覆盖率要增加2 .45 个百分点 , 增加森林资源2 300

万hm2 以上, 需要苗木992 亿株。随着林业六大工程全面启

动, 城市绿化美化加速推进,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对

林木种苗生产提出了多元化需求。林木种苗生产由以荒山

造林树种为主向多品种、多规格、多色调、多品位的多元化发

展。只有发展抗逆性强的生态型苗木、材质好的速生用材林

苗木以及绿化大苗、花卉、草坪、盆景、各类名特优新经济林

种苗, 才能丰富林木种苗市场 , 满足城乡绿化需要。

4 .2 苗木产业竞争激烈, 出现结构性积压 目前苗木价格

的透明度越来越高 , 但种植品种难以确定, 投资风险大。由

于苗木生产时间长 , 一般的苗圃经营者很难准确预测今后几

年内市场需求的苗木种类, 选择种植的种类带有较大的风险

性。第1 年建立苗圃, 不算基础设施建设, 仅购买种苗就是

一项比较大的开支, 购进的小苗需要一二年时间培养, 到第3

年或第4 年才能出售。从投资培养苗木到有销售收入至少

需要3 年。

据统计,2004 年全国林木种苗年总产值360 亿元。江

苏、浙江、广东、福建、山西、河南等省把林木种苗作为重要产

业, 开始走上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的路子。福建省漳州市建

设占地4 067 万hm2 、年产值10 亿元的花木基地, 形成独具特

色的花木走廊。河南省鄢陵县培育各类苗木1 .1 万hm2 , 年

产值8 亿元以上。山西汾阳市把核桃良种繁育作为全市支

柱产业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台戏, 苗木年销售收入400

万元, 占全市农业总收入的15 % 。江苏省有“林木种苗生产

基地”、“花木之乡”22 个, 涌现出了吴江市苗圃、如皋绿园、武

进华夏花木集团等一大批龙头企业。辽宁省形成了以6 个

省级示范苗圃和一批独资、合资苗圃等产业苗木示范基地、

12 处千亩以上大型苗圃或苗木生产基地为龙头 , 以各种形式

的种苗生产基地为主体的苗木生产体系。

目前全国苗木生产面积较大, 苗木存圃量大, 特别是一

二年生的小规格苗木生产面积占总面积的近1/ 2。这些小苗

木不仅在短时间内不能出圃, 而且还要移植、扩繁到3 倍以

上面积的土地上。大规格苗木虽然稍有空缺, 但经过地区之

间的调剂或降低使用规格, 基本供需平衡。由于新品种的增

加, 苗木培育技术的提高, 苗木生长迅速、产量增加很快 , 用

三五年的时间常用的大规格苗木将基本供应充足。因此, 若

苗木再扩大种植面积 , 则将会出现与20 世纪末相似的山楂、

苹果、银杏苗热时的那种砍树、烧苗的现象。

据近期对全省11 个市( 区) 51 个县( 市、区) 育苗生产调查,

剩余苗木约7 亿株。如今北京及周边苗圃的苗木库存量是需

求量的10 倍左右, 生产量明显大于需求。山东惠民县二年生

的白蜡、济宁李营镇一年生的法桐存圃量都在667 ～1 333 hm2 。

各苗圃面积虽然大小不一, 但雪松、桧柏、杨、柳、法桐、国槐、冬

青、红叶小檗等品种齐全, 生产品种雷同, 缺乏特色。

由于结构性过剩、引种不科学、生产盲目,2004 年全国苗

木积压超过160 亿株, 其中以杨树、油松、侧柏、沙棘、樟子松、

杉木、山桃、刺槐等品种为最多。造林用苗结构性过剩, 园林

用苗也是一样。除了大规格苗木, 柳树、国槐、白蜡、香樟等

品种也出现销路不畅、积压严重的现象。甚至一些刚引种成

功的新品种由于盲目跟进、无序扩繁, 在工程中还没来得及

应用就已经被市场淘汰了。另外, 像龙柏、复叶槭、红王子锦

带等品种还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现象。

4 .3  大中型苗圃前景可观, 将会成为苗木行业的主导  由

于大中型苗圃多数属于国有、集体或股份制, 土地资源丰富 ,

资金雄厚, 技术力量较强 , 获取信息渠道广泛 , 适宜发展中长

期项目。大中型苗圃可根据市场需求, 投入巨资快速培育市

场上紧缺的绿化苗木 , 以规模取胜。这正是其他中小型苗圃

可望而不可及之处。中小型苗圃在土地、资金周转方面不及

大中型苗圃。除此之外, 大中型苗圃还可以走以短养长之

路, 瞄准眼前市场培育短平快的苗木、花卉品种, 以弥补短期

的资金紧张, 应付短期开支。

4 .4 中小型苗圃稳中求发展, 灵活多变应对市场需求  中

小型苗圃规模小 , 职工少, 经营方式灵活, 管理方便, 能充分

发挥“船小调头快”的优势。在种植结构安排上, 中小型苗圃

应根据市场需要, 及时培育多样性的品种, 不求规模, 力求

新、奇、特, 创出自己的主打品牌; 在苗木培育上 , 应适时、适

度加强抚育管理, 缩短生产周期 , 提高苗木质量, 提早苗木出

圃; 在苗木营销上, 应机动灵活, 及时调整价格, 培植长期的

固定客户, 形成固有的销售渠道。

4 .5  小型苗圃面临淘汰  小型苗圃多为苗农们利用房前屋

后、自留地、租用地等建立起来。这些苗圃大多是“苗圃热”

时“跟风而上”的产物。由于小型苗圃资金积累少 , 不宜发展

生长周期长的苗木 , 尤其是绿化大苗。为了快速回笼资金 ,

应大力发展小规格苗木, 如种子苗、扦插苗、嫁接苗, 而且要

选择速生树种。发展花卉产业, 也是小型苗圃的一条生存之

路。由于小型苗圃培育的苗木品种单一, 一旦没有销路 , 就

没有了收入, 苗农们就会自动放弃经营。在缺乏足够的市场

调查, 缺乏品种、技术及信息优势的情况下, 小型苗圃势必面

临着被淘汰的命运。

5  国营苗圃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5 .1 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当前国营苗圃正处于改革发展

8796              安徽农业科学                        2007 年



的关键时期。因地制宜地发展优新种苗生产, 不仅可以满足

城乡绿化、美化的需求,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而且可以促进苗

圃产品结构调整, 增强苗圃经济实力。因此 , 要充分认识国

营苗圃发展优新业的重要意义, 把国营苗圃调整产品结构、

发展高效林业、促进城乡绿化美化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切实

加强领导。

5 .2  加大对苗圃的投入及政策上的扶持  苗圃育苗虽然自

身的经济效益不高, 但它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明

显, 对我国林业生产、生态环境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 , 因此国

家应从以下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①将国营苗圃离退休职

工工资、福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 以减轻苗圃的负担 ; ②由国

家安排一定的资金, 通过项目扶持的方式增加苗圃的收入 ;

③通过给予一定的苗木补助的形式支持苗圃培育良种壮苗。

5 .3  调整苗圃所有制结构 目前国营苗圃多数为全额或差

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在这种体制下, 干部职工“等、靠、要”的

思想较强, 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不高, 不利于花卉产业的发

展。因此, 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

定》( 中发〔2003〕9 号文) 的要求, 调整所有制结构, 采取合资、

兼并、参股等形式, 吸收国企、私企、个人、外资资本, 改善国

营苗圃资金紧张的状况 , 增强活力和竞争力, 促使国营苗圃

的所有制结构从过去单一的国有向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

转化, 使苗圃按市场机制运作,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提高干

部职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以适应苗木产业发展的新需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

要“加快公有制林业管理体制改革, 鼓励打破行政区域界限 ,

按照自愿互利原则, 采取联合、兼并、股份制等形式组建跨地

区的林场和苗圃联合体, 实现规模经营 , 降低经营成本, 提高

经济效益”。一是在发展思路上, 坚持巩固国有苗圃的同时 ,

积极创新, 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合作组织, 最

大限度地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二是在内部管理上, 深

化劳动用工、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建立与市场体制相

适应的管理机制; 三是在生产管理上, 要全面落实生产和目

标管理责任制, 把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效益落实到地块和个

人, 把全面质量管理贯穿于苗木生产经营全过程, 实现产量、

质量、效益挂钩。

5 .4 加快人才培养, 加大科研投入, 提高技术含量 种苗业

是一项科技含量很高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专业性强。

国营苗圃现有从事新优生产、研究与开发的专业人才少, 而

且总体技术水平较低。要加快国营苗圃种苗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 必须重视科技在种苗产业中的先导作用 , 加大投入。

一是以人为本, 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采取委培、进修、专题讲

座、印发资料、广播电视等形式进行培训, 提高从业者的业务

素质和技术水平; 二是立足实际 , 明确科研主攻方向 , 加大对

种苗新品种选育、栽培技术创新等方面科研的投入, 同时加

强省际、国际间合作, 不断引进国内外优良品种, 并且积极利

用乡土种质资源, 进行开发研究, 采取先进技术不断培育和

繁殖新品种 ; 三是注重科学技术的研究, 引进项目既要重视

设备硬件的引进, 更要重视技术、人才软件的引进, 并加以消

化、吸收、创新。

5 .5  紧盯市场, 扩大规模  以市场为导向, 深入调查, 正确

决策, 抓住关键上规模, 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一是在规模上

下功夫 , 推行“公司+ 农户”等合作形式 , 通过调整经济结构

和强化服务功能, 使得苗圃经营向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

规模化经营方向发展; 二是在市场上做文章, 深入调查研究 ,

合理规划布局, 准确把握市场趋势, 架起生产与市场之间的

桥梁; 三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抓好常规造林树种的育苗生

产, 同时按照市场需求生产, 大力发展绿化树种 , 乡土树种 ;

四是紧紧围绕林业重点工程, 调整产业结构, 优化品种组合 ,

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5 .6 加快苗圃产业结构调整, 改变经营方式  随着林业产

业结构的调整, 林业生产在林木种苗品种、质量和数量都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用材林种苗的需求减少, 经济林种苗的需

要增加 ; 一般品种需求量减少, 名特优品种需求量增加。营

林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向工程林、低产林改造、退耕还林、石漠

化治理以及采伐迹地更新等方面 , 向着“两高一优”林业和实

现林业可持续性发展方向转变。为适应林业发展的新形势 ,

必须及时调整育苗树种和品种结构 , 以市场为导向, 以产业

结构调整为切入点,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以短养长、多业并举

的生产新格局。同时 , 在经营方式上 , 要改变过去只管生产、

不管销售的缺陷。因此, 不仅要抓好苗圃的生产经营, 而且

要抓好苗木的市场营销。苗木的生产除满足造林的需要外 ,

还要向园林绿化方面发展。经营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 , 以育

苗、规划、设计、施工、养护一条龙的服务体系, 形成一头连接

千家万户( 农户、个体户) 、一头连接广阔市场( 消费者) 的产

业化格局。这样既拓宽了苗木销售渠道, 又提高了苗木产品

的附加值。

5 .7 依靠科技, 提高质量 随着林业产业的发展, 改良传统

的作抚方式 , 提高科技含量 , 不仅是林业产业对种苗工作的

基本要求, 而且是种苗工作适应市场、谋求自身发展的基本

保障。一要与科研教学单位广泛合作, 引进、推广、培育优良

品种, 增强科技开发与创新能力 ; 二要坚持以人为本 , 人力资

源是最宝贵的资源, 市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所

以要通过利益驱动和各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 实现人力资

源的有效整合, 充分发挥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要

提高全体员工的整体素质, 职工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企业

经营水平的高低和经济效益的好坏。

5 .8 完善流通体系, 拓宽销售市场 种苗市场千变万化, 竞

争日趋激烈, 过去那种“等客户上门”的销售方式必将失败 ,

所以必须转变观念, 在抓好生产的同时积极开拓市场。要采

取多种形式占领本地市场, 如主动与造林单位、绿化公司等

联系, 定期送货上门, 定点销售, 或承揽绿化工程业务等 , 扩

大销售量, 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逐步形成产、供、销一条龙

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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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按键和2 个减按键。S2、S3 为加按键, 每按下1 次分别为加

0 .1、1 .0 s ;S4、S5 为减按键, 每按下1 次分别为减0 .1 、1 .0 s 。按

键采用扫描方式, 初始化时设定PB0、PB1、PD4、PD5 位状态为输

入, 高电平, 内部电阻上拉使能。通过扫描上述4 位是否会变

为低电平,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按下后将相应的加减标志位置

1 , 然后再相应的改变延迟时间, 并送数码管显示。

2 .3  通讯设计 下位机与上位机的通讯采用RS232 总线标

准, 由 MAX232 与 ATmega 16 单片机的 USART 串行口构成与

上位机的通讯电路。TXD 和 RXD 为 ATmega16 的 USART 串

行口的发送引脚和接收引脚。

2 .4  输出控制  单片机的控制信号通过 PC0 引脚输出。

PC0 接固态继电器( SSR) , 通过固态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的开

闭。当PC0 为高电平时, 继电器吸合开关, 接通电源, 打开电

磁阀进行喷雾; 当PC0 为低电平时, 开关断开, 电磁阀关闭 ,

不进行喷雾。

3  软件结构设计

自动对靶控制系统运行程序采用 C 语言编写, 采用模块

化设计, 整个程序由功能模块子程序构成。上位机软件是基

于Visual C + + 6 .0 开发的。

3 .1 下位机软件结构  下位机软件的主要软件模块有初始

化、延时、显示、键盘扫描、中断处理等功能模块。其中延时

函数采用循环计数的方法, 单片机晶振频率为7 .372 8 MHZ ,

计数循环次数为1 832 , 在AVR Studio 下仿真,1ms 误差为0 .44

μs , 所以完全可以满足实际要求。初始化时延迟时间为0 s

( 精确到0 .1) , 串口为异步通信模式,8 位数据位 ,2 位停止

位, 波特率设为9 600 。其主程序流程, 如图3 所示。

图3 系统主程序流程

3 .2 上位机软件结构  上位机软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串

口通信部分; 图像处理部分。其中串口通信通过串口类 cn-

Comm 实现[ 3] 。图像处理部分采用采集卡实时采集图像, 该

系统的图像采集卡为嘉恒中自公司的 OK- C30A 采集卡。该

卡是基于 PCI 总线, 能采集彩色又能采集黑白图像的采集

卡, 适用于图像处理、工业监控和多媒体的压缩、处理等研究

开发和工程应用领域。通过该公司提供的 API 实现图像的

采集和显示。图像的实时采集通过VC 中的响应 WM- TI MER

消息实现, 即每隔一定时间通过在OnTi mer 函数中调用采集卡

的API 将图像采集进来并显示。而由于杂草为绿色, 所以用

2g-r- b 分量对图像进行分割, 当其值大于一定阀值后便认为此

像素为绿色, 当绿色像素所占整个图像超过一定比例时便判定

摄像头下有杂草, 然后通过串口将信号发送给下位机。

4  测定结果

试验在直径67 c m 的转盘上进行, 通过转盘转动模拟拖

拉机的行走。试验测定了不同转速下的实际对靶延迟时间 ,

其中每个转速下用秒表测定20 次, 试验数据如表1 所示。

  表1 不同转速下的对靶延迟时间 s

转速∥r/ min 设定的延迟时间 实际延迟时间 延迟时间差值

15 1 .8 1 .95 0 .15

20 1 .3 1 .43 0 .13

25 1 .1 1 .29 0 .19

30 0 .9 1 .07 0 .17

38 0 .6 0 .72 0 .12

  设定的延迟时间即软件中的延迟时间 T , 实际延迟时间

为摄像头从采集到靶标图像到执行机构进行喷雾之间所经

过的实际时间。其能实现自动对靶的最大转速为38 r/ min ,

即1 .33 m/ s 。而且通过测定数据可知, 延迟时间误差小于0 .2

s , 可满足自动对靶的要求。

5  结论

系统通过对电磁阀的控制实现了农药喷施的自动对靶 ,

并在实验室条件下调试成功。系统运行稳定、延时准确 , 在

一定速度范围内能实现精确对靶 , 从而大大提高了农药的利

用率, 并且硬件实现简单, 为进一步在田间推广打下了很好

的基础。若能进一步优化图像处理算法, 就可减少图像处理

时间、提高硬件的响应速度、提高能响应自动对靶的行走速

度, 并且提高图像处理算法处理复杂背景下的杂草识别的能

力, 实现在田间复杂环境下的自动对靶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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