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印发《福建省林草种质
资源收集工作方案（2023—2025 年）》的通知 

 

各设区市林业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局直属有关单位，

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现将《福建省林草种质资源收集工作方案（2023—2025年）》。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文件 

 闽林办〔2023〕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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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草种质资源收集工作方案 
（2023—2025 年） 

 

林草种质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事关物种安全、粮油安全、

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事关现代林业与草原事业可持续发展。根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林草种质资源收集工作方

案（2023—2025年）>的通知》（办场字〔2023〕139号），现就开

展全省林草种质资源收集工作，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

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着力提升我省林草种

质资源收集能力和保存能力，有效融入国家林草种质资源保存体

系，有力充实国家和省级林草种质资源库、重点林木良种基地、

林草长期科研基地的保存内容，为我省林业种业安全和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二）基本原则。坚持系统性。对《福建省重点收集林草种

质资源目录》（含国家基础目录和省级重点目录，国家基础目录见

附件、省级重点目录以专家论证后的实施方案为准）中的树种、

草种按照分布区域进行系统收集，种内优异种质应收尽收，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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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种内遗传多样性；重点收集保存武夷山国家公园林草种质资

源。坚持代表性。充分考虑林草种质资源的特性及分布情况，准

确把握种质材料收集要求，明确收集目标与重点，既充分收集又

要避免重复，保证收集的资源在全省、县（市、区）以及收集点

的代表性。坚持完整性。收集汇交林草种质资源要根据《种质资

源收集保存技术规程》采集种子、影像数据、凭证标本和 DNA 材

料等，确保每份种质材料完整。坚持科学性。聚焦种质资源遗传

多样性，强化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采集珍稀濒危林草植物种

质资源要保护优先，需评估采集种子或无性繁殖材料可行性，科

学确定采集种质资源类型与数量，并按照要求办理相关审批，不

得因采种而影响植物生存或破坏植物生存环境。 

二、收集对象与目标 

以国家编制的《重点收集林草种质资源基础目录》中涉及福

建的林草植物种类为基础，结合福建工作实际适当增加我省需要

收集保存的林草植物种类、古树名木，编制《福建省重点收集林

草种质资源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列入目录的野生林草植物种

类为重点收集对象。 

国家林草局下达我省新收集保存林草种质资源 2000份，为确

保完成的任务，现制定的目标高于任务数。到 2025年，福建省计

划新收集保存林草种质资源 2600份，其中 2024年 1300份、2025

年 1300份。其中：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内收集林草种质资源 15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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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份以上。 

三、重点任务 

（一）制定省级林草种质资源收集实施方案。制定《福建省

林草种质资源收集实施方案（2023—2025年）》，并组织专家进行

论证，主要包括总体要求、工作目标、收集对象、重点任务、进

度安排和保障措施等。该实施方案将作为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具

体实施单位的重要技术考量。 

（二）开展林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技术培训。组织参加国家

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技术培训；组织开展省内技术培训，全面培训

种质资源收集队伍，推动种质资源收集的标准化、规范化，提升

收集队伍的技术水平，保障林草种质资源收集质量。 

（三）实施林草种质资源收集与汇交。按照确定的重点收集

林草种质资源目录，遵循《林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技术规程》，合

理安排工作进度，科学开展林草种质资源收集，种子材料、DNA材

料和凭证标本，按相关要求统一汇交山东分库。收集的无性繁殖

材料、顽拗性种子材料或种子寿命短不适合设施保存的，及时汇

交相关国家或省级林草种质资源库、重点林木良种基地、林草长

期科研基地繁育保存。 

四、组织分工 

（一）省林业局：负责组织协调种质资源收集工作，组织制

定工作方案；以省为单位组织实施，招标种质资源收集实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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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参加、举办技术培训班；开展工作进度调度和成果验收等工

作。具体由省林木种苗总站承担。 

（二）省林业调查规划院：作为全省林草种质资源收集技术

支撑单位，负责制定全省林草种质资源收集实施方案，解读技术

规程；负责种质资源收集技术指导，开展技术培训，汇交材料质

量把关，收集保存实施情况成果总结，以及技术方面日常具体工作。 

（三）市、县（区）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涉及各县、市（区）

辖区，自然保护区，植物园（树木园）等林草种质资源收集的支

持、协调和保障工作。为收集工作实施单位提供必要的技术人员、

资料信息、采集审批、向导交通等方面的便利。协调辖区内国家

和省级林草种质资源库、重点林木良种基地、林草长期科研基地

对收集的种质资源汇交保存。 

（四）武夷山国家公园：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

第一次全国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总体方案>的通知》（林场发

〔2019〕102 号），武夷山区列为重点区域专项调查与资源收集，

主要包括武夷山市、建阳区、光泽县、邵武市、浦城县、将乐县、

建宁县、明溪县、清流县、宁化县、泰宁县、顺昌县、长汀县、

武平县。其中，武夷山国家公园是重点收集区域。武夷山国家公

园管理局负责区域内林草种质资源收集的支持、协调和保障，为

收集工作承担单位提供必要的技术人员、资料信息、采集审批、

向导交通等方面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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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家或省级林草种质资源异地保存库、重点林木良种

基地、林草长期科研基地：负责收集的无性繁殖材料、顽拗性种

子材料或种子寿命短、不适合设施保存的种质材料繁育保存，并

开具相关接收文书。将汇交繁育保存的种质资源纳入本基地（库）

范围，建立完整规范的技术档案，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程进行建

设管理。 

五、进度安排 

2023年 10月至 2025年 12月，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准备工作(2023 年 10月至 2024 年 2月)。启动林草种

质资源收集保存工作，制定印发工作方案。编制林草种质资源收

集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细化完善《福建省林草种质资源收

集实施方案（2023—2025）》，组织专家论证。开展种质资源收

集实施单位招标。 

（二）第一轮集中收集(2024年 3月至 2024年 12月)。开展

林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技术培训。在尊重科学、依法依规、严格

监管、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面开展林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工作，

做到能收尽收，完成收集资源数量确保达到 1300份。 

（三）第二轮补充收集和总结验收(2025年 1月至 2025年 12

月)。在第一轮集中收集基础上，继续按同标准补充收集，确保收

集种质资源总数达到 2600份，对全省林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实施

情况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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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加强统筹协调，明确任务分工，层层压实

责任，以省林木种苗总站为全省林草种质资源收集具体组织部门，

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各设区市林业局、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等

局直属有关单位全力配合，国家和省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林木

种质资源库落实具体保存任务。序时推进落实林草种质资源收集

任务内容，确保高质量地完成收集工作任务。 

（二）资金保障。加强和规范省级财政经费使用管理，做到

专款专用、合理开支，并主动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检查监督。

省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作为

安排以后年度财政资金的重要依据。 

（三）技术保障。林草种质资源收集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

极强的工作。由省林木种苗总站组织参加国家技术培训，组织开

展省内技术培训，召集省内植物分类、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相关专

家参与物种鉴定、质量检查与验收等工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为

技术支撑单位，负责全省林草种质资源收集技术指导、质量抽查

等技术工作；投标收集工作的单位要求具备林业调查规划乙级以

上资质，中标后需制定总体收集工作方案和年度收集方案，经专

家论证后实施，并适时开展实施情况总结评估。 

（四）安全保障：林草种质资源收集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尤其是外业调查工作环境复杂、条件艰苦、危险性大，要切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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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后勤保障工作，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要求参与收集

保存工作的人员，注意人身安全、交通安全、财产安全、信息安

全等。及时接收安全预警信息，做好安全提醒，采取有效预防措

施。野外工作准备常用药品、防护装备、通讯设备、安全用具等。

按规定为野外收集人员（含检查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附件：福建省重点收集林草种质资源目录（国家基础目录部分） 

 

 

 

 

 

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