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高原湿地和公路沿线乡土绿化植物
产业化培育技术及应用”公示信息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云南高原湿地和公路沿线乡土绿化植

物产业化培育技术及应用 

（二）项目来源：自 2008年以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

院牵头，联合云南山川园林有限公司、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先后承担云南省社会发展科技计划、省科技富

民强县计划、省重点新产品开发计划等项目，开展云南高原

湿地和公路沿线乡土绿化树种的选育与推广应用。 

（三）完成单位：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云南山川

园林有限公司、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完成人：张学星、周筑、陈海云、白平、张朝文、

李伟、永培伟。 

（五）提名单位：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六）申报奖励等级：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二、项目简介 

（一）创建乡土地被植物种质资源圃：项目组于 2010年

开始，依据地被植物选择标准，在实地调查和查阅资料基础

上，对乡土地被植物进行了收集。共收集 27科 42种（灌木

35种、草本 7种），建立了 30个种的地被种质资源圃 5亩，

收集资源 5000 余份，为乡土地被植物选择繁育奠定了物质

基础。 

（二）新品种选育：在种质资源收集和评价的基础上，

以丰富生物多样性、改善景观效果，增强生态系统功能为目

标，选育出植株生长繁茂，对光照因子适应性极强,具较强的

抗寒能力和抗旱性，花、叶等生物学特性更丰富，适宜公路



沿线等区域种植的新品种 2个，为云南观赏苗木产业的品种

化发展奠定基础，提升了云南苗木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乡土绿化植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苗木高效繁育

技术：以适应不同气候和立地条件为目标，对乡土植物生态

适应性、观赏价值、生态功能等方面进行评价，创建了乡土

绿化植物多因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苗木快繁技术体系；

研制出相关设备、装置，实现了乡土树种选择和育苗的标准

化和商品化。 

三、候选人及候选单位对项目贡献情况 

（一）候选人对项目贡献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技术 

职称 

文化 

程度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张学星 男 1966.11 
正高级工

程师 
本科 

云南省林业和

草原科学院 

项目主持。技术路

线及实施方案制

定，技术集成 

2 周  筑 男 1976.03 工程师 本科 
云南省林业和

草原科学院 

植物选择及综合评

价研究、苗木繁育

及质量标准研制 

3 陈海云 女 1972.05 副研究员 硕士 
云南省林业和

草原科学院 

协助项目主持，苗

木繁育及质量标准

研制 

4 白  平 女 1971.09 工程师 硕士 
云南省林业和

草原科学院 

苗木繁育及质量标

准研制 

5 张朝文 男 1970.06 
高级工程

师 
硕士 

云南山川园林

有限公司 

配套技术集成研究

及推广示范 

6 李  伟 男 1985.01 
高级工程

师 
硕士 

云南吉成园林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配套技术集成研究

及推广示范 

7 永培伟 男 1982.03 
助理工程

师 
大专 

云南山川园林

有限公司 

工厂化生产技术集

成研究 

 



    （二）候选单位对项目贡献情况 

1.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是项目的主持单位，全面

负责项目整体思路的确定和技术方案的制定。 

2.云南山川园林有限公司：是乡土地被植物种质资源收

集圃和新品种选育的主要依托单位，主要负责项目收集圃建

设及成果推广应用，以项目技术为依托研发出一种用于园林

绿化育苗供液系统和一种绿化苗木育苗基质。 

3.云南吉成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项目苗木繁育技

术成果的主要应用单位，主要负责项目成果在湿地和公路沿

线区域的推广应用。 

四、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 

选育园艺新品种 2 个，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

利 2项，制定云南省地方标准 8项，出版专著 1部，发表论

文 19篇。 

五、项目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