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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林草

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5 年）和 2024 年全省林

草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进林草产业发展重点工作和目标任

务，提高林农的科技素养和生产技能、促进林草实用技术推广

工作落地见效。云南省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总站组织编印《土

茯苓高效栽培技术》实用技术手册。

本技术手册主要根据编写者研究成果的积累，同时参考了

国内同行生产实践经验，主要从土茯苓的地理分布、生物学、

生态学特性、育苗技术、栽培技术、病虫害种类及防治等进行

了介绍。这是一本集科普性及实用性为主的技术手册。适合广

大农林生产者及从事推广、培训等人员阅读参考。

希望《土茯苓高效栽培技术》能对栽培户、企业和技术管

理人员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能有效解决在生产中遇到的

一些技术问题，提升土茯苓的栽培管理水平，促进土茯苓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和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和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编  者

202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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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一、主要技术简介  ●

一

主要技术简介

土茯苓为百合科菝葜属（Smilax）植物光叶菝葜（Smilax 

glabra…Roxb.）等的干燥根茎，为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传

统的中药材，收载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土茯苓味甘、

淡，性平，归肝、胃经，具有解毒、除湿、通利关节等功效。

治湿热淋浊、带下、痈肿、瘰疬、疥癣等症，用于治疗梅毒及

汞中毒所致的肢体拘挛、筋骨疼痛以及湿热淋浊等症。主产于

云南、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浙江等地（见图 1、图 2）。

图 1  土茯苓粉 图 2  白色的土茯苓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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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前景 ：临床和药理治疗试验表明，土茯苓具有利尿、

镇痛、抗癌、抗动脉硬化、抑菌抗炎及增强机体免疫作用。土

茯苓含生物碱、挥发油、已糖类、鞣酸、植物甾醇、琥珀酸、

胡萝卜苷、落新妇苷、白藜芦醇、异黄杞苷、异落新妇苷、柚

皮素等多种成分。此外，土茯苓含有的甾体皂苷元为我国制作

口服避孕药的主要半合成原料。民间用土茯苓根茎煲汤以预防

疾病，根状茎富含淀粉，可用来制作糕点或酿酒，其还是“龟

苓膏”的主要原料之一，具有广泛的药用、食用价值。

由于土茯苓用途和用量逐年增长，市场需求旺盛，发展

土茯苓高效栽培产业，对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市场的不断扩大，土茯苓的种植面积也在

逐渐增加。

（一）土茯苓生物学及生态学特性

1. 生物学特性

土茯苓为攀缘植物。根状茎粗厚，呈不规则块状、多分

枝、有结节状隆起。茎无刺，长 1…~…4 ｍ，枝条光滑。叶片革

质，常为披针形或椭圆状披针形，具狭鞘，鞘上方有卷须，脱

落点位于近顶端。伞形花序、单生叶腋 ；总花梗无或长 2…~…5…

mm ；花序托膨大，圆球形，直径 2…~…5…mm，小苞片宿存 ；具

花 10 余朵，绿白色，六棱状球形，直径约 3…mm ；浆果球形，

直径 5…~…10…mm，成熟时紫黑色，表面具粉霜。花期 8 ～ 9 月，

果期 10…~…11 月（见图 3）。

2. 适宜种植区域

在云南省，土茯苓适宜于海拔 1600…~…2200 ｍ的林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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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或山谷环境中种植。喜温暖环境。

块根 藤蔓 叶子

开花 成熟种子

图 3  土茯苓各阶段形态

（二）土茯苓苗木培育技术
有种子繁育和根茎繁育两种方法，当前主要采用种子播种

法。传统多采用根茎繁育，但存在块茎发芽时间不一致问题，

少则 3…~…6 个月发芽，长则 6 个月以上发芽，甚至少数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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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才发芽。此外，块茎苗先长芽藤后生根，块茎养分耗尽后

容易发生腐烂，容易引发幼苗死亡。

采用块茎育苗时新薯形成率低，成功率仅约 20%。因此，

目前生产上主要采用种子播种育苗，育苗生产周期可控，并有

效克服块茎育苗的不足，适合规模化与标准化育苗生产。

1. 种子采收和处理

（1）种子采收

待种子成熟即可采收，一般 4 月至 6 月采收。成熟时种

子由红色逐渐变黑色，捏开种皮，种核不易破裂（见图 4）。

图 4  土茯苓成熟种子

（2）种子处理

种子采收后置于 1…~…3℃冷库中保存 2…~…3 个月，破除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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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8…~…10 月取出搓揉去皮，清水冲洗后晾晒，避免太阳

暴晒。

2. 种苗培育

（1）苗圃选择

选择交通便利、水源充足、用电方便的向阳缓坡地建立

苗圃，以疏松、肥沃、沥水性好、土层深厚的红壤土或砂壤

土为宜（见图 5）。推荐使用“三种重要中药材生产关键技术

创新及应用”技术成果中的“二次整地”技术，整地前每亩

撒施 3% 辛硫磷颗粒剂 3…~…5…kg 后翻耕混匀，预防地下害虫。…

10…~…15…d 后，按 1.5…g/m2 用量撒施 50% 多菌灵，再次翻耕混

匀预防土传病害。

…
图 5  育苗大棚

（2）种子播种

每年 9 月开始播种，播种前 15 天用百菌清、辛硫磷等进

行苗床消毒和杀虫。苗床内部按 1.2…~…1.5 ｍ行距起垄，将种

子均匀撒播在垄面，覆土 1…~…3…cm 后浇透水。苗床上部加盖遮

阳网保湿，大棚内的温度保持 20…~…25℃，翌年 3…~…4 月份开始

发芽（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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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土茯苓育苗

3. 苗期管理

（1）袋苗培养

翌年种子发芽后，待叶

片 5…cm 以上即可移栽到 8…

cm×12…cm 的营养杯中，选

择透气性好的红土或者黄土

并配合 5% 的生物菌肥，栽

种深度约 3…cm。移栽后淋足

定根水，定根水中可适当加

入生根剂和杀菌剂（见图 7）。

（2）病虫害防治

主要预防疫病和根腐病

等根部病害，避免基质湿度过大。拔除零星病株后选用药剂灌

根防治。推荐药剂及使用浓度如下 ：75%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500…~…700 倍液，25% 嘧菌酯悬浮剂 500…~…1000 倍液，30% 甲

霜·恶霉灵 500…~…1000 倍液，进行灌根。

图 7  土茯苓袋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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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预防蚜虫，可选用 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000…~…

1500 倍液、5% 高效氯氟氰菊酯 750…~…1000 倍液等喷雾防治。

（3）施肥管理

缓苗后约 20 天施肥一次，喷施浓度为 0.1%…~…0.2% 的 N、

P、K 高效水溶肥叶面肥和浓度为 10% 的黄腐酸缓释肥 ；成活

后喷施清粪水，浓度为 30%，每亩追肥 2.0…kg 的复合肥。

4. 炼  苗

袋苗苗高 10…cm 以上，且分化出 2 个新芽时即可炼苗。第

一个月采用遮光率 20% 的遮阳网遮阴，第二个月移除遮阳网，

期间保证土壤湿润，炼苗两个月后即可出圃（见图 8）。

…
图 8  炼苗



88

高效栽培技术土茯苓

（三）土茯苓栽培管理

1. 选  地

（1）环境要求

土茯苓是深根性植物，适应性较强，山地、坡地、平地均可

种植，以避风向阳、温暖湿润、排灌通畅的地块最为适宜。林下

栽培时，选择土壤厚度50…cm以上，林分郁闭度0.3…~…0.5的林地。

（2）土壤要求

土茯苓喜肥，选择土层深厚、土壤湿润、疏松肥沃、通

气性强、排水良好的地块种植。施肥以农家肥、生物菌肥为

主，优质磷钾肥为辅。基肥以腐熟的农家肥为主，配合适量的

复合肥。生长期适量增施磷钾肥，有利于提高植株的抗性，促

进根系膨大。

2. 整  地

整地通常在秋冬季完成。山地种植时沿等高线整地。整地

通常有全清和带状清理两种

方式，对土壤进行深翻。全

清是对栽种地块上的灌木、

杂草、石块、碎石等进行全

面清理。带状清理适宜于林

下套种模式，对林下灌木、

杂草，以及枯立木、倒木、

伐桩等进行清理，对郁闭度

高的林地适当修枝以增加光

照。整地后开挖沟渠，方便

灌溉和避免积水（见图 9）。 图 9  整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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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壤消毒

在种植前 10…~…15 天开始进行土壤消毒工作。土壤杀菌使

用 25% 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每亩用量 500…g，将药剂稀释

500 倍后，均匀喷施在土壤表面后充分翻耕，使药剂能够充分

渗透到耕作层。土壤害虫防治使用 3% 的辛硫磷颗粒剂，将药

剂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后耕翻，让土壤与辛硫磷颗粒剂充分混

合，每亩用量 2…~…3…kg。在使用杀虫剂和杀菌剂时，应确保两

者之间的使用间隔在 3 天以上。

4. 起  垄

根据地形，起垄规格为宽约 1.2m，高约 20…~…30…cm，垄

间距约 35…cm。垄面中间高，两边微低，坡度≦ 15°为宜。在

垄面开挖定植沟，规格为深 10…cm，沟间距 25…cm 或 30…cm。

不能起垄的地块挖定植穴种植，长、宽、深规格为 30…cm×30…

cm×30…cm（见图 10）。

…
图 10  林下种植土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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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种苗选择

苗圃培育两年以上就可以移栽种植。种苗要求苗高 10…cm

以上、茎粗 1…cm 以上、每株带两条以上芽，以保证移栽后成

活率高、生长速度快。

6. 种植时间

5…~…8 月间移栽，最好选择雨天进行种植，定植后的降雨

天气有利于种苗快速定根，避免干旱造成种苗枯萎，成活率高。

7. 施  肥

种苗种植一个月左右可以完全定根，30…~…60 天后可以适

当追施少量高磷高钾复合肥，约 40…~…50…kg/ 亩即可。根据种

植土地的实际情况，要适时给种苗清除杂草，以保证土壤肥力

供给种苗。

8. 密度控制

双排或多排种植，株行距 30…cm×50…cm，种植密度约

2500 株 / 亩。

9. 搭建攀附架

土茯苓作为常绿攀缘植物，在幼苗生长至 30…cm 时要及时

搭架引蔓攀爬促进生长（见图 11）。

图 11  土茯苓种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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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后期管理

注意松土除草，并追肥 1…~…2 次。枝叶生长过于繁茂时，

修剪过密枝叶、病虫枝叶，增加植株间的通透性。

（四）土茯苓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
土茯苓病虫害防治应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

以农业防治为基础，采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措施，以及科学

合理开展化学防治。

1. 主要病害

（1）种  类

主要叶部病害有叶斑病、炭疽病，以及根部病害根腐病

等，危害叶片和根部，使植株枯死。

（2）防治方法

叶斑病、炭疽病等叶部病害的防治，注意加强栽培管理，

做到合理密植和施肥灌溉，保持田间通风透光。发病后注意清

除病株残叶，减少越冬菌源。适时增施叶面肥，提高植株抗

病力。雨季来临前选用下述药剂中的一种进行喷雾防治，如

75%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500…~…1000 倍液、70% 甲基托布津

可湿性粉剂 500…~…800 倍液、43% 戊唑醇悬浮剂 1500…~…2000

倍液、10% 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500…~…2000 倍液、40% 咪

鲜胺乳油 2000…~…3000 倍液，每 7…~…15 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

2…~…3 次。

根腐病重在预防，改善土壤通气性，避免过量施用化肥。

施入腐熟的农家肥、有机肥做基肥，配合复合肥，配合使用哈

茨木霉、枯草芽孢杆菌等微生物菌肥，增强植物抗病能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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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缓坡地或排水条件良好的地块，保持土壤通气性和排水性良

好，防止土壤过湿。避免重茬种植，发现病株时应及时拔除并

销毁，再选用 75%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500…~…700 倍液，或 25%

嘧菌酯悬浮剂 500…~…1000 倍液，及 30% 甲霜·恶霉灵 500…~…

1000 倍液等灌根一次，7…~…10 天后用 2.5% 咯菌腈悬浮剂（800…

~…1000）+…30% 甲霜恶霉灵（800…~…1000）+…3% 硝钠·萘乙

酸水剂生根剂（2000…~…3000）倍液，或 2% 宁南霉素（200…~…

300）倍液 +…3% 中生菌素宁南霉素（500…~…1000）倍液 + 腐殖

酸（1000…~…10000）倍液灌根一次。

2. 主要虫害

（1）种  类

主要有土白蚁（Odontotermes）、蚜总科（Aphidoidea）蚜

虫等。

（2）防治方法

加强监测和管理，采取综合防治措施，结合物理、化学

和生物方法，达到最佳防治效果。

防治白蚁时，种植地尽可能远离白蚁活动区域。定期清

理枯枝落叶，创造不利于白蚁活动的环境和场所，有条件时排

查并挖掘种植地周边白蚁巢穴。发生严重时使用 90% 晶体敌

百虫 1000…~…1500 倍液、10% 联苯菊酯 500…~…1000 倍液等喷雾，

或地面撒施 15% 毒·辛颗粒剂防治。

防治蚜虫时，初期使用 0.3% 苦参碱水剂 1000…~…1500

倍、3% 啶虫脒乳油 2000…~…2500 倍液、25% 噻虫嗪水分散粒

剂 2000…~…3000 倍液等喷雾防治。严重时使用 80% 烯啶·吡蚜

酮水分散粒剂 1500…~…2000 倍液、1.8% 阿维菌素乳油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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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倍液 +…5% 啶虫脒乳油 2500…~…3000 倍液、22.4% 螺虫乙

酯悬浮剂 1000…~…1500 倍液 +…2000…~…3000 倍液等混配药剂喷雾

防治。

（五）采收加工

1. 采  收

土茯苓的生长周期通常为 2…~…3 年，成熟后秋季采收，此

时有效成分含量较高，品质较优。选择晴朗天气采收，使用铁

锹等工具挖掘，从茯苓块的一侧入手，逐渐扩大挖掘范围，直

至将完整的茯苓块挖出，避免损伤块茎，以免影响品质和价格

（见图 12）。

种植一年的土茯苓块根

种植三年半的土茯苓块根

种植两年半的土茯苓块根

种植四年的土茯苓块根

图 12  土茯苓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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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  工

将挖出的块茎去除泥土和杂质后清洗干净，块茎晾晒至

半干后进行切片或研磨。切片时应确保切片厚薄均匀，以便于

后续的贮存和使用。研磨时则应注意控制研磨粒度，以保证药

材的规格和品质。土茯苓切片加工工艺流程（见图 13）和土

茯苓粉制作工艺（见图 14）。

图 13  土茯苓切片加工工艺流程

不得有石头，非药用部位、

外来杂质、易脱落泥沙

清洗时间 3…~…5 分钟，清洗至

末端清洗水无浑浊

筛去药屑，按生产要求进行分级

装量须符合《中药饮片装量管理

规程》规定

中间产品检验 ；性状符合甘草饮片

性状标准，水分含量为 8%…~…11%

净制

晾晒至水分含量为 30%…~…40%

切片厚度 2.5…~…4…mm

拣去异形片

晾晒

清洗

切制

干燥

拣选

筛选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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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土茯苓粉制作工艺

3. 包装和贮存

加工好的土茯苓药材应及时进行包装和贮存。包装材料

应选用无毒、无害、防潮、防霉的材料。贮存环境应保持通风

干燥，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高湿条件，以确保药材的品质和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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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技术成果

（一）优良单株选育
在初选、复选、决选的基础上，选育优良单株“云苓 1

号”（YL-1）。该单株茎光滑，叶薄革质，狭椭圆状披针形至

狭卵状披针形，叶宽 1.56…~…2.78…cm，叶长 9.20…~…14.36…cm，先

端渐尖，基部圆形或钝，叶片绿色或带苍白色 ；叶柄具狭鞘，

长为 4.0…~…25…mm，有细长卷须 2 条。伞形花序，花冠数…10 个

以上 ；总花梗明显短于叶柄，花序托膨大，连同宿存的小苞片

呈莲座状 ；花六稜状球形，绿白色 ；雄花外花被片近扁圆形，

兜状，背面的中央常具有纵槽 ；内花被片常为近圆形，边缘有

齿 ；雄蕊靠合，与内花被片近等长，花丝极短 ；雌花外形与雄

花相似，但其内花被片的边缘无齿，具有 3 枚退化的雄蕊。果

实为浆果，直径为 5…~…15…mm，成熟时为紫黑色，表面具有粉

霜。块茎圆柱形，稍扁或呈不规则条块，有结节状隆起，具短

分枝，长 5…~…22…cm，直径 2…~…5…cm（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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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云苓 1号”（YL-1）优良单株

（二）“云苓 1 号”优良单株检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对

YL-1 进行品质检测，各项指标均达到药典标准。其中浸出物

含量为 20.8%、比药典规定含量（15.0%）高出 38.67%，落新

妇苷（按干燥品计，C21H22O11）含量为 1.4%、比药典规定含

量（0.45%）高出 211.1%（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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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
茯
苓
样
品
检
验
结
果

序 号
检
验
项
目

单 位
标
准
要
求

检
验
结
果

单
项

判
定

检
验
方
法

备 注

1
性

状
/

本
品

略
呈

圆
柱

形
，

稍
扁

或
呈

不
规

则
条

块
，

有
结

节
状

隆
起

，
具

短

分
枝

，
长

5…
~…
22

…c
m
，

直
径

2…
~…
5…

cm
。

表
面

黄
棕

色
或

灰
褐

色
，

凹
凸

不
平

，
有

坚
硬

的
须

根
残

基
，

分
枝

顶
端

有
圆

形
芽

痕
，

有
的

外
皮

出
现

不
规

则
裂

纹
，

并
有

残
留

的
鳞

叶
。

质
坚

硬
。

切
片

呈
长

圆
形

或
不

规
则

，

厚
1…
~…
5m

m
，

边
缘

不
整

齐
；
切

面

类
白

色
至

淡
红

棕
色

，
粉

性
，

可
见

点
状

维
管

束
及

多
数

小
亮

点
；
质

略

韧
，

折
断

时
有

粉
尘

飞
扬

，
以

水
湿

润
后

有
黏

滑
感

。
气

微
，

味
微

甘
、

涩
。

切
片

呈
不

规
则

，
厚

1…
~…
5…

m
m
，

边
缘

不
整

齐
；
切

面
淡

红
棕

色
，

粉
性

，
可

见
点

状
维

管
束

及
多

数
小

亮
点

；
质

略
韧

，

折
断

时
有

粉
尘

飞
扬

，
以

水
湿

润
后

有
黏

滑
感

。
气

微
，

味
微

甘
、

涩

符
合

规
定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典
20

20
年

版
一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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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检
验
项
目

单 位
标
准
要
求

检
验
结
果

单
项

判
定

检
验
方
法

备 注

2
鉴

别
（

1）
/

本
品

粉
末

淡
棕

色
。

淀
粉

粒
甚

多
，

单
粒

类
球

形
、

多
角

形
或

类
方

形
，

直
径

8…
~…
48

μ
m
，

脐
点

裂
缝

状
、

星
状

、
三

叉
状

或
点

状
，

大
粒

可
见

层
纹

；
复

粒
由

2…
~…
4
分

粒
组

成
。

草
酸

钙
针

晶
束

存
在

于
黏

液
细

胞
中

或
散

在
，

针
晶

长
40

～
14

4μ
m
，

直
径

约
5μ

m
。

石
细

胞
类

椭
圆

形
、

类
方

形
或

三
角

形
，

直
径

25
…

~…
12

8μ
m
…，

孔
沟

细
密

；
另

有
深

棕
色

石
细

胞
，

长
条

形
，

直
径

约

50
μ

m
，

壁
三

面
极

厚
，

一
面

菲

薄
。

纤
维

成
束

或
散

在
，

直
径

22
…~
…

67
μ

m
。

具
缘

纹
孔

导
管

及
管

胞
多

见
，

具
缘

纹
孔

大
多

横
向

延
长

。

粉
末

淡
棕

色
。

淀
粉

粒
甚

多
，

单
粒

类
球

形
、

多
角

形
或

类
方

形
，

直
径

8…
~…
48

μ
m
，

脐
点

裂
缝

状
、

星
状

、
三

叉
状

或
点

状
，

大
粒

可
见

层
纹

；
复

粒
由

2…
~…
4
分

粒
组

成
。

草
酸

钙
针

晶
束

存
在

于
黏

液
细

胞
中

，
针

晶
长

40
…~
…1
44

μ
m
，

直
径

约

5μ
m
。

石
细

胞
类

三
角

形
，

直

径
25

…~
…1
28

μ
m
，

孔
沟

细
密

；

另
有

深
棕

色
石

细
胞

，
长

条
形

，

直
径

约
50

μ
m
，

壁
三

面
极

厚
，

一
面

菲
薄

。
纤

维
成

束
，

直
径

22
…~
…6
7μ

m
。

具
缘

纹
孔

导
管

及
管

胞
多

见
，

具
缘

纹
孔

大
多

横
向

延
长

。

符
合

规
定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典
20

20
年

版
四

部
》

通
则

2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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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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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
验
项
目

单 位
标
准
要
求

检
验
结
果

单
项

判
定

检
验
方
法

备 注

3
鉴

别
（

2）
/

供
试

品
色

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
同

颜
色

的
荧

光
斑

点

供
试

品
色

谱
中

，
在

与
对

照
品

色
谱

相
应

的
位

置
上

，
显

相
同

颜
色

的
荧

光
斑

点

符
合

规
定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典
20

20
年

版
四

部
》

通
则

05
02

4
水

分
%

不
得

超
过

15
.0

8.
8

符
合

规
定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典
20

20
年

版
四

部
》

通
则

08
32

5
总

灰
分

%
不

得
超

过
5.
0

1.
4

符
合

规
定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典
20

20
年

版
四

部
》

通
则

23
02

6
浸

出
物

%
不

得
少

于
15

.0
20

.8
符

合

规
定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典
20

20
年

版
四

部
》

通
则

2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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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
验
项
目

单 位
标
准
要
求

检
验
结
果

单
项

判
定

检
验
方
法

备 注

7

落
新

妇

苷
（

按
干

燥
品

计
，

C
21
H

22
O

11
）

%
不

得
少

于
0.
45

1.
4

符
合

规
定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典
20

20
年

版
四

部
》

通
则

0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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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典 型 案 例

（一）基地名称
禄劝县土茯苓（白心）种植及育苗基地。

（二）基本情况
禄劝县汤郎乡种植基地，于 2023 年 5 月建设，基地海拔

1900…~…2300…m，种植“云苓 1 号”土茯苓面积近 4800 亩（见

图 16）。

图 16  汤郎乡种植基地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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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县绿槐育苗基地于 2022 年 10 月建设，面积 260 亩，

包括连体大棚 22 幢、占地面积约 126620…m2，管护房及配套

房屋 14 间，仓库 3 间，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 1 套，育苗基地

每年可提供土茯苓优良种苗 500 万株以上（见图 17）。经实地

调查，土茯苓苗木高为 175…cm、地径为 5.14…mm、茎节数为

16 节、叶宽为 2.1…cm，叶宽为 11.7…cm（以上均为平均值）。

图 17  绿槐基地概貌

基地气候适宜，灌溉条件良好，交通便利。绿槐基地由

良种选育、种苗培育大棚及相关农业基础、配套设施构成，

配备现代化的设施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技术，能够有效控制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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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湿度和灌溉等条件，确保种苗生长良好（见图 18）。技

术支撑单位为云南省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总站、云南森林自

然中心。

图 18  育苗大棚及配套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