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方案

（2024-2035 年）

（征求意见稿）

广东省林业局

二Ｏ二四年三月



— I —

前 言

野生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携带的遗传资源是关系到国家生物安

全的战略资源。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

建设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全方位、全地域、全过

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生存发展形势发生了历

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本着就地

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

系建设。两个国家植物园相继揭牌，标志着我国一北一南两个国

家植物园正式运行，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2022

年，党的二十大指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之一，这为新时期、新征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野生植物

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2023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然资源部、中国科学院联

合印发《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进一步明确国家植物园体

系建设方向，加强与国家公园体系的统筹协同，共同形成生物多

样性保护新格局。

广东省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季风常绿

阔叶林核心分布区，拥有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孕育了极为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本土野生高等植物达 6658 种，约占全国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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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较高的人口密度和快速的经济发展给地区植物多样性保护

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为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高标准推进华南国家

植物园建设，努力打造区域性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范例的要求，

推动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植物保护高质量发展，广

东省林业局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组织研究编制了《广东省

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方案（2024-2035 年）》（以下简称《建

设方案》）。

《建设方案》提出建立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区域植物园为

骨干、乡土植物园为支撑的迁地保护体系，聚焦植物迁地保护、

科学研究、资源利用、科普教育、园林园艺核心功能，构建“一

核三区多支点”的空间格局，形成关键保护物种“同源谱系—异

地栽培保存”的迁地保护模式，凸显以植物园、树木园作为就地

保护和迁地保护纽带的并地保护新特色，以“五大体系、十大重

点工程”为抓手，推动“迁地保护体系、科学技术体系、绿色产

业体系、创新人才体系、自然教育体系”综合发展，统筹打造科

学化规划、精品化设计、标准化建设、智慧化管理的新时代岭南

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植物园体系。本建设方案基准年为

2023 年，建设期为 2024-2035 年，远景展望至本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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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设背景 

一、迁地保护发展趋势 

（一）全球迁地保护发展趋势 

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是植物多样性保护的两种主要方法。就

地保护是通过建立和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结合自然保护地以外

其他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实现野生植物种群及其天然分布区

（或原生地）的保护与恢复，维持生态过程、生态系统服务以及

生物演化潜力。迁地保护侧重于通过将物种保存在种子库或活体

收藏等方式来保护物种。植物园（树木园）是开展植物迁地保护

的主要场所。现代植物园始于 16 世纪中叶，先后历经了大学药

用植物园、经典模式植物园、殖民地热带植物园、城市公共植物

园、特殊类型植物园等发展阶段，逐渐成为自然、文化、艺术和

科学交融的植物学机构，致力于迁地保护、科学研究、资源利用

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面对气候变化和

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双重危机，现代植物园步入多模式并存的科

学植物园阶段, 植物多样性保护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使命。 

（二）国家发展与迁地保护建设 

近年来，我国从政策、法律、制度和规划等多方面，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上升

为国家战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植物园作为活植物引种

驯化、迁地保护、野外回归、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收集保存了

我国各植物区系的主要野生植物物种，为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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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能源安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

撑，尤其在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积极推动者之一, 

我国启动了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即将设立一批国家植物园, 与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支撑的就地保护形成完美

互补，共同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效推进该框架目标的实现。 

（三）广东省发展和地方需求 

2022 年 12 月《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

设的决定》提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高标准建设华南国家植物园，

打造彰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绿色名片，支持

有条件的市县建设植物园、树木园。全力构建以华南国家植物园

为引领的区域植物迁地保护体系，积极探索开展植物资源的收集、

保存和研究等工作，提升国家和广东省植物资源储备能力，丰富

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和科普教育功能，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及

生态保护的意识，是支撑广东国家公园、国家植物园“双园”之

省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 

（四）发展机遇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白皮书，提出了植物园在应对气候和生态环境变化、保护珍

稀濒危野生植物、支撑生物多样性研究、弘扬传播科学知识和传

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等方面的新使命。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提出，要完善生物多样性迁地保护体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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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动植物园等各级各类抢救性迁地保护设施，填补重要区域

和重要物种保护空缺，完善生物资源迁地保存繁育体系。 

规划和建设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体系，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

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点，也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重要体现，将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续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二是加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责任担当。建设国家植物园是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

约》的重要成果，建立植物园体系可在大量收集植物资源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我国植物迁地保护水平，服务国家科学研究和国

际交流合作等职能。三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

内在动力。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的建设，在

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环境变化、促进减碳减

排、植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科研高地，辐射华南地区。四是

助力实现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建设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的必然要求。建设植物迁地保护体系，积极开展园艺植物推

广、林木良种选育，助力森林品质改造、森林城镇和森林乡村建

设和提升，不断改善城乡宜居环境，为促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支撑。五是提升人民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植物园体系不仅是有效保存植物多样性的科研与保护基地，还是

进行知识技术传播、开展环境与物种保护科普教育、提高国民素

质的重要场所，有利于向全世界传播岭南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植

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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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迁地保护的内涵和保护机构 

（一）迁地保护的内涵 

植物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由于土地利用变化、生境

破碎化、过度采集、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侵、全球气候变化等

外因和部分植物繁殖障碍等内因，全球约 21%的高等植物物种面

临灭绝的威胁。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是植物多样性保护主要的方

式，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是就地保护的机构，植

物园和种质资源库是迁地保护的机构。迁地保护指的是以整株、

种子、花粉、营养繁殖体、组织或细胞培养物的形式，在其自然

栖息地之外保存和维护活体样本。迁地保护一般从保护的目的出

发，对特别的类群进行引种收集和相关研究。为了达到好的效果，

采用特定的收集方法，规范其档案，综合考虑物种的生物环境及

非生物环境，对有活力的种质资源进行后续监测和管理。由于人

力、物力、财力和空间的限制，植物园优先引种收集珍稀濒危、

特有、经济植物，或因环境变化需要人工辅助迁移的旗舰物种以

及具有科研价值的种类。 

（二）三级迁地保护主体 

1.国家植物园 

主要功能：国家植物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和主导，在植物

迁地保护、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园林园艺展示和植物资源可持

续利用等方面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公益性综合机构，具有国家代

表性、科学系统性、社会公益性，承担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

家任务，对植物类群进行系统收集和完整保存，传承、弘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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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建设发展的科学内涵、艺术外貌和文化底蕴。 

主要机构：华南国家植物园 

2.区域植物园 

主要功能：区域植物园是在特定区域内根据植物分类系统和

地理分布特征，集中收集和保存本区域特有植物和珍稀濒危植物

资源，服务当地生态建设和科普宣教的各种植物迁地保护场所，

以及以开展植物科学研究为主的专类研究中心。区域植物园具有

区域代表性、类群代表性、管理和运行可持续性以及社会公益性

特点，承担该区域重点保护植物和珍稀濒危植物的迁地保护和科

学研究任务，慎重规划迁地保护物种数量，注重迁地保护成效，

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主要机构：包括具有区域代表性的高品质区域综合植物园、

国家级扩繁和迁地保护研究中心以及具有区域性代表意义、重要

的省级迁地保护示范基地、示范点等，如深圳仙湖植物园、佛山

植物园、惠州植物园、东莞植物园等，苏铁种质资源保护中心、

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木兰植物保育基地等国家级迁地保

护机构，以及广东省树木园等区域性保护单元。 

3.乡土植物园 

主要功能：乡土植物园旨在收集、保护当地的珍稀濒危野生

植物，兼具观赏展示、科普宣教以及推广乡土植物的文化或经济

用途（观赏、药用等）等特色，是贴近城乡社区发展和公众科普

的一种形式灵活、功能多样的迁地保护场所。乡土植物园承担对

当地特有植物资源的迁地保护，通过野外回归、长期监测与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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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恢复等措施，改善被保护居群的生长和繁殖条件，以及推广和

展示本地的优良乡土植物资源，促进植物科学知识和生态文明思

想的传播普及等功能。 

主要机构：包括各地、各单位的植物园、树木园、扩繁和迁

地保护中心、公园绿地、苗圃、植物科普宣教点、展示园、植物

标本馆等，各级自然保护地、林场的植物园、种质资源圃、药园

等专类园、展示园，企业或私人植物园、苗圃等。 

三、迁地保护资源状况与分析 

（一）区域概况 

广东位于中国大陆南部，境内多山地、丘陵，地势总体北高

南低，大陆海岸线长 4114 千米，北回归线穿越全省；属于东亚

季风区，自北向南依次跨越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北热带 3 个气

候带；光、热和水资源丰富，雨热同季，构成各类地貌的基岩以

花岗岩最为普遍，局部有红色岩系地貌，沿海沿河地区多为第四

纪沉积层；地带性土壤类型从北到南分别是红壤、赤红壤和砖红

壤；复杂的地貌和湿热气候孕育了多样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丰富的

野生植物资源，是我国具有极高生态系统与物种多样性的地区之

一。 

（二）植物区系特征 

广东省植物种类丰富，孑遗植物和特有种属的数量较多，在

植物区系上具有泛北极区向古热带区过渡的特点，全省主要表现

为南部的古热带“印度-马来西亚植物区系”开始向北部的“中

国-日本植物区系”过渡，东部具有较强的“中国-日本植物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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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广东具有 5 个植被型组、12 个植被型、31 个植被亚型，

其中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是广东境内分布最为广泛的森

林类型，有属于地带性植被的热带季雨林、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中亚热带低山常绿阔叶林；还具有非纬度地带性的特殊生境的植

被类型，例如粤北和粤西的石灰岩丘陵地区分布面积较大的石灰

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沿海各地分布的红树林和周边岛屿植被，

以及水稻、甘蔗和茶园等栽培植被。 

（三）植物资源及受威胁情况 

广东省记录分布有野生高等植物 6658种（包括苔藓植物 691

种、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588 种、裸子植物 29 种、被子植物 5350

种），其中由林业部门主管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 110 种，

占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数的 10%，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

物仙湖苏铁、水松、南方红豆杉、紫纹兜兰、广东兜兰、杜鹃红

山茶等 9 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白豆杉、厚叶木莲、杜鹃兰、

八角莲、光叶红豆、紫荆木等 101 种。广东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39 种。 

四、迁地保护成效 

（一）迁地保护取得一定进展 

截至 2023 年，全省已建有植物园、树木园、扩繁和迁地保

护研究中心等多种类型的迁地保护设施，其中植物园有华南国家

植物园、深圳仙湖植物园、惠州植物园等 12 个；树木园有广东

树木公园、鼎湖山树木园、中山树木园、华南农业大学树木园等

5 个；有兰科、苏铁、木兰科植物等 6 个国家级迁地保护机构；



 

 
— 8 — 

以及全省各地一批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迁地保护机构、场所。

全省各迁地保护机构共迁地保护了 15026 种高等植物，占我国已

知本土野生维管植物物种的 22%。广东省植物园迁地保育广东本

土野生维管植物科的 95%、属的 80%、物种的 58%。迁地保护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625 种，占比 52%（625/1,205），保护了 64%

（414/643）的广东本土受威胁维管植物、83%（133/161）的广

东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维管植物。 

表 1 广东省主要迁地保护机构建设现状表 

序

号 
类型 名称 位置 重点专类园（特色） 

1 

植物园 

华南国家植物园 广州 

姜园、竹园、木兰园、水生植物园、药

用植物园、珍稀国际植物园等 48个专类

园 

2 
广州中医药大学药用

植物园 
广州 药用植物园 

3 
广东药科大学药用植

物园 
广州 药用植物园 

4 深圳仙湖植物园 深圳 
苏铁园、蕨园、苦苣苔园、秋海棠园、

藤本园 

5 佛山植物园 佛山 山茶园、爵床园、龙血树园 

6 韶关植物园 韶关 
梧桐园、南岭植物专类园、非洲植物专

类园 

7 惠州植物园 惠州 冬青园 

8 东莞植物园 东莞 
莞香园、荔枝专类园、喀斯特园（岩石

园） 

9 金山植物公园 阳江 

南洋杉、加勒比松保护林，杜鹃山、棕

榈园、百竹园、桃花园、梅花园、樱花

湖等 

10 湛江南亚热带植物园 湛江 
优稀特色经济热带果树专类园、热带纤

维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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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型 名称 位置 重点专类园（特色） 

11 怀集植物园 肇庆 
山林湿地区、果林种植区、森林探险

区、草本药用园 

12 云浮植物园 云浮 药用植物园 

13 

树木园 

广东树木园 广州 绿美广东树种园、树木标本园 

14 中山大学竹种标本园 广州 竹园 

15 华南农业大学树木园 广州 广东森林植物教学树木园 

16 中山树木园 中山 豆园、金缕梅园 

17 鼎湖山树木园 肇庆 珍稀濒危植物园、鼎湖特色植物专类园 

18 

扩繁和

迁地保

护研究

中心 

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

护中心 
深圳 兰园、蕨类园 

19 
苏铁种质资源保护中

心 
深圳 苏铁园 

20 

乐昌市龙山林场（木

兰科国家林木种质资

源库） 

韶关 木兰科植物 

21 
华南（惠州）林木航

天育种科技示范园 
惠州 

主要扩繁降香黄檀、交趾黄檀、凤凰

木、蓝花楹、腊肠树、红千层等 6个树

种 

22 
清远国家级野生动植

物种源基地 
清远 

主要开展猪血木、红豆杉、香樟、麻

楝、铁刀木等珍贵树种的培育工作，构

建珍稀濒危动植物自然生态体系 

23 
木兰植物保育基地

（神州木兰园） 
湛江 木兰园 

（二）科学研究支撑能力不断提升 

我省积极开展植物多样性调查编目、植物引种收集与专类园

建设、迁地保护植物监测与研究平台建设、珍稀濒危植物致濒解

濒技术研发、迁地植物数据库建设和迁地植物志编研等工作，野

生植物迁地保护取得了明显进展。拥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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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等历史悠久的植物科学研究机构，在植

物分类、植物多样性保护、遗传改良与品种培育、植物资源评价

与利用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具备雄厚的科研实力。华南植

物园牵头初步建成了华南植物多样性数据平台和我国植物园迁地

保护数据与活植物管理平台，为全面掌握华南地区野生植物资源

本底、针对性指导我国植物资源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

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自然教育获得快速发展 

广东省积极组织开展自然教育工作，截止 2023 年，全省植

物迁地保护机构中有 10 多家被评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广东省

科普教育基地、广东省自然教育基地，建设了一批高质量的自然

教室、科普展馆、教育路径和标识系统；培养了一批专业的自然

教育人才；开发了一系列优质课程、文创、游线、品牌活动等优

质产品。2023年，华南国家植物园入选中国科学院弘扬科学家精

神示范基地、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首批国家林草科普基地。

各种科普设施平台和自然教育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专业人才的培

养，形成了科学家支持、“大手拉小手”的科普教育和自然教育

新范式，使植物园成为公众游憩与探索自然的重要场所，以及自

然科学知识与生态文明知识传播与普及的重要平台，对提升公众

科学素养，树立青少年正确的自然观、生态观和人生观发挥了积

极引导作用，对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全省各植物园年

访客超过 1000 万人次。 

（四）造园艺术融汇岭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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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岭南园林造园艺术指引下，部分现有植物园在规划布局、

空间结构、功能设计与植物展示技术等方面体现了岭南优秀园林

文化和艺术特点。随着植物学研究发展、植物园空间规模和影响

力扩大，部分植物园逐步将科学元素、历史文化和园林艺术等融

入其中，在园林景观方面展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平，成为公众休憩

游览、园艺观赏和文化交流的胜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五）植物资源服务地方生态和经济建设 

我省在野生植物资源的引种驯化、遗传育种、种苗繁殖和产

业化推广方面成果显著，特别是在兰科、木兰科、沉香等新品种

培育方面取得可喜成绩，已育成通过广东省审定或评定的兜兰新

品种 15 个，在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登录新品种 88 个，均为全国第

一。创建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产品研发+

成果推广”的科技创新模式，初步形成支撑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

展的科技创新链；以种苗培育等关键技术联动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持续打造“依托一个科研项目+保护一个物种+攻克一个繁殖关键

技术+支持一个地区+发展一个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工作模式，

助力乡村振兴。 

五、面临挑战 

目前，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代表的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机构

在空间布局、保护能力、科研产出等方面，总体还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面临主要挑战有：一是整体布局不完善。现有的迁地保护

机构相对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粤西和粤北地区分布缺乏整体性，

粤东地区暂无迁地保护机构。二是迁地保护物种多样性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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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植物园迁地保存物种数量存在差异，以华南国家植物园和深

圳仙湖植物园保存植物物种数量最多，其他地市区域植物园保存

数量相对较少。三是迁地保护管理和研究能力不足。整体缺乏智

慧化、信息化技术支撑，植物的野外采集缺乏完整的档案；引种

植物的管理和研究、野外种群的重建与回归亟待加强；除华南国

家植物园、深圳仙湖植物园以外，其他植物园普遍缺乏技术人才

和专业科研团队力量支撑。四是创新链和产业链衔接不深入，植

物资源科研成果和转化应用结合度较低，产业链延伸不够。五是

植物保护科普能力有待提高，在讲好岭南植物故事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科学普及等方面系统性、示范性不足，未实现植物科普课程

引领性，前沿科学科普化，植物美学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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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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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和广东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就地保护与迁地

保护相结合的宗旨，坚持科学化规划、精品化设计、标准化建设、

智慧化管理的理念，实现保护珍稀濒危植物、弘扬生态文明、传

播植物科学知识以及推进植物园事业科学发展的核心目标，建立

由政府主导，华南国家植物园为核心，联合具有深厚科学内涵和

广泛影响力的区域植物园集群和乡土植物园集群，构建完整的植

物迁地保护网络和科学传播体系，打造岭南特色、世界一流、万

物和谐的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加快推进广东林业现代化建

设和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一）统筹谋划，科学布局 

对标世界一流植物园，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核心，带动全省

植物园、树木园等迁地保护机构联动发展和高标准建设，规划建

设一批区域植物园和乡土植物园，科学布局迁地保护机构与设施，

确保各区域之间迁地保护的特色性、差异性、互补性、连通性和

整体性，形成完善的全省植物迁地保护网络体系整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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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先行，创新驱动 

构建野生植物智慧保护体系，实施智慧化管理，推进建设植

物迁地保护大数据平台，并稳定培养科研团队和保护管理的人才

专业技术能力，加大植物保护与利用的科技支持，破解珍稀濒危

植物的致濒机理与解除繁殖障碍，突破重要资源植物可持续利用

技术瓶颈，实现特色植物的重要遗传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利

用，促进保护、科研、利用、科普和展示功能提质增效，引领植

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 

（三）效益兼顾，永续发展 

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管理和评估，坚持就地保护优先，科

学评估迁地保护需求，确保植物迁地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

与可持续发展，依托植物园、树木园等迁地保护机构，在保护珍

稀濒危野生植物基础上，加强植物资源研发能力建设，对农作物

近缘种、药用植物、观赏花卉、国家储备林等具有经济、社会等

效益的植物进行开发利用，支撑植物资源保护利用，实现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四）政府主导，共建共享 

发挥各级政府在植物迁地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强化多方共建

共享措施，集成多方组合优势，建立激励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和

民营企业投入，支持科研院校、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和融入植物迁

地保护建设，推进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网络体系建设，推动植物

迁地保护资源和信息共享，全面提升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管理水

平、信息化水平和保护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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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依据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城乡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2018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 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管理办法》（林场发〔2016〕4 号）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3 年）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14 修订） 

《广东省种子条例》（2019 年） 

（二）政策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2015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意见》（2021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2023 年）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广东省广州市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的批

复》（国函〔2022〕50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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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04〕25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林木种苗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2〕58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

（国办发〔2013〕109 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推进种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林场发〔2019〕82 号）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

（2022 年） 

（三）相关规划 

《国务院关于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的批复》（国函

〔2023〕74 号） 

《全国林木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与保存利用规划（2014-2025 

年）》 

《广东省林木种质资源保存体系建设规划（2018-2030 年）》 

《广东省林木种苗发展“十四五”规划》 

《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2021 年） 

《广东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广东省陆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行动计划（2023-2030 年）》 

《广东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 

（四）专业技术规范 

《国家植物园设立规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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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设计标准》CJJ/T300-2019（2019 年） 

《林木引种标准》（GB/T14175）（1993 年） 

《林木种质资源保存原则与方法》（GB/T14072）（1993 年）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 J185（2018年）  

（五）其他编制依据 

《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 年）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5 年） 

《全球植物保护战略（2011-2020）》 

《中国植物保护战略（2021-2030 年）》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5 年） 

《科学植物园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第二版）》（科学出版社，

2017 年） 

《中国植物园标准体系：界定标准、技术规范、绩效评价与

认证体系》（科学出版社，2019 年）  

四、建设范围与期限 

（一）建设范围 

建设范围包括广东省陆域面积 17.97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41.9万平方公里；本建设方案以国家、区域、乡土植物园三级植

物迁地保护机构为主体展开。 

（二）建设期限 

本建设方案基准年为 2023 年，建设期 2024～2035 年，近期

2024～2025 年，中期 2026～2030年，远期 2031～2035 年。 

五、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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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目标 

到 2025 年，初步构建广东省全域协同的植物迁地保护体系，

提升或新建区域植物园（候选园，准入评估通过后成立）3-5 个，

提升或新建树木园、示范性专类园、示范基地、示范点、扩繁和

迁地保护研究中心（点）、展示园以及科普点等乡土植物园 10-

20个。高质量推进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实现其在迁地保护、科

学研究、科普教育、园林园艺、资源可持续利用、公共基础设施、

管理运行等各方面能力全面提升，核心功能趋于完善，成为国家

植物园体系建设的示范标杆。 

（二）中期目标 

到 2030 年，提升或新建区域植物园（候选园，准入评估通

过后成立）5-10个，提升或新建树木园、示范性专类园、示范基

地、示范点、扩繁和迁地保护研究中心（点）、展示园以及科普

点等乡土植物园 30-50 个，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基本成型，

基本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迁地保护设施和保护网络，建成全省植

物迁地保护信息平台。 

（三）远期目标 

到 2035 年，建成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核心，以区域植物园

为支撑，以乡土植物园为特色的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体系，迁地

保护广东省分布 85%以上的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70%以

上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实现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珍稀

濒危野生植物等植物迁地保护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重点保护、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扩繁和野外回归及长期数字化监测和植物资源

开发利用产业化，全面形成以植物园为载体的迁地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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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整体布局 

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布局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战略、国土

空间生态格局、主要气候类型与典型植被区划特点、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区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构建“一核三区多支

点”的空间格局。“一核”指珠三角，以国家植物园建设引领构

建全省植物迁地保护网络；“三区”指粤东地区、粤西地区、粤

北地区，覆盖全省三个气候带和植被分区，形成全省植物迁地保

护体系的基本框架；“多支点”指多个支点机构，促进全域协同

发展，强化全省迁地保护网络建设。 

    

图 1 “一核三区多支点”空间格局图 

一、以珠三角城市群为核心，引领全国植物迁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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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珠三角地区是全球最大的城市群之一，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

地区之一，也是全省发展的主引擎，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

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9 市，基本建成国家森林城

市群。该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优越，拥有山水林田湖海等多种地形

地貌，野生植物资源丰富。珠三角各城市在植物迁地保护方面取

得了很好的成效，已建成植物园、树木园、教学植物园、扩繁与

迁地保护研究中心等多个国家级、省级和市级迁地保护机构，具

备良好的基础设施、稳定的科研团队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是全省

乃至全国植物迁地保护的核心力量。 

（二）定位和功能 

强化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核心的珠三角植物迁地保护城市群

在全省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形成带动迁地保护

体系建设的主动力源，引领全省乃至全国植物迁地保护高质量发

展。瞄准世界科学前沿，服务国家和地方需求，以华南地区植物

迁地保护为重点，收集和保存全球同纬度地区、世界生物多样性

热点地区和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植物，突显区域气候和地域文化

特色，承担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任务，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自然

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三）建设方向 

重点收集和保护全球热带亚热带植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广东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珍稀濒危植物、广东本土植物、

岭南特色植物以及兰科、姜科、豆科、蕨类、苏铁、山茶科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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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植物类群。 

高标准建设华南国家植物园，综合实力进入世界植物园前列，

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通

过城园融合方式探索华南国家植物园服务城市生态持续优化的有

效路径；重点规划建设广州植物园，打造全国领先的综合性城市

植物园，推动提升城市生态品质，赋能城市新中轴；对标世界一

流，提升深圳市仙湖植物园，打造世界一流、湾区特色植物园，

建设世界首个全物种基因组数据化植物园和国家植物基因组数据

库；对标国家旗舰物种保护研究中心建设标准，将深圳市兰科植

物保护中心建设成专类植物迁地保护与利用新范式；推动佛山植

物园发展以山茶科植物为代表的经济植物保护与开发利用；发挥

惠州自然保护地类型多样的特点，推动惠州植物园、专类园建设，

探索协同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基于东莞城市发展的历史，推动

东莞植物园探索保护城市农业遗产植物迁地保护与展示。 

提升广东树木园、鼎湖山树木园，作为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

的纽带，创新并地保护理念，发挥生物多样性保护桥梁衔接作用；

加强大学树木园、药用植物园等专类园建设，为迁地保护提供重

要的物种资源和研究基地，强化科研和学科教育功能；依托中山

树木园推动建设“红豆属植物迁地保护中心”；新建肇庆植物园，

重点收集保育西江中下游地区及粤西桂东珍稀特色植物资源，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特色植物园；鼓励珠海、江门等其他城市提

升、规划建设植物园，加强海岸和海岛植物保护，提升迁地保护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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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粤东西北片区为骨干，协同就地保护迁地保护 

（一）粤东地区植物迁地保护建设方向 

基本情况：包括汕头、梅州、汕尾、潮州、揭阳。粤东地区

主要位于南亚热带，地形复杂，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等地貌

类型多样。粤东地区也有内陆山区山地植物和沿海红树植物的代

表区。目前粤东地区缺乏植物园、树木园等迁地保护机构。 

定位和功能：统筹山地丘陵与海岸带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

护，加强潮汕地区乡土植物迁地保护和园林园艺展示。 

建设方向：重点收集和保育南亚热带山地丘陵植物和海岸海

岛植物及粤东潮汕特色植物。依托潮汕城市群已有的自然保护地、

林场等单位的工作基础，在汕头、揭阳、汕尾、潮州等地市因地

制宜规划建设粤东山区特色园、珍稀濒危植物园等专类园或者山

地特色乡土植物园；在沿海地区优先开展红树植物保护研究中心

等海岛与海岸带乡土植物园，填补全省粤东地区植物迁地保护布

局的空白，并不断完善乡土植物园等迁地保护机构建设，逐步提

升为区域植物园。 

（二）粤西地区植物迁地保护建设方向 

基本情况：包括湛江、茂名、阳江。粤西地区主要位于北热

带，地形地貌主要为山地丘陵和台地，拥有中国红树林面积最大、

分布最集中的自然保护区；也是全省热带亚热带植物以及海岛与

海岸带植物的典型区。目前建有湛江南亚热带植物园、高州市植

物园、国家木兰植物保育基地 3 个植物迁地保护机构。 

定位与功能：统筹海岛与海岸带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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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热带经济植物收集和保护，促进热带植物产业发展。 

建设方向：重点收集和保育热带亚热带水果和经济作物、海

岛、海岸带植物以及粤西山区珍稀植物，提高海洋植物资源整合，

构建海岛与海岸带迁地保护模式，推动湛茂阳城市群植物保护网

络一体化发展。建立粤西山区特有、海岛、海岸带植物迁地保护

体系。依托湛江南亚热带植物园国家种质资源圃和热带作物的科

研团队优势，推动热带经济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发挥

国家木兰植物保育基地迁地保护优势，进一步推动木兰植物扩繁

技术与应用技术研究；立足阳江本土植物资源以及城市公园优势，

推动仙湖苏铁等阳江地区特有植物以及沿海海岸植物保护和科普

推广；基于拟建的茂名植物园与本地植物资源禀赋，开展粤西山

区特有植物、道地南药植物和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和扩繁应用。 

（三）粤北地区植物迁地保护建设方向 

基本情况：包括韶关、河源、清远、云浮。粤北地区是全省

重要的生态屏障，拥有丹霞、喀斯特等独特的地形地貌，已建成

广东丹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具有全球意义和国家代表性的

陆地生物多样性代表地区；也是中亚热带和粤北山地植物区系的

代表区域，保留了世界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面积最大、最具

代表性的南亚热带原生常绿阔叶林，是特有、珍稀、濒危野生植

物高度聚集区。目前粤北韶关、云浮建有植物园和迁地保护机构，

总体分布不均衡。 

定位与功能：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支撑国家公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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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相关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合作，协同开展就地保护、近

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一体化，加强野外回归和动态监测。 

建设方向：提升韶关植物园、云浮植物园迁地保护能力，加

强树木园、专类园等迁地保护机构建设，进一步健全粤北地区植

物迁地保护体系，支撑国家公园的创建工作。提升南岭特有植物、

丹霞地貌植物、喀斯特地貌植物、高山植物以及药用植物迁地保

护水平，加快推进石漠化地区植被恢复以及道地南药推广等工作，

重点做好珍贵树种、优良乡土阔叶树种、道地南药植物、木兰科

植物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良种选育等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

不断提高生态系统功能的高效性和稳定性。 

三、以多个支点机构为支撑，强化迁地保护网络建设 

定位与功能：推动各地市、县（区、市）差异布局，发挥小、

多、匀的特点，把各地城乡中不起眼的游园、绿地等变成具有迁

地保护、景观赏玩、游憩服务、文化展示等功能的植物专类园、

展示园和科普宣教点等，以点带线，以线成面，以多个支点机构

支撑“一核三区”协调联动的空间发展格局，强化全省植物迁地

保护网络建设，服务城乡高质量发展。 

建设方向：推进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统筹发展。依托自然保

护地、林场等就地保护机构，加强本土植物和特殊环境植物保护，

构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野外回归”综合植物保护模式。推

动植物园与城乡融合发展，以公园绿地、景区、社区、校园、乡

村等城乡公共空间为基础，加强特色珍贵乡土树种和地域特色标

识植物的引种栽培，拓展植物园迁地保护、园林园艺展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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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等社会服务功能，让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成果惠及大众，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自豪感。推动植物园与绿色产业

协同发展，整合高校、科研单位、企业等多方资源，与林业产业、

花卉产业、生态文化产业等绿色产业协同发展，加强对经济作物、

农作物近缘种、栽培植物、乡土植物等选育、资源的推广和示范，

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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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要任务 

一、构建智慧高效的迁地保护体系 

对标最高最好最优，将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成为种质资源库、

科普实践地及生态展示园，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广

东样板”。新建和提升区域植物园，充分发挥植物保护、科学研

究、公众教育、园林园艺展示等功能，着力构建植物知识与岭南

园林融合的展示空间，创新园林园艺展示方式，将植物园有机融

入城乡建设之中，讲述岭南植物文化故事。打造一批乡土植物园，

加强乡土植物保护和合理利用，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国家植物园-区域植物园-乡土植物园”

三个层面，围绕科学内涵、艺术外貌、文化底蕴打造广东省植物

迁地保护网络，建立实施“同源谱系-异地栽培保存”迁地保护

模式，实施覆盖全省各气候、各植被类型的保护性收集，以及立

足华南、面向全国、辐射全球同纬度植物区系的研究性收集，打

造一批具有广东特色、代表国家形象的迁地保护专类园。积极推

动构建全省统一的迁地保护信息平台，统一展示规范信息，实现

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信息化建设、智能化管理。 

二、建设创新驱动的科学研究体系 

建设提升华南植物迁地保护与利用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

种质资源库、遗传资源库等基础设施，搭建科学研究平台。整合

省内科研机构、高校、林科所等机构的力量，利用植物园等迁地

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优势，以创新驱动和项目实施为引领，加强

植物迁地保护、研究、推广、可持续利用领域基础科学研究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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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攻关，探索适合本省生态环境特点的迁地保护方法和技术

路线，注重科学保藏和遗传资源管理，推动迁地保护研究成果转

化应用，实现植物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通过整合优势

资源，结合广东省本地植物资源特点与生态环境条件，制定一系

列迁地保护工作规范、操作标准体系及植物迁地保护成效评价指

标体系并加以推广，实现规范化管理、持续改进和优化保护方案，

共同推动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标准化发展。 

三、打造多元发展的绿色产业体系 

充分发挥国家、区域、乡土三级植物园功能，加强科学引种

驯化，加大对重要植物资源的收集、研究、评价和开发利用力度，

深度挖掘植物资源多元价值。重点关注对珍贵乡土、药用、食用、

观赏、经济等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培育出适应性更强、经济价

值更高的新品种，并积极推广应用到农林业生产、城市绿化、生

态修复等领域以及建立完整的乡土植物产业链。提高植物园等迁

地保护机构的生态载体功能，创新园林园艺展示方式，营造精致

化、艺术化的专类园风貌，弘扬岭南园林造园艺术；培育涉及植

物迁地保护的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推动植物园旅游产

品和服务供给提升品质，不断满足社会对生态产品的需求，提高

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和水平。 

四、培养学科融合的创新人才体系 

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专业教育优势，强化科教结合、科研合

作与人才培养机制，加强植物学科人才培养和培训交流，推进植

物迁地保护专家智库建设，构建涵盖科研、教育、实践应用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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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决策的全方位植物迁地保护人才体系。依托多元化的植物园、

树木园等迁地保护机构资源，构建涵盖植物分类学、植物学、迁

地保护管理、园林园艺、自然教育等多领域的综合人才培养体系。

整合各方资源力量，组建科普志愿服务团、专家志愿者团和大学

生志愿者团等不同群体组成的科普志愿队伍，开展系列培训活动，

聚焦植物资源保护，挖掘植物园等迁地保护机构特色，创新服务

模式，打造科普志愿新形式，塑造科普志愿服务品牌。 

五、建设区域特色的自然教育体系 

坚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并重的原则，通过全面布局、精准

施策，加强自然教育场地与设施建设，夯实全省科普服务基础。

搭建数字化自然教育平台，推动全省植物知识科普数字化、智能

化、普惠化发展。整合自然观察、科学探索、研学实践、科学教

育和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创新，积极探索公益化与市场化相结合的

植物科普旅游新模式，支持植物园、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整

合利用植物科普阵地的资源开展“植物+科普”新业态探索，打造

植物科普活动品牌和自然教育产品，构建一个集自然教育场地、

自然教育设施、自然教育产品推广于一体的综合型植物迁地保护

自然教育体系，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广泛参与的植物保护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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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点工程 

一、国家植物园建设 

对标世界一流植物园，坚持以华南地区植物迁地保护为重点，

体现国家代表性和社会公益性；坚持对植物类群系统收集、完整

保存、高水平研究、可持续利用，统筹发挥多种功能作用；坚持

将热带亚热带植物知识和岭南园林文化融合展示，提升科普教育

功能，讲好中国植物故事，彰显中华文化和生物多样性魅力，强

化自主创新，接轨国际标准，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

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 

提升迁地保护能力。建设华南种质资源库、标本库以及重点

实验室，参与全球和主持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保育植

物 2万种以上，其中经济植物 6000种，华南珍稀濒危植物 95%的

种类得到有效迁地保育，为绿色发展提供源头植物资源。 

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建设植物多样性与特色经济作物科研平

台，提升科研能力水平。联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

研究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武汉植物园建设植物多样性与特

色经济作物科研平台，吸引国际帅才和青年人才到华南国家植物

园开展创新研究，进一步巩固基于活植物收集的研究，研究水平

继续在全球植物园中居于前列。 

加强资源开发利用。建设华南植物资源研发中心，提升植物

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并开展示范。实施“3E 植物计划”，即大规模

利用2种，野外回归20种，系统研究200种，经济评价20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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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地保育 20000 种。筛选 1500 种经济植物转让给广州市推广应

用，服务于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提升科普教育能力。建设自然教育与生态文明示范基地，统

筹优化科学研究园区与迁地保护园区布局，改造科普场馆及标识

系统，提升科普教育能力，使年游客数上升至 300 万人次。 

高水平专类园建设。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园容园貌和美誉度。

提升现有 38 个专类园的园容园貌、科学内涵和基础设施等水平，

木兰园等 4 个专类园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其余为国内一流水平。 

二、区域植物园建设 

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收集和保存华南地区主要野生植

物资源，带动区域植物迁地保护，支撑广东省关键物种“一个核

心收集园区＋多个异地收集园区”的收集保藏体系，强化植物迁

地保护、科学研究、科学传播、园艺展示、游憩观光等功能，完

善城乡植物文化惠民体系，不断满足市民群众对绿色空间、植物

知识园艺体验的多种需求。 

提高植物迁地保护能力。立足各植物园的特色和优势，收集

和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热带亚热带植物、湿地植物、海

岛植物、珍稀濒危植物、乡土植物、园林园艺植物、石漠化治理

植物和经济植物等，逐步实现迁地保护 85%以上本土分布的国家

和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目标，基于植物园已引种驯化的植物，

筛选开展生物学、生态学研究。 

推动示范性专类园建设。依据代表性植物类群，建设一批高

水平示范性专类园，如以珍稀濒危植物、南药植物、热带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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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及苏铁科、木兰科、兰科、冬青

科植物等为主题的专类园。 

专栏 1 规划建设的区域植物园（候选园）及主要建设内容 

编号 区域植物园 主要建设内容 

1 仙湖植物园 

收集保存热带亚热带活植物 1 万种。建成国际一流的苏铁园、蕨

园、苦苣苔园以及国内领先的秋海棠园、藤本园等专类园，完善人

才梯队建设，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家及人才队伍，建立国家重

点保护或华南地区特色物种繁育体系。建设全球热带亚热带植物资

源迁地保护中心，建设植物组织离体和低温保存体系，建设世界首

个全物种基因组数据化植物园。到 2035 年建成国家级科普教育专

家人才库、科普资料库、国家植物园科普教育中心和国家植物园志

愿者中心。 

2 佛山植物园 

收集保存山茶科原生种和品种 1500 多种，龙血树属植物 150 种，

爵床科植物 200 种，扩繁山茶科植物 5 种。建成国际一流的山茶

园，建立国家山茶种质资源基因库，提升山茶科植物应用和高效栽

培技术；同期建成爵床园、龙血树园 2个高水平专类园。 

3 韶关植物园 

收集保存南岭地区、丹霞山地区的中亚热带植物 500 种，扩繁丹霞

梧桐、华南五针松、南方红豆杉、广东含笑等植物 20 种。建成南

岭园、梧桐园和非洲植物专类园，搭建迁地保护植物监测研究平

台，提升珍稀植物扩繁与野外回归技术研究水平。 

4 惠州植物园 

建成冬青科植物专类园，收集保育冬青科植物活植物约 150 种，打

造华南地区冬青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中心，提升冬青科

植物资源应用和快繁技术的研究深度，实现产业化。建成惠州市珍

稀濒危植物种质资源圃，收集保育惠州市境内 80%的国家、省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同时对全市濒危、稀有植物资源进行引种保存。 

5 东莞植物园 

收集和保存热带亚热带地区珍稀濒危植物以及荔枝、莞香等岭南特

色植物和岩生植物、水生植物、花境植物、芦荟属、石豆兰属、秋

海棠属、叶子花、月季、杜鹃等园林园艺植物活植物 8000 种，扩

繁荔枝、莞香、芦荟属、石豆兰属、秋海棠属等植物 30 种。重点

建设莞香园、荔枝专类园和喀斯特园。 

6 
南亚热带植物

园 

重点收集保存以热带水果为主的凤梨科、无患子科、桃金娘科、山

龙眼科、山榄科、热带纤维作物和重点保护的北热带珍稀濒危植

物、雷州半岛重要的中草药野生植物品种等 1000 种活植物。重点

建设优稀特色经济热带果树专类园、热带纤维植物园、凤梨园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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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珍稀濒危植物园 4 个专类园。对濒危植物龙血树、见血封喉、

大苞花茶、韶子、坡垒、珊瑚菜等重点保护植物进行迁地保护和繁

育、回归。 

7 云浮植物园 
收集保育云浮市特色南药植物 800 种。建成云浮南药园、珍稀植物

园 2处专类园，打造云浮市特色南药种质资源保护研究中心。 

8 
广州中医药大

学药用植物园 

收集保存华南中草药药用活植物约 1800 种，扩繁粤港澳大湾区中

药产业急需的道地大宗与濒危药用植物约 400 种。建成以中草药为

主的药用植物特色专类园。开展中药新品种的种子种苗繁育和中草

药开发利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草药药用学科教学研究基地，服

务粤港澳大湾区中药产业。 

9 
广东药科大学

药用植物园 

重点收集保存南药药用活植物 500 种，扩繁宽丝豆蔻、大豆蔻、小

金冬青、沉水樟等 4 种国家及广东省重点保护南药植物。重点建设

樟科、姜科和冬青科专类园。收集选育肉桂、砂仁、益智等知名南

药优良品种，与云浮当地种植基地合作建立良种繁育技术体系和良

种繁育基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和应用。 

10 
广州植物园 

（拟建） 

收集保存岭南本土植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珍稀濒危野生植

物、中国特有植物、广东特有植物等 6500 种以上。拟选址广州新

中轴沿线，重点打造环白云山公园群，建设全国领先的综合性城市

植物园。规划建设珍稀植物专类园、野牡丹专类园、簕杜鹃专类

园、盆景园、兰花园等专类园。加强科研能力建设，引进和培养高

水平科研人才队伍，推进新优花卉种质创新，搭建城市生物多样性

监测研究平台，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花城艺术馆和自然教育

馆等，传承和弘扬千年花城文化、岭南园林文化，做好自然教育。 

11 
肇庆植物园 

（拟建） 

收集保存西江中下游地区粤西桂东的珍稀濒危植物及珍贵材用植物

1000 种，扩繁重点保护植物及肇庆特有植物 10 种。建成绿美广东

珍贵树木专类园、缅栀园（鸡蛋花园）、道地南药园等专类园。培

育约 10 个鸡蛋花新品种资源。对格木、鼎湖细辛及水松等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进行“一种一策”研究，开展快繁及产业化应用的研究。 

12 
茂名植物园 

（拟建） 

收集保育粤西山区特有植物 1000 种活植物。建成粤西山区特色

园、珍稀濒危植物园、海岛与海岸带植物专类园。实现中华桫椤、

大田顶杜鹃等极小种群植物“一种一策”。 

13 广东树木园 

收集保存热带亚热带活植物 2000 种，其中木本植物 600 种，扩繁

木兰科、樟科、壳斗科、豆科、竹亚科木本植物 20 种。重点建设

绿美广东树种园、树木标本园，引种保存珍贵用材树种、景观树

种、经济树种约 100 种。推出 15 种华南特色乔木树种推广应用于

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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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鼎湖山树木园 

收集保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国家、省重点保护植物及

经济植物 500种，扩繁格木、桫椤、紫荆木等重点保护植物 20种。

重点建设珍稀濒危植物园、鼎湖特色植物专类园。建成以“鼎湖”命

名植物、桑寄生类、油麻藤属、红豆属、桫椤属等专类园。推出

10 种植物繁殖栽培与野外回归应用成果。 

15 

中山树木园 

（拟建红豆植

物保护研究中

心） 

收集保存热带亚热带木本植物 3000 种，持续扩繁、培育和迁地回

归四药门花、驼峰藤、红豆属植物等本地珍稀濒危植物不少于 5

种。重点建设豆园、金缕梅园等专类园。筛选和培育红豆属、沉香

属、金缕梅科等南亚热带珍贵树种不少于 5 种，搭建南亚热带阔叶

林营建标准体系，并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应用示范。 

16 
华南农业大学

树木园 

收集保存能够自然更新的广东森林乔木层建群种 30 种，引进和扩

繁青梅、坡垒、紫荆木、槟榔青冈、胡氏青冈、罗浮锥、华南锥、

吊皮锥、黑叶锥、臀果木、白颜树、细柄蕈树等大乔木 12 种以及

黄毛肉楠、岭南山竹子、竹节树、广东蒲桃等中小乔木 30 种以

上。建成广东森林植物教学树木园。引种历代华南农业大学师生发

表的植物新种，建成华南农业大学植物分类示范园。 

17 
兰科植物保护

研究中心 

新增引种兰科植物繁育材料 7000 种，囊括石豆兰属、虾脊兰属、

瓢唇兰属、卡特兰属等 100 个属。搭建兰科植物专科专类精准保护

数据库、生物学鉴定中心、迁地保护智能监测平台、繁殖体交换及

苗木供应中心、新品种登录平台等，提升研究效率，支持和促进国

内外交流。解决兰科植物外植体繁殖、腐生兰繁殖及新品种规模化

生产、缩短培养周期等瓶颈技术。 

18 

木兰植物保育

基地（神州木

兰园） 

收集 90%以上国产野生木兰科物种，收集 30%木兰科国外原生种及

品种，迁地保存木兰科植物总数 250 个原种及品种，打造高水平的

木兰科濒危野生植物扩繁和迁地保护研究中心。对广东含笑、诗琳

通含笑、广东木莲等 9 种木兰科植物进行扩繁。建设木兰园专类

园，涵盖木莲属、含笑属、玉兰属、拟单性属、华盖木属等。 

备注：规划建设的区域植物园（候选园）中各类迁地保护机构，按相关指引开展规范化、标准化

建设后申报，统一由省林业局组织评估认定、公布。 

 

三、乡土植物园建设 

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建立国有、集体、私有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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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的乡土植物园，打造一批乡土植物迁地保护专类园和合理

利用示范区，体现“不求大而全，呈现少而精”的特点，探索本

土野生植物与目标植物共进化与增加物种多样性及推广应用，发

挥各级林业科学研究机构专业技术优势，支撑珍贵乡土植物资源

迁地保护、扩繁、应用等工作，使更多本土野生植物走出研究室，

走出植物园，更好服务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乡土植物迁地保护：以收集和保护当地本土野生植物资源为

主，其他特色物种为辅，乡土植物种类占比达到 80%以上，有效

推动本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 

建设示范性专类园：以特殊植物类群建设一批专类园，以点

带面，着重展示特定类型或者具有代表性的植物保护工作，如以

特色乡土植物、极小种群植物、广东特有植物、模式植物、竹类

植物、药用植物、芳香植物、食用植物及豆科、蔷薇科、金缕梅

科、樟科、壳斗科植物等为主题的专类园。 

打造示范基地示范点。围绕各单位各自特色主题，结合地域

条件和需求，建立生态修复示范区、乡土植物引种与驯化区、乡

土植物观赏区以及专类园，作为全省植物保护工作和合理利用的

典范和模板，引导带动周边区域植物迁地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 

专栏 2  规划建设的乡土植物园（候选园）及主要建设内容 

编号 乡土植物园 主要建设内容 

1 

南方植物种

质资源库

（拟建） 

以植物资源活体异地保存为主，兼顾设施保存，收集保存热带亚热

带林木、花卉种质资源，包括原种、品种、种源、家系、无性系等

类型的植株、种子、穗条等繁殖材料和细胞、DNA(基因)等遗传物

质，重点开展园林观赏植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和评价，使保存的

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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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远国家级

野生动植物

种源基地 

珍稀濒危动植物资源保护为特色的展示基地。 

3 

华南（惠

州）林木航

天育种科技

示范园 

收集保育降香黄檀、交趾黄檀、印度黄檀、凤凰木、蓝花楹、腊肠

树、红千层、黄槐、花旗木、银叶金合欢等航天搭载种质资源。建

设航天育种珍稀植物专类园。开发出具有生长速度快、干性直、花

期长、花色特异、抗逆性强等优良性状的航天搭载种质资源突变品

种 10个并进行推广。 

4 

铃儿花研究

中心（在

建） 

规划建设 1 个铃儿花种质资源保存库，占地面积共计 300 公顷，集

中分布的野生铃儿花约 50 万株。建设铃儿花迁地保护专类园、种苗

繁育温室大棚、露地栽培繁育圃。 

5 
金山植物公

园 

加强猪血木、杜鹃红山茶等阳江本土珍稀濒危以及特有物种迁地保

护。 

6 怀集植物园 

建设珍贵树种园、楠木园、木本花卉园、木本南药园、乡土阔叶树

种园 5大植物科目园区，种植上约 150多种的珍贵树种、药用树种、

观花观果绿化美化树种以及乡土阔叶树种等。 

7 

莞香种质资

源保护研究

中心（拟

建） 

收集保育莞香植物优质品种，扩繁莞香植物—女儿香品种。建成莞

香专类园，建设莞香种子库和基因库。完成莞香“一种一策”研究。 

8 

清远喀斯特

植物园（拟

建） 

收集保存广东报春苣苔、虎颜花、伞花木、美花石斛、琴唇万代

兰、细叶石仙桃等珍稀濒危植物以及英德假糙苏、白湾堇菜、阳山

凤仙花、南岭姜等石漠化治理植物。建成岩溶地区特色植物专类

园、瑶医药专类园 2 个专类园。开展以苦苣苔科、秋海棠科和凤仙

花科等为主的喀斯特特有观赏和药用植物收集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

研究。 

9 
梅州植物园

（拟建） 

收集保存粤东山地植物、中草药等特色活植物 1000 种以上。建设蔷

薇园、粤东山地植物专类园和客家香草园 3个专类园。 

10 
江门植物园

（拟建） 

建设热带雨林园、水生植物园、木兰园、藤本园、珍稀植物园和植

物科普园 6个专类园。 

11 
丹霞山树木

园（拟建） 

收集保存丹霞山地区活植物 500 种，其中珍稀濒危物种 50 种，扩繁

丹霞山地貌特有植物 10 种。建成梧桐园、竹园、兰园、崖壁苣苔植

物专类园、粤柳园等丹霞山特有种专类园 5 个；开展种质资源保

存、展示、研发、应用、科普教育，打造成四季花果叶香欣赏、科

普教育和康养保健功能兼备的丹霞区系专业植物园。推出 10 种新品

种，含由特有种繁育投放园艺市场的新品种、适应耐热耐旱荒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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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生态修复新品种和以崖壁植物为主的城市立体绿化新品种。 

12 
象头山树木

园（拟建） 

收集保存象头山保护区及周边区域活植物；扩繁博罗红豆、紫花红

豆、小金冬青、韧荚红豆、软荚红豆、光叶红豆、毛叶茶、巴戟

天、惠州虎颜花、黄叶耳草、福建山樱花、紫纹兜兰、惠州堇菜、

黄叶耳草、红椿、格木等植物。重点打造以博罗红豆为主的红豆

园。推出 5种植物繁育新品种。 

13 
罗浮山树木

园（拟建） 

收集保育罗浮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区域活植物，扩繁罗浮梭罗、罗浮

紫珠、紫花红豆等具有罗浮山模式的特色植物。重点打造罗浮山模

式植物专类园、槭树园和柿树园。开展罗浮梭罗、罗浮紫珠、紫花

红豆等罗浮山特有珍稀植物和重点保护植物收集保护及其可持续利

用研究。 

14 
天井山树木

园（拟建） 

收集保存南岭地区活植物 500 种，扩繁伯乐树、云锦杜鹃、金叶含

笑、广东松、福建柏、闽楠、陀螺果、厚皮香、百日青等植物 20

种。建成南岭地区珍稀濒危植物、特色木本景观树种、极小种群植

物、南岭乡土野生杜鹃、南岭药用植物和南岭野生可食用植物特色

专类园。推出 10 种南岭地区植物新品种以及以云锦杜鹃和陀螺果等

特色景观树种为代表的生态景观林营建和生态修复工程应用成果。 

15 
丰溪树木园

（拟建） 

收集保存广东省特有活植物 200 种，其中珍稀濒危物种 50 种，扩繁

伯乐树科、壳斗科、樟科等特有植物 10 种以上。重点建设伯乐树

科、壳斗科、樟科专类园。 

16 

红树植物保

护研究中心

（拟建） 

收集保存银叶树、角果木、玉蕊、水椰、红榄李、榄李、海滨猫尾

木、莲叶桐等珍稀濒危红树植物 15 余种，扩繁梧桐科银叶树属、使

君子科榄李属、屈菜科海桑属（无瓣海桑除外）、棕榈科水椰属、

玉蕊科玉蕊属、红树科红树属植物 16 余种。重点建设红树植物专类

园，建成红树植物种质资源库、观赏、育种、科研监测基地。突破

1-2种濒危红树植物的繁育技术。 

17 

德庆林场红

豆植物扩繁

基地（拟

建） 

收集保存小叶红豆、博罗红豆、紫花红豆和锈枝红豆等红豆属珍稀

植物以及南药植物和樟科、壳斗科、金缕梅科等植物共 500 种，重

点扩繁红豆属植物和重要南药植物约 50 种。建成红豆属植物专类

园。开展以小叶红豆、花榈木、云开红豆为代表的红豆属优良品种

选育、大径材培育等方面科学研究。 

18 

阳东仙湖苏

铁保护示范

点（拟建） 

开展仙湖苏铁抢救性保护，加强对阳东仙湖苏铁野外种群的调查与

监测等就地保护工作，开展仙湖苏铁种苗繁殖培育、野外回归等迁

地保护研究，以及病虫害防治工作。 

19 翁源青云山 拟对珍稀、观赏性好的兰花或药用植物 2 种等种质资源进行收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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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科植物扩

繁基地（拟

建） 

保存，研发高效繁育技术，对野外种群进行扩繁，繁育优良种苗一

批，建设 1 处植物资源保存、繁育基地，开展资源收集和迁地保

护，将自然保护、展示、可持续利用结合起来。 

20 

乐昌市龙山

林场（木兰

科国家林木

种质资源

库） 

加强木兰科植物迁地保护和回归 

备注：规划建设的乡土植物园（候选园）中各类迁地保护机构，按相关指引开展规范化、标准化

建设后申报，统一组织开展评估认定、公布。 

四、智慧平台建设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3S技术等先进技术，构建精细化、

精准化、智能化的广东省植物资源保护管理体系，建立跨领域协

同合作机制，实现对植物资源从基因到物种层面的综合管理和监

测，以及提供司法鉴定植物信息快速提交与智慧鉴定服务，为政

策制定、科学研究及公众自然教育提供有力的数据和技术支撑。 

建设活植物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广东省植物信息化管理平台，

推进植物多样性数据库（BioGrid）、迁地植物信息管理系统

（PIMS）等软件的优化和应用，加强活植物引种采集、鉴定、栽

培繁殖、回归定植等信息记录和档案管理，提升活植物信息管理

与共享水平，开展实体检索和引种保育评价及研究应用分析，实

现迁地保护活植物的智能化、数字化信息管理及共享平台，对迁

地保护活植物实施实时动态监测管理，提升植物迁地保育和研究

应用效率。 

加强迁地植物信息共享。加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动态监测、

评价、植物红色名录保护、受威胁植物历史时空分布、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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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地保护植物在线登记、植物标本馆标本数字化、司法鉴定植物

信息快速提交与智慧鉴定支持等信息共享与服务，展示迁地植物

分布情况和生长状况等信息，服务自然教育研学活动和植物科学

知识普及的需求，增强迁地保护的信息智能感知能力，实现迁地

保护植物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提升迁地保护成效的持续监测能

力。 

推动智慧园林系统建设。建设智慧园林系统，包括建立信息

感知和采集系统、信息处理和分析系统、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实

现对广东省园林生态系统状态的全方位、立体化感知与监控，提

高园林管理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 

五、科研平台建设 

强调跨学科交叉融合，注重资源整合与共享，建设并提升实

验室、遗传资源种质库、长期定位站等科研设施，开展关键物种

迁地保护理论与方法体系的研究，服务绿色发展以及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实际需求。 

提升基础科研设施设备。建设与提升一批遗传资源种质库、

标本馆、保育温室、苗圃、监测基础设施等，形成基因-器官-个

体-群体-物种综合的保藏体系，为植物的遗传资源保护提供安全、

长期且规范的保存环境。高标准建设与提升植物保护重点实验室、

长期定位站、林科院、林科所等基础科研设施设备，保障科技人

员开展长期、定位的科学研究。 

注重理论与方法体系创新。开展全省植物资源的调查与监测

评估，摸清植物种群分布、数量、生长状况以及受威胁等级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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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完善全省植物资源数据库，分析植物资源的变化趋势及

其影响因素，制定有效的植物保护策略。加强植物分类编目、致

濒解濒机制、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迁地保护评价、理论与方法体系

等基础研究，建立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苗圃栽培-人工群落-异地

种植”实验体系，开展苗圃栽培和专类园区人工群落营造，研究

栽培技术、繁殖技术和综合管理园艺技术，系统实施野外回归和

栖息地恢复与持续监测。 

加强植物资源保护交流合作。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国际公约框架下，充分发挥国际

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最高级成员单位以及 BGCI 中国项目办

公室、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秘书处、世界木兰中心在华南国

家植物园的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合作交流，开展

热带亚热带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植物迁地保护协作，加

强同纬度带植物资源收集和植物材料交换，促进全球植物多样性

保护研究。推进各级科研力量下沉基层，建立对口支持机制，加

强植物资源保护区域协作，充分发挥植物园、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林科所、社会企业研发等多方科研力量，支撑国家、区域、

乡土植物园等各类迁地保护机构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和技术支持

协作。 

六、标准体系建设 

制定一套科学、系统、全面的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标准体系，

为全省各类迁地保护机构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统一规范的操作技术

支撑，确保植物迁地保护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运作，全面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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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植物迁地保护实践。 

各类植物园建设和评估标准。编写各类植物园基地建设、科

研设施建设和标识系统等相关标准，规范区域植物园、乡土植物

园等建设要求，明确科研温室、实验室、育苗区等设备配置和技

术操作要求，规范植物园内标识系统。编写区域植物园和乡土植

物园运营管理、科普宣教和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成效等评估相

关标准，指导下一步的保护策略和方向，推动植物园等迁地保护

机构可持续发展。 

植物迁地保护标准。规范不同植物类群迁地保护技术，制定

植物迁地保护后扩繁、病虫害防治、野外回归等技术标准，确保

植物迁地保护各实施环节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和技术标准，提高迁

地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化水平。 

植物科普宣教标准。编写课程设计、活动实施以及解说系统

等相关标准，规范面向不同年龄段和社会群体的自然教育课程设

计要求，推动自然教育课程传达准确的植物学知识，确保科普活

动的科学性、有效性和趣味性，全面提升科普讲解的质量。 

七、绿色产业孵化 

充分发挥迁地保护机构功能，深度挖掘植物资源在经济、科

研、文化、药用等方面的多元价值，积极推进药用植物、芳香植

物、园林植物以及其他经济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重点加强生态

修复、林业战略树种、能源树种、高碳汇能力植物选育与栽培技

术研究，提高优质植物资源供给能力，丰富城市园林绿化和植物

选择，服务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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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经济植物资源收集与利用。系统收集和保存一批珍贵乡

土树种、森林食品、南药植物、珍稀濒危花卉等种质资源，加强

扩繁、遗传改良、新品种选育、种植技术改良等相关技术研发，

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特色品种，为材用、食用、

药用、观赏等产业发展提供丰富多样的原材料来源和创新研发的

基础支撑，开展合理利用。 

推动城市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根据城市可持续发展需求，

依托各植物园、树木园等迁地保护机构，培育并推广一批具有地

方特色、生态效益显著的新优园艺品种，强化技术交流与成果转

化，立足岭南特色，结合现代园林艺术，推动园区景观品质优化

提升。推动公园绿地结构和功能调整，建设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示范点，依托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形成独具岭南特色的城园融

合体系。 

融入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发展。打造一批集植物多样性保护、

自然教育和休闲观光功能于一体的植物园、树木园等迁地保护机

构，创新开发多条以植物观赏、科普互动体验为核心的旅游产品

与线路，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培育野生植物资源展示与自然教育

的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多种业态模式，实现植物多样性保护、

公众教育与旅游经济协同发展。 

八、专业人才培养 

秉承理论与实践并重、需求导向和创新驱动的理念，通过构

建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智库平台，培养具备前瞻视野、专业精湛

和创新能力强的专业人才，形成规模适当、素质优良、能力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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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合理的植物保护、科研和管理人才队伍，满足广东乃至华南

地区植物迁地保护事业发展的需求。 

建立植物保护智库平台。集合植物学、园艺学、园林学等相

关领域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打造具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植物

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专家智库，统筹发挥植物就地保护、迁地保

护、科学研究、资源利用、科普宣教、园林园艺展示等多种功能

作用，为植物就地保护、迁地保护、植物园建设工作提供强大的

专业支撑和决策咨询，推动开展物种保育、公众科普教育、园林

园艺建设及植物园绩效评价工作。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植物分类学等专业人才、乡土

植物人才和绿色产业专业人才培养，支撑特色种质资源就地保护、

迁地保护、扩繁、应用等工作。依托国家植物园就地保护、迁地

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园艺和科普教育团队，开展植物资源科学

考察、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引种收集、植物分类鉴定、园林园

艺管理和科普教育人才培训，促进植物资源保护人才队伍建设和

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整体提升，使人才培养更加贴近实际需求。 

开展志愿者队伍建设。吸引高素质、热心公益、专业性强的

植物爱好者组成志愿者团队，针对不同层次志愿者进行细化管理

和分类指导，开展系列培训和交流活动，提升了志愿者的服务水

平和质量，为全省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事业提供灵活的人才

补给和技术支撑。 

九、解说体系建设 

整合迁地保护机构资源，构建一个科学、生动且富有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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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解说服务体系，形成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解说品牌，弘扬地

域文化和生态文明理念，实现植物知识的有效传播和公众科学素

养的提升。 

打造数字标识系统。科学规划设计清晰易懂的植物标识牌、

宣传栏、电子导览图、语音广播、互动体验型装置等标识解说系

统，打造一套展现广东省特色的植物信息二维码的标识体系，以

直观简洁的方式链接每种植物的详细信息，使游客轻松获取丰富

的科普内容，增强对植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的认识，实现植物信

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建设智慧解说系统。建立全省统一规范的智慧解说系统，助

力解说服务和互动体验数字化转型升级，通过融合植物园、树木

园等迁地保护机构现实场景，提升解说服务的质量和影响力，使

得植物保护知识传播更加高效深入，同时促进科普教育与旅游休

闲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发展，有力推动绿色生态文明建设。 

十、保护宣教行动 

整合全省植物园等科普资源，积极推进以植物园为基础的植

物科普场地等科普设施建设，通过自然教育课程、品牌游线、自

然教育文创产品、科普图书等一系列自然教育产品及数字化自然

教育平台，构建知识性、趣味性和互动性强的植物保护宣教网络。 

加强自然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依托社区公园、街头绿地、口

袋公园等空间，建设一批集知识性、趣味性和互动性于一体的科

普宣教点，提供专业的自然教育设施和教学场所，提升公众对植

物保护的认知度和参与感，实现迁地保护理念的社会化普及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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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搭建数字化自然教育平台。积极融入“科普中国”“粤科

普”、科普进校园等科普和自然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打造具有引

导力、公信力、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各类植物知识科普和自然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全省植物

知识科普数字化、智能化、普惠化发展，扎实推动新时代植物知

识科普工作提质增效，提升公众保护植物资源的意识和专业技能，

促进生态文明理念变为生活习惯。 

打造系列特色自然教育产品。针对不同年龄段公众，融入现

代科技元素，开发一系列以广东省特有植物资源、岭南园林园艺

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为特色的自然教育课程。整合我省植物园、

自然教育基地、森林旅游特色路线等资源，以植物迁地保护和自

然教育为主题，建设多条以植物迁地保护为核心理念的品牌游线。

打造“植物科普作品创作大赛、讲解大赛”“粤港澳自然教育讲

坛”“植物辨认大赛”“自然观察大赛”“植物园进校园”等植

物科普活动品牌；举办涉及植物迁地保护的学术论坛、科普讲座、

主题展览、互动体验等相关活动，研发并推出一批具有我省特色

野生植物资源的自然教育文创产品，出版一系列关于植物迁地保

护为主题的科普图书，满足不同年龄段和社会群体的学习需求，

推广普及植物科学知识及迁地保护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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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结合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联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财政、

发改、科技、农业农村、住建、教育、文化旅游等相关主管部门，

密切协作配合，落实各方工作责任，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加强监

督指导，严格考核评估，抓好任务落实。加快推进广东省野生植

物保护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相关法规、办法和标准规范，

制定和完善配套的保护、监督、运行等方面的各类管理规定，不

断完善保护管理体制机制。 

二、创新管理机制 

针对区域植物园和乡土植物园，制定设立规范标准，明确准

入退出机制、考核机制、奖励机制，制定建设及运营管理指引，

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原则，有力有序有效推进迁地保护

体系建设。对无法达到设立标准和要求的，不得设立为区域植物

园和乡土植物园；对考核评估不达标的，启动黄牌机制，通过公

示公告、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整改不到位的采取退出机制，

确保高质量建设全省迁地保护体系。将全省迁地保护的任务目标

分解成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时间表，将任务按照重要性、紧迫性、

难易程度等因素排序，设置分期实施的目标。在实践中不断优化

和改进，利用好专家建议与科研平台，提高规划实施的科学性和

可行性。 

三、完善投入机制 



 

 
—  46 

— 

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推进的原则，拓宽迁地保护

资金筹资渠道，建立长期稳定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积极争取

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统筹用好各级财政资金，保障迁地保护机构

有效开展迁地保护、科研、运行和管理；推动各级财政、自然资

源等有关部门在资金投入、用地保障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充

分利用广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的投资渠道，发

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鼓励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出资设立迁地保

护基金，融资支持和参与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社会捐赠

制度，合理引导和使用社会捐赠，填补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资金缺

口。在全省迁地保护体系规划、建设、运行、管理、监督等各环

节，以及植物迁地保护、自然教育、科学研究等各领域，引导市

民、专家学者、企业、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建立健全志愿服务

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 

四、强化科技支撑 

推进植物学、生态学、分子生物学、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学

等专业人才工程建设，鼓励专业人才参与科研项目，促进不同专

业领域的协作和交流。积极整合中央和省直属科研院校以及各类

学会、协会的优势资源，打造公共实训基地。支持有条件的迁地

保护机构与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形成规模适当、素质优良、能

力突出、结构合理的科研创新和管理人才队伍。举办全省植物迁

地保护体系培训班、主题学习班等，使广大从业人员深入了解、

学习野生植物资源保护。加强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调查、评估与濒

危机制等基础科学研究，创新发展迁地保护的新机制与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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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关键技术集中攻关；突破重要资源植物

可持续利用技术瓶颈，探索资源开发利用与植物保护相结合的扩

繁与回归技术体系。 

五、搭建智库平台 

广泛征集从事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规划设计、园林园艺、

科普宣教、事务管理等相关领域工作的专家学者，组成一支结构

合理、知识互补的专家团队，成立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体系专家

委员会，打造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体系专家智库，为广东省植物

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提供科学决策支持和专业技术指导；以华南国

家植物园为核心，联合植物迁地保护体系相关单位，建设广东植

物迁地保护联盟，加强植物迁地保护专业人员技术培训、合作交

流，确保规划体系科学实施。 

六、营造良好氛围 

积极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网络新媒体等向广大民众宣

传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植物园建设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鼓励社

会参与，增强全社会积极参与植物园建设工作意识，充分发挥植

物园在生态文明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植物资

源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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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效益分析 

一、生态效益 

通过构建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迁地

保护体系，以国家植物园、区域植物园和乡土植物园为载体，创

造珍稀濒危植物和具有经济、科学研究、文化价值等特色植物适

宜的生存环境，不断提升保护能力，保障物种生存繁衍，持续推

进珍稀濒危物种拯救繁育以及遗传资源收集保存和利用等工作，

储备丰富的植物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稳定。通过系统的植物迁

地保护与研究开发，加强珍稀濒危植物野外回归等，促进野外资

源恢复和壮大，维护全省生态安全和生态系统的健康性、完整性

和稳定性，进一步提高生态系统的抗逆性和恢复能力，助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二、社会效益 

建立健全广东省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将进一步提升植物园等

迁地保护机构的社会公众服务能力，为开展科学研究、自然教育、

生态体验提供更多的空间保障，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美的生活环

境，更丰富的生态产品，更高质的生态服务。全省植物迁地保护

体系的实施，将出现科研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科普人员

和工人等大量的人力资源需求，为全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

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推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技术攻关，

将引种、保存、科研、产业开发和开发过程中的高端信息科普化，

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丰富的科学普及、研学实践、自然教育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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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三、经济效益 

组织实施全省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建设，可以有效保护和利用

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等特色资源，为当地旅游业提供丰富的旅游

资源和独特的旅游景观，为生态旅游、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林

下经济等生态产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通过保护和合理利用植物

资源，促进森林食品、中医药、花卉等行业长期发展，有助于乡

村居民增收致富，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从产业视角切实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