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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胶园更新是推广橡胶树新品种、新技术，提升生产能力，保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路径。海南省是我国天然橡胶重要生产基地，由于更新进度缓慢，老龄残次胶园比例高达

25.23%，制约了天然橡胶生产能力提升。研究分析海南胶园树龄结构和品种结构，并通过微观调

查数据进行验证，设置不同更新目标情境下海南胶园更新方案。比较分析发现，可行的情境是

2026—2035年每年更新胶园21万亩，以确保2035年老龄胶园面积占比控制在15%以内。从政策支

持、种苗供应、模式推广、科技创新等方面提出海南胶园更新发展的建议，以期为保障我国天然

橡胶供给安全有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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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newal of natural rubber plantations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new varieties and new 
technologies of rubber trees, improve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Hainan Province is an important production base of natural rubber in China. Due to the slow renewal progress,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and disabled rubber plantations is as high as 25.23%, which restricts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natural rubber. The study analyzed the age structure and variety structure of rubber plantations in Hai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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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主要通过种植巴西三叶橡胶树获

得，在国防军工、交通建筑、医药卫生等领域应

用广泛。我国属于非传统植胶区，依靠科技支撑

和规范管理打破北纬17°以北不能大规模种植天

然橡胶的论断。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我国已成

为世界天然橡胶第四大种植国和第五大生产国，

2022年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为1695.00万亩（1亩≈

666.67m2，下同）和86.20万t。受市场行情低迷、割

胶劳动强度大但收益较低等影响，农民从事天然橡

胶生产的积极性降低，胶园更新缓慢导致老龄残次

胶园持续增加，2022年达到277.40万亩，占当年天

然橡胶种植面积的16.37%。胶园更新慢，新品种新

技术得不到有效利用，是我国天然橡胶产业面临的

困境之一[1]，阻碍了其可持续发展。橡胶树属于高

大乔木，不仅能够生产天然橡胶，而且还能提供木

材，具备人工经济林属性。更新造林是挖掘林业资

源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林业健康、稳定发展的有

效途径。为稳定天然橡胶产业发展，2022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开展天然橡胶老旧胶园更新改造试点，

2023年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快天然橡胶老

旧胶园更新改造，推进胶园标准化生产。同时，有

关部门还实施了天然橡胶良种良法补贴项目，以鼓

励胶园更新。

关于胶园更新的意义，业界已基本形成共识。

胶园更新有利于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是实现产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能显著提高橡胶树

单位面积产量水平和土地利用效率[2]。王树明等[3]进

一步指出，胶园更新过程中要合理规划、多品种配

置，提高橡胶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探索经济、

社会、生态效益更好的种植和经营模式。云南的勐

腊农场有限责任公司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

下，应用橡胶树品种更新换代和配套栽培技术，推

动天然橡胶产业优化升级，将更新后胶园建设成优

质、高产、高效的环境友好型生态胶园，更新改造

成效显著[4]。个别地区由于老龄低产胶园占比高、

更新速率低，限制了优良品种推广，生产经营受到

一定制约[5]。

针对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本研

究首先分析产业发展现状和橡胶树生命周期产量变

化情况，然后结合调查研究数据及农业农村部、海

南农业农村厅数据，分析了海南胶园树龄和品种结

构变化，最后提出海南胶园更新方案和目标，剖析

更新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为推动海南天然

橡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天然橡胶产业发展现状与橡胶树特性

分析
（一）海南橡胶树种植情况

天然橡胶是海南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在全省

18个市（县）均有分布，2022年种植面积占海南国

土面积的14.77%，占热带作物面积的67.61%。如图

1所示，1990—2002年间，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几乎

没有变化，维持在550万亩左右。2003年起，天然

橡胶价格进入持续上涨周期，推动胶园面积不断扩

张，但2014年天然橡胶价格跌入低位区间后，种植

主体持观望态度，扩张趋势放缓。2003—2015年，

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增加了243.39万亩，年均增加

18.72万亩。2017年天然橡胶年末面积达到历年最大

值814.32万亩，此后逐年减少，2022年比2017年减

少了36.44万亩。

1990年天然橡胶收获面积285.06万亩。随着

1990年以前种植的橡胶树陆续投产，收获面积

which	was	verified	through	micro-survey	data.	The	renewal	scheme	of	rubber	plantations	in	Hainan	Province	was	set	
up under different renewal target scenarios. Through comparis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feasible scenario was to update 
14,000 hectares of rubber plantations annually from 2026 to 2035 to ensure that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rubber 
plantations controlled within 15% by 2035. Suggestions for the renewal of rubber plantations in Hainan Province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terms of policy support, seeding supply, model promo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afe and effective supply of natural rubber in China.

Keywords: rubber plantation renewal; elderly rubber plantation; production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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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加，2004年达到431.13万亩，年均增加

9.74万亩；期间干胶产量也快速增长，从1990年

的15.67万t增加到2004年的32.98万t，增长超过1

倍。此后天然橡胶收获面积一直延续扩大趋势至

2013年，2013年天然橡胶收获面积589.02万亩，产

量42.08万t，为历年最高产量，此后天然橡胶收获

面积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产量则呈波动下降趋势。

（二）橡胶树生命周期产量

如图2所示，橡胶树在1个生命期中，需要经历

苗期、非生产抚育期、初产期、高产期和衰退期。

苗期为从种子发芽到开始分枝的时期。从种子

发芽到出圃，需1.5～2年时间，橡胶树苗早期生长

缓慢，后期生长较快。橡胶树在苗期抵御不良环境

能力差，易遭风、寒、病、虫、兽和杂草危害。

橡胶树苗在大田定植后，进入8年左右的非生

产抚育期。定植当年及之后2年的抚育管理，对后

期生产尤其重要，需要确保足够的肥料投入和控制

杂草生长，避免有效存株减少。规范种植情况下，

橡胶树种植密度为33株/亩，如果非生产抚育期的

幼树管理不到位，容易造成产量损失。这个时期橡

胶树的特点是茎粗生长旺盛，根系扩展和树冠的形

成快，抵御不良环境条件的能力比苗期明显增强，

且随树龄同步增长。

橡胶树初产期约5年，单株割胶产量会快速增

长。但进入割胶阶段后，树体生长放缓，受荫蔽度

增大等因素影响，各类病害发生的几率提高。

种植后13～27年，橡胶树处于高产期，不同品

种的产量分布有所差异。高产期橡胶树生长缓慢，

年增粗1cm左右，一年只抽2～3蓬叶，自然疏枝现

象普遍发生，树冠郁闭度减小，产量稳定，产胶潜

力大（注：橡胶树高产期长短因割胶制度、品系、

气候、土壤条件以及管理水平等不同而有较大差

别，结束时间并不绝对）。

高产期结束后，橡胶树单株产量逐渐下降，进

入衰退期，失去割胶生产的经济性。这时期生长相

当缓慢，树皮再生能力差，在树干下部再生皮上割

胶，产量明显下降，在上部树干和粗大的分枝上进

行多割线割胶可获得一定产量。从经济效益角度考

图1	 1990—2022年海南省天然橡胶面积和产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海南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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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衰退期以后橡胶树一般不适合继续投入生产经

营，需要及时更新，以便提升胶园整体生产能力和

经济效益。

二、胶园更新方案设计
（一）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涉及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数据。宏观

层面数据用于分析海南橡胶树树龄结构和品种结

构，数据来源于历年统计年鉴、农业农村部和海南

省农业农村厅统计数据。

微观数据则用于分析样本农户种植橡胶树的树

龄结构和品种结构变化趋势，作为宏观数据的印

证，来源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以下

简称“热科院橡胶所”）的农户调查数据。热科

院橡胶所先后于2013年、2016年、2019年和2023年

在海南儋州、白沙、琼中、琼海、澄迈、屯昌、

万宁、临高等市（县）开展4次农户问卷调查，分

别完成问卷289份、261份、303份和315份。2023年

采集了儋州、白沙、琼海等7个市（县）样本农户

的937片天然橡胶种植地块、7111亩胶园的种植年

份、开割年份、面积和品种类型等信息。

为弥补我国植胶区种植环境劣势，科研工作者

在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建

立了天然橡胶制度规范、规程和标准等，通过科学

管理指导生产实践。根据《橡胶树栽培技术规程

（NY/221-2016）》，胶园更新有以下3种情形：一

是常规胶园单位面积产量低于该类型区域平均单位

面积产量60%的低产胶园应予以更新；二是有效割

株少于225株/hm2（15株/亩）的残旧胶园应予以更

新；三是达到或超过割胶年限，更新后可以明显提

高生产效益，且符合区域内整体胶园更新计划的老

龄胶园可以更新。由于单位面积产量和有效割株区

域差异较大，且缺乏详细数据支撑，因此本研究以

割胶年限作为胶园更新的依据。根据橡胶树生长周

期平均单株产量的变化可知，达到或超过33年树龄

橡胶树不适合投入生产经营，因此将33年及以上树

龄的橡胶树视为更新对象。

受生产周期的影响，胶园生产经营必须有长期

	

图2	 橡胶树生长周期平均单株产量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采胶团队。橡胶树生长周期的各个阶段是依据生产经验而做的大致

划分，实际生产因橡胶树品种、种植环境、管理水平等原因与之有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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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而且在规划时必须从空间和时间等多方面通盘

考虑。海南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橡胶

树种植规模逐年减少，且可以用于种植橡胶树的土

地资源已经饱和，扩大种植规模可能性小，维持现

有种植规模是胶园更新重点考虑的方向。同时，结

合海南省天然橡胶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以2035年

为时间节点设置不同情境下胶园更新的阶段性目

标，并据此设计更新方案。综合以上分析，梳理提

出海南胶园更新原则与目标如下：一是胶园更新以

稳定面积和提高胶园生产能力为目的；二是橡胶树

按照树龄由大到小依次更新，更新橡胶树最低树

龄为33年；三是以2035年为节点，设置不同目标情

境，测算需更新胶园的面积。

（二）胶园树龄结构

2022年海南天然橡胶种植面积777.90万亩，

1990年及以前（33年及以上树龄）种植的胶园

面积为196.30万亩，占总面积的25.23%，其中农

垦109.98万亩，民营86.32万亩。1991—2010年

橡胶树定植面积逐年增加，期间累计定植389.10

万亩，占比50.02%，其中农垦145.28万亩，民营

243.82万亩。2011年以后定植面积逐年减少，

2011—2022年定植192.50万亩，占比24.75%，其中

农垦72.20万亩，民营120.31万亩。2016年以后，每

年更新定植面积减少，基本不超过10万亩，2016—

2022年全省橡胶树累计定植面积仅51.65万亩，占总

面积的6.64%，平均每年更新7.38万亩（图3）。此

外，因台风、病虫害等因素造成的低产低质胶园约

40万亩。整体而言，全省有约240万亩胶园亟待更

新，若按当前更新速度，2010年前大规模种植的橡

胶树将在2040年以前进入衰退期，造成老龄胶园的

比重急剧增大。何长辉等[6]预测认为，全国天然橡

胶生产能力将从2025年开始逐年下降，海南省亦是

如此。如果更新不及时，未来10～20年海南省天然

橡胶生产能力将持续降低。

根据2023年农户问卷调查采集的937片天然橡

胶种植地块的面积、定植年份信息，分析样本农

户历年天然橡胶定植面积占调查地块总面积的比

重，结果如图4所示。样本农户天然橡胶定植面积

图3	 1990—2022年海南省橡胶树定植面积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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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4—2005年持续增加，2005年以后持续波动减

少。对比图3发现，1994—2012年，海南民营天然

橡胶定植面积整体呈持续增加趋势；2012年以后，

其定植面积持续波动减少。样本农户天然橡胶定植

面积变化趋势与海南省统计的历年天然橡胶定植面

积变化趋势一致性较高，但样本农户减少定植橡胶

树的时间更早，这可能与调查范围选择有关。

将4次农户调查的样本农户按照橡胶树树龄结

构分为5组，8年及以下树龄橡胶树基本处于非生

产抚育期，9～15年树龄的橡胶树主要集中在初产

期，16～25年树龄的橡胶树处于高产期，26～33年

树龄的橡胶树逐步进入衰退期，33年以上的则处于

衰退后期。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各树龄组面积占所

有样本地块总面积的比重，分析2013—2023年间样

本农户的橡胶树树龄结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处

于非生产抚育期和初产期的胶园占比减少趋势明

显，而高产期胶园占比增加趋势明显，衰退期和衰

退后期的胶园占比较小，增长趋势不明显。说明近

10年来，海南民营胶园更新明显放缓，与统计部门

数据呈现的变化趋势一致（图5）。

（三）胶园品种结构

橡胶树经济生命周期长达30多年，意味着橡

胶树更新换代周期长、速度慢。种植天然橡胶的

土地资源接近饱和的情况下，橡胶树更新是新

品种和新技术推广应用的重要途径。海南省农

业农村厅数据显示，2022年海南橡胶主栽品种有

‘PR107’‘RRIM600’和‘热研73397’，3个品

种种植面积占胶园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35.57%、

27.00%和32.88%，仅‘热研73397’是我国自主选

育的优良品种，‘PR107’和‘RRIM600’是产业

发展之初从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种；其他品种包含

‘大丰95’‘热研917’‘热研879’等，均为自主

选育的优良品种，但种植面积占比不足4.00%。在

胶园更新缓慢的情况下，自主选育的优良品种推广

种植进度缓慢。此外，为发展橡胶树林下经济，科

研工作者通过生产实践探索出全周期间作等种植模

式，但由于胶园更新缓慢，导致新技术也难以推广

应用。

利用2013—2023年农户调查数据分析4年样

本农户橡胶树品种结构，根据不同品种面积占

调查胶园地块总面积的比重得到对应品种的占

比。由图6可以发现民营胶园橡胶树主栽品种为

‘PR107’‘RRIM600’‘热研73397’和‘大丰

95’4个品种，且2013—2023年橡胶树品种结构变

化并不明显。4次调查中，‘热研73397’种植面积

均明显高于其他3个品种，这与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图4	 基于2023年抽样调查的1980—2023年海南民营天然橡胶定植面积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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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基于抽样调查预测的海南省民营胶园树龄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2013、2016、2019和2023年农户调查，下同

树龄区间

数据差异较大，究其原因可能与样本选择有关；

‘PR107’和‘RRIM600’更多集中海南农垦，而

农户调查仅针对民营胶园，样本选择偏差造成了统

计数据与调查数据的差异。但民营胶园橡胶树品种

结构的变化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南胶园

更新缓慢，品种结构还有较大优化空间。

（四）胶园更新方案设计

为稳定海南天然橡胶综合生产能力，推进橡胶

树更新需要制订可行的更新计划，同时优化品种结

构布局，加大新品种、新型种苗、新型种植模式推

广利用力度，做好胶园抚管。根据前述胶园更新原

则和目标要求，不考虑历年定植橡胶树面积损耗的

情况下，提出海南胶园2026—2035年更新方案。

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海胶集团”）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已经制订了到

2025年的胶园更新计划，2023—2025年计划更新胶

园共约25.80万亩。民营胶园尚无2023—2025年更

新计划，其更新规模参考近年民营胶园更新面积，

取2016—2022年更新面积的平均值2.50万亩。这意

味着2023—2025年，海南胶园更新面积将是33.30万

亩。在此基础上，设置不同情境测算2026—2035年

需要更新的胶园面积，并提出更新计划。

一是若老龄胶园全部更新，则每年需更新

32.98万亩。根据历年天然橡胶面积数据，到2035年

时，2003年及以前定植的橡胶林均成为老龄胶园，

届时需要更新的胶园面积达到363.10万亩。以2026

年为基期，仍有329.80万亩胶园需要更新。2026—

2035年的10年间，平均每年需要更新32.98万亩胶

园才能实现更新目标，其中，民营胶园每年更新约

16.00万亩，农垦胶园每年更新约16.98万亩；每年

约需种苗1154.30万株（按照每亩35株备苗进行测

算，下同）。

二是若到2035年保持老龄胶园面积占比10%以

内，则每年需更新25.20万亩。2035年33年及以上胶

园面积控制在10%以内，在2023—2025年更新基础

上还需要更新252.01万亩胶园，2026—2035年平均

每年需更新胶园25.20万亩以上，农垦和民营胶园各

占50%；每年约需种苗882.00万株。

三是若到2035年保持老龄胶园面积占比15%以

内，则每年需更新21.31万亩。2035年时，33年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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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胶园面积控制在15%以内，则在2023—2025年更

新基础上还需要更新213.10万亩胶园，2026—2035

年平均每年需更新胶园21.31万亩以上，农垦和民营

胶园每年分别需要更新11.00万亩和10.31万亩；每

年约需种苗745.85万株。

四是若到2035年保持老龄胶园面积占比20%以

内，则每年需更新17.42万亩。2035年时，33年及以

上胶园面积控制在20%以内，则在2023—2025年更

新基础上还需要更新174.22万亩胶园，2026—2035

年平均每年需更新胶园17.42万亩以上，农垦和民营

胶园每年分别需更新9.42万亩和8.00万亩；每年约

需种苗609.70万株。

五是若每年更新10.00万亩，则2035年老龄胶

园占比将接近30%。如果2023—2035年按计划更

新33.30万亩胶园后，2026—2035年每年更新10.00

万亩胶园，则累计更新133.30万亩。届时1988年及

以前年份定植的153.00万亩胶园仍未全部更新，而

2003年以前定植的橡胶树进入老龄期，累计面积将

达到229.80万亩，胶园老龄化将比当前更严重。

综合比较以上方案，当前海南老龄胶园面积占

比约为25%，不扩大种植面积的情况下，若要显著

提高海南省天然橡胶综合生产能力，老龄胶园面积

控制在15%以内为宜，即2026—2035年每年更新胶

园21.31万亩，农垦和民营胶园每年分别更新11.00

万亩和10.31万亩。

三、胶园更新面临的问题
（一）种苗供应制约胶园更新速度

一是种苗供应量制约。橡胶树育苗周期长，袋

育苗周期至少需要18个月，组培苗周期至少需要15

个月。现有种苗繁育基地2022年实际产量约为150

万株，能够供应更新面积不足5万亩。海胶集团育

苗基地种苗出圃量占全省的75%以上，现有的7个

橡胶树种苗繁育基地育苗量短期内难以快速提升。

当前橡胶树育种普遍以‘GT1’种子繁育的幼苗作

为砧木，海南省没有‘GT1’采种基地，需从云南

采购。短期影响种苗供应量的关键是橡胶树种苗生

产能力，育种材料的培育周期受植物生长规律制约

难以改变，种苗繁育基地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一定

的时间；长期影响种苗供应量的关键则是砧木种植

材料的供给。

二是种苗质量制约。橡胶树经济生命周期长达

30多年，种苗质量关系橡胶树的生长速度和未来几

十年胶乳产量。《橡胶树育苗技术规程》对芽条、

图6	 海南民营胶园的主栽品种结构

	

调查年份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3年 2016年 2019年 2023年

面
积
占
比
/%

调查年份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3年 2016年 2019年 2023年

面
积
占
比
/%

调查年份

2013年

100.00

80.00

70.00

50.00

30.00

10.00

90.00

60.00

40.00

20.00

0.00

2016年

RRIM600 PR107 热研73397 大丰95

2019年 2023年

面
积

占
比

/%



17

产业发展Industry Development

2024. 5  总第120期

种子来源和采集方式等都做出了明确要求。但橡胶

树种苗芽接技术门槛较低，部分农户可以自己芽接

育苗，但其对育种材料把关不严，生产出来的橡胶

树苗质量参差不齐，导致橡胶树生长缓慢、产量偏

低。2016年和2019年农户问卷调查时，部分农户反

映过这类问题。2000—2015年间，橡胶树种苗供不

应求，部分民营种苗繁育基地以次充好，兜售劣质

种苗，导致部分胶农损失惨重。因此，规范民营橡

胶种苗基地建设，提升种苗质量是保障胶园更新发

展的关键之一。

（二） 新种植模式推广难度大

目前胶园更新主要采用传统的种植模式，行

距、株距相对均匀。热科院橡胶所主推的全周期间

作模式，在橡胶树定植时采用设置宽行和窄行的办

法，每亩种植橡胶树28株，在宽行种植其他作物以

提升单位面积综合产出，且试验证明采用该模式后

胶乳产量不会明显减少。该种植模式在海胶集团推

广面积约为3.00万亩，民营胶园还处于试点示范阶

段。全周期间作模式难以推广的原因，一方面是农

户认知不足和胶园地形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种植规

模限制。大部分胶农缺乏对橡胶树全周期间作模式

的了解，部分胶农即便了解，也因胶园地形为陡坡

或者山地为主，难以发展全周期间作。发展全周期

间作模式一般要求示范胶园地块面积在30.00亩以

上，实现规模效应需要面积更大的连片胶园。海南

农户胶园规模小且散，户均种植面积不足18.00亩，

且地块分散，户均地块在2块以上。胶园地块面积

阻碍了全周期间作模式的推广。

（三） 胶农缺乏更新胶园的意愿

天然橡胶价格持续多年低位运行，但肥料等生

产资料成本却逐年上升，导致农户割胶收益被挤

压，甚至出现投入产出倒挂。据热科院橡胶所固

定观测点数据测算，2022年胶农生产成本（含劳动

力）约为1.20万元/t，但干胶售价不足1.10万元/t，

投入产出不匹配，降低了农户割胶生产和管理的意

愿。2016年调查发现，海南省天然橡胶种植农户割

胶生产行为受市场影响大，约19.54%的胶农放弃

割胶，25.29%的胶农间断性割胶或部分割胶[7]；而

2023年调查中正常割胶农户占比为63.52%。2013年

农户调查显示，有80.00%以上的天然橡胶种植农户

施肥，而2020年调查数据显示只有不足40.00%的农

户施肥，2023年这一比例恢复到59.13%。橡胶树种

植8年后才能割胶生产，非生产期长、投入大。从

收益角度考虑，农户更愿意砍伐橡胶树，改种经济

效益好、见效快的作物。

天然橡胶生产劳动力供给不足，也降低了胶农

割胶的意愿。割胶生产劳动强度大、收入低，农村

年轻劳动力不愿意从事割胶生产工作，现有从事割

胶生产的劳动力以中老年人为主，海南省割胶劳动

力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即便更新胶园，橡胶树在

8年后才达到开割条件，割胶劳动力在体力上可能

无法适应割胶要求，对胶农而言属于无效或者低回

报投资。

（四）采伐因素限制胶园更新

林木采伐许可证限制胶园更新。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林木采伐实行采伐限额和采伐

许可证管理制度。胶园生产由农业农村部门管理，

但更新需要到林业部门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海南

省各市（县）都有年度林木采伐限额，包括橡胶树

和其他林木，受采伐限额指标影响，部分胶园可能

无法及时更新。特别是林木销售市场行情好的情况

下，采伐限额指标对胶园更新的约束更为明显。

2021年以来农垦胶园每年采伐限额为86.00万m3，占

全省下达总林地定额的21.40%，约合11.60万亩胶

园（每亩胶园蓄积量约7.40m3，材积量5.20m3）。

海胶集团基地分公司要向所在地林业主管部门申请

林木采伐许可证，在申请过程中可能存在控制采伐

限额指标、前期指标少年底指标多等问题，造成不

同年份指标挤占，影响更新进度。

地形也会限制胶园更新。《森林采伐作业规

程》对皆伐面积限度进行了规范：林地坡度大于

35°不能采伐；坡度在26～35°时，采伐面积不超过

75亩。胶园采伐参照林地管理，即胶园坡度超过

25°，采伐更新会受到制约。1990—2011年橡胶树

种植快速扩张期，民营胶园有一定比例种植在大于

25°的坡地，种植面积接近20万亩[8]。前期不规范种

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胶园更新。此外，少量橡胶树

种植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或部分胶园被划为公益

林，这类橡胶林采伐更为严格，约束条件更多。海

胶集团目前公益林面积为74.05万亩，占其天然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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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总面积的29.33%，而公益林采伐限额比商品林严

格，单次审批更新面积不超过75.00亩，影响胶园更

新进度。

四、推动胶园更新的建议
（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长期稳定实施天然橡胶良种良法补贴政策，并

争取使该项补贴政策覆盖橡胶树整个非生产期。积

极进行宣传，提高胶农对该政策的认知和了解，规

范补贴申报程序，加强监管。降低更新定植成本，

提高胶农更新老龄残次胶园的积极性，确保政策实

施效果。继续实施和优化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政

策，提高保险的保障水平，稳定胶农收入预期，进

一步提升割胶生产积极性。加强民营胶园道路建

设，为胶农运输胶乳和胶园更新提供便利。

（二）提升种苗供应能力

支持海胶集团、热科院橡胶所及其他具备资质

的民营橡胶树育种基地设施设备改造升级，适度扩

大建设规模，提升种苗培育能力；采取组培快繁、

嫁接等高效繁育技术，加速扩大种苗繁育，满足胶

园更新需求；加强基地标准化建设，健全天然橡胶

种苗质量标准和生产技术规程，开展示范基地认

定；建立健全质量追溯机制，提高种苗产供销一体

化服务水平。提升组培苗生产能力，支持炼苗、育

苗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轻简化育苗技术和机械

化、自动化育苗设备集成应用，提高橡胶树组培苗

生产效率。提高小筒苗、束根苗等新兴种苗形态在

生产上的应用水平，满足不同更新需求。支持育苗

龙头企业建立天然橡胶‘GT1’品种采种园。

（三）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推进全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

橡胶树高效遗传转化体系，突破良种良苗培育技

术瓶颈。针对橡胶树组培苗品种单一问题，依托

国家重点实验室、热科院橡胶所等科研平台，加

快推进橡胶树多品种组培苗规模化繁育技术研

发，争取早日突破‘热研917’‘热研879’‘热垦

628’‘PR107’等优良品种组培苗规模化生产技术

瓶颈。积极推广全周期间作模式等新技术。

（四）加强沟通协调力度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龙头企业在更新采伐方面

应加强与林业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采伐限额能够

满足未来胶园更新需求。探索纳入公益林的胶园采

用更加灵活、高效的采伐方式，实现老龄残次胶园

更新改造目标。对于超坡度种植的民营胶园，在尽

可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寻求更新改造的突

破。进一步简化林木采伐许可证申报程序，提高审

批效率，为胶园更新提供更加高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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