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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新杨组织培养育苗的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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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结合山新杨组培育苗的生产工艺流程 ，对山新杨组培育苗的成本构成以及经济效益进行了较为全面 

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和措施。 

关键词：山新杨；组织培养；成本估算 

中图分类号：$722．37 文献标识码 ：B 

近些年来，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有了飞跃发展，组 

培育苗在国内外花卉业上应用已相当普遍，而在林 

业上应用的只有三倍体毛白杨、橡胶业等少数品种。 

尽管许多树种的组培育苗技术早已成熟，但由于受 

设备、市场、生产规模以及工艺流程等多方面条件的 

影响，使组培育苗成本居高不下，导致许多的组培技 

术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为社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有关组培育苗的成本核算在一些组织培养的书籍中 

都有过泛泛的论述，但都不十分具体，针对单一品种 

方面的研究也不多见，尤其对于山新杨组培育苗生 

产成本的核算至今还未见报道。文章结合课题研究 

就山新杨组培育苗生产成本及经济效益加以分析， 

以求用最低成本，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益。 

l 山新杨组培育苗的生产工艺流程 

外植体消毒一接种一建立初代无性系一继代、 

扩繁一生根、炼苗一移人营养钵。 

2 育苗成本 

组培育苗成本核算比较复杂，既有工业生产特 

点，可在室内周年进行；又有农业特点，要在温室及 

田间种植，受气候和季节影响，需较长时间才能出圃 

成为商品。 

2．1 成本构成 

(1)人工费用：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操作 

人员的工资及奖金。 

(2)固定资产及设备折旧费：包括仪器设备的 

维护和折旧，每年按5％计算，生产办公用房每年按 

5％ 一10％计算，温室、大棚每年按 10％ 一30％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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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3)消耗品：包括低值易耗品，如玻璃和塑料器 

皿、灯管、小型工具的折旧(按 30％计算)和损耗；肥 

料、农药、地膜等生产物质的消耗。 

(4)药品费：包括配制培养基用的无机盐类、有 

机成分、植物激素、琼脂、蔗糖，接种用的酒精、蒸馏 

水等消耗。 

(5)水电费：包括容器的洗涤、灭菌、药品配制， 

培养室、温室等所需水电费用。 

(6)其他费用：包含办公用品、培训费、差旅费、 

种苗费等。 

2．2 影响成本高低的技术指标 

(1)污染率：指在灭菌、接种及培养过程中由于 

环境不洁净、消毒不彻底、操作人员或工具带菌而污 

染的培养瓶数占总瓶数的百分率。 

(2)分化系数：指经过一次继代培养，每瓶原种 

苗的继代瓶数。 

(3)生根率：指在生根培养基上或瓶外生根基 

质上生根苗占接种苗或移栽苗的百分率。 

(4)炼苗成活率：指移栽后成活苗数占总炼苗 

数的百分率。 

上述 4项技术指标的高低，在同样投入的情况 

下决定苗木的产出量，从而决定每株苗的成本。 

现以2002年 5月至 2003年 8月，为大庆市林 

业局培育 40 000株山新杨组培苗生产投入为例。 

培养室面积 60 m ，12组培养架，120支 日光灯管， 

架上可同时放置组培苗 1 800瓶，温室面积 667 m ， 

可同时容纳4万株组培移栽苗(用 8 em×8 em营 

养杯装)。主要仪器设备有：蒸馏水发生器 1台、立 

式高压灭菌锅 l台、手提式高压灭菌锅2台，超净工 

作台(双人)2台，空凋机2台，操作人员 6人。以下 

是对山新杨组培苗生产进行的投入费用估算(见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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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1中，人工费占总成本的42．35％，水电费 

占15％，固定资产折旧费占22．06％，耗材费 +药品 

费占 13．24％。 

表 1 山新杨组培苗资金投入估算 

类别 人工费水电费药品费娄菩耗材费销售费总计 
费用(元) 28 800 10 200 3 500 15 000 5 500 5 00O 68 000 

直：璺壅旦! 2 1 ： ： ： ： ： ：： ： 
注：2002年5月至 2003年 8月，资产折旧：仪器设备 5％ +温室 
10％；耗材费：容器30％ +灯管30％+化肥农药；销售费 =广告费 + 
其他费用。 

由表2可知，单株成本 1．45～5．80元 ·株～，纯 

利润为 一3．8O～5．2O万元。在同样投人情况下，单 

株苗成本取决于出苗量，而出苗量的多少又取决于 

污染率、生根率、炼苗成活率。如母苗 I瓶内存 lO 

株，分化系数是 20，污染率 5％，生根率 90％，炼苗 

成活率90％，则增殖2周期存苗数由l瓶增殖到 20 

瓶再增殖 到 400瓶 ，可得 10 X 20 X(1-5％)×20 X 

(1-5％)=3 610株苗，经出瓶炼苗后，则最终可得苗 

3 610×90％ x90％ =2 924株；若分化系数为 1O，污 

染率 10％，生根率及炼苗成活率 80％，则 2个周期 

后 l瓶增殖到 l0瓶再增殖 100瓶，得苗 10 X 10 X 

(1—10％)×10 X(1—10％)=810株，再经生根炼苗， 

最终得苗数为810 X 80％ X80％：518株，数量显著 

减少，成本则增长了7倍。由此可知，炼苗成活率是 

影响组培苗生产成本的关键。若炼苗方法不当，通 

常会导致炼苗中大批组培苗死亡，从而严重影响经 

济效益。 

表2 生产成本及效益估算 

2．3 组培育苗与其他繁育方法成本对比 

生产上山新杨的繁殖方法可采用嫁接或嫩枝扦 

插法，繁殖系数可达50—200，简单易行，成本极低， 
一 般为0．04～0．06元 ·株～，用组织培养繁苗需要 

一 定设备及技术，并且消耗能源，但对于一些脱毒和 

新选育或引进的优良品种，通常数量很少，用常规方 

法往往需几年才能达到一定数量，而且病毒积累、质 

量下降，而采用组培方法繁殖系数可大幅度提高，同 

时不受地区和气候的影响，可及时提供大量优质种 

苗，满足生产需要。 

3 经济效益分析 

3．1 成本对效益的影响 

组织培养育苗能否用于商业性生产，走向市场， 

主要取决于成本 成本是影响效益主要闪素，受许 

多条件制约，主要取决于设备条件、经营者管理水平 

及操作人员熟练程度。在生产实践_J ，要根据自身 

的条件，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可采取的措施： 

(1)提高操作员熟练程度及劳动生产率，实行 

岗位责任制，定额管理，计件工资。 

(2)降低污染率。污染不可避免，但应降至最 

低限度，提高成活率。 

(3)筛选更优的配方，改进工艺流程，提高增殖 

倍数，缩短周期。 

(4)正确使用仪器设备，延长使用寿命，提高设 

备利用率，减少设备投资。 

(5)尽量利用自然光，充分利用空间，节约水电 

开支；降低器皿消耗，使用廉价替代用品。 

(6)精心管理，提高炼苗成活率。 

3．2 市场对效益的影响 

组织培养繁殖出的产品，能否很快销售，用于生 

产，取决于该产品是否是社会急需。及时掌握市场 

信息，调整品种结构，生产适销对路的品种，可减少 

成本投入。 

因此大规模组培育苗，应以“以销定产”，提高 

效益为前提。 

3．3 生产规模对效益的影响 

在一定的生产水平下，生产规模越大，则纯利润 

越高，但规模大小要视当地条件、市场规模情况而 

定，不能一味追求规模而不顾客观条件，这种盲目发 

展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4 结论 

利用组织培养方法，对山新杨进行快速繁殖，不 

仅可以满足生产上的需要，而且可以降低山新杨的 

生产成本，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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