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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随着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许多物种面临着栖息地的丧失、

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和生物入侵等多重威胁，导致一些物种的数量急剧下

降，甚至出现极小种群的情况。极小种群是指那些在数量上已经降到非常低、面

临灭绝危险的物种种群。保护极小种群和进行种苗繁育已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领

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成为科学家、环保组织和政府关注的焦点。

根据物种保护的不同标准，通常认为当种群数量低于 50 个个体时，种群就

会进入极小种群阶段，这些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急剧下降，个体之间的基因交流减

少，可能导致近亲繁殖，进而使物种的适应能力下降，最终陷入灭绝的困境。随

着全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许多物种的种群数量已经急剧下降。全球许多濒危

植物种群的数量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个体之间波动，数量上的下降，使得这些物

种几乎失去了恢复和繁衍的能力。

小种群保护有助于延缓物种灭绝，维护生态平衡。其在生态系统中通常扮演

着关键角色，灭绝会对生态系统造成连锁反应，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和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保护小种群可以确保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以防止物种灭绝，保存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

小种群保护还具有经济和科学价值，如药用植物、食材等。同时，它们在科学研

究中也具有重要价值，一旦灭绝，人类可能会永远失去探索其价值的机会。

小种群种苗繁育有助于保护数量稀少、面临灭绝威胁的物种。通过人工繁育

和野外回归，这些物种可以在自然环境中重新建立种群，从而维护生态系统的平

衡和多样性。育苗工作可以延缓物种灭绝的速度，可以使这些物种在野外环境中

适应并繁衍，从而避免其灭绝。通过监测和保护措施，可以确保这些物种在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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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稳定生存，从而为未来的生态保护提供坚实的基础。

我国及浙江小种群种类多、个性化差异大，给保护和种苗繁育带来诸多困难。

本标准以红豆杉科极小种群大盘山榧为对象，对其濒危机制、保护策略、种苗繁

育开展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编制标准。可以为裸子植物其他物种

的相关保护和种苗繁育提供借鉴。

二、项目来源

由浙江农林大学向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提出立项申请，经浙江省

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论证通过并印发了《关于发布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

术协会 2025 年度第三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浙生环协〔2025〕25 号），

项目名称是《大盘山榧极小种群保护和种苗繁育技术规范》。

三、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磐安县中药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金孝锋、何安国、张宏伟、鲁益飞、俞叶飞、陈子林、

韦福民、陈煜、韦盛忠、王智丹、徐晓峰。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 前期准备工作

2025 年 2 月，与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开展对接工作。整理相关

科研实验和技术成果、深入了解大盘山榧极小种群保护和种苗繁育技术的情况，

初步形成标准框架。

2025 年 3 月，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正式立项，标准名称为：《大



3

盘山榧极小种群保护和种苗繁育技术规范》。

2025 年 3 月，成立以浙江农林大学作为主要技术支持单位的标准编制组和

工作团队，收集了大盘山榧种群保护和种苗繁育技术项目相关基础资料，并制定

了工作计划。通过对实验数据梳理、资料收集整理、现场调研和专家咨询的方式，

编制组对相关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

2025 年 4 月，编制组研究确定了大盘山榧极小种群保护和种苗繁育技术规

范的编制思路、基本原则，起草了标准的总体框架。明确了主要思路和任务分工，

制定了编制工作方案。

2025 年 4 月，编制组编制完成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并将标准名称修改为

《大盘山榧极小种群保护和种苗繁育技术》。

2025 年 4 月，对标准草案进行内部审核、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3.2.2 征求意见

2025 年 4 月 17 日，团体标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协会主页上公开征

求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为 30 天。

3.2.3 专家审评

四、现状要求

4.1 大盘山榧极小种群保护和种苗繁育技术相关要求

大盘山榧为国家重点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分布于大盘山保护区，群落类型为

针阔混交林。目前，该物种仅单株或几株散生于长叶榧边缘地带，如浙江磐安县

安文镇，其数量稀少，已陷入极度濒危状态。大盘山榧种群自然分布区域狭窄，

密度小，生长环境恶劣，生殖障碍大，开花结实率低，加上种子后熟，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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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种后出苗慢，成苗率低等，是导致榧树属植物渐危或濒危的主要原因。冗长的

生殖周期、复杂的生殖过程和雌性生殖系统发育明显滞后于雄性生殖系统，加之

人为干扰强、树体老化、营养不足、个体数量少等均可能造成其结籽率低、自然

更新困难，进而致濒。目前仅发现 7 株野生植株，为浙江省极小种群物种。

由于大盘山榧种子发芽周期长且发芽率低，采用人工繁育技术可以有效提高

种苗繁殖的成功率。目前，大盘山榧的人工繁育技术包括扦插、嫁接、种子等繁

育技术以及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技术措施，实现极小种群保护过程

中的种苗繁育。对大盘山榧苗木的生长环境进行科学规划，选择适宜的土壤类型、

施肥管理和水源控制，确保苗木能够在最佳的环境中生长。特别是在育苗初期，

适当的水分和营养供应对苗木的成活至关重要。定期检查苗木的生长状况，及时

处理病虫害问题，确保苗木的健康成长。在大盘山榧种苗的栽培过程中，需根据

其生长习性和生态需求，选择适宜的栽培技术。合理设计种植密度，避免过度密

集种植导致竞争生长，同时对水分、光照、温度等环境因素进行科学调控，以确

保大盘山榧能够健康生长并逐步建立起稳定的种群。通过多样化的繁育体系，可

以进一步增强种群的适应性，并提高其存活率。

我国及浙江小种群种类多、个性化差异大，给保护和种苗繁育带来诸多困难。

本标准以红豆杉科极小种群大盘山榧为对象，对其濒危机制、保护策略、种苗繁

育开展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编制标准。可以为裸子植物其他物种

的相关保护和种苗繁育提供借鉴。

4.2 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1）国家标准

经查询，《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原则与方法》（LY/T 2938-2018），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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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规定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的基本原则、保护方法和监测评估等内容，为极

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提供了技术指导和规范。此外，在国家林业局印发的《全

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2011-2015 年）》中，也对极小种群野

生植物保护的目标、任务、措施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从国家层面把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保护作为一项“国家工程”进行推动。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GB 7908-1999），该标准规定了主要造林和绿化树

种林木种子净度、发芽率（生活力、优良度）和含水量等技术划分指标，适用于

育苗、造林及绿化用的乔木、灌木的林木种子质量等级的划分，以及国内、国际

贸易的乔木、灌木种子划分等级。

（2）行业标准

经查询，《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与扩繁技术规范》（LY/T 2652-2016），

适用于中国各类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其他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工作可参照执行。

该标准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与扩繁的技术要求等进行了规范。《极小种群野

生植物保护原则与方法》（LY/T 2938-2018），规定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的

基本原则、保护方法和监测评估等内容，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提供了技术

指导和规范。《林业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编写规范》等 60项林业行业标准（LY/T

2967-2018 等），包含多项林业行业标准，其中涉及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相关

内容。

关于榧树种苗繁育的行业标准主要是《香榧》（LY/T 1773-2022）。该标准

规定了香榧良种选育的途径与方法、采穗圃营建与管理、穗条采集与苗木培育、

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香榧果实采收与质量等级，及产品包装与贮存等技术要

求，适用于香榧良种选育、采穗圃营建、种苗繁育、栽培、采收、采后处理及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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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级。在种苗繁育方面，标准对相关技术环节进行了规范，为榧树种苗的繁育

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指导，有助于保证榧树种苗的质量和繁育效率，推动香榧

产业的健康发展。

4.3 团体、企业相关标准

（1）团体标准

经查询，目前已发布的关于极小种群保护的团体标准为《喀斯特地区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技术规程》（T/GXAS 712-2024）。该标准由广西标准化协

会发布，界定了喀斯特地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规定

了迁地保护原则、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调查、迁地保护基地建立、迁地保护监测、

迁地保护效果评价的操作指示，描述了迁地保护过程信息的追溯方法。适用于喀

斯特地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的活体栽培。

《玉山香榧》（T/LYCY2076-2024），由上饶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江西三山

实业有限公司、江西婺源香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起草。该标准中提到种苗繁殖

和栽植技术的执行标准。虽然没有对种苗繁育进行详细规定，但明确了相关技术

依据。《枫桥香榧生产加工技术规范》，由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学会归口，诸

暨市香榧博物馆、枫桥香榧协会、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等多家单位联合起草。

该标准将传统工艺量化在技术参数、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加工工艺等环节，

可能涉及榧树种苗繁育相关内容，但具体细节未明确提及。《香榧容器育苗技术

规程》（T/ZNZ 152-2022），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磐安（县）南谷生态农特产

品开发有限公司、湖州师范大学、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起草规定

了香榧容器苗技术的相关要求。

（2）企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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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公开的关于极小种群保护的企业标准较少。在一些涉及生物多样性

保护、生态保护等业务的企业中，可能会制定内部的企业标准来规范极小种群保

护相关工作，但这些标准通常不对外公开。目前公开资料中未明确找到专门关于

榧树种苗繁育的企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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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5.1 编制原则

贯彻衔接国家已有的标准规范。本团体标准的起草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不突破现有法律法规，同时也要满足相关国家、行业的标准要求。

科学性原则。以大盘山榧的生物学特性、生态学特性以及遗传学特性等科学

理论为依据。例如，了解榧树喜温暖湿润、喜光但幼龄期需庇荫，以及其根系特

点、生长发育规律等，为保护和繁育技术措施提供科学支撑。

综合性原则。保护和繁育技术应涵盖多个方面，包括种苗繁育、病虫害防治、

生态恢复等，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和技术手段，如

生物学、生态学、林学、遗传学、土壤学等，从多个角度解决大盘山榧极小种群

保护和种苗繁育中的问题。

可持续性原则。注重保护和繁育技术的长期效果，确保大盘山榧种群能够实

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考虑技术对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避免采取短期行为或对

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例如，在种苗繁育过程中，要合理选择育苗基质

和肥料，防止对土壤和水体造成污染。

5.2 主要内容

（1）总体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大盘山榧（Torreya dapanshanica）扦插育苗、嫁接育苗、种子

育苗、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

（2）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大盘山榧极小种群保护通过扦插、嫁接、种子繁育种苗。

（3）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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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山榧 Torreya dapanshanica

红豆杉科 Taxaceae 榧属 Torreya 常绿小乔木。

（4）总体原则

大盘山榧种苗繁育与养护管理相结合，通过扦插、嫁接、种子等繁育技术

以及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技术措施，实现极小种群保护过程中

的种苗繁育。

（5）扦插育苗技术

包括整地作床、插穗选择、扦插时间、生根粉种类和处理方式、扦插技术、

管护和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提出了这些技术的具体设计要求。

（6）嫁接育苗技术

包括嫁接时间、接穗选择与处理、砧木选择、嫁接技术、管护和水肥管理、

病虫害防治。提出了这些技术的具体设计要求。

（7）种子育苗技术

包括基种子采收、种子萌发、管护和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提出了这些

技术的具体设计要求。

（8）档案管理

提出了档案资料收集、档案资料管理的具体要求。

六、标准先进性体现

标准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科学性与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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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最新科研成果，如大盘山榧生物学、生态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制

定针对性的保护策略，以确保保护措施能有效维持和提高种群的遗传质量。创新

繁育技术，采用创新的种苗繁育技术，提高繁育效率和种苗质量，保持母本的优

良性状，有助于加速大盘山榧种群的扩大。

2. 全面性与系统性

不仅关注种苗繁育，还涵盖了大盘山榧极小种群保护的各个环节，形成一个

完整的技术体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大盘山榧种群的影响，确保保护工作的全

面性和系统性。融合了多学科知识和技术手段，从多个角度解决榧树极小种群保

护和种苗繁育中的问题。

3. 规范化

制定详细、规范的保护和繁育操作流程，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技术要求和操

作规范。这有助于保证技术实施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提高保护和繁育工作的效率

和质量，减少因人为因素导致的差异和失误。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7.1 目前已有的标准情况

目前，国家层面无相关标准。

7.2 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符合团体标准制定要求，无冲突情况。

7.3 规范性引用文件情况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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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001

八、社会效益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对建立整个行业的标准化体系将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

十一、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团体标准。

十二、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http://www.ttbz.org.cn/）上自我声明采

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十四、反馈意见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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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制订过程材料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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