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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标准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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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宏伟、夏国华、郭瑞、代英超、雷倩、程樟峰、赵明水、徐蕾、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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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鼻兰野外回归与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象鼻兰（Phalaenopsis zhejiangensis (Z. H. Tsi) Schuit.）野外回归与监测的术语和定义，

本底调查、野外回归地点选择与勘察、野外回归准备、野外回归定植、监测及档案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象鼻兰野外回归与监测，其他兰科附生植物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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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LY/T 2938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原则与方法

LY/T 2589 珍稀濒危植物回归指南

LY/T 2590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种子采集技术规程

LY/T 3186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苗木繁育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3.1

野外回归 reintroduction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的，通过人工繁殖把植物重新引种到该物种原来分布的自然或半自然的生境

中，使其具有足够的遗传多样性来适应环境变化，能够自然更新，并成为当地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一

部分。

3.2

回归种源 reintroduction source

回归材料最终定植的野外场所或者地点。

3.3

野外回归地 wild destination area for reintroduction

回归材料最终定植的野外场所或者地点。

3.4

增强型回归 reinforcement

在回归物种现有分布区的不同种群中，增加用于回归的种源种群数量及引种个体数量，从而加大野

外回归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提高回归种群生存力，达到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目的。

3.5

重建型回归 re-estab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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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存在该物种分布，但现实已消失的种群，通过直接播种或移植引入新个体，重建已消失的种

群。

3.6

保育型回归 conservation reintroduction

从生物多样性保育的角度出发，在回归物种现有和历史分布区以外的适合区域，根据全球气候变化

规律，引入该物种，在野外新建一个可以自我维持、自我更新的回归物种种群。

4 本底调查

4.1 调查内容

4.1.1 象鼻兰本底调查

全面开展象鼻兰野外资源本底调查，包括分布状况、生境特征、生存群落、种群结构、主要伴生苔

藓植物等。本底调查表具体内容参照附录 A。

4.1.2 象鼻兰生物学、生态学特性

收集象鼻兰生物学、生态学特性、生存和保护现状以及主要致濒因素等，明确其生存的关键需求，

如遗传多样性状况、传粉机制、种子散播机制、种子萌发条件及生境要求、自然更新能力、共生关系等；

分析象鼻兰种群生存力和生境变化情况，了解其对拟回归地植物群落产生的可能影响。

4.2 野外回归类型与实施条件

4.2.1 野外回归类型

象鼻兰野外回归类型分为增强型回归、重建型回归以及保育性回归。

4.2.2 增强型回归条件

在象鼻兰自然分布区范围内存在主要致濒因素可控（如种群株数过少、年龄结构不合理、结实不良

等）的种群；实施回归后，回归种群不再面临濒危的威胁；具备开展回归项目的各项基本条件，实施野

外回归后，种群数量不再面临继续下降的威胁。

4.2.3 重建型回归条件

象鼻兰历史分布区范围内存在致濒因素可控，且具备适宜其生长的生境，实施野外回归后，回归种

群不再面临濒危的威胁。一般应选择与种源气候和生境条件相似的多个种源的种苗开展野外回归，最大

程度地保证回归后的成活率及长期生存。

4.2.4 保育性回归条件

在象鼻兰现有和历史分布范围以外有符合或更适合其生长发育的野外场所，或为实现某特殊的生态

功能，引入象鼻兰群体，在野外新建一个能自我维持和更新的种群，该回归种群在回归地所在群落具有

特殊的生态角色或功能。

5 野外回归地点选择与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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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选择原则

科学原则：回归地选择象鼻兰历史分布的地区，基本满足象鼻兰生存所必要的各项基本条件，包括

气候、土壤、生态学、生物学等各方面，同时排除导致象鼻兰致濒的主要因素。

管理原则：回归地的权属必须清晰。回归地权属方和管理方同意开展该回归项目，并愿意承担回归

后必要的监管职责。

保护区优先原则：在综合满足象鼻兰基本生存条件的前提下，应优先考虑与象鼻兰自然分布区较接

近的自然保护区作为回归场所。

5.2 野外回归地勘察

象鼻兰野外回归地勘察内容包括：气候因子、水文条件、海拔、坡向、坡位、植被群落类型、关键

动植物种类等，重点调查适宜象鼻兰附生树种，与象鼻兰传粉、种子散播、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伴生苔

藓植物等。野外回归地勘察表参照附录B。

6 野外回归准备

6.1 野外回归材料类型和来源

6.1.1 野外回归材料类型

选择象鼻兰种子非共生组培萌发培育，并经过驯化栽培的健壮种苗作为回归材料，而非直接从野外

移栽。种子采集参考LY/T 2590。象鼻兰种子采集信息参照附录C。

6.1.2 来源

回归材料应尽可能涵盖象鼻兰的遗传多样性。种子来源于野生种群，每个种群植株≥50株，单株间

隔50 m以上。

增强型回归选择原生种源的种子培育种苗，重建型回归和保育性回归选择与种源气候和生境条件相

似的多个种源的种子培育种苗。种苗培育参照LY/T 3186。

6.2 野外回归数量

野外回归的材料数量应不低于象鼻兰的最小生存种群所要求的个体数量，象鼻兰实生苗200株以上。

6.2.1 操作平台搭建

野外回归前搭好操作平台，可以用木材、竹材或钢材搭建，要求平台安全牢固，保障操作人员的安

全，同时便于操作。

6.3 其他材料

除了上述材料外，还需准备安全带、梯子、可降解棉线和纱布、便携式钉枪、苔藓等。

7 野外回归定植

7.1 回归地点选择

回归地点参照 5.1的原则进行筛选，选择山谷、溪沟边的孤立木、疏林中的大树作为

附生树种，要求树体树冠开张，郁闭度在 0.6～0.7，通风透光条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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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附生树种选择

根据象鼻兰野生植株的调查，宜选择山谷、溪沟边的银杏、山核桃、山茱萸、榧树、
枫香树、乌桕、罗枫杨、板栗等树皮相对粗糙，脱落周期长的树种。

7.3 附生位置选择

选择离地面 1.5 m～5.0 m的东、西、北向树干，或离开主干 30 cm～120 cm的大枝侧
下方和下方，有较多苔藓植物附生的位置绑缚定植象鼻兰。

7.4 种苗处理与运输

野外回归前7 d～10 d，用800倍～1000倍的多菌灵或甲基托布津溶液对驯化的象鼻兰种苗进行喷雾

杀菌；回归当天小心取出种苗，避免损伤叶片和根系，放置在四周垫有湿苔藓的塑料盒内运输至野外回

归地点，运输途中避免挤压和暴晒。

7.5 定植时间

宜选择４月中旬至 6中旬或 9月下旬至 10月中旬进行定植。

7.6 定植方式

可以采用棉线+苔藓绑缚定植或枪钉+苔藓钉植，以株为单位用棉线或细麻绳沿树干或
大枝从下至上绑缚 1行~3行，每株捆绑 6圈~8圈，每株间距 6 cm~8 cm，行距 15 cm~20 cm；
捆绑时小心将根系均匀摊开紧贴树干，茎斜向下，然后在根系上铺一层湿苔藓，捆绑时露
出根茎交界处。

8 野外回归管理与监测

8.1 回归种群管理

回归初期，每隔20 d～30 d用1‰～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叶面追肥1次，以喷湿叶面开始滴水为宜；

高温干旱天气，白天间隔2 h～3 h喷雾5 min～10 min降温，增加空气湿度，以提高野外回归成活率；同

时防范偷盗、人为破坏。

8.1.1 回归种群监测

8.1.2 监测内容

以回归单株或回归群体为单位进行监测。对每个监测单位应单独建立档案，并挂上独立的标识牌，

以便长期监测。

用GPS定位，根据实际定植情况绘制象鼻兰回归定植分布图，尽可能详细的标注其地形特点。

监测回归象鼻兰植株叶片数量和大小、根数量和根幅、开花情况和结果情况等；记录年生长情况，

并进行物候观测、访花昆虫、主要害虫等观察。定期采集相关的科学数据。

如进行了人工管护，对人工管护的措施、频度等进行记录。象鼻兰野外回归监测信息参照附录D。

8.1.3 监测频度和期限

根据象鼻兰关键物候确定监测频度，一年监测4次，主要包括展叶抽生花期、开花期、果实成熟期、

落叶期。

https://www.baidu.com/baidu.php?url=Kf0000K5cNxA6dzipI3ZNn1GpPgWnzlvAsNugPRLi2UEqBM06hApPmYZaTSfc3zq3wh1Qvlsc53fms_sMQzocIqzgDbwUa1V14Y8LOhE40Ft33QUeErzvP3BOhpbuRlpm5Qn4O5An216KThTR2DepjwvnTfgaoQ8aRLP-Wek68pC-bJCq2KvWRrWOphhKhvx-Ngkclcm6IK457pbUotXj9frHGFw.DY_NR2Ar5Od663rj6tVjtLfS2qebfysN4r1Iu1yFW___zyI5Zk4XPM24rM-8dQjPakY42qMBC0.U1Y10ZDqsIxQ3UUSkS2tv0KspynqnfKY5TZgzSAvO_xBEP60pyYqnWcd0ATqUvNsT1D0Iybqmh7GuZN_UfKspyfqn1c0mv-b5Hc3n0KVIjYknjD4g1DsnHIxnH0vnNtznjRkg1nvnjD0pvbqn0KzIjYvrHR0mhbqnHR3g1csP0KVm1YknjD4g1DsnHIxnH0vnNtznjRkg100TgKGujYs0Z7Wpyfqn0KzuLw9u1Ys0A7B5HKxn0K-ThTqn6KsTjYknWc3PWR3nWnd0A4vTjYsQW0snj0snj0s0AdYTjYs0AwbUL0qn0KzpWYs0Aw-IWdsmsKhIjYs0ZKC5H00ULnqn0KBI1Ykn0K8IjYs0ZPl5fK9TdqGuAnqTZnVUhC0pywW5R42i-n0TA9YXHY0IA7zuvNY5Hm1g1KxnH0sn0KYIgnqnHD4P1fYPHDznjb1njcLrHfsP1D0ThNkIjYkP1nvnHfsPjnsPjD30ZPGujdWrHbLPADYuW0suyfzPhms0AP1UHYdfRRYPDNjf1RkfHF7PHKK0AkBT1Ys0A7W5HD0TA3qn0KkUgfqn0KkUgnqn0KlIjYs0AdWgvuzUvYqn7tsg1Kxn7ts0Aw9UMNBuNqsUA78pyw15HKxn7tknjRvnWfvP1Ixn7ts0ZK9I7qhUA7M5H00uAPGujYs0ANYpyfqQHD0mgPsmvnqn0KdTA-8mvnqn0KkUymqn0KhmLNY5H00pgPWUjYs0A7buhk9u1Yk0Akhm1Ys0AwWmvfqPYu7wbnYwjNAwH0YfbRvPjTYPDf3rHfvnjDsfWb1wDFtNbCYHb_vHjTv0Zwzmyw-5Hm1njcsn6KBuA-b5HIKwHm1PYDLnDD4n1fvwHDkwDFjrjndfWRLwWfdnW7K0AqW5HD0mMfqn0KEmgwL5H00ULfqn0KETMKY5H0WnanWnansc10Wna3snj0snj0WnaPDw-fWnanVc108nj0snj0sc1D8nj0snj0sc10WnansQW0snj0snansc10Wnansc10Wnans0AF9UhV9mvnqnansc10Wn0K3TLwd5Hcdn1Rdnj6z0Z7xIWYkQW0sg108njKxna3sn7tkQW0sg108rHwxn7tsQWbYg100mMPxTZFEuA-b5H00ThqGuhk9u1Ys0APv5fKGTdqWTADqn0KWTjYs0AN1IjYs0Z7MIvfqn0KETjDqn0KsTjfqn6KWThnqPHnYrHR&us=newvui&xst=TjYknWc3PWR3nWnd0ynqPYu7wbnYwjNAwH0YfbRvPjTYPDf3rHfvnjDsfWb1wDFtNbCYHb_vHjTv0ycqPY77PWnLfHTsfHb1Pju7nH7Dfbn3n1NaPHIAPjRznRDKT1YkPjRzPWDvnj6zPWc3PHc1rj0sn7tznWNxn67L5TZgzSAvO_xBEP6KTHLKdtE9VEeZ3o1m0gRqnWR1PHRsrjcKIjYkP1nvnHfsPjns0ydk5H0an0cV0yPC5yuWgLKW0ykd5H0Kmv3qPj0snW0vn1Ixn1KxUvNVgvwM0gFY5H0KnWbYPHRsnWfzPf&word=&ck=2800.26.5.207.187.557.252.1573&shh=www.baidu.com&sht=40020637_30_oem_dg&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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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科研人员监测期限至少应延续至回归种群达到正常繁殖年龄，即4～6年，之后由当地林业部门进

行长期监测。

9 回归成效评价

9.1 短期标准

短期标准评价参照附录E。

9.2 长期标准

产生可育的种子，实现“从种子到种子”的过程。即要求植物生长正常、能开花结果，
并通过有性繁殖方式自然更新产生后代。

10 档案管理

建立象鼻兰野外回归和监测管理档案，应从种源、非共生组培繁殖、驯化栽培、野外回归本底调查、

回归定植、监测等全过程，回归材料应以种源育苗批次进行编号并进行跟踪观测和记录。

本规范中的相关表格均为回归档案，回归档案应统一管理，回归档案的建立和管理由野外回归项目

的具体实施单位和技术支撑单位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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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象鼻兰本底调查表见表 A.1、表 A.2。

表A.1 象鼻兰生存群落调查表

种群编号：

调查地点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村 小地名

经纬度 海拨(m)

群落名称 面积(亩)

地形 山地 丘陵
坡位

谷地 下部 中下部 中
部 中上部 山顶
山脊坡向 坡度

土壤类型 林分起源 原始林 次生林 人工林

林龄(a) 干扰强度 无干扰 轻度 中度 强度

群落外貌
特 点

样地环境

距离道路、
溪流情况

垂直结构 高度(m) 盖度(%) 优势种 备注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层外层

群落动态

树皮苔藓
编 号

群落照片
编 号

分子样品
编 号

调查人

记录人 调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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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象鼻兰野生资源调查表

种群编号：

编号
附生树种 象鼻兰

树种 经度 纬度
海拔
(m)

树高
(m)

胸径
(cm)

冠幅
(m)

生长情况 总株数(株)开花数(株)附生高度 (m)
生长
情况

病虫害
情况

干扰
方式

干扰
强度

照片
编号

调查人： 记录人： 调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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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象鼻兰拟回归地生境调查表见表 B.1。

表B.1 象鼻兰拟回归地生境调查表

地点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村 小地名

经纬度 海拨(m)

气候

年平均温(℃) 年最高温度(℃) 高温持续时间(天) 最大量水量月份

年积温(℃) 年最低温(℃) 低温持续时间(天) 最小降水量月份

年均降水量(mm) 有霜期(天) 无霜期(天)

地形 坡向 坡度 坡位

土壤类型

植被类型

林分起源 林龄(a) 干扰情况

水文情况 距离最近水源(m) 距离道路距离(m)

拟回归类型 □增强型回归 □重建型回归 □保育型回归

生境类型

回归物种原群 落
特征

拟回归地群落特 征

拟回归地重要生 态
特征

拟回归地传粉 媒介

调查人： 记录人：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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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象鼻兰种子采集信息记录表见表C.1。

表C.1 象鼻兰种子采集信息记录表

采集地点 采集时间

经纬度 海拨(m)

地形 坡度 坡向

坡位 植被类型 郁闭度

群落优势种
(乔木)

灌木 草本

距离道路距离
(m)

距离水体距离
(m)

干扰情况及其类型

种群编号 采集人 采集量

采种个体信息

采种个体编号

植物叶片数量(片) 根幅(cm)

生长状况 结实率(%)

附生树种 附生高度(m)

采集蒴果数量 备注

果实纵径(cm),10 个

果实横径(cm)，10 个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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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象鼻兰野外回归植物生长监测记录表见表D.1。

表D.1 象鼻兰野外回归植物生长监测记录表

回归地点： 回归数量：

编号 回归时间 叶片数量(片) 叶片大小(cm) 根数(条) 根幅(cm) 开花情况 结果情况 人为破坏情况 备注

调查人： 记录人：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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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鼻兰野外回归物种物候观测记录表见表D.2。

表D.2 象鼻兰野外回归物种物候观测记录表

编号

营养生长 生殖生长

休眠期 备注
萌芽期 展叶期 全展叶期 落叶期 花序抽生期 显蕾期 初花期 盛花期 末花期 果实膨大期 成熟期 果实脱落期

观测人： 记录人： 观测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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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鼻兰野外回归人工抚育记录表见表D.3。

表D.3 象鼻兰野外回归地人工抚育记录表

回归类型 抚育数量 抚育时间 抚育目的 抚育方式 抚育时间 抚育时长 抚育人 备注

抚育对象回归类型包括：增强型、重建型、保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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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象鼻兰野外回归成活率评价表见表 E.1。

表 E.1 象鼻兰野外回归成活率评价表

保存率

(BCL)

评价等级 差 中 优

百分比(%) BCL≤20 20<BCL≤70 BCL＞70

成活率

(CHL)

评价等级 差 中 优 差 中 优 差 中 优

百分比(%) CHL≤40 40<CHL≤80 CHL>80 CHL≤40 40<CHL≤80 CHL>80 SP≤40 40<CHL≤80 CHL>80

是否补植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 是 是

备注
重新选择

回归地

重新选择回归

地，同时补植，

补植至成活率

80%以上。

补植
重新选择

回归地

重新选择回归

地，同时补植，

补植至成活率

80%以上。

补植 补植 补植 补植

短期标准评价 重新回归 继续监测 继续监测 重新回归 继续监测 回归成功 回归成功 回归成功 回归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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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象鼻兰野外回归与监测技术模式图

象鼻兰野外回归与监测技术模式图见图 F.1。

图 F.1 象鼻兰野外回归与监测技术模式图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节气 小寒 大寒 立春 雨水 惊蛰 春分 清明 谷雨 立夏 小满 芒种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处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时间
1月

5-6 日

1 月

19-21 日

2 月

3-4

日

2 月

18-1

9 日

3 月

5-6

日

3 月

20-2

1 日

4 月

4-6

日

4 月

19-20

日

5 月

5-6

日

5 月

20-2

2 日

6 月

5-6

日

6 月

21-2

2 日

7 月

7-8

日

7 月

22-2

3 日

8 月

6-9

日

8 月

22-2

4 日

9 月

7-8

日

9 月

22-24

日

10 月

7-9

日

10 月

23-2

4 日

11 月

7-8

日

11 月

22-2

3 日

12 月

7-8

日

12 月

21-2

3 日

物候期 休眠期
萌 动

期

叶片、

花 序开

始生长

花 序

伸长生

长

显 蕾

至初花

盛 花

期

果 实

开始 膨

大

果 实

停止 生

长

果实

成熟

果实

开裂
果实脱落，养分积累期

落 叶

期
休眠期

操作

要点
种苗组织培养，培育

野外回归地点本底调查；

炼苗驯化栽培

野外回归定植；

回归成活植株生长和花期监测

叶面追肥，高温干旱季节喷雾降温增湿；

回归成活植株结果情况调查；

果实采集养

成活率调查

种苗组织培养，种子萌发

壮苗培养 驯化栽培 野外回归定植 野外监测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本底调查
	4.1　调查内容
	4.1.1　象鼻兰本底调查
	4.1.2　象鼻兰生物学、生态学特性

	4.2　野外回归类型与实施条件
	4.2.1　野外回归类型
	4.2.2　增强型回归条件
	4.2.3　重建型回归条件
	4.2.4　保育性回归条件


	5　野外回归地点选择与勘察
	5.1　选择原则
	5.2　野外回归地勘察

	6　野外回归准备
	6.1　野外回归材料类型和来源
	6.1.1　野外回归材料类型
	6.1.2　来源

	6.2　野外回归数量
	6.2.1　操作平台搭建

	6.3　其他材料

	7　野外回归定植
	7.1　回归地点选择
	7.2　附生树种选择
	7.3　附生位置选择
	7.4　种苗处理与运输
	7.5　定植时间
	7.6　定植方式

	8　野外回归管理与监测
	8.1　回归种群管理
	8.1.1　回归种群监测
	8.1.2　监测内容
	8.1.3　监测频度和期限


	9　回归成效评价
	9.1　短期标准
	9.2　长期标准

	10　档案管理
	（资料性附录）
	表A.1 象鼻兰生存群落调查表
	表A.2 象鼻兰野生资源调查表
	（资料性附录）
	表B.1象鼻兰拟回归地生境调查表
	（资料性附录）
	表C.1象鼻兰种子采集信息记录表
	（资料性附录）
	表D.1象鼻兰野外回归植物生长监测记录表
	表D.2象鼻兰野外回归物种物候观测记录表
	表D.3象鼻兰野外回归地人工抚育记录表
	（资料性附录）
	表E.1象鼻兰野外回归成活率评价表
	（规范性附录）
	图F.1  象鼻兰野外回归与监测技术模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