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湛江市地方标准《红树林苗木出圃技术规程》（征求意

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红树林苗木出圃技术规程><养

殖塘清退区红树林湿地生态修复技术规程>两项湛江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

的通知》（湛市监计函〔2021〕1306 号），广东省湛江市自然资源局作为项目主导

单联合广东海洋大学和湛江市林业良种繁育场立项开展湛江市地方标准《湛江市

红树林苗木出圃技术规程》。 

二、标准编制背景与目的意义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岸带海陆交错区生产能力最高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

在净化海水、防风消浪、维持生物多样性、固碳储碳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同时也是城市沿海湿地资源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保障城市近海生态安全作出

巨大的贡献。足够数量和高质量的湿地，对于建立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实现城市

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据统计，广东现有红树林 1.06 万公顷，是我国红树林分布

面积最大的省份，其中，湛江红树林面积最大，占全省的 80%，并且拥有全国面

积最大的红树林保护区(7230hm2)。 

近年来，中国开展严格的红树林保护工作和恢复工程，扭转了 20 世纪前我

国红树林面积大幅度减少的趋势， 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海岸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陆海统筹，构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017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

考察时指出，一定要尊重科学，落实责任，把红树林保护好!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

红树林的保护和修复工作，红树林修复将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国家生态保护修复

的重点任务之一。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红树林保护修复



 

 

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 年)》，明确提出“到 2025 年，计划营造和修复红树林

面积 18800 公顷，其中营造红树林 9050 公顷，湛江市红树林营造目标面积为 2813

公顷，占了全国的 31.10%，任务非常艰巨。 

随着湛江市红树林保护与修复工作的不断深入，现有标准不能满足新的需求，

亟需构建新时期面向碳中和及生态修复实际需求的红树林保护与修复标准体系。

而苗木出圃是育苗工作最后一环，也是重要的一环。出圃准备工作充足与否，出

圃技术的好坏，直接影响苗木质量、定植成活率及幼树的生长。因此，必须保证

出圃质量。为了规定红树林苗圃培育苗木出圃相关技术要求，特制定了本技术规

程，以期为湛江市红树林保护与修复提供科学合理的技术标准支撑。 

三、标准编制原则 

1、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等。 

2、严格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的技术要求进行编制起草。 

3、充分查阅相关资料文献，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及生产技术，能够反应红

树林苗木出圃科学研究的成果和检疫要求的实践经验，同时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操作性强，方便标准实施。 

4、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已发布的同类标准的样本，在编写内容上力求简

明、准确。 

四、主要工作过程 

1、项目来源于《2021 年生态修复项目（红树林营造修复项目）》，由湛江市

自然资源局主导联合多家参与单位申报，前期通过阅读文献、现场调研、收集大

量红树林苗木出圃技术方面资料，在红树林生态修复、苗木繁育等相关研究基础

上，完成湛江市红树林苗木出圃技术规程标准草案稿框架，并对分级与检验、起

苗、练苗、包装与运输、贮藏与假植的技术规则进行了编写。2021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立项。 

2、2022 年 1 月，广东省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广东海洋大学和湛江市林业良



 

 

种繁育场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并开展前期调研和资料收集工作。 

3、2022 年 2 月～2022 年 5 月，为保证标准的顺利编制，起草小组对收集到

的红树林苗木出圃技术资料进行了归类、分析和统计，并开展了现场调研等工作，

同时充分征求了科研、管理等相关部门人员的意见，查阅了有关文献，进行了充

分的调查研究，在总结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多次修改标准草案，最终确定了标准

的技术内容。 

4、2022 年 6 月，为进一步确保红树林苗木出圃技术规范性，由湛江市自然

资源局牵头组织各参与单位开展红树林苗木出圃技术规程编制研讨会。 

5、2022 年 7 月～2022 年 8 月，起草小组完成标准的前期调研和资料收集工

作，并根据调研结果和相关文献编写《湛江市红树林苗木出圃技术规程（工作组

讨论稿）》。 

6、2022 年 9 月～2022 年 10 月，邀请行业内人士和科研机构相关专家对标

准初稿进行审查，在前期调研、征求科研、管理等相关部门人员的意见的基础上，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五、标准主要条款编制说明 

本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参考了大量的红树林相关研究资料及苗木栽培和生

态恢复等相关标准，并结合湛江市红树林生态恢复、苗木出圃的实际情况而制定，

本标准主要包括湛江市红树林苗木出圃的分级与检验、起苗、练苗、包装与运输、

贮藏与假植的技术规程，具体内容如下： 

1. 术语和定义 

规定了“红树林”、“真红树植物”和“半红树植物”的术语和定义。“红树

林”、“真红树植物”和“半红树植物”均引用了 DB44/T 284-2005《红树林造林

技术规程》中的术语定义，作为本文件的重要术语定义，有利于标准文本的理解。 

2. 程序的确立 

本章按照通常的逻辑次序确立湛江市红树林苗木出圃技术规程标准中所针



 

 

对的具体程序的构成，程序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图1 红树林苗木出圃程序流程图 

本章内容按照 GB/T 20001.6-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 6 部分 规程标准(OCR)》

的技术要求进行编制起草。 

3. 分级与检验 

本章规定了红树林苗木的分级与检验方法。 

苗木出圃前引用 DB44/T 245《广东省主要阔叶树种苗木质量分级》中描述

的方法进行分级，各树种苗木分级依据湛江市红树林苗木具体生长情况而制定

（附录 A、附录 B）。 

苗木的检验方法参照《<植物检疫条例>2017 年修订版（国务院令第 687 号

修订）》中的检疫检验要求，对出圃前苗木和产地苗圃进行农业有害生物和危险

性林业有害生物进行检验检疫。 

4. 起苗 

规定了断根起苗、松土起苗、伤根处理、起苗时间四个部分。断根起苗、松

土起苗依据苗木的划分等级（附录 A、附录 B）结果，总结不同等级苗木的生长

特点并参照 DB14/T 643-2011 《造林绿化苗木起运技术规程》而制定相应的起苗

1 分级与检验（见 5） 

5 贮藏与假植（见

2 起苗（见 6） 

3 练苗（见 7） 

4 包装与运输（见 8） 



 

 

方法；伤根处理和起苗时间则依据广东湛江市地区的红树林苗木实际生长情况和

气候特点而编制。 

5. 练苗 

规定了练苗方法和练苗时间两个部分。依据广东湛江市地区的地理环境、气

候特征和水文环境特征规定了红树林苗木的练苗方法和时间。 

6. 包装与运输 

 本章主要参考 DB14/T 643-2011《造林绿化苗木起运技术规程》中苗木起运

技术方法，结合湛江红树林苗木实际生长特点而编制。 

7. 贮藏与假植 

 本章规定了红树林苗木的贮藏与假植方法。主要参考 LY/T 1938-2011《红树

林建设技术规程》中的技术方法，结合湛江红树林苗木实际生长特点而编制。 

8. 标记与记录 

 规定了苗木的质量检验证书、基本档案和生产档案三个部分。本章主要参考

DB44/T 284-2005《红树林造林技术规程》中档案资料管理方法，结合湛江红树林

苗木出圃检验检疫要求编制。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虽然目前国内外有红树林造林技术和红树林植被恢复的相关报道，但国内尚

未见红树林苗木出圃技术规程类标准发布，本次制定为湛江市红树林苗木出圃技

术规程的首次编写，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积极的意义。本标准在制定时，根据湛江

市的实际情况，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经验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吸收。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性协调，没有矛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撰写过程中，没有出现重大意见分歧，在标准实施的过程中，有待于

广泛征求广大专家和研究、生产、管理单位的意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按照标

准化的原则，协商解决分歧意见。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首次制定，有待于在贯彻实施中进一步修改完善。建议本标准为推荐

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红树林是重要的沿海生态系统，同时也是碳汇的重要环节，具有重要的生态

价值和经济价值，故本标准应尽快发布实施；依据标准对红树林苗木出圃技术进

行全面且规范实施，有利于湛江市红树林的生态修复与开发利用。 

十一、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湛江市红树林苗木出圃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小组 

2022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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