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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故道围村林建设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黄河故道围村林建设项目设计、营造、管护，以及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黄河故道范围内围村林的新建、改造和更新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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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6001-1985 育苗技术规程

GB/T 15776-200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16453.6-1996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GB/T 18337.3-2001 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

DB32/T 2933-2016 农村（村庄）绿化管理与养护规范

DB32/T 1447-2009 村庄绿化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围村林 Surrounding village forest

指分布在村庄周围、房前屋后和自留地等区域的人工林，具有生态保护和安全防护功能，能起到调

节气候、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人居环境等作用。

4 规划设计

4.1 指导思想

以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为宗旨，以改善农民居住环境、提升农村景观效果、增加农民经济效益

为主要目标，从树（品）种科学布局、植物景观营建、配套栽培技术等方面，建成具有苏北黄河故道地

区特色的高效围村林，整体提升苏北黄河故道地区村庄绿化的景观、经济和生态效益。

4.2 规划原则

4.2.1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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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土地利用、景观绿化、居民布局、蔬菜生产、产业发展和历史文化传承等因素，因村制宜，

建立多功能、多效益的高效围村林。

4.2.2 优化结构，绿美并举

按照适地适树和绿化、美化、彩化的要求，以乡土树种为主，合理搭配速生与慢生、常绿与彩叶树

种，提高彩叶树种配置比例，综合提升围村林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

4.2.3 生态宜居，造改结合

坚持“生态宜居、绿色发展”的原则，优先保护自然生态空间，优化零散土地布局，发展与保护并

重，坚决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相得益彰。

4.2.4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依托乡村田园风光和历史文化特点，结合特有的农业景观、建筑风貌、乡土文化，通过科学布局和

植物景观美化，更好地体现文化特色、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

4.3 种植模式

4.3.1 环村种植模式

根据自然条件、经济状况、群众喜好和产业基础等因素，选择适宜种植模式（包括：乔木型、乔灌

型、乔草（花）等），以发挥防风固沙、保护村庄和美化环境等功能。

4.3.2 道路种植模式

根据街道宽窄和周边环境，以乔木为主、灌木和花卉搭配，选择适宜种植模式，发挥绿化美化村庄、

保护设施和保障人员安全的功能。

4.3.3 隙地种植模式

利用村前屋后的各类型隙地，因地制宜，以景观建设为主，结合发展小果园、小花园等，建设供村

民休闲、游憩的开发绿地，实现隙地的绿化、美化、香化和文化功能。

4.3.4 沟塘种植模式

对沟渠、坑塘周边，应以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和绿化美化为主要目标，采用近自然的水岸绿化模式

进行种植。

5 树种选择

5.1 选择原则

根据黄河故道地区土壤粉沙粒含量高的特点，以体现地域性植被景观特色的乡土树种为主，适当引

进成熟的能适应本地区气候条件的优良树（品）种。

5.2 苗木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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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村、主要道路种植以乔木为主，辅以小乔木、灌木、花卉或者草坪等。其中，乔木以地径不小于

4 cm，高250 cm 以上，冠幅100 cm 以上带土球为宜。小乔木和灌木以两年生为宜，树冠完整均匀，根

系良好，无病虫害。

5.3 植物配置

植物配置应合理组织空间，疏密相间，曲折有致，高低错落，色调相宜。

5.3.1 单纯林配置

适用于生长速度快，抗性好，彩叶类大乔木，可用于环村、道路以及集中连片的区域。

5.3.2 乔灌配置

乔木树种与灌木（小乔木）树种比例为3:2 ~ 2:1。其中，乔木种类可选择常绿树种与彩叶树种的搭

配，比例1:5 ~ 1:6；灌木（小乔木）可选择带状、点状、团状等种植模式。

5.3.3 乔草（花）配置

乔木下种植观赏草、花卉等草本植物，提高景观效果。

5.4 推荐树种

树种详见附录A。

6 种植施工

6.1 土地整理

6.1.1 景观保护

保护好原有古树名木、大树、绿地、水体等良好的环境资源。

6.1.2 垃圾清运

清运种植区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沙石瓦砾等杂物。

6.1.3 整地

土地翻耕（深度10 cm ~ 15 cm）平整，根据林木种植要求、树种特性、苗木大小等确定定植穴的位

置和规格。

6.1.4 定植穴

采用定点挖穴的方法，穴的规格根据苗木的规格而定，一般比根系或土球直径大20 cm ~ 30 cm。

6.1.5 撒施基肥

以有机肥作为基肥，一般乔木定植穴内撒施腐熟有机肥5 kg，小乔木和灌木定植穴内撒施腐熟有机

肥2.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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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苗木运输

以带土球苗木最佳。裸根苗应随起苗、随种植，严防风吹日晒。不能马上栽植的苗木，应选背风阴

向、土层深厚、排水良好、安全无害的地方假植，但时间不宜过长。

6.3 种植方法

6.3.1 苗木修剪

树冠修剪：根据不同种类、不容季节适量修剪，疏枝、短截、摘叶，较大剪口应涂抹防腐剂，保持

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水分代谢平衡。

根部修剪：对裸根苗，修剪过长根和损伤根。

6.3.2 种植密度

大乔木种植株距一般为4 m ~ 6 m，小乔木和灌木绿化株距一般为1 m ~ 3 m。

6.3.3 种植苗木

树干垂直于地面。带土球的苗木，土球顶部高出原土1 cm ~ 2 cm，较大苗木需用支柱支撑。裸根苗

木，保持原根颈土痕与原土平齐。

6.3.4 定植水

种植后，在树坑边缘部砌灌水堰，浇透水，使土壤与根系紧密集合。发现树苗有倒歪现象应及时扶

正。

7 养护管理

7.1 整形修剪

7.1.1 乔木修剪

修剪去掉徒长枝、病虫枝、交叉枝、并生枝等。主干明显的苗木，修剪时注意保护主枝；同时，注

意与电线、路灯、变压设备等保持安全距离。

7.1.2 灌木修剪

遵循“先上后下、先外后内、去弱留强、去老留新”的原则，根据苗木的特性，修剪成自然丰满的

树形，例如石楠的圆球形、海棠的开心形等。

7.1.3 绿篱修剪

使绿篱轮廓清楚、线条整齐，顶面、侧面平整柔和，每年修剪2-3次。

7.2 水肥管理

7.2.1 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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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春季和秋季施肥，以腐熟的有机肥为主，根据树种、树龄、生长期、观赏期以及土壤理化特

性合理施肥。

7.2.2 浇水

一般在夏季干旱时期，根据天气情况酌情浇水。

7.3 病虫防治

遵循“预防为主、科学防控”的原则，一方面利用植物多样性来保护天敌，抑制病虫害；二方面及

时清理带病虫的落叶残枝等，防止病虫害蔓延；三是按照国家农药合理使用准则规范使用农药。

7.4 更新调整

根据苗木生长状况，通过修剪、间苗、补种等方式，适时做好密度调整，保障苗木健康和景观优美。

8 档案管理

8.1 基础档案

包括造林地点、权属、土地类型，气象条件、地下水位、土壤状况、主害风风向与风速，以及植物

种植种类等相关资料。

8.2 技术档案

包括规划设计、招投标文件，造林树种、苗木来源（起源、规格、运输距离和处理方式等）、整地

方式、造林密度及配置、栽植时间、栽培管理、病虫害发生及防治、成活率等技术资料及相关图片资料。

8.3 资金档案

包括经费来源及使用等相关资料文件。

8.4 管理档案

包括土地权属变动情况；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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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围村林主要推荐树（草）种

序 号 树 种 主要特征 备注

1 中山杉
半常绿乔木，喜深厚疏松湿润土，耐水湿和水淹能力强，耐

盐性突出，在土壤含盐量小于 0.3%的条件下均能正常生长。

2 落羽杉 落叶乔木，高达 25 m，生长迅速，抗风，耐水湿。

3 柳杉
常绿乔木，高 25 m，尖塔型，喜湿，稍耐阴，喜肥沃湿润

土；速生，浅根。

4 旱柳
落叶乔木，高达 18 m，喜光，耐寒，湿地、旱地皆能生长；

根系发达，抗风能力强，生长快，易繁殖。

5 河柳
落叶乔木，适应性广，萌发力强，喜光，耐寒，喜水湿，

耐盐碱，生长快，易繁殖。

6 榉树
落叶乔木，高 25 m，深根，抗风，耐烟尘，较抗病虫，喜

水肥，能耐盐碱。

7 朴树
落叶乔木，高达 25 m，生长快，深根性，抗风，少病虫害，

耐水湿、盐碱。

8 栾树 落叶乔木，较抗风、耐盐碱、水湿，主干通直。

9 乌桕
落叶乔木，高 20 m，生长迅速，抗风，耐水湿、盐碱，适

应性强。

10 元宝槭
落叶乔木，高 8-10 m，耐寒、耐旱，忌水涝，根系发达，抗

风力较强，喜深厚肥沃土壤，入秋叶变红。

11 三角槭
落叶乔木，高 5-10 m，喜光，稍耐阴，喜温暖湿润气候，

稍耐寒，较耐水湿，耐修剪。秋叶暗红色或橙色。

12 ‘金陵红’ 三角槭新品种，落叶乔木，生长迅速，秋季叶片亮红色。

13 紫荆
落叶乔木。喜光，有一定的耐寒性。喜肥沃、排水良好的

土壤，不耐淹。

14 银杏
落叶大乔木，喜光、速生、深根性树种，高 25~30 m，干

直，抗风，不耐盐碱及过湿土壤。

15 马褂木
落叶大乔木，高 25 m，速生、抗风，深根性，忌水湿，喜

温暖湿润，优良用材防护树种。

16 重阳木 落叶乔木，较抗风、耐盐碱、水湿，主干通直。

17 良种刺槐
落叶乔木，高 10~25 m，根系浅而发达，生长迅速，耐干

旱、瘠薄，耐盐碱，适应性强，为优良的造林绿化树种。

18 紫叶李
落叶小乔木，高可达 8 m，叶常年紫红色。喜光，对土壤

适应性强，不耐干旱，较耐水湿，根系较浅，萌生力较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4%B9%94%E6%9C%A8/30832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3%E5%85%89/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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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紫薇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高 7 m，花期 6-9 月，喜光，喜肥，

耐干旱，忌涝，性喜温暖，而能抗寒，萌蘖性强。

20 樱花
落叶乔木，高 4-8 m，花期 3月，喜温暖湿润，忌水涝，耐

寒，耐旱。

21 桂花 常绿乔木，高 3-5 m，花期 9-10月上旬，喜温暖湿润。

22 贴梗海棠 落叶灌木，高 2 m，花期 3-5月，耐寒、耐贫瘠。

23 鸡爪槭
落叶小乔木，叶形美观，秋叶红色或橙红色，弱阳性，耐

寒，忌涝。

24 ‘金陵黄枫’ 鸡爪槭新品种，生长季节叶片亮黄色。

25 ‘金陵丹枫’ 鸡爪槭新品种，新叶橙红色，成熟叶片逐渐转为黄色。

26 夹竹桃 常绿灌木，高 5 m，生长快，深根性，抗风，耐水湿、盐碱。

27 海棠
落叶小乔木，高达 7m，喜阴湿，夏季忌高温，喜土壤疏松

肥沃环境。

28 梨 落叶小乔木，喜光，喜温湿，果多汁味美。

29 石榴
落叶小乔木，适应性极强，耐旱、耐寒，花色红艳，果形

美观。

30 桃 落叶小乔木，较耐干旱，不耐水湿，花色鲜艳，果昧味美。

31 杏
落叶小乔木，阳性树种，适应性强，深根性，喜光，耐旱，

抗寒，抗风，寿命长。

32 无花果
落叶小乔木，高达 10 m，喜光，根系发达，对土壤要求极

不严格，比较耐旱、盐碱。

33 桑
落叶小乔木，耐干旱、瘠薄和水湿，喜光、喜温，适应性

强，叶蛋白质含量高、可养蚕，果实酸甜可口。

34 红花檵木
常绿灌木，叶片暗红色，花期 4-5月，喜光，耐旱，耐寒、

耐瘠薄，萌芽力和发枝力强，耐修剪。

35 红叶石楠 常绿小乔木或灌木，新梢和嫩叶鲜红，耐盐碱，耐贫瘠。

36 金边黄杨
常绿灌木，高 3-5 m，叶片有较宽的黄色边缘，喜光，耐

旱耐寒，萌芽力和发枝力较强，耐修剪、耐瘠薄。

37 紫穗槐 落叶灌木，生长快，较耐旱、瘠、盐碱、水湿。

38 杞柳
落叶灌木，喜光照，耐水湿。光照不足，生长不好，常生

于山地河边、湿草地。

39 柽柳 落叶灌木，生长快，耐旱，耐水湿，极耐盐碱。

40 金针菜
多年生草本植物，耐寒，适应性很强，以半荫湿润的地方

生长为最好，可食用，优良的水土保持植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6%B6%9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4%E6%9C%A8/332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4%B9%94%E6%9C%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91%E7%A7%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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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狗牙根
低矮草本植物，秆细而坚韧，匍匐地面蔓延生长，适应性

极强，为良好的固堤保土植物。

42 黑麦草
多年生草本植物，秆高 30~90 cm，喜温凉湿润气候，不耐

旱，尤其夏季高热、干旱更为不利。

43 白三叶
多年生草本，适应性广，抗热抗寒性强，可在沙质土中生

长，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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