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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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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服务保障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服务保障中心，青海省草原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于红妍、康海军、赵晓军、慈建勋、许发祖、侯秀敏、刘华、唐炳民、雅琴、

马旭康、赵宝伟、李全亮、于瑶、马存新、龚贞慧。

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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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原则，建设内容，建设成效评估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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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63/T 1990 生物防控草原虫害技术服务规范

DB63/T 1989 生物防控草原虫害标准体系

DB63/T 165  防治草地害虫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草原虫害标准化建设

遵循简化、统一、协调、优选的原则，以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为依托，为草原保护建立健全规范的技术

流程和质量评价标准，并通过制订标准和实施标准，建立和完善草原虫害防控标准体系，达到草原虫

害防控的一体化和标准化，促进农民增收，实现最佳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

4　建设原则

4.1　全面性原则

涵盖草原虫害调查监测、防控技术、安全管理、残留检测、质量评价、技术培训等内容。

4.2　系统性原则

    掌握草原虫害发生规律，技术推广部门调查监测预警，行政部门组织省、州、县三级联动，形成草

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方案，采用生物药剂，虫害发生适宜期三方“技术服务+专业防控队伍+牧户”协

作，通过现代化技术集成模式进行绿色高效防控。

4.3　创新性原则

随着草原虫害防控技术方法、手段的发展及时对体系进行更新修订根据现代科技的最新发展，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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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更新标准体系内容，以保证标准体系的先进性。

5　建设内容

5.1　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规划

依据全面性和系统性原则，按照区域总体规划和布局，从草原害虫种类、危害面积、危害等级、危

害地点等内容制定实施方案，包括建设区域规划、实施内容、实施期限、技术指标、效益指标及服务质

量评价。

5.2　标准体系 

5.2.1　资料收集

收集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区域自然资源资料，标准化建设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现行标准并

整理汇总。

5.2.2　标准体系框架

以防控草原虫害技术服务为对象的标准体系，标准体系框架参照DB63/T 1989执行。

5.2.3　动态维护

标准体系是一个动态系统，随着技术服务需求的不同，在标准使用和实施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改进完

善，进行更新，符合服务需求。标准体系与标准化建设要相辅相成，适用于现阶段草原虫害防控。

5.3　组织实施

5.3.1　实施计划

制定实施计划，主要包括：

a) 建设地点；

b) 建设时限；

c) 投入品和物资的准备；

d) 实施人员；

e) 建设内容；

f) 防效检查。

5.3.2　标准化建设与实施

组织开展防控草原虫害标准化建设各项工作的实施过程。

5.3.3　成立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

建立行政主管部门、技术推广部门、标准化监管行政部门和建设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等组成的标

准化建设领导小组。其职能为负责建设项目的组织、协调、管理及监管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5.3.4　成立标准化建设技术小组

  是由技术服务推广专业技术人员、技术服务负责人构成。负责建设项目的设计规划、制定实施方案、

建立标准体系、开展技术培训和标准宣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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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管理及保障

5.4.1　组织机构

以成立领导小组，技术小组，实施小组等形式，保障草原虫害标准化建设协调管理。

5.4.2　质量保障

按照DB63/T 1990，DB63/T 1989，DB63/T 165质量要求执行。

5.4.3　标准化培训

开展技术培训和安全培训，包括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编制培训材料、培训、培训成效

等内容。

5.4.4　标准化宣传

在标准化建设区采取多种多样宣传形式，方式包括：

a) 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

b) 专题报道、标语、宣传册（单）、宣传片等；

c) 技术观摩会进行标准化相关知识的宣传活动。

6　标准化建设成效评估

6.1　生态效益，包括以下内容：

a) 生物药剂使用安全；

b) 植被盖度增加；

c) 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d) 草原生态系统向好发展。

6.2　社会效益，包括以下内容：

a) 建立标准化防控的长效机制；

b) 防控效果达到防控要求；

c) 牧民满意度。

6.3　经济效益，包括以下内容：

a) 草地生产力水平提高；

b) 减少牧草损失；

c) 增加牧民收入；

d) 产生的效益等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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