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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规范》

编制说明

标 准 名 称：     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规范     

项 目 编 号：       DB63JH-101-2021             

制、修订类型：           制  定                 

主要起草单位：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服务保障中心         

协作单位：           青海省草原总站             

归 口 单 位：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起草时间：        2021 年 6 月---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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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规范》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1年 8月 17日，由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服务保障中心申

请地方标准的立项，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关于印

发 2021 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青市监函

〔2021〕253 号)，批准《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规范》地方

标准的制定 (项目编号 DB63JH-101-2021)。

2.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服务保障中心

协作单位：青海省草原总站

3.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于红妍 女 高级草原师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服务

保障中心
标准编写

康海军 男 高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资料收集

赵晓军 男 高级工程师 海北州草原站 资料收集

慈建勋 男 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标准编写

许发祖 男 高级草原师 大通草原站 资料收集

侯秀敏 女 推广研究员 青海省草原总站 标准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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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华 女 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资料收集

唐炳民 男 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项目实施

雅 琴 女 高级经济师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服务

保障中心
资料收集

马旭康 男 助理工程师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服务

保障中心
资料收集

赵宝伟 男 助理工程师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服务

保障中心
资料收集

李全亮 男 工程师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服务

保障中心
资料收集

马存新 男 助理工程师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服务

保障中心
资料收集

于 瑶 女 助理工程师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服务

保障中心
资料收集

龚贞慧 女 农艺师 湟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资料收集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我省草原虫害成果转化发展起步比较晚，技术推广方面存在着

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1、成果转化体系沟通的问题，推广应用

与科研结合度不紧密，科研院所没有专业的技术成果转化的推广团

队，因此大多成果只能够靠研究人员去转化，受人力因素限制，转

化速度和转化率较低；2、防控机械发展技术瓶颈多，由于三江源

地区及祁连山地区，海拔高，气候恶劣，山大沟深，防控机械单一

等原因，造成防控新技术推广应用受到限制。3、基层专业技术人

员匮乏，需要加强专业技术培养，技术人员知识结构层次不一，对

于技术服务难度大，需要建立规范化人员能力提升知识更新机制，

提高科技成果推广与应用能力。4、信息化服务水平较低，积极调

动省级专业技术力量，组成专业技术服务团队，加强农牧民信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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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培训，提高草原虫害防控服务的发展能力。因此，开展草原虫害

防控标准化建设工作尤为重要，以点带面，通过防控技术服务体系

建设，绿色防控集成技术推广与应用，从而推进监测体系、防控技

术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强化质量安全、检测、监管体系建

设，为标准化示范区乃至全省草原虫害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青海省草原害虫种类繁多，草原虫害危害面积 1939万亩，

严重危害面积 1088万亩，多年来，通过生物药剂+现代化机械技

术集成模式大面积推广标准化防控草原虫害，累计推广面积近千

万亩，危害面积下降约 30%。2018年在以泽库为代表的三江源区

建立了防控草原虫害标准化示范区，几年来，项目组收集和筛选

了目前发布实施的涉及草原虫害监测预警，生物防控草原虫害，

生物药品使用，安全、检验检测、防治器械使用、维护和防治效

果评估等方面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级地方标准及新制定的

标准，在研究、分析标准的性质、对象和作用、适用范围、内在

联系的基础上，对适用青海省高寒牧区的标准进行了归纳、分类，

并提出目前虫害防治中需要制定的标准。构建了标准体系框架，

建立健全了青海高寒牧区防控草原虫害的标准体系，并在三江源

区、祁连山地区推广应用。通过结合生物防控草原虫害标准体系

标准的运用，使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中有规可循，有矩可依，值得

在全省推广实施。

为了进一步使全省草原虫害防控建设规范化、标准化，科学

化，制定《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规范》是非常必要。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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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引领全省草原虫害防控走向正规化，系统化，该标准的制定

和实施，将完善草原虫害防控标准体系建设，构建出虫害防控新

技术转化、科技推广、科技培训等完整的科技服务体系，加强科

技成果的转化速度和先进技术的普及，规范防控技术，以达到

“两高两低”为目标，进一步实现生态保护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的提升；同时，提升专业服务团队、农牧民的标准化

意识，标准化水平，树立起草原虫害防控技术服务标准化的形象。

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系统性、先进性和实用性。将为促进草原生

态保护建设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必将为全省草原虫害治理工程广

泛推广应用。

三、主要起草过程

《规范》的制定过程成立编写起草小组，分配部署工作，修

订过程中主要参阅了相关资料，通过收集资料、项目实施、草案

的起草等过程，并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按照 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 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

素内容的确定方法》以及GB/T20001.5-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5

部分 规范标准》中修订起草与表述规则和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

本着科学、实用、先进的原则进行编制。

综合性叙述。如资料收集、调研、试验论证、拟稿、征求意

见、预审、整理送审等内容。

（一）前期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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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青质监标联[2018]5 号《关于下达 2018 年省级农业标

准化试点项目》的通知，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青海省农牧厅

联合下达了《生物防控草原虫害标准化试点》项目（编号

qnd2018-5）。项目组以黄南州泽库县为试点区，采取省、州、

县草原站和草原保护专业企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草原虫害绿色

防控标准化技术服务工作。通过收集国家现行适用的法律法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基础上，项目组构建了生物防

控草原虫害标准体系框架。参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等指导性文

件，编写了本规范，经过三年标准化试点建设，不断改进，不断

完善，项目成效显著。生物防控草原虫害标准化建设为标准的制

定提供了技术和理论基础。

（二）调研工作阶段

项目组选择了以泽库县、河南县为代表的三江源地区，在标

准化示范区实施过程中，也对以祁连山地区为代表的祁连县，刚

察县，柴达木盆地为代表的都兰县、德令哈市等地区生物防控草

原虫害工作进行了充分调研，通过总结生态系统不同区域防控虫

害的侧重点不同，进而提炼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体系，对标准

的制定起到了较好的引领性。 

（三）收集材料阶段

项目组通过广泛收集草原保护建设领域的相关标准，经查阅

分析可知，我国尚未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可依据，可引

用。通过收集资料、项目调研、项目实施、草案起草等过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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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领域内相关专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2部分 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以及

GB/T20001.5-2020《标准编写规则第 5部分 规范标准》中制定

起草与表述规则和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选择了《GB/T 38303 

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民技能培训规范》来规范标准中技术培训的相

关内容。本着科学、实用、先进的原则进行编制。

（四）编制标准阶段

项目组在做好前期工作调研、收集材料的基础上，组织技术

专业人员开展了标准的编制工作。编写人员遵循客观实际，规划

大纲、结构合理、操作性强的原则，围绕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

设工作内容及技术应用为重点，对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的原

则，建设程序，建设内容及建设成效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编写。项

目组编写标准从设计项目规划、建立框架、完善标准内容，进行

了多方面讨论研究，并在项目建设中不断补充、不断修改完善，

并通过与州、县一线技术人员沟通交流，汲取意见，及时调整修

改，使得《规范》内容得以充实和完善，最终形成了草案。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

标准的关系

1.制定标准的原则

《规范》在制定过程中坚持“科学、优化、具体、实用和可

操作性”原则。在科学试验和多年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省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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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防控的实际，总结和借鉴了科学、实用和可操作性强的方法，

融合了科研成果及多年防控实践，体现了综合技术的科学性、适

用性、通用性、规范性。可操作性强，保持了较高的科学性，可

行性和适用性。

2.制定标准的依据

编写过程中严格按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1.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的要求和规定编

写《规范》内容，文字描述简洁、通俗易懂、逻辑清晰，引用文

件规范、准确，做到操作可行合理。

本《规范》的编写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无冲突和

矛盾。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一）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1、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草原虫害防控技术服务标准化建设工作。

2.主要技术内容

本《规范》主体内容包括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原则、建

设程序及建设内容及建设成效等三个部分，涵盖了草原虫害防控

标准化技术服务的全过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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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建设原则，是草原虫害防控技术服务标准化建设的

依据，目的在于保证技术服务的有效开展，标准化技术的推广应

用；

第二部分建设程序和内容，规定了服务组织、服务技术组织

的资质要求，服务人员专业技能要求，服务设备及设施的要求，

建立管理体系，规定了服务项目内容，作业能力要求及安全保护

内容，规定了技术服务内容。

第三部分标准化建设成效，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三方面内容。

（二）主要编制原则说明

在规范的编写过程中，项目组立足服务地域虫害的发生危害

原则，利用我省目前已形成的草原虫害监测预警技术体系，防控

技术体系，质量服务技术体系，按照草原虫害防控技术服务为目

标，结合相关技术需求，集成防控技术，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

代化技术服务标准化建设；以全面性、协调性、创新性为原则，

以整体效益为目标，精细化管理为任务，组织合理安排服务技术

人员，基层技术推广人员、专业植保人员共同参与，实现产学研

相结合高效运行模式；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草

原虫害监测预警体系，科技项目跟进，专家技术服务配套到位，

实行“五统一”管理模式，促进了生物防控草原虫害的规模化、

标准化、科技化、规范化；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完善资金管理、

考核管理、质量管理体系，确保标准化建设的规范化运行及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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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以不同草地类型虫害危害区域特点，

适时、适地开展标准化防控建设工作，通过搭建标准体系，使得

草原虫害防控向标准化、科学化、专业化发展。通过多种形式宣

传、培训，引导农牧民标准化水平及标准化意识不断提高。通过

防控服务，提高标准化建设质量发展，为草原保护提质增效、安

全防控提供科技支撑。通过标准化试点区、示范区建设，效果显

著，有效地保证了草原虫害的防控效果，并提高了防控效率。标

准化防控覆盖率达到 100%。通过项目实施，标准的实用性较强，

经问卷调查，应用满意率达到 95%以上。本标准的实施可促进全

省草原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适宜在全省推广应用。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根据标准起草单位拟定的《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规范》

工作方式和工作程序，标准起草单位于 2022 年 3 月至 2022 

年 5月，分别向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大学、青海畜

牧兽医学院、黄南州草原站，海北州草原站、果洛州草原站和同

仁县草原站等单位及相关领域的 7位专家征求意见。征询意见过

程中，收到专家的回复意见，在所征求意见中，未出现重大的分

歧意见。本编写组认为修改意见有利于本标准的完善，部分采纳。

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青海省地方标准管理办

法》有关规定，2022年 6月 25日省林业标准化委员会组织中科

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大学、青海畜牧兽医学院、黄南州

林业和草原站，海北州草原站等相关领域的 5位专家，进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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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预审汇总整理归纳出 8条意见建议，编写组按专家提出的

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上报。具体意见参见“预审意见汇总处理

表”。在所收到的修改意见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经起草

单位和编写组认真讨论，认为部分修改意见有利于本标准的完善，

部分采纳。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该标准在全省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涉及全省草原虫害防控的关

键共性技术，标准的实施主体包括林业和草原站、草原保护相关企

业、植保企业、农牧民合作社等，在服务过程中各服务主体可相互

补充、互相配套合作，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本标准的制定将为标准

化工作提供建设依据，该标准的制定具有先进性、有效性、适用性， 

能够在我省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中有引领、支撑和保障作用。 

建议在全省草原虫害标准化防控工作中推广与应用，并在使

用过程中积累经验，不断完善，使本标准得到优化。

八、预期的社会、生态效益

该标准属于公益性标准，在全省范围内具有规范性和普遍性，

设计全省草原虫害防控技术服务，其实施主体包括草原技术推广

部门、植保专业队、植保企业等，服务过程中相辅相成，配套合

作，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本标准适用性强，为适时、有效的开展

草原生态保护奠定了基础，对于提高农牧民收入、提高幸福指数、

维护牧区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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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虫害防控标准化建设规范》标准起草小组

                       二Ο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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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

负责起草单位：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服务保障中心 

序号 标准的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人员） 处理意见及理由

1 6.3 进行补充完善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周华坤）
采纳

2 1.1 建议“合作社+服务区+农牧户”改为“合作社+服务区+项目户” 黄南州草原站（马青山） 采纳

3 1.3
建议“包括植被生产力水平提高，农牧民增收；减少牧草损失，效益显著等内容。”改
为“包括草地生产力水平提高，减少牧草损失，增加农牧民收入；产生的效益显著等内

容”
黄南州草原站（马青山） 采纳

4 5.4.2
“由技术服务推广专业技术人员、技术服务负责人构成”改为“是由技术服务推广专业技

术人员、技术服务负责人构成”
海北州草原站（吉汉中） 采纳

5 5.8 应改为采取多种多样形式进行标准化宣传“在标准化实施地区”进行宣传 青海大学（芦光新） 采纳

6 5.1 “标准化建设服务选择”改为“标准化建设服务” 青海畜牧兽医科学院（施建军） 采纳

7 5.9 “标准化过程控制”改为“过程控制” 青海畜牧兽医科学院（施建军） 采纳

8 5.8 “提高标准化认识”改为“增强标准化建设意识”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所（周华坤）
未采纳，提高更准确

9 5.6.2 “标准化建设”改为“标准化建设与实施” 青海畜牧兽医科学院（施建军） 采纳

10 1.2 “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改为“可操作性强的作业设计” 黄南州草原站（马青山）
未采纳，大部分实施方案

有作业设计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