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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梭梭育苗造林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标 准 名 称： 柴达木盆地梭梭育苗造林技术规程            

 项 目 编 号：DB63JH-202-2022                         

 制、修订类型：      制   定                         

 主要起草单位：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    

 协 作 单 位：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藏高原野生植物资 

              源研究所、海西州林业站                

归 口 单 位：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起 草 时 间：     2022 年 7 月---202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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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2年 3月 4日，由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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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青市监函〔2022〕119号)，批准《柴达木盆地梭梭育苗造林技

术规程》地方标准的制定（项目计划编号为

DB63JH-202-2022）。

（二）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

协作单位:省农林科学院青藏高原野生植物资源研究所

         海西州林业站     

 （三）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宗  英 男 高级工程师
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
主要起草人

赵  越 男 副研究员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藏高

原野生植物资源研究所
起草编写

吕  嘉 男 正高级工程师 海西州林业站 起草编写

王  宁 男 研究员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藏高

原野生植物资源研究所
编写指导

朋毛当智 男 助理工程师
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
实地调查

多杰吉 女 工程师
海西州森林病虫害防治检

疫中心
实地调查

乔明星 女 工程师 海西州林业站 数据调查

马文良 男 助理工程师 海西州林业站 数据调查

靳占才 男 工程师 德令哈市林业和草原站 数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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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慧静 女 工程师 青海省林业技术推广总站 修改完善

杨正凡 男 工程师 乌兰县林场 试验调查

李  巍 男 副主任
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
数据整理

韩英杰 男 工程师
都兰金泰农业生态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试验调查

马  昀 男 硕士研究生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藏高

原野生植物资源研究所
试验调查

张旭斌 男 硕士研究生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青藏高

原野生植物资源研究所
试验调查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梭梭是荒漠区特有植物类群，是古老的第三纪种。梭梭属于

小乔木，呈灌木状，主要分布于柴达木盆地沙漠的风蚀沙丘、沙

地、山麓冲积扇、干河床、湖盆边缘及砾石戈壁上，在盐化、碱

化土上也有生长。梭梭叶退化为鳞片状，呈三角形，耐干旱、根

系发达，为典型的荒漠植被，其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带性特征。在

荒漠区梭梭对维持该区域脆弱的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遏制

流沙、固定沙丘、保护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等起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梭梭作为青海省柴达木盆地重要的野生植物资源，其经济效

益也很高，不但是较好的牧草资源，也是名贵中药材——肉苁蓉

的寄主。由于梭梭天然更新难度大，野生资源自然恢复缓慢，只

有借助人工繁育烖植，可加快资源恢复和生态修复。因此，保护

和发展这一区域的梭梭林，既是保护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农牧民

致富的物资基础，也是防沙固沙、减轻风沙灾害的生态防线。

    近年来，随着青海省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的推进和国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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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强化了梭梭林的保护，加大建设自然保护

区、封育区、修复区的力度，以梭梭为主的植被恢复成效显著。

同时也要积极扶持发展梭梭人工接种肉苁蓉，促进农牧民致富和

社会经济发展，通过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拉动梭梭的生态建设。梭

梭作为柴达木盆地乡土树种，其具有很好的防风固沙、固持水土

功能，已成为柴达木盆地荒漠区典型的旱生固土固沙优良树种之

一。

梭梭以其优异的抗逆性及易于繁育、栽植的特点，成为柴达

木荒漠区生态修复的主力树种，在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保护和建

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规范柴达木盆地梭梭苗木生产和造林

技术，提高造林质量、保证优质梭梭苗木的持续供给能力，青海

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结合工作实际，依据国

家和省规范性标准，起草了《柴达木盆地梭梭育苗造林技术规

程》，旨在提高梭梭育苗和造林质量，为梭梭育苗和造林提供技

术依据。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工作小组

该标准立项之前，根据工作需要，从 2018年 5月开始，开

展了梭梭育苗造林技术规程制定的大量前期相关工作，包括梭梭

资源调查、育苗和造林现场指导、相关标准资料查找搜集和整理

汇编、标准初稿起草和专家咨询等前期工作。2022年 7月份，

《柴达木盆地梭梭育苗造林技术规程》正式立项后，成立了标准

起草工作小组，优化工作计划，明确任务分工。

（二）提炼总结、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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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对柴达木盆地梭梭育苗造林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梳理，

提炼相关技术要点。同时收集、查阅、咨询、分析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文件,以及相关相关育苗、造林标准规范制定的一般

程序和工作经验，在起草人员充分讨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

确了该标准制定的范围，优化标准框架，形成标准草案。

（三）起草讨论稿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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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起草了《柴达木盆地梭梭育苗

造林技术规程》讨论稿，起草工作小组多次研究讨论，对标准框

架和内容进一步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随后，送至省

内 5位行业专家和 6个生产单位，广泛征求和咨询其意见建议，

根据提出的相关意见和建议，起草工作小组进行了修改完善，形

成标准预审稿。

（四）整理规范送审稿

2023年 7月 13日，由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相关单位专家组

成专家预审组对标准文本进行预审，完成预审意见汇总表，进一

步做修改完善，形式审查送审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系

（一）制定原则

    本规程的制定坚持“先进性、通俗性、实用性、统一性、规

范性”原则，从全面性、简便性、可操作性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

虑，确保标准发布实施后在生产实践中能够得到有效应用。

（二）制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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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的编制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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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编写，力求结构严

谨，文字简洁易懂，逻辑清晰，引用文件规范、准确。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柴达木盆地梭梭育苗造林技术规程》属首次制定，其名称、

内容及指标不与现行的国家标准、国内其他行业标准、林草行业

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之间存在包含、重复、交叉问题。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一)整体框架和内容

该规程从梭梭种子播种育苗中的种子采收与调制、育苗准备、

播种、苗期管理、苗木出圃、造林及档案管理等方面规定了相关

技术要求。

1、种子采收与调制。从种子采收时间、种子采收、种子调

制方面进行了具体规定。

2、育苗准备。主要包括育苗地选择、整地、基质处理等方

面做出具体规定。并以附录形式规范了基肥、土壤杀菌用量及使

用方法。

3、播种。主要包括播种时间、播种量、裸根苗、容器苗等

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并以附录形式规范了种子杀菌用量及使用方

法。

4、苗期管理。主要包括水分管理、光温管理、除草间苗、

施肥、有害生物防控等方面做了规定。并以附录形式规范了追肥、

叶面肥、杀菌杀虫药剂用量及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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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苗木出圃。从苗木调查、出圃年限、起苗和分级等方面

做了规定。

6、造林。主要从造林地选择、苗木处理、造林整地、造林

时间、栽植、抚育管理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并以附录形式规范

了基肥、生根液、杀菌杀虫药剂用量及使用方法。

7、档案管理。从育苗技术档案和造林技术档案做了规定。

（二）相关标准中相关指标的说明

本规范相关指标数据，均来自于育苗生产试验测试和造林验

证。是总结多年来柴达木盆地梭梭育苗造林技术研究成果和试验

的实践经验，主要技术参数真实可靠。

1、关于播种量的说明。通过对梭梭播种育苗不同播种量、

不同播种深度、不同土壤基质及不同播期的梭梭出苗率、单位面

积保苗数、苗高和地径等数据实测，从节省种子又能到最佳保苗

数且不影响苗高、地径生长的情况下，得出梭梭最佳播种量为 3 

g/㎡～4.5 g/㎡（30 ㎏／hm2～45 ㎏／hm2）之间。

2、关于基质土的说明。通过对 6种基质土（Ⅰ耕作土、Ⅱ70%

耕作土﹢30%河沙、Ⅲ50%耕作土﹢50%河沙、Ⅳ50%河沙﹢35%耕

作土﹢15%羊板粪、Ⅴ70%河沙﹢20%耕作土﹢10%羊板粪、Ⅵ河沙）

的保苗数、苗高生长、地径生长等数据实测，在考虑成本的前提

下每平米最佳保苗数应在 180～225株，得出土壤基质为 70%河

沙﹢20%耕作土﹢10%羊板粪。

3、关于播种深度的说明。通过对水平播种深度为不覆土和

覆土深度 0.5㎝、1.0㎝、2.0㎝、3.0㎝的梭梭苗木一个生长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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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单位面积的最佳保苗数播种深度之间有显著差异，得出最

佳保苗数播种深度应确定在 0.5cm～1.0cm之间。

4、关于标准文本表 A（资料性附录） 农药化肥用量及使用

方法。结合近年来柴达木盆地梭梭育苗造林日常生产管理经验和

实践总结而规定的。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该规程在制定过程中先后通过向青海大学农牧学院、青海省

农林科学院林业科学研究所、青海省林木种苗总站、西宁市林业

科学研究所、西宁市南山公园、海西州林草局、格尔木市林草局、

德令哈市林草局、都兰县林草局、乌兰县林草局及青海道康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等与科学研究、技术推广、管理机构和生产经营有

关的 11家单位的专家、管理人员征求了意见。共征集到 21条

意见，起草组成员对征求至的意见进行了集中讨论，采纳意见 17 

条，未采纳 4条，采纳意见均进行了修改完善。2023 年 7月 13

日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相关专家（3人）对《柴达木盆地梭

梭育苗造林技术规程》召开预审会，归纳共提出了 24条建议,详

见《柴达木盆地梭梭育苗造林技术规程》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

采纳 24条建议，采纳意见均进行了修改完善，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一）组织实施

1、做好宣传工作。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积极宣传和贯彻标

准，严格按照技术规程组织实施。

2、加强技术培训。提高行业技术人员的技术规程实施水平，

充分发挥本技术规程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梭梭育苗和造林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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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向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二）技术措施

1、指导柴达木盆地梭梭育苗生产和造林工作依照该规程的

具体要求执行。

2、做好标准的动态管理。加强与执行标准条款的有关人员

共同研究，对不适应的标准条款，找出解决办法，采取必要的技

术措施对其进行订正和修改。

本规程计划于 2023 年发布，复审时间为 2028 年。

   《柴达木盆地梭梭育苗造林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小组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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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查意见处理表

负责起草单位：青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

序号 标准条款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专家 处理意见和理由

1 1 取消“柴达木盆地和梭梭拉丁文学名”，对本段内容进行修改。 马青江 采纳并修改

2 2
删除引用标准年份，增加“GB 7908、GB/T 15776和 DB63/T 

299”
马青江 采纳并修改

3 4.1
将“每年 9月下旬～10 月中旬”修改为“9月下旬～10 月中

旬”，并补充说明种子翅果颜色变化为最佳采取时期。
马青江 采纳并修改

4 4.2 对该段文字内容进行修改，取消“棍棒敲击树体” 时保国 采纳并修改

5 5
将“育苗地的选择与整地”修改为“育苗准备”，“保护地育苗

场所的选取”修改为“育苗地选择”，并删除文中所有“保护地”
时保国 采纳并修改

6 5.3

将“整地方式和土壤处理”与“整地时间”内容合并，修改为

“整地与基质处理”，并对整地、作床、容器选择、基质调制等

内容进行分项描述，并删除容器规格

时保国 采纳并修改

7 6 将“种子处理”合并到“育苗准备”中，删除该章节 马青江 采纳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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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该章内容调整为“播种”，按裸根苗和容器苗进行分项描述，建

议参照其他标准对播种量进行修改
马青江 采纳并修改

9 8
对该章结构进行调整，从水分管理、光热管理、除草间苗、施肥

等方面进行修改
张登山 采纳并修改

10 8.4 将“病虫害防治”修改为“有害生物防控” 张登山 采纳并修改

11 9
将“出圃”修改为“苗木出圃”，增加苗木调查、起苗、分级内

容，并对该章结构进行调整
张登山 采纳并修改

12 9.1 出圃年限修改为“1年” 张登山 采纳并修改

13 9.5 “苗木质量分级”参照“DB63/T 236”执行 马青江 采纳并修改

14 9.7 删除该内容 马青江 采纳并修改

15 10
“种苗的选择及处理”修改为“造林”，从造林地选择、苗木处

理、造林整地、时间、栽植等方面进行修改完善
张登山 采纳并修改

16 11 删除该章节 时保国 采纳并修改

17 12 并到“造林”章节中 时保国 采纳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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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3 并到“造林”章节中 时保国 采纳并修改

19 14 并到“造林”章节中，完善相关内容 时保国 采纳并修改

20 15 删除该章节 时保国 采纳并修改

21 16 删除该章节 时保国 采纳并修改

22 17
该章节内容中补充育苗档案建立内容，参照 GB/T 15776和

DB63/T 299执行
马青江 采纳并修改

23 附录 A 将附录 A.表 A2进行合并为农药化肥用量及使用方法 张登山 采纳并修改

24 附录 B 建议删除 张登山 采纳并修改

说明:1 预审会专家提出意见数量：24 个;
    2 标准起草单位对意见处理结果：采纳 24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