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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2 年 3月 28日，由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申请地方标准

的立项，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关于印发 2023 年

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青市监函〔2023〕144 

号)，批准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制定发布的《冬虫夏草采挖技

术规程》DB63／T701-2008（2021）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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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项目编号（DB 63JH-099-2023）。

（二）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协作单位：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三）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李玉玲 女 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 标准的整体规划

李秀璋 男 副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 标准的具体编写

王生云 男
林业高级工

程师 青海省玛可河林业局 标准的具体编写

张桂萍 女 林业工程师
西宁市湟中区林业和

草原局
资料收集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汤中和 男 高级兽医师 玉树市林业和草原综
合服务中心 野外调查

马晓林 女 林业工程师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资料整理

逯亚玲 女 林业工程师  
青海省草原改良试验

站
数据整理

金晓燕 女
林业助理工

程师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实验林场       
资料收集

姚孝宝 男 秘书长 青海省冬虫夏草协会 资料收集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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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要性

1. 冬虫夏草是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一种珍贵的传统

药材，为线虫草科冬虫夏草菌（Ophiocordyceps sinensis）寄生在

蝙蝠蛾科昆虫幼虫上的子座和幼虫尸体的干燥复合体。由于其药

用价值，近年来已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生物商品之一，并被广

泛交易。冬虫夏草的采集为 100多万人提供了关键的家庭收入，

在冬虫夏草核心产区这一比例高达 90～100%，而在非核心产区

这一比例约为 20～0%。冬虫夏草菌的寄主为蝙蝠蛾科幼虫，蝙

蝠蛾幼虫期主要生活在地下并以高寒草甸建群种珠芽蓼、小大黄、

金露梅等植物根系为食物来源，因此冬虫夏草在生态系统中占据

着特定的生态位，对青藏高原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高寒生态系统的

稳定发挥着关键作用。

据报道，青海、西藏冬虫夏草分布密集区目前产量仅为 25

年前的 10%，全国的冬虫夏草产量仅是 25 年前的 3.5%左右，而

产量呈下降趋势。除了部分地区的不科学采挖和过度放牧等人类

活动外，全球气候变化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

整体变暖。在人为因素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双重作用下，冬虫夏草

的栖息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导致其野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野

生种群严重濒危，危及其可持续性。如果气候继续以同样的速度

变暖，未来冬虫夏草产区气候将接近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最

高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情景（RCP8.5），则预计未来 50年内约有

36%的现有栖息地将不在利于冬虫夏草的生长。自 1999年起，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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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夏草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物种。近日，《2018年中国生物多

样性红色名录》进一步将其升级为濒危物种。因此，规程的修订，

进一步规范虫草采集行为，对冬虫夏草进行保护与合理利用是十

分必要的。

（二）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

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省地处青藏高原，生态

环境极为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修订《冬虫

夏草采挖技术规程》，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是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实施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植物保护条例》、《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冬虫夏草采挖行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草原资源

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冬虫夏草产业直接或间接为青藏高原50万余农牧

民创造劳动机会，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据青海省冬虫夏草协会统

计，冬虫夏草创造经济效益近200亿元。冬虫夏草产业不仅是一

个辐射面大、带动面广、产业链长、市场体量大的新兴朝阳产业，

更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支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

群众脱贫致富的大产业。为进一步规范冬虫夏草采挖，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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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产业，保障冬虫夏草产业可持续发展，服务产区乡村振

兴。

近些年，随着三江源生态保护的要求和冬虫夏草产业发展的

迫切需求，DB63/T701-2008《冬虫夏草采挖技术规程》已经无法

完全保障产区生态保护的要求，需要对《冬虫夏草采挖技术规程》

进行重新制定。该标准对指导我省冬虫夏草资源的保育和保护性

开发利用、促进产区农牧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

义。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起草小组，制定编制计划

该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下达后，标准起草单位青海省畜牧

兽医科学院等 2家单位成立了《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地

方标准研究与起草小组，明确了任务分工。

（二）标准调研

该地方标准起草前，标准起草小组开展了以青海境内为重点

范围及全国性的相关标准（规范）、技术研发成果等进行了广泛

调研和技术性研究与应用；并对该地方标准文本中所引用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青海省地方标准和标准起草单位研究并获得的

《冬虫夏草采挖技术规程》（DB63/ T701-2008）进行了查阅及分

析研究。在获取大量数据的基础上，确定以保护为主的采挖关键

技术指标，为起草《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地方标准提供

了技术指导和技术依据。



8

（三）标准起草

标准起草小组成员在根据调研分析成果、技术研发成果、实

际应用等基础上，查阅了大量的国内相关文献资料，经标准起草

小组反复讨论，对采挖区确定、采挖技术、环境保护、监督改进

等技术内容进行了系统性地归纳总结、修订，初步确定了标准的

章、条、项大纲内容，按照国家标准 GB/T 1.1-2020-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

GB/T 20001.6-2017《标准编写规则第 6 部分：规范标准》的规

定起草了《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初稿，经标准

起草小组进行了 2次研讨及修订，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广泛征求意见

2023 年 6 月上旬，标准起草组与标准编制单位的有关技术

部门人员召开座谈会，就标准征求意见稿文本逐条逐句进行了讨

论，对标准框架和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30 日，由标准主编单位向青海省内冬虫夏草行业具有代表

性及专业化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协会、冬虫夏草产区林业主

管部门等单位对该标准征求意见，共征求到了 5条意见（见附件

1），标准起草组对征求到的意见进行了集中讨论研究，采纳了 5

条意见或建议并进行了修订。

2023年 6月 25日，由标准主编单位组织 5名专家对该标准

征求意见稿进行了预审讨论，共提出了 15条意见（见附件 2），

标准起草小组对提出的意见进行了集中讨论研究，采纳了 1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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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或建议并进行了修订。

2023年 7月 11日，由标准主编单位组织 5名专家召开了该

标准送审稿专家预审会，共提出了   条意见（见附件 3），标

准起草小组对专家组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进行了集中讨论研究，采

纳了  条意见或建议并进行了修订。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制定原则

该地方标准的整个起草过程严格按照工作计划实施，并遵循

“科学性、一致性、协调性、易用性和规范性”原则。对标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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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实施后能够得到有效应用。

（二）制定依据

1. 在起草过程中主要依据《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植物保护条例》、《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办

法》、比照《甘草、麻黄草采集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内容的选取、要素的编写及格式等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和GB/T 20001.6-2017《标准编写规则第6部分：规范标准》给出

的规则编写，力求结构严谨，文字简洁易懂，逻辑清晰，引用文

件规范（标准）、准确。

（三）与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该地方标准在编写内容上，以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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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青海省冬虫夏草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实际情况，针对冬虫夏草

采挖区的确立、采挖工具的规定等技术内容提出的相关技术指标。

在制定标准时查阅了大量资料，虽然已发布的地方标准—《冬虫

夏草采挖技术规程》（DB63/ T701-2008）规定了采挖工具、采挖

时间等技术内容，但没有涉及到保护性采挖的技术要求，所以在

该标准的基础上进行相应内容的补充修定。同时，编写内容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

例》《地方标准管理办法》、《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

物保护条例》、《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办法》、

以及《青海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及行业与

青海省地方相关标准相协调、无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一）主要内容

该地方标准主要内容包括：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4.总体原则和要求（4.1 原则、4.2 要求）、5.采

挖区确定、6.采挖技术、7.环境保护、8.监督改进（8.1监督、

8.2 改进）和附录 A（冬虫夏草采挖督查表）。

（二）第 1章～第 3章说明

1.第 1章～第 3章内容分别为 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2.该地方标准为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范，只规定了适用

于冬虫夏草采挖原则、技术和保护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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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标准内容中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青海省地方标

准，在第 2章内容中归纳标准号及其标准名称。

4.为便于和方便专业使用者在本标准语境中一致性准确理

解，标准内容中出现 2次以上且在本标准范围内所限定的术语给

出了界定(解释)，常用且相关标准中可查阅到便于理解的术语未

给出界定（解释），其中引用了有来源的术语定义 1条。

（三）第 4章 总体原则和要求说明

1.冬虫夏草保护采挖原则主要依据《草原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办法》、比照《甘草、麻黄草采集管理办法》、《青海省林长办公

室关于加强冬虫夏草采集管理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 冬虫夏草保护采挖要求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植物保护条例》、《青海省林长办公室关于加强冬虫夏草采集管

理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3. 采挖人员临时集中居住点应选择相对固定、安全的临时

集中居住点，统一安排临时集中居住点的帐蓬、饮用水源、公共

厕所、垃圾处理等设施。禁止临时居住点相关设施对周围环境造

成破坏。

4. 县、乡（镇）政府相关部门应对采挖人员进行培训教育，

主要内容包括：a）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教育；b）采挖标准及监督

验收；c）遵纪守法及社会治安教育；d）安全知识教育。

5. 为保证自然环境中冬虫夏草真菌的侵染能力和数量，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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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采挖子座伸长变褐及膨大的冬虫夏草。

（四）第 5章采挖区确定说明

据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青海省林草局多年的调查，青海

省全省冬虫夏草资源分布面积 6414.49万亩，占全省天然草原面

积的 11.73%。其中，以玉树、果洛两州分布面积最广，分别为

2510.0万亩、2089.9万亩，占全省冬虫夏草资源总分布面积的

39.13 %和 36.13%。其它四州两市也均有分布，但所占比例均不

超过 10%，其中黄南州 630.33万亩、占全省分布面积的 9.83%；

海南州 468.2万亩、占全省分布面积的 7.30%；海东市 201.3万

亩、占全省分布面积的 3.14%；海北州 116.92 万亩、占全省分

布面积的 1.82%；海西 104.67万亩、占全省分布面积的 1.63%；

西宁市 65万亩，占全省分布面积的 1.01%。

根据冬虫夏草分布面积和产量调查情况作为主要依据，进行

了采挖区的确定，即：

主要采挖区（海拔 4000m以上）：玉树州、果洛州；

一般采挖区（海拔 3500-4000m）：黄南州、海南州；

零星采挖区（海拔 3000-3500m）：海北州、海东市、海西

州、西宁市

（五）第 6章 采挖技术说明

6.1  采挖时间

根据各产区海拔不同，冬虫夏草成熟时间也不同的自然规律，

结合长期形成的各产区采挖的实际情况，特制定采挖时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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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3000-3500m: 4月中旬¬—5月中旬；

海拔 3500-4000m: 5月上旬¬—6月中旬；

海拔 4000m以上：5月下旬¬—6月下旬。

6.2 采挖工具：采挖工具切面宽度不超过 3厘米。

6.3采挖方式：采挖工具在距离草头 7厘米左右，连草皮挖

9 平方厘米左右，取出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采挖后，回填，坑要

填平、踩实，不得产生裸露的草皮。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2023 年 6 月上旬，标准起草组与标准编制单位的有关技术

部门人员召开座谈会，就该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文本逐条逐句进

行了讨论，无分歧意见。

2023 年 6 月 12 日～30 日 ，由标准主编单位向青海省内冬

虫夏草行业具有代表性及专业化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协会、

冬虫夏草产区林业主管部门等单位对该标准征求意见，无分歧意

见。

2023年 6月 25日，由标准主编单位组织 5名专家对征求意

见稿进行了形式审查前的预审讨论，无分歧意见。

2023年 7月 11日，由标准主编单位组织 5名专家召开了该

标准送审稿专家预审会预审，无分歧意见。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该地方标准经审查、批准发布后，在标准归口行业主管部门

监督下，在全省冬虫夏草采集和管理行业范围内积极开展标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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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及实施。实施本标准时，应与《青海省林长办公室关于加强冬

虫夏草采集管理的通知》配套同步实施，并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

导下严格按标准要求实施。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虽然起草小组进

行了大量调研分析、并结合多年来青海省冬虫夏草资源保护与利

用实践以及开展科研取得成果等工作，其目的是尽可能使标准满

足高原珍稀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特殊技术要求，但由于工作的局

限性，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为提高标准质量，各相关单位在执行

本标准过程中，应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订或

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及时反馈给标准起草单位，以供

修订时参考。

    八、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及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是全球的生态敏感区。青

藏高原孕育了欧亚大陆长江、黄河、澜沧江、黑河等众多河流，

故有“中华水塔”和“亚洲江源”之称，是北半球气候的“调节

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青藏高原成为中国西部乃至世界上海拔

最高、江河湿地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和集中的地区之

一，被誉为“珍稀野生动植物天然园和高原物种基因库”，被世

界自然基金会列为全球 25 个生物多样性重点保护地区。因此，

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整个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具

有重要意义。近 50 年来，各种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而气候变化

是全球性的人类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目前观测到除了南极洲，

其他大陆均出现了显著的人为变暖，虽然气候变化的趋势还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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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确定性，但是气候变化已因其生物圈系统的巨大变化，采取

新的保护策略来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当务之急。

冬虫夏草是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一种珍贵的传统药

材，为线虫草科冬虫夏草菌（Ophiocordyceps sinensis）寄生在蝙

蝠蛾科昆虫幼虫上的子座和幼虫尸体的干燥复合体。由于其药用

价值，近年来已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生物商品之一，并被广泛

交易。冬虫夏草的采集为 100多万人提供了关键的家庭收入，在

冬虫夏草核心产区这一比例高达 90-100%，而在非核心产区这一

比例约为 20-60%。冬虫夏草菌的寄主为蝙蝠蛾科幼虫，蝙蝠蛾

幼虫期主要生活在地下并以高寒草甸建群种珠芽蓼、小大黄、金

露梅等植物根系为食物来源，因此冬虫夏草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

特定的生态位，对青藏高原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高寒生态系统的稳

定发挥着关键作用。

据报道，青海、西藏冬虫夏草分布密集区目前产量仅为 25

年前的 10%，全国的冬虫夏草产量仅是 25 年前的 3.5%左右，而

产量呈下降趋势。除了部分地区的不科学采挖和过度放牧等人类

活动外，全球气候变化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

整体变暖。在人为因素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双重作用下，冬虫夏草

的栖息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导致其野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野

生种群严重濒危，危及其可持续性。如果气候继续以同样的速度

变暖，未来冬虫夏草产区气候将接近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最

高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情景（RCP8.5），则预计未来 50年内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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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的现有栖息地将不在利于冬虫夏草的生长。自 1999年起，冬

虫夏草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物种。近日，《2018年中国生物多

样性红色名录》进一步将其升级为濒危物种。因此，规程的修订，

进一步规范虫草采集行为，对冬虫夏草进行保护与合理利用是十

分必要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

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省地处青藏高原，生态

环境极为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修订《冬虫

夏草采挖技术规程》，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是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实施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植物保护条例》、《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冬虫夏草采挖行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草原资源

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冬虫夏草产业直接或间接为青藏高原 50 万余农

牧民创造劳动机会，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据青海省冬虫夏草协会

统计，冬虫夏草创造经济效益近 200亿元。冬虫夏草产业不仅是

一个辐射面大、带动面广、产业链长、市场体量大的新兴朝阳产

业，更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支撑少数民族贫困

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大产业。为进一步规范冬虫夏草采挖，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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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冬虫夏草产业，保障冬虫夏草产业可持续发展，服务产区乡

村振兴。

近些年，随着三江源生态保护的要求和冬虫夏草产业发展的

迫切需求，DB63/T701-2008《冬虫夏草采挖技术规程》已经无法

完全保障产区生态保护的要求，需要对《冬虫夏草采挖技术规程》

进行重新制定。该标准对指导我省冬虫夏草资源的保育和保护性

开发利用、促进产区农牧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

义。

《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小组

二 0二三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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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标准名称：《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

承办人：李秀璋                                                                              联系电话：0971-8562517

标准起草单位：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青海省林业与草原局。

填写日期：2023年 8月 7日                                                                          第 1页 共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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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去掉名称中的“青海” 青海省冬虫夏草协会 采纳

2 5.1 精简办理采挖许可证的相关内容 玉树州冬虫夏草协会 采纳

3 5.1

采挖许可证的申请和发放根据相应的文件办理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

物保护处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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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续）

标准名称：《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                                                            第 2页 共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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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3 规范临时居住点的环境保护 玉树州农牧和科技局 采纳

5 6.1
明确采挖区

果洛州农牧和科技局 采纳

说明：① 提出意见数量：5条；

② 标准起草单位或工作组对意见处理结果：采纳 5条，未采纳 0条；

③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审查意见：采纳  条，未采纳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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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预审会

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

负责起草单位：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青海省林业与草原局。

第1页 共5页

序号
标准的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专家

处理意见

(采纳或不采纳)
不采纳理由

1
目次及内容

框架

一、框架结构
建议调整为：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体原则和要求
   4.1  原则
   4.2  要求
5  采挖区确定
6  采挖技术
7  环境保护
8  监督改进
   8.1  监督
   8.2  改进

张素梅、王伟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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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预审会

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续）

第2页 共5页

序号
标准的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

专家

处理意见

(采纳或不采纳)
不采纳理由

2 2
1.“前言”内容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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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素梅、 采纳

3 2

本文件代替DB63/T 701-2008《         》，

与DB63/T 701-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       ”一章（见第5章）；

b）将“  ”更改为“     ”（见第*章、*

条）；

。。。。。。。

请注意本文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

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             提出。

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为：

——2008年首次发布为DB63/T 701-200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监督实施。

张素梅、范月君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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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预审会

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续）

第3页 共5页

序号
标准的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

专家

处理意见

(采纳或不采纳)
不采纳理由

4 2

2 规范性引用文件”引导语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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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素梅 采纳

5 2
文本中“本标准”“本规程”统一修改为“本

文件”
张素梅、范月君 采纳

6 3
“3  术语和定义”中3.1——3.3条，应回行，

并指明来源；
张素梅 采纳

7 5
“5 采挖基本要求”内容调整至“4  总体原

则和要求”中，并精简优化相关内容；
张素梅、王伟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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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预审会

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续）
第4页 共5页

序号
标准的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

专家

处理

意见
不采纳理由

8 6.1
海拔3500-4000m改为3500-3999m

海拔3000-3500m改为3000-3499m
范月君 采纳

9 6.2、6.3 “厘米”改为“cm” 范月君 采纳

10 6.3 “平方厘米”改为“cm2” 范月君 采纳

11 6.4 6.4 调整至“4  总体原则和要求”中； 张素梅 采纳

12 7.1
“7.1 环境保护主管单位”调整至“6  组织

管理”中；
张素梅、王伟 采纳

13 “附录A”的表述需按GB/T 1.1的要求修改； 张素梅 采纳

14 增加“终结线”； 张素梅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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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预审会

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续）
第5页 共5页

15
编制说明需按DB63/T 1789《地方标准制定工

作规范》中的要求重新编写。
张素梅 采纳

  注：标准的章、条编号，均为未修订前的原章、条编号。

说明：① 专家组提出意见数量：15条；

② 标准起草单位或工作组对意见处理结果：采纳15条，未采纳0条；

③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审查意见：采纳  条，未采纳  条。

2023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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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地方标准送审稿预审会

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

负责起草单位：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青海省林业与草原局。

第1页 共3页

序号
标准的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

专家

处理意见

（采纳或不采纳）
不采纳理由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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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地方标准送审稿预审会

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续）
第 2页 共 3页

序号
标准的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

专家

处理意见

（采纳或不采纳）
不采纳理由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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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保护采挖技术规程》地方标准送审稿预审会

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续）
第 3页 共 3页

序号
标准的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

专家

处理意见

（采纳或不采纳）
不采纳理由

19

20

21

22

23

24

 注：标准的章、条编号，均为未修订前的原章、条编号。

说明：① 专家组提出意见数量： 条；

② 标准起草单位或工作组对意见处理结果：采纳 条，未采纳 条；

③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审查意见：采纳  条，未采纳  条。

2023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