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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宜宾市）地方标准

《油樟优树选择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充分发挥宜宾油樟特色农产品优势，推动油樟良种化

进程，从种源上增加油樟单位面积枝叶产量，增加林农经济

收入，促进宜宾油樟产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 2月，宜宾林

竹产业研究院提出制定宜宾市地方标准《油樟优树选择技术

规程》的任务，2023年 4 月 26日该项标准经《宜宾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 28 项四川省宜宾市地方标准立项的通

知》文件批准立项后正式启动。

（二）协作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为宜宾林竹产业研究院、高县月江国有

林场、高县来复国有林场、宜宾梦想农旅发展有限公司。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立项

宜宾林竹产业研究院向市市场监管局提出宜宾市地方

标准《油樟优树选择技术规程》立项申请，填报立项申请书，

经审核后予以立项。

2.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宜宾林竹产业研究院牵头组织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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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负责标准起

草工作。

3.实地调研

2023年 3月至 10月，工作组总结、归纳近几年宜宾油

樟及类似经济林优树选择经验，并联合高县来复国有林场、

高县月江国有林场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油樟资源调查工作，

在前期油樟树选择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选优程序、指标和方

法，构建更加合理的油樟优树选择标准，并现场开展了油樟

优树选择研究，论证油樟优树选择的实用性和可行性，为后

续制定符合全市实际情况的油樟地方标准夯实基础。

4.标准起草

2023年 10月至 11月，工作组在充分研究分析前期调研

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参考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标准，搭建

本标准结构框架，结合各方调研结果，编写标准并多次内部

讨论，形成了标准草案稿。

2023年 12 月，工作组带着标准草案对宜宾油樟苗木培

育经营相关主体进行标准反馈调研，并联合省林科院、市林

竹产业服务中心、宜宾学院等单位，多次征询农业行业、标

准化领域专家的意见，对标准草案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

完善。组织召开标准研讨会，就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进行了多次讨论，对标准结构以及涉及的具体内容进行优

化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5.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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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月，工作组将《油樟优树选择技术规程》（征

求意见稿）发往宜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挂网公开征求意见，

为期 1个月。公示期满后，根据收集到的社会各方意见或建

议，工作组及时对地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送

审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和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5.GB/T 11620 林木育种及种子管理术语

6.GB/T 14071 林木良种审定规范

7.GB/T 14072 林木种质资源保存原则与方法

8.GB/T 14073 主要造林阔叶树种良种选育程序与要求

9.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10.DB36/T 955 樟树优良化学类型选择技术规程

11.DB36/T 1314 黄樟育苗技术规程

12.DB51/T 2251 主要林木品种审定规范

（二）标准主要内容

1.编制思路

工作组在充分调研及广泛征求意见前提下，以解决实际

问题为目的，针对宜宾油樟林分质量差的现状，力求通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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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规范宜宾油樟优树选择技术，推动宜宾油樟良种化进程，

从源头提高油樟林分品质。本标准主要从油樟优良单株选育

出发，重点围绕优树选择指标、选择方法、选择程序、优树

保存方法和无性系测定等方面进行规定明确，最终达到优质

选育，提升林分整体产出的目的。

2.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宜宾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油樟优良单株的

选择。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鲜叶含油率”、“第一主成分”、“优树”、

“候选树”、“对比树”、“无性系测定”等进行了单独的

术语和定义。

4.选优区域与选优林分

界定了适宜开展油樟优树选择的区域，明确了适宜开展

油樟优树选择的林分。

5.优树选择方法

针对油樟不同林分状况，对油樟优树选择方法进行了规

定。

6.优树选择指标

对油樟优树选择的形质指标、生长指标、含油率指标作

了规定要求。

7．选优程序

对油樟优树选择的实地踏查、初选、复选、决选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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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明确要求。

8.优树收集保存

对油樟优良单株原地保存和异地保存方式作了明确要

求。

9.无性系测定

对油樟优树扦插育苗、试验地选择、测定林营建等进行

了规定要求。同时对油樟无性系测定林的造林时间、清林整

地技术、无性系配置、无性系测定林调查等进行了相应的规

定。

10.附录 A

对油樟优树选择过程中需要填写的基本信息、树体信息、

五株优势木对比法调查信息进行了详细阐述和规定。

11.附录 B

规定了油樟对比木法中鲜叶含油率、胸径、树高、冠幅、

产叶量、精油第一主成分含量、病虫害等指标的评价体系。

12.附录 C

规定了油樟绝对值法中鲜叶含油率、胸径年生长量、树

高年生长量、冠高比、冠径比、精油第一主成分含量、病虫

害等指标的评价体系。

13.附录 D

对油樟无性系测定林的主要指标进行了规定。

三、综述报告

油樟枝、叶、干、皮均可提取樟油，尤以叶子含油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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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樟油成分主要为 1.8-桉叶油素，特别是油樟叶含油率

( 3.8%～4.5% )，是其他地方油樟叶含油率的近 3倍；樟油含

1.8-桉叶油素达 58.55％，比广东、江西等樟油含 1.8-桉叶油

素（平均 23％）高 2.6倍，具有抗癌、抑菌、抗氧化、抗炎

镇痛、消炎、杀菌等活性，广泛用于医药、化工、香料、食

品、生物农药、日化和国防工业等行业；油樟树根兜含黄樟

素（3～5）%，是合成洋茉莉醛的重要原料；樟木香气浓郁、

耐腐防蛀，是造船制箱、民用家具和美术工艺品的上等材；

油樟种子榨油，可供制皂、作润滑油。油樟叶渣作为蒸馏提

取油樟油的废弃物，富含植物纤维，可作为燃料、有机肥原

料、无抗饲料添加剂、食用菌种植基质等，均有很大的利用

价值。

据市场调查显示，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

高，医药、食品、化工、日化等原料倍增，全球樟油市场总

需求量 5万多吨，目前产量不足 2万吨；世界香料市场总销

售额正以每年 5%～8%的增速稳步增长，其中桉叶油市场需

求更加强劲；国际市场每年桉叶素需求量在 2万吨以上，市

场供需矛盾突出、发展潜力巨大。目前，我国生产的桉叶油

及桉叶素产品约 2万吨，除内销外，主要销往日本、新加坡、

法国、美国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国际贸易量的 30%左

右，宜宾油樟桉叶油产量占全国的 70%以上。近年油樟产品

樟油国际市场回暖后受疫情影响又下跌，价格从 2006 年的

每吨 2.5万元上涨至 2015年每吨 6万元和 2019年超过 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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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到 2022 年每吨 5 万元，但在疫情过后，我国精深加工

水平的提高，产品附加值进一步体现，市场主动权掌握在我

们自己手中，相信市场会有所回暖；在国际国内桉叶油需求

高涨的背景下，宜宾油樟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宜宾是油樟树种的适生区和桉叶油素的主产区，也是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建设区。目前，全市现有油樟栽植面

积达 3.6 万公顷，主要分布在叙州区、翠屏区等地区，但是

油樟现存林分质量参差不齐，劣种较多，单位面积产叶量低、

经济效益差，究其原因主要是经营水平不高、良种使用率低

等技术问题造成的大面积低产低效林。宜宾市油樟良种化进

程较慢，到目前为止尚未选育出可在全市推广运用的良种，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油樟产业的迅速发展，随着国家耕地保

护力度的加大，需要在有限的林地上最大程度提升油樟枝叶

产量，首先得选择优质的种源，因此，我市对油樟良种和种

苗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通过制定《油樟优树选择技术规程》

宜宾市地方标准，旨在规范油樟优良单株选优标准，推动油

樟良种化进程，从种源上增加油樟单位面积枝叶产量，增加

林农经济收入，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助力实现农业高

质量发展。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情况，以及与

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经查询，目前还没有与本标准相关的国际、国外标准。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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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了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从规范统一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

方面出发，对油樟优树选择方法、指标、程序等进行了明确

规定。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写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

（一）本标准一经发布，各级主管部门应加大对本标准

宣传力度。采用适宜的方式及时开展《油樟优树选择技术规

程》的宣贯和集中培训，使油樟优树选择技术人员正确理解

和运用本标准，同时提高标准实施的自觉性。

（二）各级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配合本标准的实施工

作，严把质量关，严格标准实施监管，不断强化队伍建设、

提升油樟标准化生产水平。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的标准。

九、其它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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