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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地方标准《红花天料木种苗》  

编制说明 

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红花天料木 种苗 

（二）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任务来源于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第三批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项目计划号为 2023-Z026。 

（三）起草单位：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海南省

林木种子（苗）总站。 

（四）单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桂林下路 141 号。 

（五）参与起草单位：无。 

（六）标准起草人：林波，薛荟，陈伟文，陈彧，饶丹丹，张伟，陈毅青，

李敦禧，韩豫，吴二焕，甘榕村，崔雨童。 

表 1 标准起草组成员 

姓名 职称/职务 专业 单位 分工 

林波 
林业工程师/

副科长 
园林 海南省林木种子（苗）总站 

组织、协调、标 

准起草 

薛荟 
林业高级工

程师/科长 
林学 海南省林木种子（苗）总站 资料汇总 

陈伟文 
林业高级工

程师/科长 
林学 海南省林木种子（苗）总站 资料审核 

陈彧 
林业高级工

程师/副所长 

野生动植物保

护与利用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

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资料审核 

饶丹丹 林业工程师 园艺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

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种苗调查 

张伟 
林业高级工

程师/站长 
林业 海南省林木种子（苗）总站 协调指导 

陈毅青 研究员/院长 园林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

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协调指导 



3 
 

李敦禧 
林业高级工

程师/副院长 
林业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

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协调指导 

韩豫 
林业高级工

程师 
农业生态学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

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种苗调查 

吴二焕 助理工程师 植物学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

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种苗调查 

甘榕村 助理工程师 林学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

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数据处理 

崔雨童 助理工程师 植物学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

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数据处理 

二、编制情况 

（一）标准背景、目的和意义 

根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统规划》，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需要退出、

修复人工林面积高达 100 万亩，种苗需求量约 1000 万株以上；海南省林业局制定

的《海南林业十四五产业规划》《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等相关政策

大力支持生态修复苗木保障及产业升级。 

红花天料木（学名：Homalium hainanense）是大风子科天料木属乔木，俗称

母生，分布于中国海南、云南、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区），越南也有

分布，生于海拔 400~1200 米（m）的山谷密林中。红花天料木树种木材优良，结

构细密，纹理清晰，是建筑及桥梁和家具的重要用材，也是海南珍贵乡土树种，

五大特类材之一，具有长势快、适应性强、管护难度不高，木材优良等优点，适

合大规模造林。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年出圃量高达 30 万株以上，列入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生态修复主推树种。 

种苗品质是影响造林效果的关键因素，也是造林树种规范化种植的重要措施，

建立和完善种子种苗质量标准，有利于从源头上保障产品质量和生产技术水平，

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为响应海南自贸港建设，高质量的种子、种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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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我省广泛应用红花天料木等乡土树种作为生态修

复造林，但由于当前育苗条件、技术及种苗规格等要求不同，导致各市县苗圃生

产的红花天料木种苗质量良莠不齐，苗木市场混乱，为进一步规范种苗质量和苗

木市场，特别是将其作为生态修复树种在市场加以推广应用，需通过制定其苗木

质量分级标准，规范相关技术，满足市场广泛需求。 

经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批准发布公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备案公告》，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关于红花天料木的种苗质量分

级标准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地方标准均无，因此，本标准的制定，不

仅填补了国内红花天料木的种苗质量分级标准的空白，又规范了红花天料木种苗

市场，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此外，本标准可促进生产标准化、规范化、

科学化、实用化、可操作化，促进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对海南省主要造林树种

苗木培育及应用，种苗质量和苗木市场和生态修复建设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编制过程简介 

 起草组前期在“海南乡土珍贵树种标准化苗木培育研究（07-020409-0002）”

“母生种质资源调查、保存及评价”（KYYS-2023-36）和“海南珍贵乡土树种良

种筛选及高效培育技术研究（ZDZX2013013-02）”中，对红花天料木（母生）种

质资源收集、种苗繁育与栽培技术研究进行深入研究，发表了红花天料木育苗及

栽培技术等相关论文，并荣获海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为种苗标准的制定提供了

可靠的数据支撑。 

1、成立标准起草组 

根据海南省林木种子（苗）总站与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南省红树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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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签订的《海南省苗木质量分级标准制定项目合同书》（合同编号：ZMZ2023002）

和《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3 年第三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

划的通知》要求，经双方协商讨论，成立了《红花天料木 种苗》标准起草组，及

时部署了标准编制的工作方案和小组成员调研、起草工作时间安排表，起草组成

员均经过标准编制培训或者具有参与标准编制的经验，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2、查询资料 

起草组围绕拟制定的树种开展了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文献资料的查阅学习。了

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林木种子质量管理办法》《海南省林木种子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林木种苗的规定，查阅了《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GB6000)、《林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规程》（GB/T 23473）、《林木种苗生

产经营档案》（LY/T 2280-2018）、《林木种苗标签》（LY/T 2290-2018）、《苗

木抽样方法》（LY/T 2418-2015）等标准制定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查阅

了钱军等《海南地区 6 个种源红花天料木幼苗生长差异评价》、陈彧等《红花天

料木育苗及栽培技术》、吴菊英《红花天料木抪种量和分床苗木规格的探讨》、

吴坤明等《红花天料木种子园》等论文，为本标准的制定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

考。 

3、标准文本起草 

2023 年 7 月至 9 月，开展野外调查测量，对取得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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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家有关标准化法律、法规要求，在统计、分析所持有数据资料的基础上，编

制完成《红花天料木 种苗》（草案）。并按照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要求，

就制定种苗质量分级标准，向各生产企业和行业内的权威专家进行了充分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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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征求意见，包括苗木培育、养护管理、检验检疫、销售以及标准文本内容等方

面，为标准文本的起草提供了参考。 

 

图 1 开展野外调查 

4、讨论与修改 

2023 年 9 月至 12 月，标准起草组经过多次交流、讨论和修改，并在省内相关

单位和专家进行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共征集意见 11 条，经讨论修改，

采纳 9 条，根据反馈意见，整理修改初稿，形成征求意见稿。 

5、专家意见征集及修改 

2023 年 12 月 11日，在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组织相关业内及标准编制专家，

召开专家意见征集会，专家共提出修改建议 29 条，编制小组对照修改意见，认真

研究，全部采纳，并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完善。专家意见及处理情况详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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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表 2 《红花天料木 种苗》标准意见征集会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李绍鹏 男 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 教 授 

2 李炜芳 男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副研究员 

3 林作武 男 海南省农业学校 高级工程师 

4 曾军 男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副研究员 

5 芦圆 女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 科长 

 

 

图 2 专家意见征集会现场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原则如下：  

1、规范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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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严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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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46/T 74-2021《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等标准的要求和规

定编写标准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

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对制定标准的有关规定，标准的制定与这些法律、法规不存

在任何冲突；与本标准相关的国家标准和林业行业标准有 GB6000《主要造林树种

苗木质量分级》、林木种苗生产经营档案（LY/T 2280-2018）、林木种苗标签（LY/T 

2290-2018）等，是本标准将要引用或作为重要参考的标准，也不存在任何冲突。 

2、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力求科学、准确、系统，内容综合考虑影响红花天料木种苗品

质的各种因子，红花天料木采集了 3 个批次，涉及全省海口、五指山、乐东等市

县主要红花天料木培育苗圃，对 600 份种苗进行系统的测定分析，确保了标准内

容和相关指标的科学性。 

3、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通过实地调研，结合实际育苗经验，制定了红花天料木种苗的

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起苗、包装、标签与贮存等方面的内容，力求

科学规范、要素准确，内容与当前红花天料木种苗生产实际和市场销售状况紧密

结合，按照种苗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的思路，确保苗木质量为目标，使标准既来

源于实践，又能有效指导实践，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适用性，有利于促进红花天

料木种苗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先进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应充分研究和分析林业种苗标准制修订的科学方法和理论，在

兼顾当前我省红花天料木发展现实情况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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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体现标准的前瞻性和引导性。 

国家及省相关政策： 

根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统规划》，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需要退出、

修复人工林面积高达 100 万亩，种苗需求量约 1000 万株以上；海南省林业局制定

的《海南林业十四五产业规划》《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等相关政策

大力支持生态修复苗木保障及产业升级，承诺对标准实施、监督、复审等进行组

织。加强造林树种种苗质量标准建设，对提高造林成活率、提升造林效果具有重

要促进作用。 

国家标准及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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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6000-1999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GB/T 23473-2009 林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规程 

LY/T 2289-2018 林木种苗生产经营档案 

LY/T 2290-2018 林木种苗标签 

LY/T 2418-2015 苗木抽样方法 

（四）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1、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红花天料木（Homalium hainanense）种苗的术语和定义、要求、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起苗、包装、标签与贮藏等。本标准适用于海南红花天料

木种苗的质量分级和检验。 

2、关键技术问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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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天料木种苗质量分级标准是本标准的关键，起草组在查阅大量文献和前

期研究发现，目前红花天料木种苗主要依靠种子繁殖，生产中存在种苗发芽率低、

发芽不整齐、芽壮弱不一等现象，导致红花天料木植株生长参差不齐等问题。在

种苗销售过程中，客户主要以苗高和地径两个指标衡量种苗质量优劣。通过对红

花天料木种苗形态进行观测，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获得出圃种苗相关指标数据。

结合生产实践要求，确定了红花天料木种苗的分级指标作为指导生产依据。 

（1）基本要求 

包括种苗外观检验、疫情检验、种苗高度、地径、育苗基质完好情况等。外

观检验可用目测法观察植株生长状况、病虫危害和机械损伤情况；种苗高度和地

径通过实际测量；疫情检验可根据其叶片颜色、病虫害症状等确定；检疫性病虫

害根据检疫部门出具的报告确定；育苗基质完好度可通过外观检查确定。 

（2）技术参数确定的依据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基地基本情况、生产及管理情况、品种、种苗类型、市场

需求、技术记录和管理记录以及档案管理等。观测指标包括植株高度、病虫害、

地径。 

（3）数据整理与分析 

○1 尖峰岭秀景苗圃 

2023 年 7 月 12 日，起草组前往尖峰岭秀景苗圃进行了调查。该批次红花天料

木种苗约 40000 株，抽检了 250 株，苗龄为 12 个月。具体数据统计见表 3。由表

3 可知，该批次种苗“苗高”指标大于 65cm 的占 12.4%，30cm～65cm 的占 80%，

小于 30cm 的占 7.6%；“地径”指标大于 0.8cm 的占 7.6%，0.35cm～0.8cm 的占

82.4%，小于 0.35cm 的 10%。育苗容器的直径 9cm，高度 1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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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尖峰岭秀景苗圃红花天料木种苗生长指标统计表 

苗龄 12 个月 

项目名称 苗高（cm） 地径（cm） 

分级范围 ＜30 30~65 ＞65 ＜0.35 0.35~0.8 ＞0.8 

各级株数 19 200 31 25 206 19 

占比（%） 7.6 80 12.4 10 82.4 7.6 

 

 

图 3 尖峰岭秀景苗圃红花天料木种苗 

○2 尖峰热林站苗圃 

2023 年 7 月 12 日，起草组前往尖峰热林站苗圃进行了调查。该批次红花天

料木种苗 5000 株，抽检了 100 株，苗龄为 24 个月，具体数据统计见表 4。由表 4

可知，该批次种苗“苗高”指标大于 110cm 的占 17%，40cm～110cm 的占 71%，



12 
 

小于 40cm 的占 12%；“地径”指标大于 1.3cm 的占 17%，0.6cm～1.3cm 的占 72%，

小于 0.6cm 的占 11%。育苗容器的土柱直径 10cm，土柱高度 12cm。 

表 4 尖峰热林站苗圃红花天料木种苗生长指标统计表 

苗龄 24 个月 

项目名称 苗高（cm） 地径（cm） 

分级范围 ＜40 40~110 ＞110 ＜0.6 0.6~1.3 ＞1.3 

各级株数 12 71 17 11 72 17 

占比（%） 12 71 17 11 72 17 

 

 

图 4 尖峰热林站苗圃红花天料木种苗 

○3 五指山分院苗圃 

2023 年 8 月 8 日，起草组对五指山分院苗圃进行了调查。该批次红花天料木

种苗共 11000 株，抽检了 250 株，苗龄为 23 个月。结果表明，该批次种苗“苗高”

指标大于 90cm 的占 10%，50cm～90cm 的占 77.2%，小于 50cm 的占 12.8%；“地

径”指标大于0.7cm的占17.6%，0.4cm～0.7cm 的占73.6%，小于0.4cm 的占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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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容器的土柱直径 11cm，土柱高度 12cm。 

 

表 5 五指山分院红花天料木种苗生长指标统计表 

苗龄 23 个月 

项目名称 苗高（cm） 地径（cm） 

分级范围 ＜50 50~90 ＞90 ＜0.4 0.4~0.7 ＞0.7 

各级株数 32 193 25 22 184 44 

占比（%） 12.8 77.2 10 8.8 73.6 17.6 

 

 

图 5 五指山分院红花天料木种苗 

④ 种苗质量分级指标的确定 

采用 SPSS24.0 统计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 K 均值聚类分析，详见表 6。通过分

析影响红花天料木种苗质量的主要因素苗高和地径。将 250 份一年生种苗和 350

份二年生种苗进行聚类分析后，均划分为两类，其中，一年生种苗第一类有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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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第二类有 149 株；二年生种苗第一类有 91 株，第二类有 259 株。方差分析表

明，红花天料木苗高和地径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6 红花天料木种苗的最终聚类中心 

苗龄 指标 第一类 第二类 

一年生 
苗高（cm） 60 40 

地径（cm） 0.7 0.5 

二年生 
苗高（cm） 99 63 

地径（cm） 1.1 0.6 

参考黄德帅等（2023）的计算方法，以实地调查的红花天料木种苗主要技术

参数的数据分析结果为主要依据，通过计算级间临界值，结合生产上红花天料木

种苗出圃时种苗实际情况以及客户的意见和建议，本着文件编写的三大原则，按

苗高和地径分为一级苗和二级苗。其中一年生种苗，一级苗苗高≥50cm，地径≥

0.6cm；二级苗苗高 30cm～49.9cm，地径 0.4cm～0.59cm；二年生种苗，一级苗苗

高≥78cm，地径≥0.9cm；二级苗苗高 45cm～77.9cm，地径 0.5cm～0.89cm。容器

直径≥9cm，容器高度≥11cm。具体分级指标见表 7。 

表 7 红花天料木种苗分级指标  

苗龄 项目 

等级 

一级 二级 

一年生 
苗高（h）（cm） h≥50 50＞h≥30 

地径（d）（cm） d≥0.6 0.6＞d≥0.4 

二年生 
苗高（h）（cm） h≥78 78＞h≥45 

地径（d）（cm） d≥0.9 0.9＞d≥0.5 

注：以苗高、地径两项中最低的级别定为该种苗级别。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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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  

未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海南省地方标准

无同类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均无重大意见分歧。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

日期等） 

1、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将建立以本标准编写人员为主体的技术服务队伍，

在红花天料木种苗生产区积极开展标准培训，推荐红花天料木种苗生产人员使用

本标准对种苗质量进行把关，保证标准顺利实施。 

2、依据本标准制作各种宣传资料，海南省林木种子（苗）总站在开展全省林

草种苗质量检验抽检等工作中将开展本标准内容的解读和普及宣贯。 

3、为全面掌握标准的执行情况，及时与标准使用人员进行沟通交流，鼓励使

用本标准的单位和个人将本标准的执行情况以及所发现的问题反馈到主管部门或

本标准的编写单位，以便及时修订完善本标准。 

（九）预期效果 

苗木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造林效果，开展苗木分级，规范从采种到育苗的

整个造林技术环节，才有可能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通过制定《红花天料木 种

苗》地方标准，可规范我省红花天料木种苗的生产和销售，推动该物种在海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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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栽培区的推广应用，对该濒危物种的种群恢复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通过

本标准的实施，对高质量完成国家制定的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需要退出、修复人工

林面积高达 100 万亩，种苗需求量约 1000 万株以上的计划，推动我省生态修复、

防灾减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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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红花天料木 种苗》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序号 章条编号 修改意见 理由或依据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 

1 二（二）4 补充征集意见 
发函征求意见有必要，仅通

过征求意见会太过片面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采纳 

2 种苗名 种苗名字要统一 应该统一用学名 海南大学 采纳 

3 指标 增加计算过程的说明或参考文献 增加论据 海南大学 采纳 

4 苗龄 设置两年生分级标准。 充分利用数据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采纳 

5 二（一） 应增加当前有无相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内容 
阐明本标准起草或制定的必

要性 
海南大学 采纳 

6 表 5 和表 6 单位标注应改为（cm）而不是/cm GB/T 1.1-2020 的要求。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采纳 

7 表格 每个表格应拉满整个页面 更整洁好看 海南大学 采纳 

8 参考文献 应与原文用到的统一 有支撑即可，并非越多越好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采纳 

9 二（三）1 育苗技术规程删除 属过程标准，无关系 海南大学 采纳 

10 5.3 字条改成枝条 错别字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采纳 

11 单位 苗高精确到厘米（cm），地径精确到毫米（mm） 符合生产实际 海南省农业学校 采纳 

12 3 术语和定义后面加及以下内容 3.1 属于定义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采纳 

13 4.1 删除“容器苗出圃质量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内容重复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采纳 

14 5.1.4 “联通”改成“连同“ 错别词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采纳 

15 6.4.1 改为“判定该批种苗不合格” 表达更简洁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采纳 

16 附录 容器苗标签改成种苗标签 表述应该统一 海南省农业学校 采纳 

17 表 4 对应的介绍不一致 表述应该统一 海南省农业学校 采纳 

18 附录 胚轴改为种子 错误表述 中国热带农业学校 采纳 

19 封面 CCS B 38 改成 CCS B 61 61 为种苗标准 海南大学 采纳 

20 表 1 段前段后 0.5 行 GB/T 1.1-2020 的要求 海南省农业学校 采纳 

21 表 1 表述成范围 更直观 海南大学 采纳 

22 5.1 单倍行距 GB/T 1.1-2020 的要求 海南大学 采纳 

23 41 顶芽饱满无损伤去掉 符合生产实际 海南省农业学校 采纳 

24 5.3 公式中字母要斜体 GB/T 1.1-2020 的要求 海南大学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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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条编号 修改意见 理由或依据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 

25 5.2 去掉“参” 更简洁 海南大学 采纳 

26 6.1 去掉“同一树种” 赘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采纳 

27 6.2 去掉“在同一检测批种苗中，采用随机抽样法” 赘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采纳 

28 4.1 “育苗容器完好”改成“育苗容器基本完好” 符合生产实际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采纳 

29 起草人 顺序应统一 表述应该统一 海南大学 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