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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地方标准《白木香传统结香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白木香传统结香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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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第二批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项目计划号为 2022-Z049。 

（三）起草牵头单位：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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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海南省沉

香产业联合会、海南省沉香种植协会、海南沉香降真香研究和试验发展中心、

海口市沉香协会、屯昌县沉香协会。 

（六）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彧、陈毅青、李敦禧、曾军、杨子文、黎

云、胡彦明、陈飞鹰、吴敦壮、林军、董晓娜、饶丹丹、韩豫、甘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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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准起草组成员 

姓名 职称/职务 专业 单位 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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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协调、标 

准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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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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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军 副研究员 生物学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

生物技术研究所 
数据处理 

杨子文 总裁 中文系 

海南省沉香产业联合会、  

海南大观沉香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试验基地 

黎云 秘书长 中文系 

海南省沉香产业联合会、 

海南大观沉香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试验基地 

胡彦明 副会长 / 
海南省沉香产业联合会 

屯昌县沉香协会 
造香试验 

陈飞鹰 副会长 / 
海南省沉香产业联合会 

海南省沉香种植协会 
造香试验 

吴敦壮 副会长 / 
海南省沉香产业联合会 

海口市沉香协会 
造香试验 

林军 董事长 / 
海南沉香降真香研究和试

验发展中心 
造香试验 

董晓娜 
林业高级工

程师 
微生物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

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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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香调查 

韩豫 林业工程师 农业生态学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

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成分分析 

甘榕村 助理工程师 森林保护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

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参与调查 

二、编制情况 

（一）标准背景、目的和意义 

白木香﹝Aquilaria sinensis（Lour.）Spreng. ﹞又名“土沉香”，

是我国乡土树种，常绿乔木，主要分布于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和

https://map.360.cn/?pid=e95d548cbfdcfd8e&src=onebox-map_new_singleC_new-poi-name
https://map.360.cn/?pid=e95d548cbfdcfd8e&src=onebox-map_new_singleC_new-poi-name
https://map.360.cn/?pid=e95d548cbfdcfd8e&src=onebox-map_new_singleC_new-poi-name
https://map.360.cn/?pid=e95d548cbfdcfd8e&src=onebox-map_new_singleC_new-poi-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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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等地。其树形优美、花溢清香，果熟开裂后种子以细丝牵垂，玲

珑雅趣，宜作行道树或于庭园种植，也可作生态公益林树种。白木香

结香后形成的沉香富含倍半萜和色酮等物质，药用价值高，是我国传

统名贵香料，也可提取芳香油，用来制备精油、香精、香水、护肤品

等；叶片含黄酮等物质，可制成茶饮产品；种子含油量高，可提炼工

业用油；树皮纤维柔韧，色白而细致可做高级纸原料及人造棉；花可

制浸膏。 

海南自古盛产沉香，是沉香树原生分布区和沉香主产地。海 南

生产的沉香，品质最为上乘，古时称为“崖香”，素有“琼脂天香”、

“一片万钱，冠绝天下”的美誉。为培育海南沉香产业，2020 年海

南省政府批示沉香作为海南省重点发展的“第四棵树”进行研究。海

南种植沉香树面积约 14 万亩（含四旁树，即村旁、路旁、水旁或宅

旁树木），约占全国的 14%，其中白木香 10 万亩，约 80%已达结香

树龄，但天然沉香形成的概率极低，古树记载“有香者百无一二”，

且形成周期较长，因此，沉香的结香技术已成为了发展的瓶颈。健康

的白木香是不会结香，只有在自然因素（被风吹倒、火烧、虫蛀、微

生物入侵）或者人为因素（砍伤、凿洞、打钉、接菌等）刺激下才会

在伤口处形成树脂，慢慢积累形成沉香。传统的结香方法有砍伤法、

半段干法、凿洞法、打钉法、火烧法、火烙法、老根移植法等。但是

传统结香多以家庭作坊、成本低廉为主，操作标准不规范，造成产量

低，品质参差不齐，价格混乱，极不利于市场稳定。相比于化学诱导

法、输液法、接菌法等现代结香技术，传统结香技术因操作便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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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低、品质高等优势一直用于沉香生产，为提高白木香树的利用率，

增加沉香产量，规范沉香品质和海南沉香产业发展，制定《白木香传

统结香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势在必行。 

本文件依托项目起草单位研究成果和生产实践，并广泛征求同行

专家、生产一线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基于沉香产业链发展面临的共性

技术需求，整合推动产业链全程生产技术的标准化，着力于打造海南

百姓的“摇钱树” ，促进百姓增收的“经济树”，大美海南的“生态

树”、“形象树”，增加林农收入。 

（二）编制过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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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的《DB 46/T 74-2021 地方标准制定修

订工作规范》要求，在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处和海南省林业局

产业处的共同指导下，按部就班制定标准。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我们

始终坚持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多年来在生产中不断总结

的经验经过科学的方法进一步加以验证、补充、完善，使之规范化和

标准化。 

1、成立标准起草组 

自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地方标准制定的任务后，海南省林

业科学研究院（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牵头，联合从事白木香传统结

香及产品加工的相关研究人员和企业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陈彧、

陈毅青、李敦禧、曾军、杨子文、黎云、胡彦明、陈飞鹰、吴敦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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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军、董晓娜、饶丹丹、韩豫、甘榕村。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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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组围绕白木香结香技术开展了国内外有关沉香的技术资料

和相关地方标准和参考文献，先后多次到屯昌、海口、澄迈、五指山、

保亭等沉香相关企业进行调研，掌握了我省沉香栽培和人工结香的现

状和发展趋势。 

表 2 各市县白木香面积统计表 

序号 市县 面积/亩 

1 临高 26239 

2 琼中 20127 

3 屯昌 18447 

4 澄迈 17293 

5 海口 10771 

6 乐东 8434 

7 定安 7403 

8 琼海 6922 

9 白沙 3625 

10 东方 3301 

11 保亭 3268 

12 儋州 3203 

13 陵水 2639 

14 昌江 2553 

15 三亚 1942 

16 万宁 1736 

17 五指山 1187 

18 文昌 925 

合计  140015 

白木香是中国药典规定中药沉香唯一来源的基源植物，但是不是

所有的白木香植株都会长沉香，需要树体受伤后经历一系列复杂变化

方可结香，因此白木香大量种植的同时结香问题随着而来。依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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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香需要较长时间，十年甚至几十年，而且不能保证每棵树都能结香。

在结香机理的理论指导下，建立了许多人工结香方法，分别为物理创

伤法（砍伤法、断干法、凿洞法、打钉法、剥皮法、火眼法等），化

学结香法（常规输液法、通体结香法、整树结香法及二次结香法等），

微生物法和综合法（接菌化学法、打洞抹药法及插签浸渍法等），据

不完全统计，海南省现有人工林结香面积占比仅约 3%，人工结香主

要方法见表 2，其中锯口法、锯夹法、凿洞法（冷钻法）因操作简单、

技术难度不高，结香品质优异，深受香农和沉香加工企业的喜爱，占

人工林结香面积的 80%以上。 

表 3 海南省沉香人工结香方法调查 

序号 
结香方

法 
技术要点 采香时间 优点 缺点 使用情况 

1 砍伤法 

选 6 年生以上白木香大树，

树干直径 15cm 以上，在距

地面 1.5-2m 处砍数刀，刀距

在 30-40cm，伤口深 4cm，

约为植株直径 1/4 

5 年左右，15

年以上品质更

佳 

 

操作简单，

技术难度

小，造香成

本低、可重

复采香 

操作较随意，

效率低，产量

低，结香时间

长，结香品质

参差不齐 

零星使

用，面积

小于 500

亩 

2 

半断干

法（分为

锯口法、

锯夹法） 

选 8 年生以上白木香大树，

树干直径 18cm 以上，锯口

间距 30-40cm，锯口为树干

直径 1/3 至 1/2，为增加创伤

面，可以平锯，可斜锯，斜

锯角度为 30-40° 

3-5 年左右可

以采香，10 年

以上沉香可沉

水 

 

操作较简

便，技术难

度不高，造

香成本不

高、可重复

采香，产量

较高 

结香时间长，

不防风，容易

风倒，不适合

台风多发地

区 

 

深受香农

和沉香加

工企业喜

爱，面积

约 10000

亩 

3 凿洞法 

选 8 年生以上白木香大树，

树干直径 18cm 以上，树干

离基部 50cm 以上，凿宽、

高均为 3-4cm，深 4cm 的方

形洞或者直径 1-2cm，深为

植株 1/3-2/3 的圆形小洞，洞

横距 5-7cm，洞纵 15-20cm；

在打冷钻的基础上，衍生出

火眼法，打洞后，用火锥烙

伤口，或者直接用烧红的火

3 年左右可以

采香，结香时

间延长可获得

高品质沉香 

 

操作较简

便，技术难

度不高，造

香成本中

等、结香品

质较高 

 

结香时间长，

工作量大，费

时、费力 

 

深受香农

和沉香加

工企业喜

爱，面积

约 150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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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全省市场调研 

 

图 1 海南省沉香人工结香方法调查（屯昌县枫木镇） 

 

锥打洞，也可用在打洞的基

础上插入铁管或塑料管（凿

后插管法） 

4 化学法 

人工将乙酸、醋酸、乙烯利、

氯化钠、硫酸、盐酸等化学

试剂采用输液法或者注射

法，注入植株木质部，或者

涂抹伤口，可产生沉香 

6 个月左右可

以采香 

操作较简

便，结香快，

半年左右可

以产沉香 

 

树心易腐烂，

较强的辣味，

香味持久性

差，是否有化

学残留有待

研究 

目前海南

岛，使用

率较低，

面积不超

过 800

亩。 

5 
生物菌

种法 

将特定的真菌、细菌等微生

物通过白木香伤口注入木质

部，可以促进沉香的形成 

1 年左右可以

采香 

结香时间

快，产量高，

品质达到药

典标准 

技术难度较

高，成本较

高，品质参差

不齐 

呈上升势

头，面积

约 50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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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海南省沉香人工结香方法调查（琼中县加叉） 

 

 

图 3 海南省沉香人工结香方法调查（澄迈县效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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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沉香种植企业调研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推荐传统造香方法 

1 海南省沉香种植协会 会长，陈飞鹰 13907682178 

建议树龄 15a 以上，推荐，锯口法（间

距 20-30cm，造香 4a，产量 500g-1000g/

株）；打冷钻法（上下间距 15-20cm，

左右孔距 5-7cm，产量略低于锯口法）；

火洞法（会吃香，建议造香 3 年采香，

产量在 250g-500g/株，市场价格，2000

元-5000 元/斤） 

2 海口市沉香协会 会长，吴敦壮 18889979188 

建议树龄 10a 以上，推荐，锯口法（间

距 20-30cm，造香 3a，产量 300g-500g/

株，截顶，防风，造香 8a，每个锯口 80

g，整株产量 800-1000g，单价 10-20 元/

g，10a 以上可以沉水）；打冷钻法（直

径 14mm，上下间距 15-20cm，左右孔距

3-4cm）；锯口法+打冷钻法结合，建议

树龄 16a 以上，不能锯口的地方，就打

冷钻，产量翻倍。火洞法，不建议，产

量低。 

3 屯昌县沉香协会 胡彦明 13976248088 

8 年生，12cm 以上，推荐锯口法造香，2

0-25cm 间距，3 年以上，能产 500g/株；

打洞（12-14mm）+火火锥烙伤口，打穿，

上下间距 20-25cm，左右间距 5-7cm，造

香 6 年，可产香 1500g/株 

4 
澄迈县沉香协会（效

古沉香） 
蔡亲信 13907672383 

10 年生白木香开始造香，推荐锯口法（成

本 30 元/株，造香 5 年，产量 250-500g/

株，单价 4000-4500 元/斤）打冷钻（成

本，40 元/株，造香 5a，产量 200g-400g

/株，单价 4000-4500 元/斤），火眼法（打

洞+火火锥烙伤口，成本 60 元/株，造香

5 年，产量 150-200g/株，单价，4000-45

00 元/斤）。 



DBXX/ XXXXX—XXXX 

10 

 

图 4  沉香种植企业调研（海南省沉香种植协会） 

 

图 5  沉香种植企业调研（澄迈县沉香协会） 

 

图 6 沉香种植企业调研（屯昌县沉香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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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文本起草 

2023 年 4 月至 11 月，开展调查、采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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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木香传统结香

技术规程》（草案）。并按照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要求，就

制定白木香传统结香技术规程，向各生产企业和行业内的权威专家进

行了充分的调研和征求意见，对标准文本的起草提供了参考。  

4、讨论与修改 

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标准起草组经过多次交流、讨论和修改，

并在省内相关单位进行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经过整理修改形成

《白木香传统结香技术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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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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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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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南省地方标准《白木香传统结香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意见

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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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专家意见征集会现场 

 

表 5   《沉香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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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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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LY/T 2904—2017 ）、

《沉香质量分级》（LY/T 3223—2020 《白木香栽培技术规程》（DB46/T 

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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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综合考虑影响沉香结

香品质的各种因子，在全省范围内进行调研，并进行时间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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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造香经验，制定了白木香

传统结香的术语和定义、结香要求、主要器具与材料、结香、采香等

方面的内容，力求科学规范、要素准确，内容与当前传统沉香生产实

际和市场销售状况紧密结合，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适用性，有利于促

进传统沉香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先进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综合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和生产实践，也兼顾沉香

生产未来的发展趋势和需求，体现标准的前瞻性和引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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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健康的白木香是不会结香，只有在自然因素（被风吹倒、火烧、

虫蛀、微生物入侵）或者人为因素（砍伤、凿洞、打钉、接菌等）刺

激下才会在伤口处形成树脂，慢慢积累形成沉香。传统的结香方法有

砍伤法、半段干法、凿洞法、打钉法、火烧法、火烙法、老根移植法

等。但是传统结香多以家庭作坊、成本低廉为主，操作标准不规范，

造成产量低，品质参差不齐，价格混乱，极不利于市场稳定。相比于

化学诱导法、输液法、接菌法等现代结香技术，传统结香技术因操作

便捷，成本低、品质高等优势一直用于沉香生产，为提高白木香树的

利用率，增加沉香产量，规范沉香品质和海南沉香产业发展，制定《白

木香传统结香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势在必行。 

1、主要技术内容 

白木香传统造香技术规程，其应用对象主要为从事白木香种植和

传统造香的单位与技术人员，分别从造香树体要求、造香林分准备、

主要器具与材料、造香技术流程、造香后管理、采香流程进行了规范。 

2、指标的确定 

（1）造香方法的确定 

调查发现国内外沉香结香方法较多，如砍伤法、半断干法、打钉

法、打火洞法、火烧法和输液法等，依据项目组前期全岛大规化传统

结香技术市场调查、研究结果和国内外有关结香实践，考虑到锯口法、

钻孔法、打火洞法结香操作较简单、成本低、结香速度较快，所产沉

香质量较好，实际推广应用范围较大，故在文件中列出了这 3 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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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传统结香方法。  

（2）结香要求及结香后管理 

结香和具体结香技术细节的要求主要依据国内企业结香实践和

相关地方标准，结合白木香传统结香技术特点的实测数据确定，同时，

也采纳了相关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3）采香要求 

主要根据国家级行业对沉香品质的基本要求，结合海南白木香结

香后沉香形成的特点及实测数据确定。 

 

 

 

 

 

 

 

 

 

 

 

 

图 8 取香流程 

本文件规定的 3 种方法均可实现整棵树结香，故主要针对结香后

的整棵树的取香方法。结香后取香时间根据结香方法、产品目的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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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比而定，大部分一般为 3a 至 5a，也有 10a 甚至更长时间，时间越

长，品质越高，但是周期太长，不利于整个产业发展，文件中故选择

宜在 3a~5a 内取香。取香流程的确定主要依据国内外企业取香实践。  

 

3、试验验证 

2022 年 10 月在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

云龙基地，地理坐标为 19°52′21″ N，110°28′59″E，属热带

季风气候区，地处海口市云龙镇，海拔为  120 m，年平均气温为 

24.2℃，年平均降水量为 1 664 mm，全年日照时间长，年平均日照

时数在 2 000 h 以上；土壤为砖红壤，pH4.5。 

选择树高、胸径生长基本一致的 8a 生海口种源白木香为试验材

料，种植规格为 2*3m，平均胸径 12.2cm，树高 6.1m，冠幅 2.8m，

采取随机区组设计开展锯口法、打冷钻、火洞法、空白对照的造香成

本、造香品质（乙醇浸出物含量）的影响，结果见表 6。 

表 6 传统造香方法试验验证 

注：造香成本按照时间造香耗时的人工成本进行换算，未统计材料成本。 

从表 6 可以得出，造香 10 个月后，锯口法、钻孔法、火眼法均

处理号 处理方法 规格 
造香成本

（元） 

乙醇浸出物含量（%） 

2 月 6 月 10 月 

1 锯口法 间距 25-30cm 25-30 元/株 
4.87±0.45b  

 

5.67±041ab  

 

6.8±0.37b 

 

2 钻孔法 

孔直径 12mm；上

下间距 15-20cm，

左右间距 3-5cm 

40-45 元/株 
4.56±0.31b 

 

5.20±0.22b 

 

7.89±0.45ab  

 

3 火眼法 

孔直径 12mm，上

下间距 15-20cm，

左右间距 3-5cm 

50-60 元/株 
5.66±0.49a 

 

5.85±0.19a  

 

8.25±0.43ab 

 

4 空白对照 - 0 
3.35±0.22c  

 

3.09±0.18c  

 

3.25±0.3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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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效的提高白木香造香的乙醇浸出物含量，并随着造香时间的延

长，乙醇浸出物含量随着增加，从造香成本，结合市场价格，主推锯

口法造香，其次是钻孔法造香，最后是打火洞法。 

 

 

 

 

 

图 8 传统造香（左图：锯口法；有图：打火洞法） 

处理号 处理方法 规格 
乙醇浸出物含量（%） 

2 月 6 月 10 月 

1 锯口法 间距 25-30cm 
4.87±0.45b  

 

5.67±041ab  

 

6.8±0.37b 

 

2 钻孔法 

孔直径 12mm；上

下间距 15-20cm，

左右间距 3-5cm 

4.56±0.31b 

 

5.20±0.22b 

 

7.89±0.45ab  

 

3 火眼法 

孔直径 12mm，上

下间距 15-20cm，

左右间距 3-5cm 

5.66±0.49a 

 

5.85±0.19a  

 

8.25±0.43ab 

 

4 空白对照 - 
3.35±0.22c  

 

3.09±0.18c  

 

3.25±0.3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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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传统造香（钻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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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锯口法结香成品（造香 10a） 

 
图 11 钻孔法结香成品（造香 5a） 

 

图 12 火眼法结香成品（结香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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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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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在对土沉香海南不同栽培地区、不同结香方式进行了充

分调研，大量验证试验的基础上进行制订，本文件未采用国际和国外

标准，部分术语与定义参照了林业行业标准《沉香》（LY/T 2904—

2017 ）、《沉香质量分级》（LY/T 3223—2020），海南省地方标准

《白木香栽培技术规程》（DB46/T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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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中的技术要素是科研试验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制定的，

是目前生产中适用且科学可行的，建议沉香种植企业及林农在沉香传

统造香生产中应积极利用和创造各种渠道宣传贯彻本标准。 

（2）省林业局举办科研、生产等相关人员参加的标准宣贯培训

班。 

（3）建议在实施标准过程中对所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以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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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修订和完善。 

（九）预期效果 

通过制定《白木香传统造香技术规程》，为规模化、标准化沉香

生产提供有力保障，有利于解决沉香日益增长与野生资源匮乏之间矛

盾，整合推动沉香全产业链生产技术的标准化，着力于打造海南百姓

的“摇钱树” ，促进百姓增收的“经济树”，大美海南的“生态树”、

“形象树”，增加林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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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海南省地方标准《白木香传统结香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意见汇总表 

 

序号 章条编号 修改意见 理由或依据 处理意见 

1.  

封面 

标准名称：“白木香传统结香技术规程”建议改为“白木香传

统造香技术规程” 

造香是人为促使结香的行为（因），结香为造香后

树体本身发生的过程（果）， 

待最终发

表时候再

修改 

2.  封面 Technical regulations改为：Technical code of practice 改后更规范 接受 

3.  前言 补充必要的标点符号 第四、五段的段末末标点符号缺失 接受 

4.  1 “传统结香”改为“传统造香”  参见序号 1， 接受 

5.  1 根据以下的修改意见对比修改 总结性文字，应与下文一一对应 接受 

6.  
1 

“本文件适用于白木香的结香生产。”改为：“本文件适用于

沉香生产。” 

“沉香”为产品，“结香”仅为过程 接受 

7.  3.1 3.1占一行，以下类同 GB/T 1.1-2020中对术语与定义的 编排有相关规定 接受 

8.  3.1 “传统结香”改为“传统造香”，以下类同 参见序号 1 接受 

9.  
3.1 

“过程”改为“行为”或“措施”  

“土沉香树”改为“白木香树” 

 

改后与标准名称一致 

接受 

10.  4.1 “4.1  树体要求”改为“4.1  树体选择” 改后与所规定的内容一致 接受 

11.  4.1 “不宜结香”改为“不宜造香” 参见序号 1 接受 

12.  4.1 不宜造香的几种情形，去掉第 2种情形 内容重复，1包含 2 接受 

13.  4.1 不宜造香的几种情形，去掉第 4种情形 盛花盛果期不宜造香，有待考证 接受 

14.  5.1.1 “5.1.1  锯口”改为“5.1.1  操作方法”，以下类同 改后更恰当些 接受 

15.  5.1.2 “5.1.2 结香管理”改为“5.1.2 树体管理” 改后与原文更对应 接受 

16.  
5.1.2 

“其它按常规林地抚育管理”改为“其它按 DB46/T 198有关规

定进行管理” 

改后更规范，便于执行；有标贯标即可 接受 

17.  5.1.3 “5.1.3  取香”改为“5.1.3  取香年限”，以下类同 改后更准确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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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5.1.3 “3年-5a”改为“3 a～5 a”，以下类同 原文不规范 接受 

19.  5.3.4 “8个月～24 个月”改为“1～2a” 符合实际且与上文对应 接受 

20.  6 “6 取香技术”改为“6 采香流程” 能更加准确的总结下文 接受 

21.  编制说明 补充完善编制说明，如可补充参考文献 说明中可能涉及有关参考文献 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