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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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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安海之弋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北京林木种苗产业协会、北京胖龙丽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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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北京云和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北京花乡花木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植物园管理处、森源达生态环境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国光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北京市大安山林场管理处、北京天时

盛景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华天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许栩、何婷婷、马龙、邹宏宇、李金苹、王永格、陈燕、王文超、李素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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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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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树种种质资源圃建设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园林绿化树种种质资源圃的圃址选择与规划、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基础设施建设、

资源圃建设、抚育管理、种质资源观测、档案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地区园林绿化树种种质资源圃的建设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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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260  中华人名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6001  育苗技术规程 

LY/T 2192  林木种质资源共性描述规范 

LY/T 2417  林木种质资源异地保存库营建技术规程 

DB11/T 213  城镇绿地养护技术规范 

DB11/T 476  林木育苗技术规程 

DB11/T 748  大规格苗木移植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园林绿化树种种质资源圃  germplasm resource nursery of landscaping tree species 

通过植株方式保存园林绿化树种种质资源的田间保护场所。 

4 圃址选择与规划 

4.1 选址 

宜选择适合园林绿化树种生长发育且交通便利、水源充足、无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无极端自然天

气、远离污染源和不良地质的区域。 

4.2 立地条件选择 

4.2.1 地形 

宜选择地势平坦，排水良好的地方，坡度以1°～ 3°为宜。山地宜选择坡度在5°以下的缓坡地，

坡度过大时，应具备修建梯田的条件，不宜建在山顶、山谷、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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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土壤   

4.2.2.1 宜选择团粒结构，质地宜为沙壤土、壤土或粘壤土，有机质含量不应低于 2.5%，土层厚度

不低于 50 cm，土壤 pH值以 6.5～8为宜。 

4.2.2.2 新建圃或原有圃地土壤达不到 4.2.2.1要求的，应逐步改良。土壤改良措施按照 GB/T 6001

执行。 

4.3 规划 

4.3.1 建设规模 

根据拟收集的种质资源数量、种植株行距及种质资源圃的其他需求规划资源圃面积，应不小于2 hm
2
。 

收集的种质资源数量不低于50份。 

4.3.2 分区设置 

4.3.2.1 功能分区 

可根据需求将种质资源圃划分为保存圃、繁殖圃、观察圃，并配有辅助用地。 

4.3.2.2 种植分区 

应根据种质资源圃自然状况，以道路基线进行规划，可按照方形分区，并根据苗木特性对功能分区

进行布局： 

a) 保存圃应设置大区、小区、种植行。以物种为大区，按照种源、家系、品种或无性系设置小
区、种植行。大区宜以道路为分界，小区宜以排水沟为分界； 

b) 繁殖圃可设置实生苗繁育区、无性繁育区； 

c) 观察圃设置应避免不同品种间病虫害互相传染； 

d) 辅助用地不超过总面积的 25%。 

4.3.2.3 种质资源资源编号  

种质资源资源编号应符合LY/T 2192的规定。 

5 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 

5.1 调查 

5.1.1 调查方法 

5.1.1.1 访问调查 

了解和调查园林绿化树种种质资源的分布情况，掌握园林绿化树种种质资源基础信息。 

5.1.1.2 样线调查 

实地踏查，按照自然环境因子的变化和种质资源的分布，选择有代表性的调查路线。 

5.1.1.3 样方调查 

每个群体设置3块标准地，根据群体大小设置标准地面积，不小于600 ㎡，呈正方形或长方形，对

样方内的单株进行每木调查。 



DB11/T 2373—2024 

3 

5.1.2 调查对象 

根据目标保存对象进行调查。 

5.1.3 调查内容 

包括立地因子、植物学性状等，具体调查内容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5.2 收集材料 

包括植株、种子和可用于无性繁殖的根、枝条等。 

5.3 收集方法 

5.3.1 种源收集 

根据树种的分布特点,按经纬度、海拔高度、地形地势等确定种源采种点。采种的优树在50株以上,

各采种优树间隔应在50 m以上。采集的种子应进行编号。 

5.3.2 家系收集 

采集自然授粉或控制授粉的种子，或收集植株。 

5.3.3 品种或无性系收集 

应从天然林或起源清晰的人工林及各类遗传测定林中选择的母树上收集枝条、根等，或收集苗木植

株。 

5.4 保存数量 

保存数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一个种源不少于 20个家系； 

b) 一个家系植株不少于 20株； 

c) 一个品种或无性系植株不少于 6株。 

6 基础设施建设 

6.1 生产基础设施 

应建立穗条冷藏室、种子储藏室、库房等，并配套建立水、电、路、渠、网等附属设施。宜配备温

室、小型气象站、自动化信息采集等设施。 

6.2 界桩标牌 

6.2.1 应在保存圃、繁殖圃、观察圃边界处设置界桩，对收集的种质资源设置标牌。种质资源圃标牌

设置见附录 B。 

6.2.2 标牌损坏、文字不清楚或种质数量发生变化时应及时更新。 

6.3 保护林带建立 

保护林带的建立应符合LY/T 241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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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源圃建设 

7.1 圃地准备 

按照DB11/T 476执行 

7.2 苗木繁育 

按照DB11/T 476执行。 

7.3 定植 

7.3.1 定植密度  

7.3.1.1 乔木定植密度宜为 500 ㎝×500 ㎝。 

7.3.1.2 灌木定植密度宜为 120 ㎝×120 ㎝。 

7.3.1.3 木质藤本定植密度宜为 35 ㎝×80 ㎝。 

7.3.1.4 竹类定植密度宜为 20 ㎝×20 ㎝。 

7.3.2 定植时间 

7.3.2.1 宜在早春土壤解冻后至苗木萌动前，或秋季落叶后至土壤封冻前进行，常绿树种也可在雨季

进行。 

7.3.2.2 容器苗定植可在 3月中旬至 9月中旬进行。 

7.3.2.3 土球苗定植宜在春季清明节前或秋季落叶后进行。 

7.3.3 定植方法 

7.3.3.1 裸根苗定植及灌溉应符合 DB11/T 476的规定。 

7.3.3.2 土球苗定植及灌溉应符合 DB11/T 748的规定。 

7.3.4 绘制定植图 

根据实际情况绘制苗木定植图。 

8 抚育管理  

8.1 管护 

种质资源圃建成后,应采取松土除草、扩穴施肥和树体管理,及时清除枯死木等抚育措施,死亡植株

应于当年或翌年补植。 

8.2 修剪   

应保持原树形，及时剪除病腐枝、枯死枝、萌蘖等。 

8.3 病虫害防治  

按照DB11/T 213执行。 

8.4 防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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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架设风障、培土、树干涂白等措施防寒。 

8.5 灾害防控  

应在低温、高温、洪涝、大风、冰雹、雷击等极端天气发生期进行提前预防，并及时进行灾后处理。 

9 种质资源观测 

9.1 观赏性状观测 

包括株型、枝干、叶片、花、果实。其中枝干包括枝干颜色、光滑度；叶片包括叶序、叶色、单复

叶、叶形、叶片大小、叶片薄厚、叶片质地、叶柄；花包括花序、花径、花色、花的质地、花萼、花柄、

花的气味；果实包括果实类型、果实大小、果实颜色和果量。观赏性状指标观测记录表见附录C。 

9.2 物候信息观测 

包括萌芽期、展叶期、现蕾期、开花期、果实发育期、新梢生长期、秋叶变色及叶片脱落期。物候

信息观测记录表见附录D。 

9.3 生态习性观测 

包括对温度、水分、光照等生态因素的要求，如耐寒性、耐热性、耐旱性、耐涝性、是否喜光、抗

病虫害能力等。生态习性观测记录表见附录E。 

9.4 生长量观测 

包括株高、胸（地）径、冠幅、分枝数、新梢年生长量、叶片大小，及同批次苗木的整齐度等。生

长量观测记录表见附录F。 

10 档案管理 

10.1 基础档案 

包括圃地规划设计图、苗木种植平面图及圃地位置、面积、自然条件、固定资产等相关资料，应详

细记载并及时更新。 

10.2 种质资源档案 

包括园林绿化树种种质资源调查表、园林绿化树种种质登记表。园林绿化树种种质资源调查表应符

合附录A的规定，园林绿化树种种质登记表见附录G。 

10.3 栽培管理档案 

10.3.1 土地利用档案 

以小区为单位，主要记载各小区的面积、土壤质量、苗木种类、育苗方法、作业方式等基本情况。

土地利用表见附录H。 

10.3.2 作业日志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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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为单位，主要记载育苗方式、作业方式、作业内容、作业量、物料使用量、工作质量等各项生

产活动信息。 

10.3.3 繁殖栽培技术措施档案 

以树种为单位，主要记载每年圃内各种苗木的培育全过程。包括种子、插条、接穗等繁殖材料的处

理操作过程，从繁殖圃到观察圃的育苗操作所采取的繁殖方法、整地、施肥、灌溉、中耕除草、病虫害

防治、新技术应用情况等技术措施的全过程。繁殖栽培技术措施表见附录I。 

10.3.4 繁殖苗木年度生长状况档案 

以年度为单位，定期对苗木的生长发育情况进行观测和登记，记载苗木生长发育全过程。繁殖苗木

年度生长状况表见附录J。 

10.4 环境因子监测档案 

定期监测和记录资源圃所在地气温、地表温度、降水量、相对湿度、日照强度、土壤含水量等环境

因子情况。部分数据可抄录当地气象台的观测资料。 

10.5 档案保存 

应设置专门的档案室、资料柜保存档案，并由专人负责登记、建档和统一管理。档案分为纸质版和

电子版，应保存五年以上并进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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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园林绿化树种种质资源调查表 

表A.1规定了园林绿化树种种质资源调查登记的信息，表A.2给出了表A.1的填表说明。 

表 A.1园林绿化树种种质资源调查表 

调查单位（1）  种质编号（2）  

种名(3)  中文名(4)  

调查地点(5)  

调查种群面积（㎡）

(6) 
 

调查种群数量

（个）(7) 
 

生长环境 
坐标（经度/纬度）

（°′ ″ )(8) 
 

土壤类型

(9) 
 海拔（m）(10)  

植物 

性状 

株型 冠形(11)  
株高（m）

(12) 
 冠幅(m)(13)  

胸（地）径

（㎝）(14) 
 

叶 叶形(15)  叶色(16)  质地(17)  

花 
开花时间

(18) 
 花色(19)  花形(20)  

果实 
果实颜色

(21) 
 

果实形状 

(22) 
 

果实大小（㎝）

(23) 
 

照片 

 

 

 

 

 

 

 

 

 

 

 

特性(24)  

备注  

 注：填表说明见表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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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园林绿化树种种质资源调查表填写说明 

序号 描述字段 字段性质 描述说明 

1 调查单位 M 调查种质资源的单位名称 

2 种质编号 M 

林木种质资源的全国统一编号。由15位符号组成,即树种代码(5位)十保存

地代码(6位)十顺序号(4位)： 

树种代码：采用树种拉丁名的属名前2位+种名前3位组成； 

保存地代码：是指资源保存地所在县级行政区域的代码,按照GB/T 2260的

规定执行； 

顺序号：该类资源在保存库中的顺序号； 

示例：PITAB(油松树种代码)110108(北京海淀区)0001(保存顺序号) 

3 种名 M 
种质资源在植物分类学上的拉丁文和中文种名或亚种名 

示例:Pinus tabulaeformics(油松) 

4 中文名 M 每份园林绿化树种种质资源的中文名称 

5 调查地点 M 
调查种质资源的省、市（县、区）、镇、乡、村、林业局、林场名称。按

照GB/T 2260的要求填写 

6 调查种群面积 M 种质资源的调查面积，单位为㎡ 

7 调查种群数量 M 种质资源的调查数量，单位为个 

8 坐标(经/纬度) O 

种质资源调查地的经度,格式DDDFF,其中DDD为度（°），FF为分（′）,

东经以正数表示，西经以负数表示；种质资源调查地的纬度,格式DDFF,其

中DD为度（°），FF 为分（′），北纬以正数表示，南纬以负数表示 

9 土壤类型 O 
林木种质资源原产地的土壤条件,包括土壤质地、土壤名称、土壤酸碱度

或性质等 

10 海拔 O 种质资源原产地的海拔高度,单位为m 

11 冠形 M 
树冠的形状，例如自然圆头形、自由纺锤形、柱形 、开心形、疏散分层

形 、Y字形等 

12 株高 M 树木根颈部到顶部之间的垂直距离，单位为m 

13 冠幅 M 指树(苗)木的南北和东西方向宽度的平均值，单位为m 

14 胸（地）径 M 
胸径是离地1 m处量的直径。通常用Ф来表示;地径是离地30 cm处的直

径，有些苗木是直接贴地量直接为地径。通常用D来表示,单位为㎝ 

15 叶形 M 叶子的性状，包括针形、披针形、圆形、卵圆形等 

16 叶色 M 叶子的颜色，包括深绿、浅绿等 

17 质地 M 叶片质地，包括膜脂、草质、革质、肉质等 

18 开花时间 0 开花树种的开花时间，以每月的上中下旬表示 

19 花色 0 开花树种的花色 

20 花形 0 单朵花的性状，包括喇叭形、圆形、扇形、唇形等 

21 果实颜色 O 所结果实的颜色 

22 果实形状 O 所结果实的形状，如圆形、椭圆形、卵圆形等 

23 果实大小 O 圆形果实为直径，非圆形果实为长与宽，单位为㎝ 

24 特性 M 种质资源的主要特性。例如优质、抗病、抗虫、抗逆等 

注：M为必填项，是所有种质资源需调查的内容；O为选填项，是可选择或某些特定种质进行调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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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种质资源圃标牌设置表 

表B.1给出了种质资源圃标牌的设置要求。 

表 B.1种质资源圃标牌设置表 

标牌种类 标牌规格 标牌内容和编写要求 标牌设置和安放 

种质资源圃 长300 ㎝、宽250 ㎝ 

应包括种质资源圃名称、收集种

质数量和面积、建设年份、主管

单位、技术和支撑单位和建设单

位等 

1个种质资源圃设置1个标

牌，放在交通方便且醒目

的主入口 

大区（区组或重复） 长50 ㎝、宽20 ㎝、厚6 ㎝ 

大区编号，用罗马数字Ⅰ、Ⅱ、

Ⅲ、Ⅳ、Ⅴ等印刻在标牌上端1/3

区域内 

每个大区设置1块标牌，要

求标牌1/2埋在土中 

小区（种源、家系、品

种、无性系） 
长40 ㎝、宽12 ㎝、厚6 ㎝ 

种源、家系、品种（系）、无性

系等编号，要求编号印刻在标牌

上端1/3区域内 

每个种源、家系、品种

（系）、无性系的起始端

埋设1块标牌，要求标牌

1/2埋在土中 

种植行（或水平条带） 长40 ㎝、宽8 ㎝、厚6 ㎝ 

栽植行或水平条带编号，用阿拉

伯数字1、2、3、4、5等印刻在标

牌上端1/3区域内 

每个栽植行或水平条带两

端各埋设1块标牌，要求标

牌1/2埋在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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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观赏性状指标观测记录表 

表C.1给出了观赏性状指标记录表。 

表 C.1观赏性状指标观测记录表 

树种名称：            观测时间：           观测地点：               观测人： 

株 

型 

枝干 叶片 花 果实 

颜 

色 

光 

滑 

度 

叶 

序 

叶 

色 

单 

复 

叶 

叶 

形 

大 

小 

薄 

厚 

质 

地 

叶 

柄 

花 

序 

花 

径 

颜 

色 

质 

地 

花 

萼 

花 

柄 

 

气 

味 

花 

期 

类 

型 

大 

小 

颜 

色 

果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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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物候信息观测记录表 

表D.1给出了物候信息观测记录的内容。 

表 D.1物候信息观测记录表 

树种名称：          观测时间：           观测地点：           观测人： 

编号  观测地点  

生境  地形  土壤  同生植物  小气候  养护情况  

萌芽期 

花芽膨大开始期  

芽开绽期  

叶芽膨大开始期  

展叶期 

展叶开始期  

叶盛期  

春色叶呈现  

春色叶变绿期  

现蕾期 
花蕾形成期  

花蕾显色期  

开花期 

开花始期  

开花盛期  

开花末期  

最佳观花起止期  

再度开花期  

果实发育期 

幼果出现期  

果实初熟期  

果实成熟期  

果实开始脱落期  

果实脱落末期  

可供观果起止期  

新梢生长期 

春梢始长期  

春梢停长期  

二次梢始长  

二次梢停长  

三次梢始长期  

三次梢停长  

秋叶变色及 

脱落期 

秋叶开始变色期  

秋叶全部变色期  

枯叶开始期  

枯叶末期  

落叶开始期  

落叶盛期  

落叶末期  

可供观秋色叶期  

最佳观秋色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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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生态习性观测记录表 

表E.1给出了生态习性观测记载的内容。 

表 E.1生态习性观测记录表 

树种名称：             观测地点：              观测时间：         观测人： 

耐寒 

强       

一般       

弱       

耐热 

强       

一般       

弱       

耐旱 

强       

一般       

弱       

耐涝 

强       

一般       

弱       

光照 

强       

一般       

弱       

抗病虫害 

强       

一般       

弱       

注：强代表该树种生长健康；一般代表能生长，但受到影响；弱代表该树种有明显受害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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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生长量观测记录表 

表F.1给出了生长量观测记载的内容。 

表 F.1生长量观测记录表 

树种名称：           观测时间：             观测地点：           观测人： 

株高（m） 胸（地）径（cm） 冠幅（m） 分枝数（个） 新梢年生长量（cm）叶片大小（cm） 整齐度 

       

       

       

       

       

       

       

       

注：新梢年生长量每10 d观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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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园林绿化树种种质登记表 

表G.1给出了园林绿化树种种质登记的主要内容。 

表 G.1园林绿化树种种质登记表 

种质资源圃名称  

种质名称  种质编号  

种名（拉丁名）  

种质原产地 省                   县（市）               乡（镇）                     村 

种质来源 省                   县（市）               乡（镇）                     村 

种质类型 □种源  □优树无性系 □半同胞家系 □全同胞家系 □选育无性系（杂交种） □品种 

主要特征 □速生  □抗病 □ 抗虫 □ 抗旱 □耐寒 □耐热 □耐涝 □耐瘠薄 

形态特征  照片 

生长和观赏特性  

 
品质特征  

生态特征  

用途  

保存时间  圃种位置  收集单位  

保存数量（株）  繁殖方式  收集年份  

种质原产地地理气候条件 

经度（° ′″）  纬度（° ′″）  海拔（m）  

坡向  坡位  坡度（°）  

土壤类型  立地条件  

登记单位  登记时间  登记人员  

 

 

 

 



DB11/T 2373—2024 

15 

附 录 H  

（资料性） 

土地利用表 

表H.1给出了土地利用登记的主要内容。 

表 H.1土地利用表 

地块：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度 树种 育苗方法 作业方式 面积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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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繁殖栽培技术措施表 

表I.1给出了园林绿化树种繁殖栽培技术措施的主要内容。 

表 I.1繁殖栽培技术措施表 

树种  育苗年度  
育苗面积（㎡）  苗龄（年）  前茬  

繁育方法 

实生苗 

种子来源  贮藏方法  贮藏时间  催芽方法  
播种方法  播种量  覆土厚度  覆盖物  
覆盖起止日

期 
 出苗率  间苗时间  留苗密度 

 

扦插苗 
插条来源  贮藏方式  扦插方法  扦插密度  
成活率  

嫁接苗 
砧木名称  来源  接穗名称  来源  
嫁接日期  嫁接方式  绑缚材料  解缚日期  
成活率  

组培苗 出瓶日期  来源  成活率  株行距  
整地 耕地日期  耕地深度  作畦日期  

施肥 
 施肥日期 肥料种类 施肥量（g/m2） 施肥方法 
基肥     
追肥     

灌溉 次数  日期  
中耕 次数  日期  深度  

病虫害 
 名称 发生日期 防治日期 药剂名称 浓度 方法 效果 
病害        
虫害        

出圃 

 日期 
大（小）区

号 
株数 起苗方法 栽培地点 

实生苗      
扦插苗      
嫁接苗      
组培苗      

新技术应用情况  
存在问题和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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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资料性） 

繁殖苗木年度生长状况表 

表J.1给出了繁殖苗木生长记录的主要内容。 

表 J.1繁殖苗木年度生长状况表 

填表人： 

树种  播种（扦插、嫁接、组培）期 播种量（g/m
2
） 

种子催芽方法  发芽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 发芽最盛期 月  日至  月  日 

耕作方式  土壤酸碱度  
土壤厚度

（㎝） 
 坡向  坡度  

施肥种类  施肥量（g/m
2
） 施肥时间  

苗龄  繁殖方法  移植次数  

开始出苗  大量出苗  

芽膨大  芽展开  

顶芽形成  叶变色  

开始落叶  完全落叶  

生长量 

时间               

苗高（㎝）               

地径（㎝）               

根系（㎝）               

备注               

注：生长季节每 10 d测一次生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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