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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我国森林培育标准化发展与现状的分析，结合森林培育过程的特点，探讨并提出构建森林培育标准体

系的主要依据、原则及方法，构建了包含森林培育基础、产前规划、人工造林、抚育管理、收获更新及其他等 6 个分

体系的森林培育标准体系。并提出我国未来森林培育标准化工作的思路与管理建议，如建立权威完整的数据库、
建立配套的管理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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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lviculture standar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estry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However，until now China has not established its silviculture standard system and few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in this aspect． By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of present silviculture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lviculture in China，this paper proposes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its silviculture
standard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andard system，which contains six sub-systems: foundations of
silviculture standard sub-system，prophase planning standard sub-system，artificial afforestation standard
sub-system，tending mangagement sub-system，harvesting and updating sub-system and the sub-system
concerning other matters． Finally，it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and suggestions for China's forest cultivation
standardization in the future，which include building comprehensive database and matching management
system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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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范围内信息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以

WTO 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标准化几乎渗透到人类

活动的一切领域。适用、先进、科学、合理的标准体

系是标准化工作的基础，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标准体系［1-3］。我国森林培育

标准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与前苏联的技术标准等同使

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林业标准化有了不少进

展，制定了许多关于森林培育的行业标准。随着森

林培育标准数量及内容的不断丰富，也出现了一些

问题，如编写不规范、内容陈旧等，难以形成体系。
而且现有的森林培育标准间内容重复，层次混乱，缺

乏系统性。因此，为提高林业生产质量和水平，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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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科学的森林培育体系十分必要。

一、构建森林培育标准体系的意义

标准体系是指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其内在联系

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4］。标准是组成标准体系

的要素，也是标准化活动的核心。科学合理的标准

体系结构和层次利于高效地制订标准和进行标准化

活动［5-7］。森林培育标准体系是指森林培育涉及的

相关标准，按照其内在联系而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

体［7］，是森林培育相关标准制修订的依据之一，是

促进森林培育标准间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基础，是

囊括森林培育现有和预计发展的标准的蓝图，并随

着森林培育技术发展而不断发展更新。
长期以来，我国森林资源一直存在总量不足、质

量不高、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

森林培育工作仍然是林业建设的核心内容。目前我

国各地在森林培育工作中存在着各环节标准不健

全、管理不规范、林分质量不高、造林成活率低等问

题。截至 2013 年 4 月，我国共颁布 1 386 项涉及种

子生产、苗木培育、造林营造及抚育管理的森林培育

标准［8］。很多标准内容重复交叉，森林培育标准总

体修订水平较低，修订标准数不及总标准数的一成。
标准更新较慢，标龄超过 5 年的标准超过了半数。
因 此，迫 切 需 要 开 展 森 林 培 育 标 准 化 研 究

工作［7，9-10］。
构建我国森林培育标准体系的重要意义在于:

①从宏观上能为森林培育标准化工作提供一个总纲

要，在这个纲要的指导下，科学、有序地开展森林培

育标准化工作;②可为我国森林培育工作提供重要

技术依据和保障，使森林培育各环节有标可循，促进

森林培育科技成果的应用与推广，提高森林培育的

质量和效益，也有利于建立国内外木材产品的贸易

秩序;③有利于掌握我国森林培育标准化工作的现

状及问题，弥补我国森林培育标准制修订计划的空

缺;④构建森林培育标准体系作为标准化工作的基

础研究，为标准的制修订及规划等标准化工作提供

依据，使标准化工作更具有主动性、前瞻性，能带动

具体标准的研制，有利于我国占据全球森林培育标

准体系的主动权。

二、森林培育标准化的
现状及主要问题

( 一) 森林培育标准组成及数量

森林培育主要由种子生产、苗木培育、造林营林

和抚育管理组成。截至 2013 年 4 月，国内发布的涉

及采种、育苗、栽植、抚育等森林培育过程的标准共

1 386 项，其中国家标准 58 项、行业标准 164 项、地

方标准 1 164 项。地方标准远多于行业标准和国家

标准。在这些标准中，涉及苗木培育的标准数最多，

为 966 项，依次为造林营林 231 项、抚育管理 109
项、种子生产 80 项。58 项国家标准中种子生产标

准最多，有 24 项，其他依次为抚育管理 13 项、苗木

培育 11 项、造林营林 10 项［8］。
( 二) 森林培育标准的修订、标龄

标准都有一定的时效性，随着时间推移，科学技

术和实践经验进步及发展，原有的标准可能落后于

现时实际情况，标准就失去了效力。我国标准有效

期为 3 ～ 5 年［6］。我国森林培育标准总体修订水平

较低，修订标准数不及总数的一成。森林培育标准

的 58 项国家标准有 6 项修订过，164 项行业标准有

23 项修订过，1 164 项地方标准有 108 项已修订。
从标龄来看，我国森林培育标准标龄在 10 年以

上的有 303 项，5 ～ 10 年的 589 项，5 年以下的 494
项。58 项国家标准中标龄在 10 年以上、5 ～ 10 年、
小于 5 年的分别为 39、10、9 项; 164 项行业标准中

标龄在 10 年以上、5 ～ 10 年、小于 5 年的分别有 44、
16、104 项; 1 164 项地方标准中标龄在 10 年以上、5 ～
10 年、小于 5 年的分别有 220、563、381 项。我国森

林培育标准中标龄小于 5 年的标准不及一半。
( 三) 森林培育标准化的主要问题

目前，国外林业标准化研究的文献还很少，林业

标准体系多包含在农业标准体系当中。大多数发达

国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标准体系。例如，

实施农产品生产全过程标准化，产品质量标准成为

产品进出口的壁垒; 形成标准化系统，可操作性强同

时检验、检测手段先进，标准化工作有法律的保证。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森林培育标准化主要存在以

下几个问题。
1. 森林培育标准体系尚未建立

改革开放前我国森林培育标准化工作多借鉴前

苏联，真正发展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但关于森林培

育标准体系的基础研究较少，科学的森林培育标准

体系一直没有建立。顾云春［11］曾研究了我国森林

培育标准的发展历程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森林培

育技术标准制修订规划的建议，但尚未上升到从标

准体系的构建角度指导标准化工作的层次。标准化

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森林培育自身具

有公益性、经济低效性和广域性等。李茜玲等［1］通

过分析国内外林业标准化，指出我国林业标准体系

建设及标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结构层次合理、
科学完善的森林培育标准体系指导下，标准制订才

能更具有主动性和前瞻性，标准化的优势和作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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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建立科学的森

林培育标准体系。
2. 标准间不协调统一

现有森林培育标准间缺乏协调统一，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内容重复的同名标准多。对

已制定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技术要求，仍然制定

了相关的地方标准。例如，《造林技术规划》《林木

种子检验规程》《林木种子质量分级》和《主要造林

树种苗木质量分级》均可以检索到 5 ～ 8 个同名标

准。其次，部分地方标准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技

术要求不统一，且存在术语重复定义现象。标准数

量太多易造成内容交叉和重复，因此，国家有关部门

应该尽快建立规范科学的标准体系，控制同类标准

的数量，指导标准的制订工作。
3. 标准内容陈旧且编写不规范

从森林培育标准修订状况和标龄来看，我国的

森林培育标准陈旧老化现象严重，尤其是国家标准

“老 龄 化”现 象 最 严 重，标 龄 在 10 年 以 上 的 占

68. 42%之多。部分标准虽重新编号，内容却没有修

订。更新修订不及时、采标率低是导致标准老化的

直接原因。
标龄超过 10 年的森林培育标准文本大多不符

合 GB /T 1. 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这些标准大多没有封面

或封面要素不完整，标准编号不规范，标准基本格式

不合规定，如前言内容和附注内容颠倒［12］。
通过上文对森林培育标准体系问题的研究，可

以得出我国森林培育标准数量多、质量普遍不高、更
新修订不及时、采标率低且各标准间不协调统一的

结论。因此，构建我国森林培育标准体系、整合现有

森林培育标准非常迫切。

三、构建森林培育标准体系的思路

将森林培育全过程引入标准化轨道上，应围绕

森林培育发展和现代林业建设的需要，按照“统一、
简化、协调、优选”的标准化基本原理，遵循“科学

性、系统性、协调性、先进性、兼容性、超前性和可扩

展性”原则［5-6］。笔者认为，构建符合我国市场需求

的森林培育标准体系，作为指导森林培育各项工作

的技术保障，除一般标准体系编制要求外，还要遵循

以下要点。
( 一) 构建原则

1. 全面性原则

森林培育标准体系应囊括整个森林培育过程中

涉及到的各种技术及其管理中需要协调统一的各种

事物和概念，使森林培育活动的每个环节都有标

可依。
2. 协调性原则

森林培育标准体系内的标准间，以及标准体系

内的标准与体系外的标准间均要相互协调，避免术

语和技术参数的不统一，标准的重复、交叉、矛盾等

不协调现象。
3. 层次性原则

一方面是指标准体系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及企业标准不同层级的标准组成。另一方

面，层次反映出标准的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大的标准

处于标准体系表的顶层，反之处于较低层次，具体的

个性标准处于最低层次。森林培育过程按时间轴可

分成不同阶段，针对每一阶段制订相应标准。不同

的阶段构成了标准体系的不同层次，框架层次清晰、
结构合理的标准体系将每个标准都划分到合适的层

次上，使各标准间相互制约补充，协调统一。
4. 可持续发展原则

森林培育标准体系要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

发展更新的机制。构建的森林培育标准体系既要有

全面性又要有时效性、动态性和前瞻性; 既要能体现

当下的科技和行业发展水平，又要充分考虑未来发

展，特别是森林培育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发展，为新标

准留有足够的空间。
( 二) 构建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条文解释》、《国家标准管理办法》、GB /T 13016—
2009《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GB /T 1. 1—
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等法律规定。
2) 现有国内外森林培育标准。这是系统构建

我国森林培育标准体系的基础。
3) 我国森林培育技术发展现状。所构建的标

准体系要涵盖当下森林培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具体

标准要符合实践生产需求。
4) 我国森林培育技术研究成果。通过标准化

推动高新科技的应用，同时把握森林培育科技发展

方向，利于构建更具有发展空间的标准体系。
5) 相关林业标准体系及其他行业标准体系构

建的原理方法。
( 三) 构建方法

构建标准体系一般是先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

统，然后根据该系统的特点运用特定的方法，构建标

准体系，整个过程都体现着系统工程的思想和观点。
常见的构建标准体系方法有层次分析法、分类方法、
三维坐标法、模块化方法、框架构建法等。参照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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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标准体系研究尤其是林业行业标准体系研究，

结合森林培育自身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笔者认为构

建森林培育标准体系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思想方

法，在研究分析森林培育技术体系内容及森林培育

过程每一个标准的基础上，系统开展森林培育标准

要素分析，结合分类法、层次法和过程法，建立科学

合理的森林培育标准体系［13-18］。

四、构建森林培育标准体系

( 一) 森林培育标准体系的组成与结构

按照上述方法，对森林培育的全部标准按照森

林培育过程进行分析和合理排序后，笔者结合层次

分析和过程分析设计了我国的森林培育标准体系

( 见图 1) 。图 2 所示为森林培育标准体系结构的层

次框架，将森林培育标准体系分为基础分体系、产前

规划分体系、人工造林分体系、抚育管理分体系、收
获更新分体系和其他等 6 个标准分体系，在分体系

下再分成若干子体系，然后根据子体系特点和实际

情况，可将子体系下设类进一步细化分类，子体系和

类下为具体标准［3］。

图 1 森林培育标准体系层次图

图 2 森林培育标准体系结构层次框架图

( 二) 各分体系结构层次框架

基础分体系结构层次框架见图 3。其中代码和

术语子体系应包括森林培育基本术语、森林资源代

码等具体标准; 方法子体系应包括森林立地分类及

类型、森林立地质量评价、造林地分类、林中划分、林
业区划系统和命名、林分密度的确定和与成林的关

系、造林规划设计建设、林木个体生长发育、林木群

体生长发育等具体标准; 数字化、管理制度、信息宣

传制度等子体系也应制订相应具体标准来规范信息

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森林培育工作。

图 3 基础分体系结构层次框架图

森林培育标准体系产前规划是森林培育的重要

阶段，主要技术内容包括立地调查、树种选择、林种

规划、种子生产和苗木培育。产前规划分体系结构

层次框架见图 4，立地调查与选择评价子体系主要

包括立地质量评价、造林树种选择和林种规划等具

体标准; 种子生产子体系包括种子区划、分类、分级、
检验、种实调制、贮运、采集、休眠及催芽、良种基地、
良种繁育等具体标准; 苗木培育子体系里有苗圃营

建、播种育苗、扦插育苗、容器育苗、苗木出圃、苗木

质量评价等标准。各子体系还包含技术过程的工作

规范类标准。

图 4 产前规划分体系结构层次框架图

森林培育人工造林阶段主要技术工作是自然封

育、造林地清理和整地、种植点配置、植苗或播种技

术及造林技术。人工造林标准分体系主要由工作规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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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林分群体结构调控、林地生长环境控制、造林方

法 4 个子体系组成( 见图 5) 。林分群落结构调控子

体系包括人工林造林技术、混交林培育技术等具体

标准; 林地生长环境控制子体系主要是林地生长环

境标准等; 造林方法子体系包括直播造林技术、植苗

造林技术、分殖造林技术等具体标准。

图 5 人工造林分体系结构层次框架图

森林培育抚育管理要通过不断调整林木之间及

林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保证幼树按预期要求生长。
因此，森林培育抚育管理分体系包括工作规范、林地

管理、林木抚育管理、抚育采( 间) 伐、林分改造及经

营模式 6 个子体系 ( 见图 6 ) 。其中林地管理子体

系包括林地施肥、林地垦复、计划烧除等具体标准;

林木抚育管理子体系包括林木修枝、林木摘芽除蘖

等具体标准; 抚育采( 间) 伐子体系包括透光抚育、
生长抚育、抚育采( 间) 伐时期等具体标准; 林分改

造子体系包括低价值人工林改造技术、次生林经营

和改造技术等具体标准; 经营模式子体系包括各种

森林经营模式标准。

图 6 抚育管理分体系结构层次框架图

森林的收获更新直接影响森林下一世代的更新

及森林可持续发展，因此森林收获更新也作为森林

培育标准体系的一个分体系，主要包括工作规范和

收获方法 2 个子体系。收获方法子体系包括异龄林

择伐、同龄林皆伐、相对同龄林渐伐、过熟老龄林更

新伐、矮林作业法、中林作业法及灾后林拯救伐等具

体标准。
除以上森林培育标准之外，有些已制定的森林

培育标准，其内容覆盖了森林培育的主要过程，如不

同林种造林技术规程及营造林工程标准，因此无法

归入前述 5 类。还有一些林业工程类的标准，如天

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封山育林工程、自然

保护区工程等，将这些标准放进第 6 个森林培育标

准分体系( 见图 7) 。

图 7 其他分体系结构层次框架图

五、森林培育标准体系实施建议

本文所建立的森林培育标准体系基本覆盖了森

林培育生产的各个环节，符合当前森林培育发展现

状和标准发展趋势。下文就标准体系实施来提出几

点工作建议。
( 一) 广泛开展基础研究，建立权威完整的数

据库

及时收录标准文本，建立权威完整的森林培育

数据库，以供读者查阅检索。数据库的建立要有据

可依，便于信息查询、查重等。标准化是包括制定标

准、发布标准、实施标准和监督标准实施的不断循

环、螺旋上升的运动过程，其中核心是标准，关键环

节是实施标准［4］。权威透明的标准数据库有利于

标准使用者实施标准，促进标准水平提高。同时权

威完整的数据库将我国森林培育标准信息数字化，

更直接地反映出当下森林培育标准体系的发展及现

状，有 益 于 改 进 森 林 培 育 标 准 体 系、提 升 标 准 化

水平。
( 二) 通过标准体系研究，带动具体标准的制

修订

按照森林培育标准体系清理整顿现有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合并或废除一些体系建设

中重复交叉或冲突的标准，修订陈旧老化标准。在

森林培育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对现有标准查漏补缺，

加快基础标准与林业生态建设、森林抚育管理、森林

收获利用、能源林等方面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早日实

现森林培育全过程各环节的标准化生产，同时要积

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来制订和修订我国

的森林培育标准，不断完善标准体系，使标准体系层

次更加清晰、结构更加均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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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建立配套的管理制度

一方面，森林培育标准体系不仅包含森林培育

技术标准，更应该涵盖涉及森林培育技术及其管理

中需要协调统一的各种事物和概念。完整的森林培

育标准体系要包含管理制度、工作规范方面的标准。
另一方面标准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使该系统有

序运转，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首先，建立专职林业标准化管理机构; 其次，归口要

明确，避免林业标准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现象; 第

三要建立标准化推广体系，加大标准的发行和配备，

利用网络、广播、电视、报纸等，通过各类新闻媒体进

行广泛宣传和引导。
森林培育作为林业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本文运用标准化系统工程的思想方

法来研究构建森林培育标准体系，在研究分析森林

培育技术体系内容及森林培育过程每一个标准的基

础上，设计出基本覆盖森林培育全过程标准的我国

森林培育标准体系框架。由于森林培育标准体系研

究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工作量大，需要研究的问题

和内容还很多，未来还应该关注森林培育标准系统、
森林培 育 具 体 标 准 和 森 林 培 育 标 准 体 系 模 型 等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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