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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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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广东省韶关市林业局、齐齐哈尔市龙沙公园、

韶关市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办公室。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文亚峰、周宏、王艳梅、王利宝、韩文军、徐刚标、周小芬、李

鑫玉、林雪莹、武星彤、王敏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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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水松保护与回归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极小种群植物水松保护与回归项目实施的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松天然种群的保护和生境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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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99-2006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技术规程 

LY/T 1820-2009   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LY/T 1819-2009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小区技术规程 

LY/T 2938-2018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原则与方法 

LY/T 2652-2016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与扩繁技术规范 

LY/T 2589-2016   珍稀濒危植物回归指南 

3 术语与定义 

LY/T 1820-2009和LY/T 2589-2016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回归 reintroduction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的，把经过人工培育的个体或器官等重新引种到该物种原生境或适合其生存 

的野外生境中，使其最终成为可长期成活的、能自我维持的种群，该种群最终可参与当地生物群落的生 

态过程，成为当地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来源：LY/T 2589-2016，3.1] 

3.2 遗传多样性 genetic diversity 

也称生物遗传基因多样性，指物种种群和个体遗传变异的总和，是生物在长期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自然属性。 

3.3 增强型回归 reinforcement 

在回归物种现有分布区内，人为增加物种某一特定组群的个体数量，从而增强该种群生存力，达到

保护该物种的目的。如通过增加种群个体数量以扩大种群面积或遗传多样性；或通过增加某一特定组群

个体以改善种群结构和组成等。 

[来源：LY/T 2589-2016，3.6] 

3.4 全查法 detail verification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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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调查并统计调查区域内目标物种的全部个体，实测其分布面积，真实地反映调查地资源量的客

观情况。 

4 野生种群保护 

4.1 资源调查 

4.1.1 调查内容 

a) 资源分布：地址、经纬度、海拔高度、分布面积等； 

b) 资源数量：野生种群数量、种群规模、每株胸径、树高、树龄等； 

c) 生境状况：植被、坡向、坡度、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等； 

d) 生长状况：分布特征、干扰状况、种群结构等； 

e) 受威胁因素； 

f) 保护管理现状。 

4.1.2 调查时间 

花期或果期，以2-3月或8-10月为宜。 

4.1.3 调查方法 

全查法，收集基础数据，拍摄视频照片。 

4.2 标本采集 

以群体为单位采集标本，尽量增加标本保存数量，最低标本数为9。标本采集过程中详细记录形态

特征、生境状况等信息。 

4.3 样本采集 

以群体为单位采集样本，用于检测遗传多样性。种群规模小于30株时，群体内个体全采；种群规模

大于30株时，样本数量20-30株，注意个体间有一定相隔距离。采集样本以干燥硅胶或液氮保存待用。 

4.4 遗传多样性检测 

利用SSR分子标记技术检测遗传多样性水平。根据观测杂合度（Ho）、期望杂合度（He）、等位基

因丰富度（Ar）、私有等位基因数（Pr）和近交系数（Fis）等遗传参数评估群体的遗传多样性水平。 

4.5 保护方案 

根据特定野生群体的生境状况、威胁因素、遗传多样性信息制定适合的保护方案。 

4.5.1 就地保护 

对个体数量较多、威胁因素可减缓或消除，具有较高遗传多样性的野生种群，宜在生长集中分布区

内，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或自然保护小区的方法就地保护。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建设、管理与监测按GB/T 

20399-2006执行；自然保护小区的规划、建设、管理与监测按LY/T 1819-2009执行。 

4.5.2 迁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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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数量少、威胁因素无法减弱或消除的群体，宜迁出原生地，移入合适的植物园、救护中心等

地，通过建立种质资源圃进行特殊的保护和管理。尽可能从不同地区广泛收集水松种质资源，扩大种群

的异质性，增加遗传变异水平，促进基因交流，避免遗传多样性的丧失。 

5 种群回归 

5.1 回归类型 

增强型回归。 

5.2 回归生境 

回归生境符合以下列条件： 

—— 应在可能导致水松濒危的根本原因已被解除的地方进行； 

—— 选择水松原生境或原来的生态系统群落，如果原群落不复存在，则尽量选择与原生态系统相 

似的群落或生境。 

5.3 回归材料 

5.3.1 材料要求 

回归材料符合下列条件： 

—— 2-3年生实生苗，苗高 1.2-1.5 m，地径 2-3 cm为宜； 

—— 生长健壮，无病虫害； 

—— 数量不少于 50株，来源于不同的野生群体或地方种群； 

—— 回归材料的遗传背景和遗传多样性水平清楚。 

5.3.2 材料繁育 

5.3.2.1采种 

选择生长旺盛，无病虫害的15-20年生水松植株为采种母树。10-11月，秋果由粉绿色转为浅黄褐色，

鳞片端部微裂时采种。曝晒棒打球果，使种子脱落，筛去杂物，收集种子。 

5.3.2.2苗床 

选择阳光充足，近水源，排灌良好，地势平坦，肥沃的细砂壤土作播种苗床。播种前充分碎土整地，

翻耕清除杂草，用石灰进行土壤消毒，施呋喃丹消灭地下害虫。苗床宽1 m、高20 cm，整成平床，以备

播种。 

5.3.2.3 催芽 

播种前用0.5%福尔马林喷洒种子，闷种2小时后，用清水洗净。再以清水浸种一天，种子捞起后堆

放催芽。每天翻动种子数次并洒水，待种子露白后，即行播种。 

5.3.2.4 播种  

每亩用种子9-10 kg，撒播。播种后用碎火烧土薄层覆盖至不见种子为宜，再覆盖山草或松叶。 

5.3.2.5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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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50%左右时揭去覆盖的草，松土除草，展叶后喷波尔多液，用尿素拌黄心土按勤施薄施原则追

肥，遇连日阴雨后撒干草木灰。冬春季气温较低，必要时用薄膜覆盖。 

5.3.2.6 分床 

    苗高15-20 cm时，以苗圃育苗或容器育苗的方式分床培育。注意及时补植，合理浇水。待苗木符合

回归材料要求时，可出圃定植。 

5.4 回归定植 

5.4.1 定植时间 

春季3月或秋季10月。 

5.4.2 定植技术 

5.4.2.1定植密度与方式 

定植地坡度不宜超过20
o
，回归地定植苗木数量不少于50株，梅花状定植，株间距离4-5 m，同一种

群（种源）苗木应分隔定植。 

5.4.2.2定植方法 

大穴定植，种植坑长、宽、高均为80 cm。定植前20-30 d在穴内施放腐熟有机肥40 kg。定植前，

将苗木根部置于水中浸泡10－20 h，并用萘乙酸、ABT生根粉等处理。定植时，肥料和表土混匀，及时

回穴，分层踏实。注意苗干竖直，根系舒展，填土后提苗踩实，覆盖虚土，及时浇水。 

5.4.3 定植后的管理  

定期灌溉、施肥、除草、中耕松土及病虫害防治等，冬季注意做好防寒防冻等措施。 

6 回归后的管理与监测 

6.1 回归后管理 

6.1.1 日常管理 

回归后10年内，定期检查苗木生长情况，进行必要的遮荫、灌溉、松土、病虫害防治，及时清除杂

草或入侵物种的危害。 

6.1.2 补植与增援 

回归种群中有植株死亡时，要及时补植；若幼苗的更新受阻时，须在第一批种群回归后的若干年内，

适当增援新的人工繁殖体。 

6.2 回归后监测 

管理期间，监测频度以每年或隔年1次为宜，管理期以后，每5年1次。监测内容包括： 

a) 回归后的群体是否能在自然生境中正常生长、发育，产生有生命力的种子，且对群落的其它物

种不造成伤害。 

b) 回归后的群体是否能在自然生境中产生更新种群，并能与群落中的其他物种协调，增加群落的

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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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回归成效评价 

6.3.1 短期指标 

回归后第3年检测苗木成活与生长情况。回归合格应达到：成活率80%以上，保存率50%以上，苗木

生长状态良好。 

6.3.2 长期指标 

回归10-15年后，检查苗木生长、繁殖情况。要求回归后的水松生长良好，能正常开花、结实（籽），

种子能够萌发，回归群体能通过有性繁殖实现自然更新。 

7 保护与回归档案管理 

含纸质和电子资料，长期保存。纸质档案用专门的档案柜保存，电子档案保存2个备份。归档资料

有： 

a) 种群动态数据:原始种群调查数据、可溯源的种质采集和种苗记录、种群动态监测数据等。  

b) 保护技术资料:种群调查报告、保护计划和总结报告、保护方案和总结报告等。  

c) 其他需要归档保存的资料:宣教材料、图片和影像资料、相关专著和科技论文等。 

d) 物种保护和研究过程中的数据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