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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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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沧州市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沧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沧州市运

河区农业农村局、雄安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霞(身份证号码1309***0325)、李霞(身份证号码1309***0924)、滕月举、

李庆松、刘秀花、孔波、李淑梅、杨永莉、赵刚、纪花蕊、康丽、高翔、赵顺、韩阳、李雪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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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盐碱苗木引种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耐盐碱苗木引种技术的术语和定义、引种原则、引种苗木的选择、引种程序、 引种

方法及引种成功的标准。 

本文件适用于耐盐碱苗木的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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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5-1993  林木引种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引种 

将苗木从育成地或自然分布区引入到当地栽培，通过自然或人工选择，使其能够适应当地的自然环 

境和栽培条件，最终不需特殊防护措施即可正常生长、繁育，成为当地可栽培植物或育种素材的过程。 

4 引种原则 

4.1 按照选择引种→初选试验→区域性试验→生产性试验→推广的程序进行。 

4.2 充分利用引种苗木的种类、产地间与个体间的遗传差异，选择优良种源和个体。 

4.3 充分利用引入地区环境、生态条件 (气候) ，进行多种地块种植。 

4.4 根据引种苗木的生物学特性，研究配套的栽培技术。 

4.5 防止外来苗木可能产生的不良生态后果。 

5 引种苗木的选择 

5.1 比较自然分布区或栽培地区与沧州区域的地理位置、气候、土壤、植被与地形地貌等主要生境条

件的差异程度，从相宜的引种来源区内选择引种苗木。 

5.2 引种苗木应具有检疫证。 

6 引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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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初选试验 

6.1.1 方法与步骤 

6.1.1.1 根据引种苗木材料的种类和数量，采取适宜的育苗技术养护苗木。 

6.1.1.2 淘汰苗期表现极差、明显不适于盐碱环境条件的种类。 

6.1.1.3 经苗期初步筛选的种类可进行试种，按照规范要求设计引种栽植小区，栽植数量每个种

类 10 株～25 株。 

6.1.1.4 引种品种的初选应以不少于 1 年生长周期作为判断依据。 

6.1.1.5 对幼苗、幼树可进行必要的抗性保护试验，以及该种类所必需的特殊栽培措施试验。 

6.1.1.6 初选过程中若发现可能产生不良生态后果迹象的材料，应立即处理，防止其扩散蔓延。 

6.1.2 耐盐碱苗木的筛选方法及评价指标 

6.1.2.1 筛选方法 

在全盐含量0.3％( ±0.05)，pH值在8.0～8.5的试验地进行种植试验，对耐盐碱苗木的种类

名称、耐盐碱程度、生长状况等信息进行详细记录，评定其 耐盐碱能力。选取耐盐碱指标、绿化

效果指标和生境适应性指标进行评价和筛选，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指标对适应性的权重，

权重的设定可根据用途自行确定，采用10分制确定各指标得分值。 

通过计算3项指标的得分值和其权重的乘积，得出综合分值。根据综合分值大小划分为3个等

级，分别表示为：Ⅰ级，耐盐碱、适宜盐碱地栽植、可扩繁并大面积推广应用的耐盐碱新优树种； 

Ⅱ 级，较耐盐碱、表现一般、可在小环境局部应用的树种；Ⅲ级，不耐盐碱，难以成活、不宜引

种的树种。 

6.1.2.2 耐盐碱指标 

苗木的耐盐碱指标划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极强、强、中等、弱、极弱。苗木耐盐碱能力形

态指标见表1。 

表1 苗期耐盐碱性形态指标 

生长季耐盐碱存活率 (n) 生长表现 耐盐碱等级 分值 

≥70% 生长正常 极强 10分 

60%≤n＜70% 生长基本正常，无明显盐害症状 强 8 分 

50%≤n＜60% 生长较慢、部分器官出现盐害症状 中等 5 分 

40%≤n＜50% 生长缓慢，大部分器官明显盐害症状 弱 3 分 

＜40% 不能生长，全株有明显盐害症状 极弱 0 分 

6.1.2.3 绿化效果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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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花、叶、枝、果等方面对植物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划分为5个等级，绿化效果等级

评价见表2。 

表2 绿化效果等级评价 

等级 生长表现 分值 

Ⅰ级 

树形优美、整齐；常年或秋叶或春叶为彩色；花大或繁密或奇特，色艳，有香味；

果实颜色鲜艳，形状美观或个体较大，果量多且分布稠密，果实最佳观赏期长 10分 

Ⅱ级 

树形较美观，比较整齐或有少量散乱枝条；叶形普通但常绿，观期长；花较大或奇

特 ，色艳，有香味；果实颜色正常，形状美观或果序较大，果量较多且分布较为

明显 

8 分 

Ⅲ级 

树形普通，有部分散乱枝条；叶形奇特 (如掌状、扇形等) ；花形、花色普通；果

实颜色不均匀，果实形状普通或较小，果量一般且分布较为隐蔽，果实最佳观赏期

较短 

5 分 

Ⅳ级 

树形丑陋，散乱、畸形；绿色，落叶，无特别的观赏性；花形、花色等均不吸引

人， 无香味，观赏性较差；果实颜色暗淡，果实干瘪或形状发育不好或很小，果

量很少且 分布稀疏，果实最佳观赏期很短 

3 分 

Ⅴ级 不能生长 0 分 

6.1.2.4 生境适应性指标 

苗木的生境适应性划分为5个等级，生境适应性等级评价见表3。 

表3 生境适应性等级评价 

等级 生长表现 分值 

Ⅰ级 越冬存活率 ( a ) ≥95% ，不易发生病虫害现象，生境适应性最高 10分 

Ⅱ级 85%≤越冬存活率 ( a ) ＜95% ，抗病虫害能力较强，生境适应度性较高 8 分 

Ⅲ级 75%≤越冬存活率 ( a ) ＜85% ，抗病虫害能力一般，生境适应性一般 5 分 

Ⅳ级 60%≤越冬存活率 ( a ) ＜75% ，抗病虫害能力较差，生境适应性低 3 分 

Ⅴ级 越冬存活率 ( a ) ＜60% ，易发生病虫害，生境适应最低 0 分 

6.2 区域性试验 

6.2.1 要求与方法 

6.2.1.1 对初选试验表现好的树种进行多点试验。 

6.2.1.2 选择试验地应考虑引种种类的生态要求，并能代表一定区域的气候、温度、土壤、

地形、海拔等条件，每个试验地内设置 3 个以上试验基点。 

6.2.1.3 试验设计以随机区组设计为主，试验中同时包括植物种类与种源时应将种源视为对照

材料。区组设置不少于 4 个小区，小区规模 9 株～36 株，随时记录试验情况。 

6.2.2 区域性试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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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综合引种苗木在试验区不同区域、不同立地上的生长表现，分析不同盐碱性环境对

苗木正常生长的影响，确定其是否适于本区域引种栽培或具体适生范围。 

6.2.2.2 根据引种苗木在适生条件下反映出的生长指标、生态指标、绿化效果以及抗性等方面的

表现，分析评价其引种效益，确认推广价值。 

6.2.2.3 根据引种苗木不同种源的表现，初步确定适宜种源。 

6.3 生产性试验 

6.3.1 要求与方法 

6.3.1.1 经区域性试验成功的苗木，推广应用前应作生产性试验。 

6.3.1.2 生产性试验应进行区域栽培比较，生产规模不低于 5 亩或 5000 株。 

6.3.1.3 结合试验品种的生长特性可设置必要的生产试验项目，完善配套栽培技术。 

6.3.2 结果分析 

6.3.2.1 提出生产性试验苗木在不同栽培区域对气候、土壤、不同盐碱程度等条件的适应性，

生长发育特性，根据生产性试验苗木的生物量、品质特性，综合评价其生产力。 

6.3.2.2 核定生产性试验区的投资成本，估算近期和预期的经济效益，评定生产性试验苗木的

推广价值。 

6.3.2.3 确定生产性试验苗木适宜推广的范围，提出重点推广区域。 

6.3.2.4 提出生产上适用的较为完整的配套栽培技术。 

6.3.2.5 随时记载试验实施情况。 

6.4 引种试验结果的评价与分析 

6.4.1 适生性评价 

根据引种苗木在不同区域、不同立地上的生长表现，确定其适生范围；论证引种植物的生

态习性，作为栽培区划的依据。 

6.4.2 推广潜力评价 

根据引种苗木在适生条件下反映出的耐盐碱能力、生态效益、绿化效果以及抗性等方面

的表现，分析评价其引种效益，确认推广价值。 

6.4.3 提出栽培技术措施 

根据引种苗木的生物学特性和栽培实践经验，提出栽培管理技术措施。 

6.4.4 确定适宜种源 

根据引种苗木不同种源的表现，确定适宜种源。 

6.5 试验观测 

6.5.1 适应性观测 

观测引种苗木试种过程中对盐碱、寒冷、病虫害等不利环境的抗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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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物候观测 

按照GB/T 14175-1993中6.2执行。 

6.5.3 生长观测 

按照GB/T 14175-1993中6.3.1执行。 

6.5.4 推广应用 

    经过专家评审鉴定，将有推广价值的苗木按照良种繁殖及植物检疫制度，采取各种措施

加速繁育，使引种试验成果尽快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6.6 建立技术档案 

按照GB/T 14175-1993中4.2执行。 

7 引种方法 

7.1 材料 

7.1.1 来源 

从不同生境引进的种子或苗木。 

7.1.2 种苗要求 

通过种子繁殖的植物，采用混合选择法；无性繁殖的植物，选择表现优良的单株。 

7.2 栽培技术措施 

7.2.1 栽培密度 

南方苗木移往本地，适当密植；北方苗木移往本地，适当稀植。 

7.2.2 肥水管理 

南方苗木移往本地，适当控制肥水，使枝条较为充实，封顶期提前， 提高越冬性；北方

苗木移往本地，适当偏使氮肥或增加追肥，增加灌溉次数，增加生长量，提升抗逆性。 

7.2.3 光照处理 

南方苗木移往本地，在幼苗期适当遮光，每天进行 8h～10h短日照处理，可使苗木提前

形成顶芽，缩短生长期，提高枝条组织充实度，提升树木越冬性；北方苗木移往本地，采用

长日照处理，可延长生长期，增加生长量，足够的生长量是抵抗夏季热害和病害的物质基础。 

7.2.4 防寒、遮荫 

南方移往本地的苗木，在第一、二年冬季应采用暖棚、风障、培土、覆草等措施进行防

寒； 引种北方苗木，耐阴苗木，幼苗越夏需遮荫，并自夏末起逐步缩短遮荫时间，以便逐步

适应。 

8 引种成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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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原产地栽培时相比较，引种苗木适应本区域中度盐碱土环境条件，不加保护或稍加

保护，就能安全越冬或越夏，生长良好。原有绿化效果、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没有明显的降

低。能够用原来的繁殖方式进行正常的繁殖。没有明显或致命的病虫害威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