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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河南林业调查规划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唐小平、王瑞辉、马履一、李云、奚如春、马国青、孟庆华、张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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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城乡一体的大环境绿化中,环境保护林是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不断

加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制定与实施本标准将为城乡生态建设和城市林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技

术支撑。
本标准是对GB/T15776—2006、GB/T18337.3—2001的细化、补充和完善,并全面与国家有关生

态公益林建设、城市森林等政策、技术规范要求相衔接,主要细化和增加了相关分类、结构、树种选择、作
业要求、档案建设等相关内容,是我国生态公益林建设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保护林营造应服从城乡总体建设规划,点、线、面相结合,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合理布局。在城

区,大力推进居住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庭院绿化,开展“见缝插绿、拆墙透绿、垂直绿化、屋顶绿化和阳

台美化”。在郊区,重点建设城乡景观生态复合防护林体系。在乡村,以四旁绿化为重点,促进新农村生

态建设。建设措施或营林活动应有利于形成复杂的森林结构和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绿地景观,提高森

林、绿地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按不同区域特点确定环境保护林建设模式和经营技术。坚持多植物、
多色彩、多季相、多层次、多功能原则,进一步优化植物配置和景观时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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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环境保护林建设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乡环境保护林造林、抚育、改造、更新、管护及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城乡环境保护林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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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7908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

GB/T15163 封山(沙)育林技术规程

GB/T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18337.3—2001 生态公益林建设 技术规程

3 建设范围

城乡环境保护林的建设范围应考虑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空气质量等级要求和景观布局要求,应具

有前瞻性,充分考虑城乡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城市建成区、城郊和乡镇,凡以生态公益效益为主的森林都应划为城乡环境保护林,影响城市景

观的周边森林也应划为城乡环境保护林。

4 建设体系

主城区:主城区环境保护林以减噪、吸尘、降温、净化、美化、香化和休闲保健为主要经营目标,与城

内绿地、道路、建筑物、水体等构成城市景观。
近郊区:近郊区环境保护林以净化空气和向城区输送清洁空气为主要经营目标,兼顾城区居民城外

活动的需要,可适当发展以经济树种为主的多功能林,构成农田、村镇(村落)、水体和森林为主体的

景观。
远郊区:远郊区环境保护林以水源地保护和休闲游憩为主要经营目标。构成农田、村落、水体和森

林为主体的田园景观。

5 建设类型

根据防护对象可将环境保护林分为六类:

a) 净化空气型:对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有机物废气和有害菌等有较强抵抗、吸附、抑制和杀灭作

用的森林。

b) 修复土壤型:对土壤中的工业和生活废弃物、农药和重金属污染物等有较强抵抗、吸收和分解

能力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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