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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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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濒危植物回归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珍稀濒危植物回归项目实施的原则、流程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珍稀濒危植物回归的所有类型,包括重建型回归、增强型回归和保育性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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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6001 育苗技术规程

GB/T16619 林木采种技术

LY/T1829 林业植物产地检疫技术规程

SN/T1157 进出境植物苗木检疫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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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回归种群 reintroducedpopulation
通过回归项目实施后定植于回归地的某回归物种个体的集合。

3.3
种源种群 sourcepopulation
为回归项目贡献回归材料的种群。

3.4
奠基种群 founderpopulation
回归项目中最终定植于回归地的,由所有回归材料个体组成的种群。奠基种群在基因上涵盖了来

自于不同种源种群的回归材料个体。

3.5
回归地 destinationareaforreintroduction
回归项目实施地,也就是回归材料最终定植的场所。

3.6
增强型回归 reinforcement
在回归物种现有分布区内,人为增加该物种某一特定组群的个体数量,从而增强该种群生存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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