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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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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 NY/T１６６８—２００８«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建设技术规范»,与 NY/T１６６８—２００８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在“术语和定义”和“区域布局”中增加了“异位保存区”和“试验区”(见３７、３８、５１、５１２、

５１３、５２２、５３１和６１１);

b)　在保护点建设内容中,提高了陆地围栏和水面围栏的标准(见５３１１和５３１２);

c)　工作间、看护房及其附属设施总面积由８０m２~１００m２ 更改为１８０m２~２００m２(见２００８年版的

５２３和本次修订版的５１４);

d)　删除了“瞭望塔”(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２４).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湖南省种质资源保护与良种繁育中心、农业农村

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资源保护与利用处.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庆文、杨星星、黄宏坤、张思娟、乔卫华、陈宝雄、王云高、郑晓明、张丽芳、卢永

星、贾涛.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０８年首次发布为 NY/T１６６８—２００８;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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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建设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建设的术语和定义、保护点选址原则、保护点规划与建设、
设备.

本文件适用于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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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J５００１１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农业野生植物　agriculturalwildplants
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栽培植物的野生种和野生近缘植物.

３２
居群　population
在生物群落中占据特定空间、起功能组成单位作用的某一物种的个体群.

３３
原生境保护　inＧsituconservation
保护农业野生植物群体生存繁衍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农业野生植物得以正常繁衍生息,防止因环境恶

化或人为破坏造成灭绝.

３４
保护点　conservationsite
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的以保护农业野生植物为核心的自然区域.

３５
核心区　corearea
原生境保护点内未曾受到人为因素破坏的农业野生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域.也称隔离区.

３６
缓冲区　bufferarea
原生境保护点核心区外围对核心区起保护作用的区域.

３７
异位保存区　exＧsituconservationfield
人工种植从原生境保护点及周边收集的农业野生植物的区域.

３８
试验区　experimentfield
用于开展农业野生植物繁殖、鉴定和利用等田间试验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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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保护点选址原则

保护点选址应满足下列条件:

a)　生态系统、气候类型、环境条件具有代表性;

b)　在一定区域内农业野生植物居群较大,形态类型丰富;

c)　被保护的农业野生植物具有特殊的农艺性状或植物学特征;

d)　被保护的农业野生植物濒危状况严重且危害加剧;

e)　远离交通要道、经济开发区、工矿区、潜在淹没地、滑坡塌方地质区或规划中的建设用地等.

５　保护点规划与建设

５１　土地规划

保护点土地用于核心区、缓冲区、异位保存区、试验区、看护房、工作间、连接路、巡护路和消防隔离带

等建设.

５１１　核心区面积应以被保护的农业野生植物集中分布面积而定.缓冲区范围根据核心区外是否种植

有与被保护的农业野生植物具有亲缘关系的栽培作物而定.如无栽培作物种植,按照自然地理边界确定,
缓冲区和核心区的边界可以部分重合;如有栽培作物种植,自花授粉植物的缓冲区应为核心区边界外

３０m~５０m 的区域,异花授粉植物的缓冲区应为核心区边界外５０m~１５０m 的区域.

５１２　异位保存区设置于缓冲区外适合被保护的农业野生植物生存繁衍的区域,面积３３３３３３m２~
６６６６６７m２.

５１３　试验区设置于缓冲区外适合被保护的农业野生植物生存繁衍的区域,面积３３３３３３ m２ ~
６６６６６７m２.

５１４　看护房、工作间及其附属设施设置于缓冲区大门旁,总建筑面积１８０m２~２００m２.

５１５　连接路是连接保护点大门至最近的公路(含村村通道路)的道路,长度以保护点大门至最近的公路

的实际距离为准.

５１６　巡护路和防火隔离带沿缓冲区外围修建,巡护路和防火隔离带可合并建设.

５２　设施布局

５２１　沿核心区和缓冲区外围设置隔离设施,有天然屏障隔离的区域可以不设置隔离设施.

５２２　异位保存区和试验区外设置隔离设施,异位保存区和试验区内可建设温室和网室.

５２３　标志碑设置于缓冲区大门旁.

５２４　警示牌固定于缓冲区围栏上.

５２５　监测设施设备设置于保护点地势最高处和关键位置.

５３　建设内容

５３１　隔离设施

在原生境保护点核心区、缓冲区、异位保存区和试验区周围设置围栏.

５３１１　陆地围栏

陆地围栏建设标准为:

a)　立柱地上高不低于１５m,１２０mm×１２０mm 钢筋混凝土浇筑;

b)　立柱基础用C２５混凝土浇筑,断面尺寸为６００mm×６００mm×７００mm,埋入地下０４m~０７m;

c)　围栏由钢丝网片组成,网片尺寸２７６m×１７m,离地高度为１００mm,网孔尺寸为７０mm×１５０mm,
钢丝网片单块长度为３m.

５３１２　水面围栏

水面围栏建设标准为:

a)　立柱应为直径不小于５cm 的不锈金属管,立柱高度 ＝ 最高水位的水面深度 ＋ 露出水面高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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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１５m),立柱埋入地下深度不低于０５m;

b)　立柱之间用防锈钢丝网,防锈钢丝网设置按５３１１的规定执行,高度从最低水位线到立柱顶端.

５３２　标志碑和警示牌

５３２１　标志碑为３５m×２４m×０２m 的混凝土预制板碑面,底座为钢混结构,至少埋入地下０５m,
高度０５m.

５３２２　标志碑正面标出保护点的全称、面积、范围图和被保护的物种、责任单位等,标志碑的背面标出

保护点的管理细则.

５３２３　警示牌为６０cm×４０cm 规格的不锈钢或铝合金板材,设置于缓冲区围栏醒目位置,间距不大

于１００m.

５３３　看护房和工作间

工作间、看护房及其附属设施建设按照 GBJ５００１１的规定执行.

５３４　道路

连接路面按县级村村通道路工程标准建设;巡护道路和消防隔离带可合并建设,采用沙石覆盖,宽度

２m~５m.

５３５　排灌设施

必要时,可在缓冲区周边修建灌溉渠、拦水坝、排水沟等排灌设施;拦水坝蓄水高度应保持核心区原有

水面高度;排水沟采用水泥面 U底梯形结构,上、下底宽和高度视当地洪涝灾害严重程度而定.

６　设备

６１　监测设备

６１１　安全监测设备

采用全景联动巡视摄像机、室外高清球机或室外高清枪机等图像采集设备,安装于核心区、缓冲区、异
位保存区、试验区、看护房、工作间等关键区域,用于实时监测保护点设施和生境状况.采集的图像数据可

通过网络传输至控制中心或移动监测终端.

６１２　气象监测设备

布置于保护点中心位置,用于远程实时监测保护点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太阳总辐射、光合有效辐射、
大气压强、风向、风速和降水量等气象指标,传感器获得的监测数据可通过网络传输至控制中心.

６１３　土壤监测设备

布置于被保护陆生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区,用于远程实时监测该区域土壤含水率、温度、电导率、盐分、

pH 等土壤状况指标,传感器获得的监测数据可通过网络传输至控制中心.

６１４　水体监测设备

布置于被保护水生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区,用于远程实时监测该区域水体的温度、pH、溶解氧、化学需

氧量、生化需氧量、色度、浊度、电导率、悬浮物和有毒物质等水质状况指标,传感器获得的监测数据可通过

网络传输至控制中心.

６１５　虫情监测设备

布置于保护点虫害易发生区,可以利用灯光无公害诱捕杀虫,同时利用无线网路,定时采集捕获虫体

图像,自动上传到控制中心.

６１６　无人机监测设备

用于地形地貌复杂的保护点或监测面积较大的保护点,通过无人机获得高质量航拍图像数据,用于目

标物种生长状况监测.

６２　消防设备

包括油锯、灭火机、灭火器、防火服等.参照建标１９５—２０１８的规定执行.

３



NY/T１６６８—２０２３

６３　排灌设备

包括水泵、排灌管网等.

６４　电力设备

包括小型发电机、输电网等.

６５　管护设备

包括小型农机、农具、巡逻设备等.

６６　办公设备

包括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打印机、对讲机、定位仪、照相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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