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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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南省林业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林业资源监测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三强、孙红召、黄新峰、江帆、霍宝民、冯东阳、杨朝波、李放、冯瑞琦、

冷冰、张琳、邵远玉、李志刚、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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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林营造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碳汇林营造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造林地选择、基线情景调查、作业设计、造林

树种和模式、种子和苗木、整地、栽植、抚育管护、造林质量与成效评价、计量与监测和档案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碳汇林营造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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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GB 7908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5781 森林抚育规程

GB/T 41198 林业碳汇项目审定和核证指南

GB/T 43648 主要树种立木生物量模型与碳计量参数

LY/T 1000 容器育苗技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碳汇林营造

以增加森林碳汇为主要目的，在迹地、一般灌木林地、疏林地以及规划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上进行

人工造林的活动或过程。

基线情景

在没有林业碳汇项目时，能合理地代表项目区未来最可能发生的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假定情景。

森林碳汇

森林生态系统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从而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

服务能力。

森林碳汇量

一定时期内,森林生态系统各碳库碳储量的总变化量扣减林地范围内火灾等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之后的净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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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碳汇林营造总体要求：

a) 以碳汇为主要目标，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

b) 采用良种良法提高森林碳汇量；

c) 采用必要方法减少碳排放；

d) 兼顾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优先发展公益林。

5 造林地选择

造林地选择应满足以下条件：

a) 项目土地在项目开始前至少 3 年为不符合森林定义的规划造林地；

b) 造林地权属清晰，具有不动产权属证书、土地承包权或流转合同，或具有县级及以上人民政

府或主管部门批准核发的土地权属证书；

c) 项目单个地块土地连续面积不小于 400 ㎡；

d) 项目土地不属于湿地。

6 基线情景调查

碳汇林营造项目实施前，需要对造林地基线情景进行调查。基线情景调查按照GB/T 41198的规定执

行。

7 作业设计

按照GB/T 15776的规定执行，作业设计应以碳汇为主要目的，制定减少碳排放的具体措施。

8 造林树种和模式

选择原则

树种选择时应遵从以下基本原则：

a) 适地适树，因地制宜，选择与造林地立地条件相适应的树种；

b) 优先选择生命周期长、固碳效率高的乡土树种；

c) 优先选择种源有保障、繁育技术较为成熟的树种。

推荐树种

根据树种选择原则，结合不同区域气候特征和立地条件选择造林树种，推荐树种见附录A。

密度与配置

按照GB/T 15776的规定执行。以最大限度获取森林碳汇量为目标，结合立地条件、树种特性等确定

造林密度，提倡多树种配置，营造混交林。根据不同区域海拔高度、坡度及土层厚度等立地条件确定造

林模式，造林模式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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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种子和苗木

按照GB 6000、GB 7908、GB/T 15776和LY/T 1000的规定执行。推广使用可溯源的种子和苗木，优

先使用本地苗木或就近调苗，提倡使用容器苗。

10 整地

整地按照GB/T 15776的规定执行，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不宜全垦整地和炼山，提倡穴状整地，减少土壤扰动；

b) 保护造林地的原生散生木，保留灌木和草本植物；

c) 对造林地中的极小种群、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小区不进行整地，保留适当宽度的缓冲保护带；

d) 山区、半山区沿等高线进行整地，在山脚、山顶保留 10 m～20 m 宽的原生植被保护带。

11 栽植

栽植按照GB/T 15776的规定执行。以春季造林为主，冬季造林和雨季造林为辅，冬季造林要注意预

防冻害。栽植过程中低碳施工，减少碳排放。

12 抚育管护

按照GB/T 15776和GB/T 15781的规定执行，同时按以下要求进行抚育管护：

a) 未成林阶段，根据造林地的苗木成活情况及时补植。补植苗木时不损害原有的幼苗幼树，不

破坏原有植被，减少土壤扰动，减少碳排放；

b) 幼龄林阶段，根据新造幼林地苗木生长发育状况、立地条件、天气状况等确定抚育时间及措

施，促进苗木健康生长，减少抚育过程造成的碳排放；

c) 中龄林阶段，根据林木生长状况采取适宜的抚育措施，促进森林健康，增加森林碳储量；

d) 加强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减少因灾害造成的碳排放。

13 造林质量与成效评价

造林质量与成效评价按照GB/T 15776的规定执行。

14 计量与监测

计量与监测按照GB/T 41198和GB/T 43648规定执行。

15 档案管理

按照GB/T 15776的规定执行，同时还应包括造林地权属证书、土地合格性证明、造林及抚育管护作

业记录、计量与监测档案及各类电子文档等有关资料。档案资料应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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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碳汇林营造推荐树种

表A.1给出了碳汇林营造推荐树种。

表 A.1 碳汇林营造推荐树种

区域 推荐树种

豫北太行山区

油松、华山松、白皮松、侧柏、圆柏、栓皮栎、大果榉、青檀、刺槐、流苏树、元宝枫、皂

荚、国槐、毛白杨、欧美杨、泡桐、苦楝、构树、臭椿、香椿、栾树、连香树、核桃、黑核

桃、山桐子、梾木、白蜡树、黄连木

豫西伏牛山区

华北落叶松、油松、华山松、湿地松、火炬松、白皮松、水杉、侧柏、麻栎、槲栎、蒙古栎、

栓皮栎、白桦、水曲柳、大果榉、朴树、刺槐、大叶女贞、椴树、粗糠树、黄连木、五角枫、

苦楝、白蜡树、枫杨、构树、臭椿、香椿、楸树、核桃楸、栾树、流苏树、七叶树、核桃、

板栗、银杏、山桐子

豫南桐柏-大别山区

油松、马尾松、湿地松、火炬松、黄山松、杉木、柳杉、水杉、池杉、落羽杉、柏木、麻栎、

槲栎、栓皮栎、白榆、榉树、刺槐、枫香树、大叶女贞、五角枫、檫木、欧美杨、毛白杨、

青钱柳、栾树、苦楝、构树、化香树、梧桐、枫杨、法桐、马褂木、板栗、山桐子、银杏、

油桐、乌桕、白蜡树

黄土丘陵区
油松、雪松、侧柏、胡桃楸、刺槐、黄连木、五角枫、元宝枫、毛白杨、欧美杨、泡桐、构

树、臭椿、香椿、楸树、栾树、杜仲

平原区

雪松、水杉、侧柏、圆柏、白榆、榉树、朴树、刺槐、大叶女贞、五角枫、国槐、椴树、毛

白杨、欧美杨、旱柳、泡桐、苦楝、法桐、构树、臭椿、香椿、楸树、栾树、核桃、杜仲、

银杏、白蜡、黄连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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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碳汇林营造推荐树种配置模型

表B.1给出了碳汇林营造推荐树种配置模型。

表 B.1 碳汇林营造推荐树种配置模型

区域 编号 立地类型 树种组成 混交方式 林种

豫北太行山区

1 （Ⅰ/Ⅱ/Ⅲ）-（A/B/C）-（1/2/3） 栓皮栎×侧柏 带状/块状 防护林/用材林

2 （Ⅰ/Ⅱ/Ⅲ）-（A/B/C）-（1/2/3） 栓皮栎×油松 带状/块状 防护林/用材林

3 （Ⅱ/Ⅲ）-（A/B）-（1/2/3） 侧柏×油松 带状/块状 防护林

4 （Ⅱ/Ⅲ）-（A/B）-（1/2/3） 油松×圆柏 带状/块状 防护林

5 （Ⅰ/Ⅱ）-（A/B/C）-（1/2/3） 侧柏×刺槐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豫西伏牛山区

6 （Ⅰ/Ⅱ/Ⅲ）-（A/B/C）-（1/2/3） 栓皮栎/麻栎 纯林 防护林/用材林

7 （Ⅰ/Ⅱ/Ⅲ）-（A/B/C）-（1/2/3） 侧柏×栓皮栎/麻栎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8 （Ⅰ/Ⅱ/Ⅲ）-（A/B/C）-（1/2/3） 油松×栓皮栎/麻栎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9 （Ⅱ/Ⅲ）-（A/B）-（1/2/3） 侧柏×五角枫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

10 （Ⅱ/Ⅲ）-（A/B）-（1/2/3） 核桃楸×白桦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11 （Ⅱ/Ⅲ）-（A/B）-（1/2/3） 华北落叶松 纯林 防护林/用材林

12 （Ⅰ）-（A）-（2/3） 女贞×栾树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景观林

13 （Ⅱ）-（A/B/C）-（1/2/3） 落叶松×栓皮栎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豫南桐柏-

大别山区

14 （Ⅰ/Ⅱ/Ⅲ）-（A/B/C）-（1/2/3） 侧柏×栓皮栎/麻栎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15 （Ⅰ/Ⅱ）-（A/B/C）-（1/2/3） 马尾松×化香树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16 （Ⅱ/Ⅲ）-（A/B/C）-（1/2/3） 油松×栓皮栎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17 （Ⅱ/Ⅲ）-（A/B/C）-（1/2/3） 杉木×马尾松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18 （Ⅱ/Ⅲ）-（A/B/C）-（1/2/3） 杉木×油桐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19 （Ⅰ/Ⅱ）-（A/B/C）-（1/2/3） 柏木×柳杉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20 （Ⅰ/Ⅱ）-（A/B/C）-（1/2/3） 油桐×板栗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经济林

21 （Ⅰ/Ⅱ）-（A/B/C）-（1/2/3） 圆柏×臭椿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22 （Ⅰ/Ⅱ）-（A/B/C）-（1/2/3） 侧柏×槐树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23 （Ⅰ/Ⅱ）-（A/B/C）-（1/2/3） 水杉×楸树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24 （Ⅰ）-（A/B/C）-（1/2/3） 银杏×杜仲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经济林

25 （Ⅰ）-（A）-（2/3） 女贞×栾树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景观林

黄土丘陵区

26 （Ⅱ）-（A/B）-（1/2/3） 侧柏×五角枫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

27 （Ⅰ/Ⅱ）-（A/B/C）-（1/2/3） 侧柏×臭椿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28 （Ⅰ/Ⅱ）-（A/B/C）-（1/2/3） 栾树×香椿/臭椿 带状/块状混交 防护林/景观林

平原区

29 （Ⅰ）-（A）-（2/3） 泡桐×杨树 带状/行间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30 （Ⅰ）-（A）-（2/3） 水杉×银杏 带状/行间混交 景观林

31 （Ⅰ）-（A）-（2/3） 雪松×栾树 带状/行间混交 景观林

32 （Ⅰ）-（A）-（2/3） 楸树×苦棟 带状/行间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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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碳汇林营造推荐树种配置模型（续）

区域
编

号
立地类型 树种组成 混交方式 林种

平原区

33 （Ⅰ）-（A）-（2/3） 女贞×栾树 带状/行间混交 景观林

34 （Ⅰ）-（A）-（2/3） 泡桐×苦楝 带状/行间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35 （Ⅰ）-（A）-（2/3） 泡桐×楸树 带状/行间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36 （Ⅰ）-（A）-（2/3） 杜仲×楸树 带状/行间混交 防护林/景观林

37 （Ⅰ）-（A）-（2/3） 白榆×泡桐 带状/行间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38 （Ⅰ）-（A）-（2/3） 银杏×杜仲 带状/行间混交 防护林/经济林

39 （Ⅰ）-（A）-（2/3） 刺槐×泡桐 带状/行间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40 （Ⅰ）-（A）-（2/3） 杨树×刺槐 带状/行间混交 防护林/用材林

注1：“立地类型”中“Ⅰ”表示海拔小于500 m，“Ⅱ”表示海拔在500 m ~ 1 000 m，“Ⅲ”表示海拔在1 000 m

~1 500 m，“Ⅳ”表示海拔大于1 500 m；“A”表示坡度小于15°，“B”表示坡度在15°~ 25°，“C”表示

坡度在25°~ 35°，“D”表示坡度大于35°；“1”表示土层厚度小于30 cm，“2”表示土层厚度在30 cm~

60 cm，“3”表示土层厚度大于60 cm。取值采用上限排外法。

注2：在实际造林模型选择时，表中所列树种可用生物学特性相近树种代替。

注3：营造纯林时应选择能够形成顶级群落且不发生大面积严重程度的病虫害的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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