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调查、保存及评价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4年12月10日，由临沧市林业科学院牵头申报《临沧

坚果种质资源调查、保存及评价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的立项。

2025年1月13日，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其列入2025年临

沧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批准由临沧市林业科学院负

责《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调查、保存及评价技术规程》地方标

准的制定。

（二）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临沧市林业科学院、临沧市检验检测认证院、

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临沧市气象科技服务中心、临沧市科

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临沧市可持续发展创新中心、永德县林

业和草原局、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临翔分局、临翔区

林业和草原局、云县林业和草原局。

（三）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表1 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白海东 男 高级工程师 临沧市林业科学院 项目组织协调、标准编写

王正德 男 见习试用 临沧市林业科学院 标准编写

杨廷丽 女 高级工程师 临沧市林业科学院 项目组织协调、标准编写

杨玉春 男 正高级工程师 临沧市林业科学院 项目组织实施、标准编写



唐忠凤 女 高级工程师 临沧市检验检测认证院 项目组织实施、标准编写

万晓丽 女 高级工程师 临沧市林业科学院 标准编写

张林溪 女 工程师 临沧市林业科学院 标准编写

赵文植 男 见习试用 临沧市林业科学院 标准编写

杨庭泉 男 工程师 临沧市林业科学院 标准编写

李世成 男 高级工程师 临沧市气象科技服务中心 数据分析

李立印 男 高级工程师 临沧市气象科技服务中心 数据分析

李智华 男 工程师 临沧市林业科学院 标准编写

张晓丽 女 助理工程师 临沧市林业科学院 标准编写

字国林 男 助理工程师 临沧市检验检测认证院 数据收集与分析

张 斌 男 农艺师 临沧市检验检测认证院 标准编写

费贤彬 男 助理工程师 临沧市检验检测认证院 标准编写

张 仙 女 助理工程师 临沧市检验检测认证院 数据收集与分析

田春梅 女 副研究员 临沧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标准编写

鲁国斌 男 高级工程师 永德县林业和草原局 标准编写

石定宏 男 工程师 临沧市林业科学院 标准编写

沈仕福 男 工程师 临沧市林业科学院 标准编写

黄绍琨 男 工程师 临沧市林业科学院 标准编写

赵云晋 女 工程师 临沧市林业科学院 标准编写

冯人和 男 助理研究员 临沧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标准编写

杨德强 男 研究实习员 临沧市可持续发展创新中心 标准编写

李育芬 女 助理研究员 临沧市可持续发展创新中心 标准编写

蔡雁冰 男 高级工程师 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 标准编写



杨凯雁 女 工程师
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临

翔分局
标准编写

张苡容 女 高级工程师 临翔区林业和草原局 标准编写

田淑娅 女 高级工程师 云县林业和草原局 标准编写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临沧引进澳洲坚果以来，通过对澳洲坚果

进行品种选育、驯化和扩繁，选育出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

这些品种适应性、抗逆性、抗病性强，在本市域内形成独具地

方特色的“临沧坚果”名片，并于2018年获得“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证书”。截至目前，临沧市现有临沧坚果种植面积262.

77万亩，占全省种植面积的61.83%，全国种植面积的53.19%，

全球种植面积的36.80%。2024年临沧坚果干壳果产量10.9万吨，

综合产值67.25亿元。临沧坚果日趋成为临沧市经济、生态、

社会效益最显著的特色支柱产业之一。

临沧坚果在经过30多年的自然演化和人工培育过程中，形

成了丰富的种质资源。收集不同的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能够将

这些丰富的基因资源保存下来，为未来的品种改良和遗传研究

提供基础。不同的临沧坚果种质资源可能具有各种优良性状，

如高产、优质、抗病虫害、耐旱、耐瘠薄等。收集这些种质资

源后，可以利用这些优良性状进行杂交育种或基因编辑等工作，

培育出更适应不同环境条件和市场需求的新品种。而且丰富的

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能够使相关企业在品种创新和产品质量提

升方面占据优势，有助于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和

特色产品，提高在临沧坚果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

但是在临沧坚果种质资源的调查、收集、保存和利用方面



还远远不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由于人为开发和单一化种植，

部分实生资源或地方品种面临流失风险；二是在种质资源的收

集、保存和利用方面意识不强，调查方法不统一、评价指标模

糊等问题，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三是没有进行持续的种质资

源收集与研究，不能为产业提供新的优良品种和栽培技术，满

足市场对高品质临沧坚果产品的需求，从而保障整个产业的稳

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临沧市林业科学院根据多年来对临沧

坚果优良单株资源的收集保存、评价和适生优质“临坚”系列

品种选育培育，提出了《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调查、保存及评价

技术规程》的地方标准制定。

本标准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在临沧坚果种质

资源的收集与保存、利用与评价能明确技术规范，为品种选育、

良种推广提供科学依据，推动产业升级；二是有助于筛选出优

质、高产、抗逆的坚果品种，提升坚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

力，助力临沧打造“世界坚果之乡”品牌，带动农民增收和乡

村振兴；三是常见的、表现较好的品种或类型、野生近缘种、

地方特有品种以及具有特殊性状的资源的收集可系统保护遗

传多样性，避免资源退化，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标准立项后，由临沧市林业科学院牵头，与临沧市检验

检测认证院、临沧市气象科技服务中心等单位共同组织成立

了《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调查、保存及评价技术规程》地方标

准起草工作组，明确工作计划，制定工作原则，确定起草单



位、成员和任务分工，为标准的起草工作有序开展提供了组

织保障。

（二）前期工作调研及资料收集

2024 年 11 月，标准起草小组完成了对现行澳洲坚果种

质资源收集保存方面的国际、国家、行业、团体标准和论文

文献资料收集。目前，临沧坚果种质资源主要包括地方（引

进）品种、选育品种、品系及实生单株，起草小组对临沧坚

果种植分布区域进行调查，统计收集的新种质、测定相应的

果实性状并进行资源评价，按拟定的提纲开始标准初稿编写，

形成了《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调查、保存及评价技术规程》地

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三）工作组内部讨论

2024 年 12 月 27 日，标准起草小组组织召开标准内部讨

论会，由省标化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林业和草原局、

市气象局、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等科研院所、相关专家

和临沧市行政辖区内 7家精深加工企业对标准草稿文本内容

进行内部讨论。根据内部讨论会意见对标准进一步修改完善

形成《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调查、保存及评价技术规程》地方

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征求意见

2025 年 1 月 20 日～2 月 20 日，《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调

查、保存及评价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通过临沧市人民

政府门户网站中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专栏对外发布广泛征

求意见，并征求了云南省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总站、云南省



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云南农业大学、临沧市林业和草原局、

临沧市土壤肥料工作站、临沧市科学技术局、临沧市农业技

术推广站等 11 个单位 18 位专家的意见建议。截至 2025 年 3

月 10 日共收到 18 位专家反馈书面意见 68 条，经标准编制

小组会议讨论，最终采纳意见建议 41 条，部分采纳 4 条，

未采纳 23 条，并对不采纳的意见进行了详细说明，详见《临

沧市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五）标准送审

2025 年 3 月，标准起草小组根据专家反馈的意见，经反

复讨论、再次修改，形成《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调查、保存及

评价技术规程（送审稿）》，提交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

请地方标准技术审查。

（六）技术审查会议及形成标准报批稿

2025 年 3 月 18 日，由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滇

西科技师范学院、临沧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临沧市科技信息

站、永德县林业和草原局及云县林业和草原局的 5 名专家组

成的地方标准技术审查组，对《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调查、保

存及评价技术规程（送审稿）》地方标准进行技术审查并通

过审查。审查会后，标准编制组按照技术审查意见对标准文

本和编制说明逐一修改完善，形成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调查、

保存及评价技术规程》地方标准报批稿，并报请临沧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审核发布。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

关系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1.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调查、保存和评价技术规

范，均以项目组多年的项目实施成果和生产实践为依据，确

保标准的科学性。

2.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分析了临沧坚果种质资源的生产管理、保存利用

等现状，立足生产实际和发展需要，简便实用、可操作性强，

基层技术人员和生产者都能看得懂，并且能按照标准规定进

行实际操作，充分反映了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3.统一性原则

本标准与现行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做到完全统一、

协调。

4.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涉及其结构、编制规则和内容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进行编制。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1.依据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2.依据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结合临沧坚果种质资源的实际情况，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主要引用了 NY/T 1687《澳洲坚果种质资源鉴定技术规范》、

LY/T 1829《林业植物产地检疫技术规程》、LY/T 2417《林



木种质资源异地保存库营建技术规程》、NY/T 693 《澳洲

坚果 果仁》。

（三）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没有冲突，能与现行有关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有机衔接。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

的论述

本标准结构主要包括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保

存与评价技术条款。

（一）调查

1.调查准备

在开展调查时需做好以下准备：首先，组建专业的调查

队伍，调查组由具有植物学和分类学知识背景、熟悉本区域

农业生产状况的地方工作人员和临沧坚果种植户构成，人员

不少于 5 人，并由熟悉临沧坚果栽培、品种鉴别、选育研究

方面的专家担任领队（或组长）。其次应组织调查组人员开

展统一培训，内容包括有关文件、技术规程及野外作业安全

守则。最后，在出发前检查准备好皮尺、胸径尺、铅笔、标

签、相机、包装袋、地理信息坐标采集工具、调查表、测高

仪、生长锥等。

2.调查对象

经过查阅相关临沧市各县区气候状况，各县区的坚果种

植分布情况，了解到目前临沧市域内临沧坚果种质资源现状

丰富，临沧坚果种质资源的调查对象主要包括临沧坚果地方



（引进）品种、实生单株、选育品种和品系。

3.调查时间

开展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调查需要全年持续调查，在物候

期内重点调查。

4.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调查对象分布的生存环境、植物学性状、生物

学特性、果实品质性状、生产利用状况等。生存环境调查主

要是临沧坚果的分布概况、气候、光照、降水、土壤等环境

因子；临沧坚果种质资源的植物学性状包括树姿、树形、主

干光滑度、枝条颜色、叶片形态、花色等特征；生物学特性

主要是树势、新梢萌发期、新梢老熟期、新梢长度、成熟枝

条节间长度、初花期、盛花期、末花期、有无多次开花、坐

果率、成熟果自然脱落状况等性状；品质性状包括果实性状

和果仁性状，果实性状包括带皮果重量、果皮厚度、果柄长

度、果实形状、果皮颜色、壳果重量、壳果横径/纵径、果

壳厚度、果壳光滑度等；果仁性状主要是果仁重量、果仁大

小、果仁颜色、出仁率、一级果仁率、脂肪含量和蛋白质含

量等。同时对种质资源在抗虫、抗病、抗旱等方面进行调查。

5.调查方法

临沧坚果属于引进树种，在临沧市域的都是属于人工林，

其种质资源的调查主要以查询资料、入户访谈、踏查、样线

调查、单株调查的方式开展。其中样线调查根据临沧市域内

各县（区）的气候、海拔变化，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线路进行

调查。优良单株调查针对区域内某一个或多个性状表现特异



的单株或在产量、品质等表现优异的单株进行调查。

6.整理归档

调查结束后，将调查的临沧坚果种质资源按照地点、品

种、生长特性、种质类型、调查日期、图片资料进行整理记

录归档，专人管理。

（二）收集

临沧坚果种质资源的收集主要以枝条采集和种子采集

两个方式进行，详细记录采集地点的地理坐标（使用卫星定

位）、海拔、坡向、土壤类型等环境信息。枝条采集时，选

取 1 年生枝条在其基部进行环剥，60 天后剪下，剪成长约

10-12 cm 小段，选带有饱满芽眼的接穗放入自封袋保存后及

时嫁接，每个单株采集接穗 30 个以上。种子采集时，在每

个单株上选择具有 100～200 个繁殖能力的种子，将其储存

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以防止种子变质或失去活力。

对于采集到的材料需经过相关检疫标准进行检疫合格后方

可保存使用。

（三）保存

临沧坚果种质资源的保存主要是原地保存和异地保存

两个方式，针对临沧坚果的原地保存，目前主要通过与种植

户沟通协商后，在单株进行标记与保护，为后续穗条和果实

采集提供材料；异地保存，目前主要以采集枝条进行活体嫁

接的临时保存方式进行保存，后续建立种质资源圃后将按照

相关国家技术标准进行入库保存。

（四）评价



开展临沧坚果种质资源的评价是每份资源后续能否继

续开发、创新利用的前提，目前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评价主要

从植物学特征、生物学特征、产量性状、品质性状及抗性等

方面进行连年观测后综合评价，依据其结果将其分为以下三

种类型：第一是依据临沧坚果结实量、果实品质、连年结果

能力，筛选结实量大、果实品质好、连年结果能力强的临沧

坚果单株，作为良种选育候选材料；第二是结合临沧坚果种

质资源结实能力，根据临沧坚果在植物学特征、生物学特征

及抗性某一特征表现特异突出的资源，作为特异种质资源，

用做杂交育种亲本候选材料。

六、分歧及意见的处理过程、依据和结果

在本标准起草过程中，广泛征求了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

学院、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和标准化研究机构、行业

协会等 11 家单位 18 位专家的意见建议。本标准征求单位意

见覆盖生产、销售、使用、科研、行业主管、检测机构等，

均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一是通过举办多场标准宣贯培训、座谈、

召开会议等形式来推动标准落地实施，推动市域内林草行业

部门及相关科技部门贯彻执行本标准。二是通过发放宣传资

料以及网络、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强化宣传，大力普及标准，

营造贯彻标准的良好氛围，提高标准的社会关注度与知晓度，

推动标准的执行。

八、预期效益分析



（一）社会效益

该标准的实施有助于规范临沧坚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

评价及创新利用，有助于筛选优质、高产、抗逆的坚果品种，

促进临沧坚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经济效益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可有效规范临沧坚果种质资

源的管理，提高临沧坚果种质创新能力，通过选育培育出适

应临沧市生产栽培，在抗病、抗虫、抗旱等方面强且产量高

的优良品种，使临沧坚果真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之一，经济效益明显。

（三）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生态效益不仅体现在直接保护生物多样性，更

通过提供适应性种源、支持生态修复、增强系统稳定性等方

式，间接服务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临沧坚果种质资源调查、保存及评价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起草小组

二〇二五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