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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 第 1 部

分：保护区》

（二）任务来源：《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3 年第二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2023-Z019）

（三）起草单位：海南省南繁管理局

（四）单位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兆龙西路岭仔小组 149

号

（五）参与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六）标准起草人：

表 1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方式

1 郭涛
海南省南繁管理

局

副局长

（主持

工作）

高级农

艺师
项目负责人 0898-88292737

2 王建东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
标准三稿起

草
010-82107045

3 杨洋
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管理局
主任

高级工

程师

协调崖州区

重点需调研

单位

0898-88036880

4 王传娟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

助理研

究员

参与标准三

稿编制
010-82107045

5 王磊
海南省南繁管理

局
副局长

技术内容研

讨、论证
0898-8829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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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勇
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
处长

正高级

农艺师

技术指标审

核
010-59194533

7 仇学峰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

博士
参与标准三

稿编制
010-82107045

8 温国松
海南省南繁管理

局
副局长

技术内容研

讨、论证
0898-88292737

9 陈广锋
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

高级农

艺师

调研、征求意

见汇总处理
010-59194533

10 刘怡
海南省南繁管理

局
处长

协调调研示

范南繁基地
0898-88292737

11 何俊燕
海南省南繁管理

局

副研究

员

技术内容研

讨、项目联系

人

0898-88292737

12 张石锐

国家农业智能装

备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副研究

员

技术规范编

制
010-51503607

13 马振国
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

正高级

农艺师

技术规范审

核
010-59194092

14 钟永红
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
副处长

正高级

农艺师

技术规范审

核
010-59194533

15 沈 欣
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
农艺师 文献调研 010-59194533

16 钏秀娟
海南省南繁管理

局

高级农

艺师

参与田间基

础设施调研
0898-88292737

17 万三连
海南省南繁管理

局
农艺师

参与标准三

稿修改完善
0898-88292737

18 代昆豪
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管理局

南繁单位意

见的搜集整

理

0898-88036880

19
张钟莉

莉

国家农业智能装

备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研究员 文献调研 010-51503607

20 方世凯
海南省南繁管理

局

高级农

艺师

参与田间基

础设施调研
0898-88292737

21 吴文蝶
海南省南繁管理

局
农艺师

参与南繁用

地管理调研
0898-8829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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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情况

（一）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育成的 2 万多个主要农作物品种中，

超过 70%经过南繁培育，其中南繁杂交水稻在全国累计种植面积超

过 2 亿公顷，累计增收稻谷 45 亿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

农业增产，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每年全

国 29 个省份、900 多家科研单位和企业，8000 多名专家来海南从

事南繁育种，科研育种面积 4 万多亩。三亚、陵水、乐东、东方、

临高、昌江等地发展农作物制种产业，常年制种面积超 20 万亩，

繁育优质南繁种子 3800 多万公斤。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已成为我国

农业科技创新的“孵化器”、新品种选育的“加速器”、保障农

业生产用种的“稳压库”、种子质量天然的“鉴定室”。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性、战略

性国家工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人多次就南繁工作作出

过重要批示指示。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南繁工作时

强调，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一定

要建成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

全国的“南繁硅谷”。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南繁种业发展，

并将南繁种业作为“陆海空”三大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加快推进。

《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规划(2015—2025 年)》出台，

在三亚、陵水、乐东三市县划定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 26.8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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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用途管制，永久保护。据统计，保护区内南繁育制种用地约

9.9 万亩，主要种植水稻、热带水果、玉米等作物。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

设提出的明确要求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对南繁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经广泛调研，发现保护区的南繁基地在田间基础设施建设、

作业需求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各南繁单位规模大小不一，

地块位置分散，在科研农田建设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各按己需建

设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二是当前南繁基地农田建设的亩均投资在

2500—5000 元左右，与一般农业生产大田投资基本持平，离建设

高水平试验农田还有差距；三是南繁用地是季节性用地，部分租

赁单位为了单季获得高产量，使用过量化肥、农药，且缺乏稳定

投入和有效管护，导致南繁基地农田质量普遍不高甚至下降。由

于缺乏统一的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标准，导致各基地

建设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护区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的良性发展。因此，海南省南繁管理局拟开展保护区内南繁

科研育种基地建设、安全防护与管理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制定《南

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 第 1 部分:保护区》省级地方标准，

为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提供科学的标准指引。

（二）编制过程简介

1.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3 年 9 月，海南省南繁管理局根据《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3 年第二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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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要求，成立标准起草组。标准起草组由海南省南繁管理局

总体负责，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国家农

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参与起草，小组成员共

21 人，小组成员具有标准编制经验，部分成员具有 GB/T 30600—

2022《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编制经历。标准起草组制定了详细

的工作计划，明确任务分工，制定编写要求，统一思想，规划工

作思路，为标准制定建立了组织保障。

2.开展调研

2023 年 10-11 月，开展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的调

查研究。根据任务分工，标准起草组人员通过现场调研、组织现

场研讨会、广泛收集整理国内外育种基地规范标准和国内外研究

文献，分析南繁科研育种技术与管理的需求和问题，摸清保护区

内不同水平南繁科研育制种基地的内涵要求，形成初步调研报告。

3.起草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3 月，结合调研收集的数据，并总结

不同建设水平南繁科研育制种基地建设管理经验基础上，确定了

本标准主要内容和技术指标，起草了《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

理规范 第 1 部分：保护区》（工作组讨论稿）及其编制说明，并

经过数轮研讨、修改，形成《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 第

1 部分：保护区》（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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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系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科学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

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力求做到科学规范、要素准确、可操

作性强，既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又符合保护区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建设管理的实际情况。

2.编制依据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和 GB/T 20001.5—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

5 部分：规范标准》的要求和规定编写。

本标准制定主要以 GB/T 30600—2022《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

则》和 NY/T 2148—2012《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为依据，结合当

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保护区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实际需求，提出本

标准的主要建设内容和技术要求。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协调一致，与已发布相关国

家、行业标准无冲突。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

论述

1.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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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正文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原

则、建设选址、建设内容与技术要求共 6 章组成，其中“建设内

容与技术要求”是本标准的核心技术内容。

2.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2.1 术语和定义

（1）南繁。南繁是指利用海南独特的气候条件和物种资源，

从事农作物品种选育、亲本繁育、种植鉴定和种子生产等活动。

（2）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依据《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

南）建设规划（2015—2025 年）》，在三亚市、陵水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划定的适宜南繁育制种且纳入永久基本农田范

围、予以重点保护、实行用途管制的区域。

2.2 基本原则

（1）规划引导原则。符合《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

建设规划（2015—2025 年）》《国家南繁硅谷建设规划（2023—

2030 年）》等国家有关规划要求。

（2）集约化与多元参与建设原则。适配标准、引导开发，为

南繁科研育种活动提供集约化、便利化的田间作业环境及条件，

积极推进地方政府、行业部门、企业等多元投入参与基地建设。

（3）前瞻性原则。以科学的田间设施配套、高效的资源共享

模式、现代化管理手段，实现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长期高效利用。

（4）建管并重原则。健全管护机制，落实管护责任，实现可

持续高效利用。建设引导原则。符合国家有关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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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设选址

（1）优先选择集中连片、租期长、现有田间基础设施达到国

家高标准农田要求，且预留有育种设施建设空间及规划用地指标

的基地开展建设。

（2）应符合国家和地方土地利用、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及资

源节约的相关法律、法规，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提高土地利用

率。

2.4 建设内容与技术要求

（1）土地平整。根据实际情况，本标准对田块单元进行规范，

尤其是考虑了农田输配电的线缆布设。田块宜相对集中，便于机

械化作业管理。因地制宜进行田块布局，田块布局宜以条田或条

田内部的格田、畦田为平整单元，田块长度和宽度应根据地形地

貌、机械作业效率、灌排效率、防止风害等因素确定。土地平整

工程施工时，应与农田输配电工程相结合，充分考虑其线缆的埋

设。

（2）田间道路。包括机耕路和生产路。机耕路应满足机械化

作业的通行要求，建设要求应按 GB/T 30600 和 NY/T 2148 执行。

其中，NY/T 2148 中明确指出平原区机耕干道宽度应为 6 m~8 m，

本标准结合调研情况，联系生产实际，提出南繁基地的机耕干道

路面宽度宜为3 m~6 m。生产路建设应符合GB/T 30600和 NY/T 2148

的规定。

（3）灌溉与排水。结合实际生产情况，本标准考虑了地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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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水源特点，推荐了高效节水灌溉方式，并对灌溉水质、排涝

防渍和防治土壤盐碱化进行规范要求。其中灌溉用水水质要求应

符合 GB 5084 的基本控制项目限值要求；育种保护区地处海南三

亚、乐东、陵水，容易受极端天气影响，作为科研育种基地应做

好防洪排涝准备，农田排水设计暴雨重现期宜采用 10 年，旱作区

1 d~3 d 暴雨从作物受淹起 1 d~3 d 排至田面无积水，水稻区 1 d~3

d 暴雨 3 d~5 d 排至作物耐淹水深；育种保护区涉及治渍排水工程，

应根据农作物全生育期要求确定最大排渍深度选用 0.8 m~1.3 m；

排水要求应按 GB/T 30600 规定执行；育种保护区涉及到防治土壤

次生盐渍（碱）化的地区，排水要求应按 GB/T 50288 规定执行。

（4）农田输配电。包括输电线路和变电配置等方面。农田输

配电线路宜采用架空绝缘导线，其技术性能应符合 GB/T 14049、

GB/T 12527 等规定，釆用埋地敷设时，地埋线应敷设在耕作层以

下，且深度应大于 0.7 m。变配电装置应采用适合的变台、变压器

和配电箱(屏)等装置。此外，结合现代农业发展、信息化建设和

管理的要求，可合理布设弱电工程；农田输配电工程其他要求参

照 GB/T 30600 规定执行。

（5）农田地力提升。农田地力提升通过土壤改良、障碍土层

消除、土壤培肥等工程措施进行。农田地力提升工程类型、特征

及内部联系构建的工程体系分级应参照 GB/T 30600 规定执行。

（6）温室大棚。包括塑料大棚、日光温室和连栋温室等。温

室大棚的整体结构荷载设计按 GB/T 51183 要求执行；塑料大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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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技术要求按 GB/T 51057 执行；日光温室的建设规模、建设条件、

建筑结构、配套工程及节能节水等要求参照 NY/T 3024 执行；连

栋温室大棚的建设规模、建筑与建设、配套工程及节能、节水、

节肥等要求参考 NY/T 2970 执行；此外，温室大棚的建设宜充分

考虑物联网环境控制、监测设备与机械化作业设施、设备的部署

要求，为温室大棚预留智能化提升的空间。

（7）育种隔离。结合实际情况，本标准考虑育种基地条件、

育种需求、地形与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对隔离方式、硬件要求、

防控管理等进行了规范。其中，隔离网室的组成与硬件要求应按

GB/T 36814 执行；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育种必须在隔离网室进行，

防控管理应按 NY/T 3266—2018 执行；不具备隔离网室安装条件

的科研育种基地应采用空间隔离、屏障隔离或时间隔离。

（8）农田安防。包括监控、围栏及防鸟防鼠等措施。鼓励有

条件的育种保护区设置视频监控，预防偷盗，安防用的视频监控

设备宜与作物“四情”监测所部署的摄像头相结合。宜优先使用

立式编织网围栏等方式建设隔离防护屏障，编织网围栏的架设可

参考 JB/T 10129 执行。本标准结合调研情况与实际应用情况，推

荐采取铺设防鸟网，或使用驱鸟剂、反光膜等措施防鸟。鼠害控

制宜采用塑料围挡或其他先进防鼠设备，鼠害控制措施与指标宜

参照 NY/T 1856—2010 执行。

（9）农田信息化。包括农田感知设备、自动控制设备、安全

监控设备、数据传输管理、系统可靠性和信息系统安全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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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在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开展农田信息

化建设；农田信息化建设应满足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农田种植、安

全监控、育种服务等信息化需要，通过网络融合、数据融合、应

用融合，提升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水平；数

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应用应符合 GB/T 22239—2019 中规定的

“第四级安全要求”和 GB/T 35274—2017 中规定的“增强要求”

等级数据安全要求。

（10）其他设施。包括种子处理、废弃物处理、消防以及办

公生活设施。在查阅相关标准内容及结合相关政策文件下，对其

他设施的建设原则、用地类别和面积核定进行了规范。其中，其

他设施应遵循先审批后建设原则，向相关主管单位提出建设申请，

获得批准后再进行建设；用地类别应为建设用地和设施用地，原

则上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在面积核定方面：不超过 500 亩（含），

其他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不超过 10 亩；处于 500~1000 亩（含），

其他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不超过 15 亩；处于 1000~1500 亩（含），

其他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不超过 20 亩；处于 1500~2000（含），其

他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不超过 25 亩；大于 2000 亩以上，其他设施

建设用地面积不超过 30 亩。

（11）管理要求。查阅相关标准资料，从实际应用角度，简

明扼要提出了基地管理的主要关键点。包括基地图、表、册的完

善、农田土壤质量管理、田间废弃物管理、人员管理和档案管理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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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验验证的论述

本标准规定的建设内容和技术要求在上海南繁科研育种基

地、江苏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等单位进行了多方位的应用，所构建

的内容能够支撑各省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建设与管理要求。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

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因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本标

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主要参考国内相关标准：GB/T 30600—2022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NY/T 2148—2012《高标准农田建设

标准》和 NY/T 2777—2015《玉米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标准》等。

相关标准关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民用建筑涉及统一标准、

科研建筑设计标准、办公建筑设计标准等常规标准，本标准拟直

接引用。

NY/T 2777—2015《玉米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标准》是针对制种

基地的建设标准，标准中对田间工程、种子加工工艺与设备、基

地用地指标等进行了规定。对比后可知，本标准与相关标准在聚

焦重点和标准内容上均有补充性内容。在聚焦重点上，相关标准

以制种基地的建设为依托，而本标准是围绕保护区育种基地的建

设进行的规范；在内容上，相关标准对基地建设中的信息化布设、

育种隔离防控与基地管理等方面均提及较少，且只涉及了玉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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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作物，而本标准增加了适用于保护区南繁育种基地涉及的田间

防涝排水要求、防鸟防鼠措施、信息化建设与隔离防控管理等内

容。本标准是面向保护区南繁育制种科研基地建设与管理的规范

化标准，是我国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的有效补充，能对我国南

繁科研育种保护区的基地建设与管理提供补充性指导建议。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

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标准发布后组织全省标准化管理部门及南繁科研育种相关单

位进行学习，确保标准宣贯到位。具体措施建议如下：

1.加大支持力度。标准颁布之后，建议加大支持力度，建设

保护区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以集中示范带动区域应用。

2.加强宣传推广。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加大宣

传，加强对《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 第 1 部分：保护区》

重要性、必要性、技术性的认识，理解并大力支持保护区南繁科

研育种基地建设和管理工作。

3.搞好技术培训。举办保护区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和管理

培训班，使每一个具体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和管理工作的专业

技术人员真正理解和掌握《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 第 1

部分：保护区》的技术要领。

（九）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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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迅速，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建设为我

国种业发展提供坚实后盾，制定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

能够有效保障我国育制种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推进我国育种

事业发展。建议将《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管理规范 第 1 部分：

保护区》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编
	制
	说
	明
	2.1 术语和定义
	2.2 基本原则
	2.3 建设选址
	2.4 建设内容与技术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