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地方标准

《槟榔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槟榔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技术规范

（二）任务来源（项目计划号）：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1

年第三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2021 年发布的项目计划号 2021-Z078

（三）起草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四）单位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清大道 496 号

（五）标准起草人：齐兰、黄丽云、周焕起、刘立云、刘帆、陈君、朱辉、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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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
无 助理研究员

组织编制，主持

编写规程和编制

说明

13698902392

2 黄丽云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
无 研究员 资料查阅、收集

13518843496

3 周焕起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
无 副研究员

资源调查、数据

收集

13976366322

4 刘立云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
主任 研究员 核稿

13976623618

5 刘帆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
无 研究实习员 数据收集，核稿

15343005699

6 陈君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
无 副研究员 资源调查、核稿

13976901369

7 朱辉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
副主任 副研究员 资料查阅、收集

13976048527

8 李佳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
副主任 副研究员 资料查阅、收集

13617566850

二、编制情况

（一）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1.编制标准的背景

槟榔（Areca catechu L.），棕榈科槟榔属多年生常绿植物，原产于马来西亚，



在亚洲热带地区广泛栽培，中国主要分布海南、云南及台湾等热带地区，其中海

南地区产量占全国总产的 99％（未计台湾省）。槟榔是海南重要的热带特色经济

作物，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被列为四大南药之首。海南槟榔有悠久的栽培历史，

2001年起我国将槟榔列入海南经济林范畴，目前槟榔在海南全岛广泛种植。是

海南省仅次于橡胶的第二大经济作物，是东部、中部和南部山区 230多万农民的

主要经济来源。海南省统计年鉴显示 2022年槟榔种植面积约 181.65万公顷，年

产量为 294.83 万吨，年产值将近 210亿元，被广大农民视为脱贫致富的“发财

树”。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2006年建立槟榔种质资源圃，该圃位于海

南省文昌市，属于国家热带棕榈种质资源圃槟榔分区，也是 2022年海南省第一

批认定的省级槟榔种质资源圃。目前种质资源圃总面积 20亩，已收集保存来自

国内外的槟榔种质资源 113份，槟榔种质资源资源是槟榔育种、生产和生物技术

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

2、编制本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海南省槟榔栽培历史悠久，品种类型多样，目前栽培品种有本地种、越南种、

泰国种和印尼种等，本地种占 95%以上。与东南亚的槟榔相比，本地槟榔不仅纤

维柔软、耐咀嚼，而且生物碱含量高，具有明显的质量优势。在长期的自然环境

条件下形成了丰富的种质资源，通过人工选择栽培中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栽培品

种。槟榔悠久的栽培历史，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地方品种，随着槟榔产业规模

的扩大，农户在引种时偏向于栽培商品喜好型品种，栽培品种单一，一些特有种

质正在逐步消失，槟榔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极为迫切。近年来，我们通过各种途

径引进国内外槟榔种质资源，拓宽我国槟榔资源遗传基础，有利于发掘优异槟榔

资源，对槟榔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槟榔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相关技术规范，影响了槟

榔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操作的技术规范性，虽然我国在槟榔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已

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在槟榔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操作程序尚有待进一步建立和

完善。因此，非常有必要制定《槟榔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技术规范》，对于促进我

国槟榔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高种质共享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二）编制过程简介



2021 年 11 月 3 日，收到《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1 年

第三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相

关专业技术人员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并召开了工作组会议，会议明确了标准主要

起草单位、进度安排、任务分工，确定了编制标准的工作计划。

标准起草过程：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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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的《DB 46/T 74-2021 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

要求制定本标准，前期编制过程简介如下：

2022年 1月-6月，主要进行标准有关资料收集整理、方案制定工作。深入

分析调研我国槟榔种质资源保存的现状，系统了解国内外槟榔主产国在槟榔种质

资源收集保存方面的研究成果。

2022年 7月-2023年 12月，标准编制组进行资料收集整理、确定需要参考

的现有标准，收集了相关的研究资料及文献资料，赴海南各地，广东、云南、斯

里兰卡等国内外种植槟榔的地区进行考察、收集工作。参考《农作物种质资源保

存技术规程》，《NY/T 2812热带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技术规程》编写的要素，结合

我们在槟榔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技术领域的实践工作经验，根据海南省地方标准的

编写要求，起草了《槟榔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技术规范》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后经

起草小组和相关专家反复讨论修改形成了《槟榔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技术规范》标

准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情况：通过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内部召开标准意见征

集讨论会，以及邮件、电话或现场咨询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等相关科研、生产单位部门专家进行意见咨询。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是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以及《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起草，并按照海南省的《DB

46/T 74-2021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规范》要求来规范其格式和工作流程，同时，

采用最新版的《标准化文件编写》模板（set 2020软件）来编写本标准。在编写

过程中，查阅、分析相关作物标准，尤其是各种作物收集、保存技术规程等相关

标准，如《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技术规范》（NY/T 3757-2020）、《橡胶树种



质资源收集、整理与保存技术规程》（NY/T 3813-2020）、《芒果种质资源保存技

术规程》（NY/T 4229-2022）等，结合本单位技术人员在槟榔收集、保存工作方

面的实践经验而制定的。

2、标准制定过程中所依据的技术性文件

在标准编写过程中，查阅、分析国内外的相关作物标准，尤其是槟榔相关的

技术规程，学习参照椰子和油棕等棕榈科作物相关标准。本标准起草工作组的团

队成员，前期已编制部分槟榔标准，本标准各项技术指标确保其科学性、先进性

和可操作性强等要求，本标准参考和引用的标准见表 2，参考的论著见本编制说

明的参考文献。

表 2 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1 GB/T 2659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2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3 GB/T 12404 单位隶属关系代码

4 NY/T 1398 槟榔 种苗

5 NY/T 2812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技术规程

6 NY/T 3238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 术语

7 DB46/T 77 槟榔生产技术规程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在标准的制订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规章等，严格执

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经过国家市场技术监督管理局中国标准网检索，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标准的名称、内容及指标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

制性的标准没有冲突，与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相衔接，遵循了政策性和协调同一

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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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的章节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收集、入圃保存、种

质管理、共享利用等组成。其中，收集、入圃保存、种质管理、共享利用是本标

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槟榔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过程中的术语和定义、收集、入圃保存、

种质管理、共享利用等技术要求。

2、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本标准规定了槟榔种质资源在收集、入圃保存、种质管理和共享利用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内容包括：槟榔种质资源的收集、收集材料类

型、收集材料要求、考察收集、国外引种、征集、入圃保存、保存株数、苗木准

备、定植时间、定植技术、株行距、种质圃编号、绘制保存定植图、编目、种质

管理、栽培管理、种质核对、种植后监测、繁殖更新、信息管理和共享利用，并

制定了 4个规范性附录：表 A.1 槟榔种质资源考察收集信息表、表 B.1 槟榔

种质资源引种信息采集表、表 C.1 槟榔种质资源征集信息采集表、 附录 D 保

存数据信息采集表。

3、试验验证的论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2006年成立槟榔研究中心，拥有国家热带

棕榈种质资源圃--槟榔分区，在农业农村部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项目、海南省

农业农村厅种质资源保护项目等的支持下，开展了槟榔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

鉴定、评价与利用工作，收集保存国内外槟榔种质资源，建成了我国最大的槟榔

种质资源圃，于 2021年获得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认第一批认定的省级槟榔种质资

源圃，已收集保存国内外槟榔种质资源 113份，建立完善设施的种质资源圃 20

亩（图 1）。

图 1 国家热带棕榈种质资源圃槟榔分区

近年来，项目组成员先后在海南开展环岛槟榔栽培资源调研，赴云南、广东、

斯里兰卡等国内外地区调查、收集槟榔种质资源。课题组人员长期长期以来一直

从事槟榔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相关的研究工作，有丰富的资源调查、收集和保存



相关的工作经验（图 2）。

图 2 国内外槟榔种质资源考察收集情况

3.1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的“种质资源”、“种质资源圃”和“收集”术语和定义都是以槟榔为

收集保存对象来定义的，适用于本文件。

3.2 收集

参考《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技术规程》，结合槟榔种质资源收集实践要求，

对收集样本类型、收集地点，收集样本规定了要求。对槟榔考察收集、国外引种

和征集的内容、工作程序等进行了规范，参照《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GB/T

2659）、《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单位隶属关系代码》GB/T

12404等国家标准对不同方式收集到的种质进行编号，并制定了考察收集、引种

和征集数据信息采集表。

3.3 入圃保存

参考著作《农作物种质资源整理技术规程》和《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技术规

程》，结合槟榔种质资源入圃实际要求，将入圃保存的内容分为保存株数、苗木



准备、定植时间、定植技术、株行距、种质圃编号、绘制保存定植图和编目等。

3.4 种质管理

参考著作《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技术规程》，结合槟榔种质资源种质圃管理

实际情况，将种质管理的内容分为栽培管理、种质核对、种植后监测、繁殖更新

和信息管理几部分。

3.5 共享利用

参照《热带作物种质资源圃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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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目前未查到国内外槟榔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方面的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起草组充分讨论并协商一致，虚心征求相关专家意见，

采纳并加以认真修改，不存在分歧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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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开展标准的培训工作，使相关机构和相关实施单位的技

术人员掌握技术方法。

（九）预期效果

本标准的实施，将逐步规范我省槟榔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工作的科学性、标

准化和规范化的问题，提高槟榔种质资源收集的安全性及质量，进一步促进槟榔

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工作的开展。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参考标准：

见表2 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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