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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一）制定标准的目的

近年来，成都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

绿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市区绿化覆盖率逐年提高，公

共绿地面积不断增加，各类绿化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

些成果展示了成都市在城市绿化方面的决心和投入，也为市

民提供了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

然而，2017年发布的《成都市城市绿化养护质量等级划

分》标准在当前已经无法满足城市绿化发展的需求，也不符

合成都市现有的绿化实际情况。因此，对这一标准进行修订

和完善，以适应成都市城市绿化的新形势和发展要求，显得

尤为重要。

（二）制定标准的意义

修订《成都市城市绿化养护质量等级划分》成都市地方

标准，以规范成都市绿化的术语和定义、通用要求、栽培管

理、设施维护、垃圾处理等技术内容，能够进一步提升全市

城市绿化养护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水平，并显著提高绿化养护

的整体质量，修订并完善现有的《成都市城市绿化养护质量

等级划分》标准，制定一套更具操作性的规范，以为绿化养

护管理工作提供更加明确和科学的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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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务来源

2023年 3月，邀请了园林、标准化领域相关专家针对本

标准技术内容的适用性、规范性、时效性、协调性等方面进

行了技术复审论证，结论为继续有效，并补充完善现有相关

技术内容。2023 年 11 月，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复本标

准复审结论为继续有效，并按照地方标准制修订程序转化为

成都市地方标准。遂成都市公园城市园林绿化管护中心组织

修订《成都市城市绿化养护质量等级划分》四川省成都市地

方标准的计划，并委托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组织标准起草工

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开展标准修订工作。

三、工作简况

（一）成立标准工作起草组

2024年 4月，成都市公园城市园林绿化管护中心、成都

市标准化研究院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共同修订地方标准的

相关事宜，并对标准修订工作进行总体部署。

（二）资料收集和调研

工作组通过研讨拟定了标准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并根

据工作安排，收集了大量技术资料，包括国家、地方园林绿

化相关政策、标准及科研论文等文献资料，通过对收集资料

的整理分析，工作组归纳总结了各地园林绿化养护等级划分

的优缺点，明确了下一步工作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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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制定的标准切实、有效地符合成都市城市绿化养

护实际。标准起草工作组对主管单位、绿化养护施工队等单

位开展了全面的基础调研工作，并与相关单位的专家进行了

细致探讨，获得了大量关于城市绿化养护等级划分内容的相

关资料，为标准内容的详实性和可行性打下了基础。

（三）拟稿

2024年 4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查

阅并参考了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化文件、学术论文等文件资

料，并通过与相关单位的专家进行讨论后编制了《成都市城

市绿化养护质量等级划分》标准草案。

四、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为保证标准编制的科学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

一致性和规范性，确保《成都市城市绿化养护质量等级划分》

编制质量，标准起草工作组在编制过程中坚持以下原则：

（1）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

标准；

（2）符合成都市园林绿化养护等级划分现状和实际。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所依据的技术性文件包括：

本文件所引用的国家、行业有关规范、规程均为现行且



4

有效的，条文中给出编号，以便于使用时查找。主要参考资

料：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420-2007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

CJJ 75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

CJJ 85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CJJ/T 91 园林基本术语标准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五、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一）标准结构

本文件包含以下部分：城市绿化养护质量等级划分的术

语和定义、通用要求、各养护对象松土、浇水、施肥、修剪、

除草、病虫害防治、复壮更新、设施维护、垃圾处理等养护

措施的养护质量等级划分技术。

（二）标准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成都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城市绿化的日

常养护，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其他绿地可

参照本标准执行。

（三）术语和定义

该部分参考 CJJ/T 91《风景园林基本术语标准》中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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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对生长势、分枝点、疏枝、短截、有花率、保存率等做出

定义。

（四）等级划分

该部分依照精细化养护，从高到低划分为一级养护、二

级养护和三级养护。

（五）通用要求

该部分从安全、环保、巡视巡查、土壤（除水湿生植物）、

施肥、资料管理、质量（频次）要求等方面对各等级绿化养

护提出通用要求。

（六）乔木养护

该部分从景观效果、叶片、树干、树冠、病虫害防治、

树穴、松土、施肥、保存率、成活率、补栽、支撑、扶正、

冲洗、浇水、设施维护、卫生、应急处置等方面对行道树和

其他区域乔木进行养护质量等级划分。

（七）灌木养护

该部分从景观效果、生长势、杂草控制、排水、病虫害

防治、卫生、松土、补栽、设施维护等方面对整形式灌木和

自然式灌木进行养护质量等级划分。

（八）草坪及草本地被养护

该部分从景观效果、生长势、绿量、杂草控制、病虫害

防治、卫生、补栽、复壮更新等方面对草坪及草本地被进行

养护质量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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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栽时令花卉养护

该部分从景观效果、花期及有花率、生长势、杂草控制、

排水、病虫害防治、卫生等方面对地栽时令花卉进行养护质

量等级划分。

（十）立体绿化养护

该部分从景观效果、生长势、杂草控制、排水、病虫害

防治、卫生等方面对进行规范。

（十一）容器绿化养护

该部分从景观效果、杂草控制、生长势、排水、病虫害

防治、卫生等方面对立体绿化进行质量等级划分。

（十二）竹类养护

该部分从景观效果、杂草控制、生长势、排水、病虫害

防治、卫生等方面对容器绿化养护进行质量等级划分。

（十三）水湿生植物养护

该部分从景观效果、生长势、排水、病虫害防治、卫生、

水质等方面对容器绿化养护进行质量等级划分。

（十四）水体养护

该部分从景观效果、水质、驳岸、设施、卫生等方面对

水体养护进行质量等级划分。

（十五）设施维护

该部分从景观效果、园林建筑及构筑物、道路地坪、花

架、围栏、假山叠石、置石、雕塑小品、木质地板（含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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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上下水、椅凳、垃圾箱、标志牌、维护等方面对设施

维护进行等量等级划分。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无。

七、采标国际标准的情况

由于不同的国情和组织构架，经查询，目前还没有与本

标准相关的国际、国外标准。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相关标准的要

求。

九、标准实施的建议

（一）实施标准的要求

本文件一经发布即实施，且应采用适宜的方式及时对相

关管理部门和实施机构的负责人进行宣贯，并做好相关培训

记录，使标准的关联方能及时、准确地按标准要求开展工作。

（二）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所有的使用者应严格依据本标准规定的养护技术要求

等内容作业。

（三）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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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制定标准无过渡期建议，建议标准在完成标准

化主管部门合法、合规流程后，尽快实施。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相关专利的情况。

十一、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本文件的实施可以有效总结成都市城市绿化养护的科

学经验，指导和规范全市园林绿化养护的相关工作，实现由

景观短效型向景观长效型的转变，以促进公园绿地品质的整

体提升。

《成都市城市绿化养护质量等级划分》标准起草组

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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