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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油橄榄喜向阳地带，较耐旱，需排水性较好的地块，怕

涝。适宜生长在均温为 18~24℃，年降雨量在 700 mm 左右

和光照 1200 h 以上的地区，适宜在 pH 值 7~8 的紫色、砂质、

含钙量较多的土壤上生长。金堂县年均气温 16.7℃，年均降

雨量 750 mm左右，年均日照数 1200 h以上，土壤 pH值 7~8，

温度、光照、土壤均适合油橄榄种植。截至 2022 年底，油

橄榄产业已覆盖金堂县淮口、官仓、竹篙等 14 个镇（街道），

全县油橄榄栽种面积近 8 万亩。经多年观测，成都平原与金

堂气候、土壤环境相似区域均可推广发展油橄榄产业，尤其

是龙泉山脉地区可进行规模化推广。 

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都市现代林

业产业的实施意见》（成办函〔2018〕163 号）文件精神，

要积极构建林业产业集群，加快金堂县油橄榄产业示范园区

的建设，努力培育西南地区的油橄榄种植基地和产品研发、

集散中心。同时在全国稳粮保油工作推进大背景下，油橄榄

作为成都区域重点木本油料产业，编制出台适合本地区油橄

榄种植管理的技术规范非常必要。 

《成都市油橄榄果园建园和田间管理技术规范》的制定

和实施，能够对成都平原范围内油橄榄园区建设提供规范的

技术指导，解决当前部分种植园种植技术不规范、管理混乱、

产能低下等问题，进一步推进以油橄榄特色林业产业为主导

的产业集群发展，为成都市油橄榄产业示范园区建设提供标

准化技术支撑，促进成都市油橄榄产业高质量、规模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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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发展。 

二、任务来源 

目前油橄榄栽培技术有国家和行业标准可以借鉴，暂无

专门针对成都地区油橄榄种植管理的相关地方标准，《成都

市油橄榄果园建园和田间管理技术规范》的制定和实施，能

够对成都平原范围内油橄榄园区建设提供规范的技术指导。

2021 年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正式提出《成都市油橄榄

果园建园和田间管理技术规范》地方标准编制立项申请，

2021 年 6 月，根据《成都市市场监管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1

年度地方标准制定项目立项计划（第三批）的通知》（成市

监办〔2021〕216 号），批准《成都市油橄榄果园建园和田

间管理技术规范》地方标准立项。 

三、工作简况 

（一）成立起草组 

2021 年 8 月，由金堂县农业农村局、金堂县油橄榄产业

协会组成成立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起草工作安排进行总体部

署。标准起草组按照项目要求，明确了标准的使用范围、主

要框架内容、编制时间节点、任务分工以及工作方案等。 

本标准由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提出并归口，金堂

县农业农村局、金堂县油橄榄产业协会等单位参与编制。主

要起草人及分工见表 1。 

表 1 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表 

序

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任务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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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立

江 

四川省林业勘察

设计研究院 
研究员 

参与标准框架搭建、主要章节

编写、专家意见征集汇总 

2 俞宁 
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 
/ 

参与资料收集和标准主要章节

编写。 

3 
李金

花 

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 
副研究员 

参与资料收集和标准主要章节

编写。 

4 
张国

林 

金堂县农业农村

局 

正局级调研

员 
参与协调标准制定各项工作。 

5 肖剑 
四川省油橄榄发

展促进会 
/ 

参与标准编制相关数据指标提

供 

6 
李见

辉 

成都市森林病虫

防治检疫站 
站长 

参与标准编制相关数据指标提

供 

7 
陈小

毅 

金堂县农业农村

局 
副局长 参与协调标准制定各项工作。 

8 
周英

俊 

金堂县农业农村

局 
副局长 参与协调标准制定各项工作。 

9 申浩 
金堂县农业农村

局 

金堂县农业

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主任 

参与协调标准制定各项工作。 

10 
张达

江 

成都市农林科学

院 
/ 

参与标准所需部分数据资料提

供 

11 
张勃

龙 

成都市农林科学

院 
/ 

参与标准所需部分数据资料提

供 

12 
张玲

玲 

金堂县农业农村

局林业产业工作

站 

站长 

协调落实标准制定起草、征求

意见、协商、讨论、修改等有

关工作。 

13 
赖蜀

丹 

金堂县农业农村

局林业产业工作

站 

工作人员 

参与配合落实标准制定中起

草、征求意见、协商、讨论、

修改等有关工作。 

14 
罗雪

梅 

金堂县农业农村

局林业产业工作

站 

工作人员 
参与配合落实标准制定中征求

意见、讨论、修改等有关工作。 

15 
胡显

莉 

金堂县农业农村

局林业产业工作

站 

工作人员 
参与配合落实标准制定中征求

意见、讨论、修改等有关工作。 

16 
刘小

林 

金堂县油橄榄产

业协会 

技术服务队

负责人 

参与标准所需部分数据资料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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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张初

春 

金堂县油橄榄产

业协会 
名誉会长 

参与标准编制相关数据指标提

供 

18 
胡功

成 

四川南国花园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董事长 
参与标准所需部分数据资料提

供 

19 
吴小

林 

四川西中油橄榄

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参与标准所需部分数据资料提

供 

20 
付利

衡 

四川聚峰谷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总经理 
参与标准所需部分数据资料提

供 

21 肖星 
四川省油橄榄发

展促进会 
/ 

参与配合落实标准制定中征求

意见、讨论、修改等有关工作。 

 

（二）资料收集与调研 

2021 年 8 月下旬起，标准起草组广泛收集、整理了金堂

县、青白江区、龙泉驿区、温江区等地油橄榄果园建园和生

产过程相关资料，实地调研了金堂县内多个标准化种植基地，

深入了解成都适宜种植区域气候特性及生产实际，经过总结、

提炼、识别、梳理后，形成标准草案。 

（三）标准起草研讨 

2021 年 8 月~2023 年 4 月，标准起草组采用组织专家研

讨会、发函、线上研讨等多种形式，多次开展集中讨论，对

标准中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油橄榄果园建园、油橄榄修枝、

病虫害防治等内容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

性和可操作性，有力有效推进标准研制进程。同时，根据最

新的标准编写规范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对标准结构和语言表述进行修改调整，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5 

（四）征求意见 

2023 年 5 月，标准征求意见稿发往成都市内油橄榄种植

相关企业、成都市相关区（市）县政府单位及各个起草人和

起草单位征求意见，共征求了 21 家单位（含个人）的意见，

共收到 3 条反馈意见，起草小组根据收集的意见（3 条）修

改标准。同年 8 月，标准文本在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

进行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修改意见。征求意

见期满后，标准起草组按要求修改标准文本形成标准送审稿。 

（五）标准审查 

2024年4月12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成都市标准

化研究院（成华区东风路北二巷5号）组织召开了成都市地

方标准《成都市油橄榄果园建园和田间管理技术规范》技术

审查会。邀请了四川省林业和草原科学技术推广总站、四川

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森林生态

效益监测中心、四川省园艺总站、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成都

市标准化研究院共7名专家组成了专家组。 

专家组认真听取了起草单位的汇报，审阅了相关材料，

对地方标准（送审稿）及编制说明的内容逐章、逐条进行审

查，提出 19 条修改意见。标准起草组全部采纳，并修改完

善形成《成都市油橄榄果园建园和田间管理技术规范》（报

批稿）。 



 

  6 

四、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工作中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

操作性以及标准的目标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

性和规范性的原则，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编写要求。 

在确定标准主要内容时，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国家行业标准为主要依据，围绕成都市油橄榄果园建园、果

园管理、后期管理等方面，提出了适合龙泉山脉栽培油橄榄

的果园建设要求以及油橄榄栽培管理的要点，着力提升油橄

榄产业化、标准化水平，填补我市在油橄榄领域的标准空白，

具有各项内容要求的可行性、必要的前瞻性、体现较强创新

性、使标准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和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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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6000-1999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LY/T 1532-2021  油橄榄 

五、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一）标准结构 

本标准共包含 10 个章节，包含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与定义、园地选择、园区规划、品种选择和配置、整地、

栽植、田间管理、果实采收及附录。 

（二）主要条款说明 

1.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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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供了成都市油橄榄果园建园和田间管理技术的

术语与定义、园地选择、园区规划等方面的指导，说明了本

标准适用于成都市行政区域内龙泉山脉油橄榄园的营建和

田间管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汇集了标准编写所引用的主要标准，充分保证了本

标准条款的可依性和可行性。 

3.术语与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园地选择 

本章从土壤、坡向、立地条件等方面对油橄榄果园地进

行要求，并对不同类型立地条件分类与适宜性进行了评价，

具体选择及评价见标准文本附录 A。油橄榄是喜光树种，在

平地、坡地（小于 20°）均可栽植，但以土层深厚、疏松、

排水良好、含石砾较多的砂质土壤为主的浅山丘陵地较为适

宜。 

5.园区规划 

本章从园区内道路规划、作业区规划、排灌系统规划置

等方面阐述油橄榄果园建园规划要点。根据园区的地形、水

源、地貌等自然条件和经营目的，预先做好生产小区的划分

和排列、道路系统、排灌系统的规划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的配

置。作业区面积的大小可因地制宜，以有利于管理和提高工

效和保持水土为原则，作业区面积一般为 2 hm2～3 hm2。 

6.品种选择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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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从品种选择和品种配置两方面详细介绍了油橄榄

果园的品种搭配，在品种选择上，油用品种宜选择丰产性好、

抗逆性强、含油率高、油质好的油橄榄，如阿贝基娜、科罗

莱卡等；果用品种宜选择果肉率高、食用味道好、果实大小

均匀的油橄榄，如小苹果、皮削利等。品种配置应根据果园

大小、产品用途合理确定油橄榄的主栽品种、授粉品种；一

般 1 个作业小区栽 1~2 个品种，主栽品种和授粉品种各 1~2

个为宜。考虑到果实采摘周期较长，建园时要注意品种的搭

配，在品种配置上，主栽品种与授粉品种配置比例常用 4:1

或 5:1，花期一致，以隔行种植或点状混栽为宜。常见油橄

榄品种配置可见标准文本表 1 油橄榄品种配置表。 

7.整地 

本章规定了整地时间、整地方法和整地方式等要求。整

地工作一般在秋冬和春季苗木种植前开展。栽前整地和土壤

改良相结合。土壤偏黏的，可通过施用有机肥改善土壤结构，

有机肥用量按照 1000 kg/亩~1500 kg/亩。坡度小于或等于 10°

的地块采用局部带状、顺水流方向作高垄整地；坡度在

10°～20°之间、相对集中的地块，宜先采用梯改坡的整地

方式整地；坡度大于等于 20°，小于等于 25°的地块采用

水平梯田整地方式。 

8.栽植 

本章阐述了油橄榄栽植密度、挖定植穴、苗木质量选择、

栽植时间、栽植方式等内容。油橄榄的栽植密度根据立地条

件（土壤、地形、气候等）、品种、栽培目的等合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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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栽植密度为 4 m×6 m、5 m×5 m、6 m×5 m。在春季芽未

萌动前或秋季苗木停止生长后进行栽植。苗木质量需符合

LY/T 1532-2021 油橄榄中Ⅰ级苗木标准，苗木检测和检验须按

GB 6000—1999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执行。苗木种植

时均采用垒土种植的方式，栽植后立即浇透定根水，加强管

护。定植 20 d 后，检查栽植成活情况，对死、伤株应及时补

植。 

9.田间管理 

本节简单阐述了栽后管理要点，包括灌溉与排水、施肥、

整形修剪、有害生物防治、园地管理和果园周年管理技术要

点。在展叶期、花期、幼果期及冬季，或遇连续干旱或对果

树有明显影响的状况时采取滴灌、喷灌、穴灌及面灌方式进

行灌溉，提倡水肥一体化灌溉；通过边沟、截沟、竖沟等方

式防止果园积水产生；全年施肥主要萌芽开花期和油脂转化

期，萌芽开花期（3 月~4 月）以速效 N 肥为主，前后共 2 次，

间隔 20 d~25 d；油脂转化期（8 月~9 月），以高氮复合肥为

主。整形修剪在秋季采果后至翌年春季发芽前进行，可采用

疏剪、短截、回缩、缓放、刻伤等方式；油橄榄病虫害主要

有炭疽病、孔雀斑病、根腐病、干腐病、云斑天牛、大粒横

沟象、金龟子等，防治方法详见标准文本附录 E，也可参照

LY/T 1532-2021 油橄榄；园地管理主要是每年冬春季修剪后

的清园杀菌和春季清明前后的开园杀菌；果园周年管理参考

标准文本附录 F。 

10.果实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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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阐述了果实采收内容，具体采收技术规程可参考

LY/T 1532-2021 油橄榄第 6 部分采收技术规程。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本标准的编写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七、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无。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结合成都市实际规定，从可操作性、科学性细化

标准内容。 

九、标准实施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发布 1 个月后实施。标准起草组将在成都市

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的协调推进下，有针对性地开展《成都

市油橄榄果园建园及田间管理技术规范》的宣贯和集中培训，

增强实施标准的自觉性；通过标准的实施、监督、评价和改

进活动，使标准得到有效运用，推进油橄榄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十一、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本标准基于成都市适宜种植发展油橄榄产业区域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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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等特点，结合油橄榄生长特性，细化规范油橄榄果园建

园及管理技术标准，促进全市油橄榄种植技术总体提升、果

园标准化建设、产业增产增收，对成都市油橄榄产业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打造油橄榄特色品牌名片。 

 

《成都市油橄榄果园建园和田间管理技术规范》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