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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区域苹果园绿肥还田固碳技术规程》 

一、团体标准制修订背景、目的和意义 

1.标准修订背景：全球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是当前以及未来农业

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农业领域减排固碳既是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潜力。对于果园种植系统，“生草”是建设生态

果园、推动果园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主流模式。果园系统有植被和

土壤两个巨大的碳库，二者相互促进影响。果园生草能够在空间上更

充分地利用光热等自然资源，具有比传统果园更高的固碳潜力。 

目前，果园生草管理模式在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生

草面积占果园总面积的 55％以上。而在我国，因果农受传统草与果树

争夺养分和水分观点及果园生草技术区域不匹配等影响，果园生草处

于小范围试验和示范应用阶段，传统清耕果园面积仍占 90%以上，且

长期单一施用化肥和农药，会导致果园水土流失、土壤有机质含量降

低、生态系统脆弱等问题。此外，我国果园生草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

橘园、黄土高原苹果园和江苏梨园、桃园等，类似山东和北京等气候

干旱、土壤贫瘠、易水土流失华北区域苹果园的研究涉及较少。 

因此，为推动华北区域苹果园绿色发展，推行苹果园生草生态管

理模式，需要针对性制定相关绿肥管理的标准技术规程，以此来规范

苹果园生产实践。 

2.标准修订目的及意义：针对华北区域苹果产区土壤退化、有机

质含量下降、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以及果园生草技术应用尚缺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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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技术规范的现状，制定一项科学系统的绿肥种植、管理及还田固碳

技术指导；提出科学的苹果园碳汇计量方法，准确量化绿肥还田对苹

果园土壤固碳的贡献；优化和推动华北区域苹果园施肥除草等管理实

践与技术创新，改善果园生态环境，为其他果园和农业领域的固碳技

术应用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标准制定背景为全球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挑战，以及农业领域减

排固碳的发展需求。果园系统中采用“生草”模式能更有效地利用自然

资源，且具有较高的固碳潜力。团队基于“北京市产业体系”项目“自

然解决方案”的“生物复合固碳”发展核心理念展开苹果园绿肥还田

固碳任务。任务开展的政策依据为《北京市碳达峰实施方案》，方案

明确指出，农业固碳减排是“双碳”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迫切需要研

发绿色高效的创新技术。 

2. 主要工作过程 

团队首先对国内外果园种植绿肥相关研究及标准进行收集整理，

锁定可用于华北区域苹果园试验的绿肥品种。 

后期选择北京市农业乡村振兴示范村苹果园进行野外试验，初步

布设种植禾本科、豆科及十字花科等多个品种绿肥植物。根据各绿肥

植物的生长周期，观察记录绿肥生长出苗、返青、开花、结种和枯萎

的时间及状态，记录试验田绿肥还田过程，测定绿肥种植前后果园土

壤有机质、矿物结合态和颗粒态有机碳组分、氮磷钾养分等指标，评

估绿肥保温保墒性能，初步筛选出适应北京市苹果园气候条件且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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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长势较好、土壤固碳水平较高的绿肥品种，并在下一年的种植试验

中，优化绿肥种植和还田技术，连续多年试验，以此形成适合华北区

域苹果园绿肥还田固碳技术规程。 

3. 主要起草人及其分工 

主要起草

人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田峪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所 

试验管理及指标测定、标

准编制 

魏禾雅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所 

资料收集、试验样品采

集 

杨建君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所 

资料收集、试验样品采

集 

王立刚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所 

指导、标准文件修改审批 

赵懿 
北京市延庆区农业技

术综合服务中心 

试验样品采集及指标测

定 

吴建繁 北京市低碳农业协会 专家指导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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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原则遵循现有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

准，确保标准技术要求不低于国家标准，确保与现有的相关果园绿肥

种植标准相协调，针对特定区域和技术领域进行了创新和完善，并在

施用范围内进行了细化和补充。 

2. 编制依据 

2.1 本标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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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和规定起草制定。 

2.2 依据《北京市碳达峰实施方案》政策和“北京市产业体系”

科研项目“生物复合固碳”任务，在北京市延庆区苹果园开展了连续

2 年的绿肥还田固碳试验，优化形成了一项果园绿肥种植及还田固碳

技术，以此编写制定了本标准。 

四、标准主要条文或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标准规定了华北区域苹果园毛叶苕子和二月兰绿肥还田固碳的

关键技术要求，包括绿肥播种、苗期管理、绿肥翻压还田、果园生产

档案以及绿肥固碳效应核算。标准适用于华北区域露地栽培苹果园应

用，其他干旱、半干旱区域果园参考实施。 

正文内容主要分为 6 章：第 1 章解释了绿肥、绿肥还田及绿肥固

碳相关术语定义；第 2 章规定绿肥播前、播种和播后的关键技术要求，

包括规定种子质量、苹果园翻耕整地和施肥除虫、绿肥播种时间和播

种量、播种方式等要求；第 3 章规定了绿肥生长过程中苗期除杂草、

灌溉等管理要求；第 4 章详细规定了绿肥翻压还田技术；第 5 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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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苹果园绿肥生产档案的编写要求；第 6 章详细规定了苹果园绿肥固

碳效应核算方法。 

标准制定充分考虑了现有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

标准的协调性，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法律法规要求，

充分参考了《豆科草种子质量分级》、《农药安全使用规范》、《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国家标准和《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肥料合

理使用准则 通则》等行业标准，确保技术要求不低于国家标准，并

在施用范围内进行了细化和补充。本标准与现有的相关果园绿肥种植

标准相协调，如《DB11/T 991—2013  北京市果园生草技术规程》、

《DB12/T 1140—2022  天津市果园二月兰周年覆盖种植技术规程》

等，针对华北区域苹果园特点，整合了果园绿肥种植关键技术，在绿

肥还田固碳及固碳效应核算方面提出了创新技术要求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在遵循上述法规和标准基础上，针对特定区域和技术领域

进行了创新和完善，将为华北地区苹果园绿肥还田固碳实践提供有力

的技术支撑，同时为相关标准体系发展做出贡献。 

五、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团队在北京市延庆区里炮村苹果园连续布设了 2 年绿肥还田固

碳试验。初年，从禾本科、豆科及十字花科等多个品种中筛选出适宜

华北区域生长的绿肥，观察记录绿肥生长出苗、返青、开花、结种和

枯萎的时间及状态，记录试验田绿肥还田过程，测定绿肥种植前后果

园土壤有机质、矿物结合态和颗粒态有机碳组分、氮磷钾养分等指标，

评估绿肥保温保墒性能，初步筛除了白三叶和冬油菜绿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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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苹果园继续种植适宜延庆区苹果园生长的毛叶苕子、紫花

苜蓿、鼠毛草及二月兰绿肥。同年，在北京市平谷区桃园布设种植苹

果园筛选绿肥，进行筛选品种效果验证。观察、测定，记录苹果园和

桃园各绿肥长势及固碳效果，总结优化果园绿肥种植和还田固碳技术

规程。 

试验结果表明，苹果园毛叶苕子和二月兰绿肥还田生物量较高，

土壤有机碳储量增加较多，平谷试行桃园毛叶苕子绿肥长势也较好，

生物量较高，土壤固碳效果明显。 

六、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本标准制定未采用国际标准。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有关标准的关系 

标准制定充分考虑了现有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

标准的协调性，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法律法规要求，

充分参考了《豆科草种子质量分级》、《农药安全使用规范》、《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国家标准和《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肥料合

理使用准则 通则》等行业标准，确保技术要求不低于国家标准，并

在施用范围内进行了细化和补充。本标准与现有的相关果园绿肥种植

标准相协调，如《DB11/T 991—2013  北京市果园生草技术规程》、

《DB12/T 1140—2022  天津市果园二月兰周年覆盖种植技术规程》

等，针对华北区域苹果园特点，整合了果园绿肥种植关键技术，在绿

肥还田固碳及固碳效应核算方面提出了创新技术要求和计算方法。 

八、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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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华北区域苹果园特点，整合果园绿肥还田固碳关键技术是本

标准的创新点，也是制定重难点。现行相关果园生草标准主要突出绿

肥种植技术或绿肥还田方式，对于绿肥种植并还田带来的土壤固碳效

应未曾提及。本标准立足于果园生草增碳的生态效益，协调现有标准

内容，细化了苹果园绿肥种植及翻压还田固碳措施，并提出绿肥还田

固碳效应的详细核算方法。 

明确并细化苹果园绿肥种植及还田技术，是本标准制定的重点。

比如不同品种绿肥适宜的播种时期及播种量，播种绿肥后苹果园的施

肥、除杂草管理等，特别是不同品种绿肥的还田方式及时间、绿肥还

田固碳内容体现等。基于此，团队多次查阅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并

实时监测记录绿肥生长过程，明确并规范华北区域苹果园播种绿肥适

宜在秋季 8 月中至 9 月中。通过文献资料查询及第一年的试验实践，

确定了提前翻压（绿肥盛花期翻压）具有较高的绿肥生物量和养分还

田量，其土壤有机碳储量增加效果显著高于提前覆盖（盛花期刈割覆

盖地表，秋季再次播种绿肥前翻压）和播前翻压（秋季再次播种前翻

压）还田。依据国内外大量土壤固碳相关研究，应用农业耕层土壤有

机碳储量变化来核算绿肥固碳效应量，在标准文件中明确了核算公式，

并规范了相应核算参数指标及测定方法。 

九、贯彻该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及预期效果 

本标准适用于华北区域露天苹果园绿肥还田固碳，标准实施可根

据不同区域不同规模苹果园的农艺管理情况和土壤肥力状况等进行

适当调整。因此，在初次实施该标准技术时，务必建立完善苹果园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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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种植及还田过程的管理档案，记录绿肥种植前后苹果园土壤水土保

持、园地杂草生长状况、果实产量及风味品质变化等信息，以反馈果

园生草调控效果，适时调整管理技术。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相关说明已在上述内容详细表述，无其他说明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