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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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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植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NFGA/TC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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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保护濒危野生植物资源、打击涉植物犯罪是林草部门和公安机关的重要工作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23〕8号）的规定，涉案国家保护及野生植物及其制品的价值是认定犯罪和情节加重

情形的依据之一，但我国尚无野生植物价值评估的相关标准可以使用，导致在司法实践

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及其制品的价值难以认定。本文件是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指导下

制定，是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为主的濒危野生植物为对象综合评估其生态价值的

规范，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加强野生植物保护，公安打击涉濒危野生植物犯罪等工作提

供技术支撑，服务美丽中国的国家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为保护我国的植物资提供法制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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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野生植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不同类群植物的价值评估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年）收录植物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8号）中规定以危害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罪定罪处罚的“古树名木”的价值评估相关的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933-2009 木材密度测定方法 

GB/T 38582-2020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GB/T 44290-2024 木材与木制品生物碳含量计算方法 

LY/T 1721-2008 草原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LY/T 2259-2014 立木生物量建模样本采集技术规程. 

LY/T 2261-2016 立木生物量模型及碳计量参数--枫香 

LY/T 2263-2014 立木生物量模型及碳计量参数 

LY/T 2988—2018 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计量指南 

T/CNFPIA 2002-2022 木材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 

T/CNFPIA 2003-2023 木材与木质制品碳储量计算方法 

DB11/T 953-2013 林业碳汇计算监测技术规程 

DB42/T 2303-2024 森林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野生植物 wild plant 

指原生地天然生长的珍贵植物和原生地天然生长并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文化价值的濒

危、稀有植物。药用野生植物和城市园林、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内的野生植物的保护，同时适

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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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植物 herbaceous plant 

草本植物的茎一般停留在初生构造，或者次生构造不发达。按照草本植物生活周期的长短，可

分为一年生、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 

 

木本植物 woody plant 

木本植物一般具有多年生的根和茎，维管系统发达，由形成层形成次生木质部和次生韧皮部。

按照茎的形态分为乔木、灌木和木质藤本三种类型。 

 

濒危植物 endangered plants 

是指由于环境的变化或者人为原因而面临绝种危机的植物。 

 

生物量 biomass 

是指某一时间单位面积或体积栖息地内所含一个或一个以上生物种，或所含一个生物群落中所

有生物种的总个数或总干重（包括生物体内所存食物的重量）。 

 

碳汇 carbon sink 

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

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4 价值评估的原则和要求 

原则 

4.1.1 濒危野生植物价值评估的相关工作应遵循及时、全面、客观、细致的原则； 

4.1.2 濒危野生植物价值评估的相关工作应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进行； 

4.1.3 濒危野生植物价值评估的相关工作应用科学、规范的手段和方法； 

4.1.4 濒危野生植物苹果过程应体现与环境和相关因子的关系； 

4.1.5 木材本植物和草本植物分别进行评估； 

4.1.6 碳汇价格有一定的市场变动，应使用评估时的碳汇交易的具体价格。 

价值评估的一般要求 

4.2.1 濒危野生植物价值评估的相关工作应由有资质的行业警种或专业技术人员担任； 

4.2.2 现场评估的相关工作应采用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人员的安全； 

4.2.3 需要评估的濒危植物或其制品在评估时应以科学、准确的物种鉴定、材积测算、称重为前

提； 

4.2.4 当对濒危植物的部分器官的进行评估的时候，根据其对生长状况或毁坏状况进行进行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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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的拍摄要求 

4.3.1 整体拍摄，现场上有相对完整的植物时，应从其整体树貌着手拍摄，按照从整体到局部，

从大到小，层层递进地拍摄； 

4.3.2 景深，注意景深控制，尽量使用大景深，使主体及周围的事物也相对清晰，从而交代主体

物与周围痕迹物证之间的关系； 

4.3.3 使用比例尺，注意拍摄对象和比例尺的清晰、完整、不变形。 

5 植物价值评估要素及确定 

物种及保护级别 

经专门从事植物物种鉴定的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书，查阅2021年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确定其保护级别。 

保护等级因子 

某植物的保护等级因子，一级国家重点保护种为10，二级国家重点保护种为5，未列入《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种为1； 

基础价值 

5.3.1 需要评估某植物的基础价值，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同

科同属同类的物种及其制品的价格来确定。 

5.3.2 涉案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或者其他林木的价值，可以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

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根据市场价格认定。 

5.3.3 市场价格的缺点要采用市场公允价，调查三份市场价格，取平均值。没有市场参照价格的

评估对象，按成本法确定基础价值，成本法按照 LY/T2407-2015 中 6.3 内容执行。 

林木蓄积量的测定 

5.4.1 评估对象为活立木，测量其胸径，根据相应的一元材积表计算蓄积； 

5.4.2 评估对象为原木，测量小头直径和材长，根据 GB/T 4814《原木材积表》计算材积，查阅

相关文件除出材率计算蓄积； 

5.4.3 评估对象为锯材，测量长度、宽度和厚度，根据 GB/T 449《锯材材积表》计算材积，查阅

相关文件除出材率计算蓄积； 

5.4.4 评估对象仅剩伐桩，测量其地径，根据相应的一元材积表计算蓄积； 

5.4.5 评估对象为木材制品，称量其质量，根据 GB/T1933-2009 测量其密度，根据 T/CNFPIA 

2002-2022《木材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计算材积，查阅相关文件除出材率计算蓄积。 

木本植物密度的测定 

5.5.1 实测法：根据 GB/T1933-2009 测定木本植物木材的密度； 

5.5.2 文献法：不具备测定条件时，参考《中国木材志》中记载的该地区的该材种的测定方法。 

生物量的测定 

5.6.1 评估对象为原木或木材制品：依据 DB11/T 953-2013 中的树干生物量方法测定其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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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评估对象为活立木：依据 LY/T 2259-2014 测定其全树生物量； 

5.6.3 评估对象为伐桩：依据 LY/T 2259-2014 测定其树根生物量。 

碳含量的测定 

5.7.1 评估对象为原木或木材制品：依据 T/CNFPIA 2003-2023 测定碳含量 

5.7.2 评估对象为伐桩：依据 LY/T 2259-2014 测定碳含量。 

5.7.3 评估对象为活立木：依据 LY/T 2988—2018 中的 5.1 部分测定碳含量。 

5.7.4 评估对象为草本的被子植物：依据 LY/T 2988—2018 中的 5.1 部分测定碳含量。 

生态功能丧失的评估 

需要确定对评估对象的采挖、采伐等对其所在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功能损害或者丧失的事实；森

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估依据GB/T 38582-2020中的8部分开展。 

恢复成本 

包括重新种植和维护至成熟所需的费用，具体数值需根据实际恢复计划确定。 

6 不同类群植物的价值评估模型 

本文件中的类群按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年）划分。 

苔藓植物 

评估价值以基础价值为基础，计算公式如（1）所示： 

Xi = Pi×（B 基础+C 碳汇）+V 丧失+V 药用+C 恢复 …………………………（1） 

       其中： 

C 碳汇 = B 生物量 ×A 面积 ×CF 苔藓 ×P 碳市场…………………………（2） 

V 丧失 = K 功能 ×A 影响 ×V 单位服务 …………………………（3） 

V 药用 = C 药用成分 ×P 市场 ×Q 产量…………………………（4） 

       式中： 

i——某苔藓植物 

Pi——某苔藓植物的保护等级因子 

B 基础——某苔藓植物的基础价值 

C 碳汇——碳汇价值： 

B 生物量：苔藓植物单位面积的生物量，单位为吨干物质/公顷 

A 面积：苔藓植物覆盖的总面积，单位为公顷 

CF 苔藓：苔藓植物的平均含碳率，单位为吨碳/吨干物质；含碳率可由样品直接

测定，也可采用缺省值 0.3270（参考 DB42/T 2303-2024 中的 6.1.4 部分） 

P 碳市场：每吨碳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单位为元/吨 

V 丧失——生态系统功能丧失： 

K 功能：反映苔藓植物在水分保持、土壤稳定等方面的功能强度 

A 影响：苔藓植物生态功能影响的区域面积 

V 单位服务：每平方米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价值 

V 药用——药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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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药用成分：苔藓植物中药用成分的比例 

P 市场：药用成分在市场上的价格 

Q 产量：可提取的药用成分总量 

C 恢复——恢复成本，如无恢复计划则该数值为 0 

石松类和蕨类植物 

评估价值以基础价值为基础，计算公式如（5）所示： 

Xi = Pi×（B 基础+C 碳汇）+V 丧失 +V 药用/观赏 +C 恢复…………………………（5） 

其中： 

C 碳汇 =B 生物量 ×A 面积×CF 石松、蕨类 ×P 碳市场……………………………（6） 

V 丧失 =K 功能 ×A 影响 ×V 单位服务 ……………………………………（7） 

V 药用/观赏 = (C 药用成分 ×P 药用市场 +K 观赏 ×P 观赏市场 )×Q 产量 …………（8） 

式中： 

i——某石松类或蕨类植物 

Pi——某石松类或蕨类植物的保护等级因子 

B 基础——某石松类或蕨类植物的基础价值 

C 碳汇——碳汇价值： 

B 生物量：石松和蕨类植物单位面积的生物量，单位为吨干物质/公顷 

A 面积：石松和蕨类植物覆盖的总面积，单位为公顷 

CF 苔藓：石松和蕨类植物平均含碳率，单位为吨碳/吨干物质，含碳率可由样品

直接测定，也可采用缺省值 0.3270。其中桫椤科（Cyatheaceae spp.）植物可采用缺省值 0.4672（参

考 DB42/T 2303-2024 森林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范中的 6.1.3 和 6.1.4 部分） 

P 碳市场：每吨碳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单位为元/吨 

V 丧失——生态系统功能丧失： 

K 功能：反映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在水分保持、土壤稳定等方面的功能强度 

A 影响：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生态功能影响的区域面积 

V 单位服务：每平方米或株数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价值 

V 药用/观赏——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 

C 药用成分：石松类和蕨类植物中药用成分的比例 

P 药用市场：药用成分在市场上的价格 

K 观赏：反映植物观赏价值的系数 

P 观赏市场：观赏植物在市场上的价格 

Q 产量：可提取的药用成分或观赏植物的总量 

C 恢复——恢复成本，如无恢复计划则该数值为 0 

裸子植物 

评估价值以基础价值为基础，计算公式如（9）所示： 

Xi = Pi×（B 基础+C 碳汇）+ V 木材 + V 丧失 +C 恢复 ………………………

（9） 

其中： 

                           C 碳汇 ＝ Bi 生物量 ×CFi ×Pi 碳市场………………（10） 

                      Bi 生物量＝ Vi ×Di ×BEFi………………（11） 



LY/T XXXXX-XXXX 

 

 6 

                          V 丧失 = K 功能 ×A 影响 ×V 单位服务…………………（12） 

式中： 

i——某裸子植物 

Pi——某裸子植物的保护等级因子 

B 基础——某裸子植物的基础价值 

C 碳汇——碳汇价值： 

Vi：某裸子植物的蓄积量，单位为立方米 

Bi 生物量：某裸子植物的生物量，单位为吨干物质。 

（1）对于已发布《立木生物量模型及碳计量参数》行业标准的裸子植物树种，根

据测树因子数据和生物量间的回归方程计算； 

（2）对于没有发布《立木生物量模型及碳计量参数》行业标准的裸子植物树种，

则根据公式（11）进行计算。 

BEFi：某裸子植物的生物量扩展因子，无量纲。不同树种的 BEFi 值可参考标准

LY/T 2988—2018 附录 A.表 1 和标准 DB42/T 2303-2024 的附录 A.表 1。 

CFi：某裸子植物中的含碳率，单位为吨碳/吨干物质。含碳率可按照以下顺序获

取： 

（1）由样品直接测定； 

（2）参考 LY/T 2988-2018 附录 A.表 1 和 DB42/T 2303-2024 的附录 A.表 1； 

（3）可采用缺省值 0.5，参考 GB/T 44290-2024 的 4.1。 

Di：某裸子本植物的基本木材密度，单位为吨干物质/立方米；该参数可按照以下

顺序获取： 

（1）依据 GB/T1933-2009 由样品直接测定； 

（2）参考 LY/T 2988-2018 附录 A.表 1 和 DB42/T 2303-2024 的附录 A.表 1； 

Pi 碳市场：某裸子植物每吨碳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单位为元/吨 

V 木材——木材的价值：原木、锯材和木制品按照 T/CNFPIA 2002-2022《木材及其制品价值

评估方法》进行计算。 

V 丧失——生态系统功能丧失： 

K 功能：反映裸子植物在水分保持、土壤稳定等方面的功能强度 

A 影响：裸子植物生态功能影响的区域面积 

V 单位服务：每平方米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价值 

C 恢复——恢复成本，如无恢复计划则该数值为 0 

被子植物 

被子植物分为乔木、灌木和草本3种情况分别开展评估。 

乔木的价值评估计算公式、参数解释同裸子植物，见6.3部分；其功能系数需考虑乔木在授粉

服务、食物链支撑等方面的作用。 

灌木、草本的价值评估以基础价值为基础，计算公式如（12）所示 

Xi = Pi×（B 基础+C 碳汇）+V 药用/观赏/经济+V 丧失+C 恢复 ………………………

（13） 

       其中： 

C 碳汇= B 生物量×A 面积×CF 灌木、草本×P 碳市场………………………………

（14） 



LY/T XXXXX-XXXX 

 

 7 

V 药用/观赏/经济= (C 药用成分×P 药用市场+K 观赏×P 观赏市场+K 经济×P 经济市场)×Q 产量 

             ……………………………………………………

（15） 

V 丧失=K 功能×A 影响×V 单位服务………………………………………

（16） 

式中： 

i——某灌木树种和草本植物 

Pi——植物的保护等级因子 

B 基础——某灌木树种和草本植物的基础价值 

C 碳汇——碳汇价值： 

B 生物量：某灌木树种和草本植物单位面积的生物量，单位为吨干物质/公顷 

A 面积：某灌木树种和草本植物覆盖的总面积，单位为公顷 

CF 苔藓：某灌木树种和草本植物平均含碳率，单位为吨碳/吨干物质，灌木树种

和草本植物的含碳率可由样品直接测定，或参考 DB42/T 2303-2024 森林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范中

的 6.1.3 和 6.1.4 部分可采用缺省值 0.4672（灌木）和 0.3270（草本）。 

P 碳市场：某灌木树种和草本植物每吨碳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单位为元/吨 

V 药用/观赏/经济——某灌木药用、观赏或其他经济价值 

C 药用成分：灌木树种和草本植物中药用成分的比例 

P 药用市场：药用成分在市场上的价格 

K 观赏：反映植物观赏价值的系数 

P 观赏市场：观赏植物在市场上的价格 

K 经济：反映植物其他经济价值的系数 

P 经济市场：植物或其产品在市场上的其他经济价格 

Q 产量：可提取的药用成分、观赏植物或经济产品的总量 

V 丧失——生态系统功能丧失： 

K 功能：反映该植物在水分保持、土壤稳定等方面的功能强度 

A 影响：植物生态功能影响的区域面积 

V 单位服务：每平方米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价值 

C 恢复——恢复成本，如无恢复计划则该数值为 0 

藻类 

藻类的价值评估以基础价值为基础，计算公式如（16）所示 

Xi = Pi×（B基础+C碳汇）+ V生物资源+V丧失+C恢复 ………………………（17） 

  其中： 

C碳汇=E光合×B藻类×P碳市场…………………………………（18） 

V生物资源=(K食物链×P基础市场+K生物燃料×P燃料市场)×B藻类…………（19） 

V 丧失=K 功能×A 影响×V 单位服务………………………………（20） 

式中： 

i——某藻类植物 

Pi——藻类植物的保护等级因子 

B 基础——某藻类植物的基础价值 

C 碳汇——碳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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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光合：藻类进行光合作用的效率 

B 藻类：藻类的总生物量 

P 碳市场：碳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单位为元/吨 

V 生物资源——生物资源价值 

K 食物链：反映藻类作为食物链基础的价值系数。 

P 基础市场：藻类作为食物链基础在市场上的价格。 

K 生物燃料：反映藻类作为生物燃料潜力的价值系数。 

P 燃料市场：生物燃料在市场上的价格。 

B 藻类：藻类的总生物量 

V 丧失——生态系统功能丧失： 

K 功能：反映该植物在水分保持、土壤稳定等方面的功能强度 

A 影响：植物生态功能影响的区域面积 

V 单位服务：每平方米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价值 

C 恢复——恢复成本，如无恢复计划则该数值为 0 

真菌 

真菌的价值评估以基础价值为基础，计算公式如（20）所示 

Xi = Pi×B基础+V生态角色+V药用/食用+V生物多样性+C恢复…………（20） 

 

  其中： 

                     V药用/食用 = P市场×Q产量…………（21） 

 

式中： 

i——某真菌植物 

Pi——真菌的保护等级因子 

B 基础——某真菌的基础价值 

V 生态角色——真菌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分解者作用、与植物形成共生关系等；

生态角色价值难以直接量化，可通过专家评估或替代价值法进行估算。专家评估应综合考虑真

菌在生态系统中的多种功能，如分解有机物质、促进养分循环、维持生态平衡等；替代价值法

则可选择具有相似生态功能的物种作为参考。 

V 药用/食用——许多真菌具有药用或食用价值，对人类健康和生活有着重要影响。 

P 市场：反映真菌药用或食用产品的市场售价 

Q 产量：真菌药用或食用产品的年产量或可持续产量。 

V 生物多样性：真菌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性具有重要作

用。生物多样性价值可通过评估真菌在生态系统中的独特性、稀有性以及其对生态系统功

能的贡献来估算。这可能需要结合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C 恢复——恢复成本，如无恢复计划则该数值为 0 

7 濒危野生植物价值评估意见 

编制价值评估意见书，包括封面、正文和附录 3 部分。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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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意见书的文号和评估机构名称、联系方式等信息。 

正文 

7.2.1 包括前言、检验、论证和评估意见 4 个部分。 

7.2.2 前言介绍时间、事件或者案件简介、评估地点等信息。如赴现场或办案单位开展评估工

作，应文字说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员情况。 

7.2.3 评估部分提出依据、计算过程和使用的工具、设备等，使用的文献资料应注明。 

7.2.4 论证部分根据上述资料、数据及濒危野生植物的评估指标，代入模型，得出结论。 

7.2.5 评估意见体现 X 科(拉丁名)X 属（拉丁名）X 种（拉丁名）野生濒危植物的价值为 X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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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濒危野生植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规范》制定任务来源于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 2024年下达的林业行业标准制定项目，编号为 2024—LY—

095。 

2. 制定背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8 号）的相关条款，对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采伐、毁坏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野生植物，或

者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明知是非法采伐、毁坏的上述植物及

其制品，以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定罪处罚的标准为株数（一级保

护野生植物一株以上，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二株以上）、材积量（一级保

护野生植物立木蓄积一立方米以上、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立木蓄积二立

方米以上）、价值（涉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其制品价值二万元以

上的），采用了数量和价值并行的入罪情形。但是，因植物的价值评估

缺乏标准和行政指导性文件作为计算的依据，该司法解释规定“涉案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或者其他林木的价值，可以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

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

根据市场价格认定”；但执行起来难度较大的就是，销赃数额或者市场

价格均不能涵盖濒危物种的生态价值和科学价值，而且不允许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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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保护植物物价部门无法认定其市场价值，导致评估体系的整体缺

失。2022 年，国家林草局科技司、动植物司联合发布了《野生植物保

护领域标准体系》，包含了 19 项国家和行业标准，《濒危野生植物及其

制品价值评估规范》是其中一个技术标准。 

当前，金毛狗、兰科植物等常涉案物种在网络上素有“牢地坐穿

蕨”“牢底坐穿花”之名，也会引起关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 执法过程中法理情相统一”等方面的讨论和思考，所以像野生动物

一样统一入刑标准为“涉案物种的价值”应该说是大势所趋，所以本

标准的制修订和实施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标准，是可能影响涉濒危野生

植物执法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准。 

本标准参考国内关于濒危野生植物保、生态系统评估、森林碳汇

等方面的法规、标准化文件，依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

分类体系，构建了系列价值评估模型，为开展涉濒危野生植物的行政

执法和刑事打击提供技术支持。 

3. 起草过程 

（1）起草阶段 

2024 年 6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达了《濒危野生植物及其制品

价值评估规范》林业行业标准制定项目计划后，南京警察学院等单位

组建了标准编制团队，包括科研院所、实战部门、司法鉴定机构，主

要开展了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初步编写了《濒危野生植

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规范》（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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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11 月，南京警察学院组织了草案的研讨和修订，并

邀请西南林业大学、南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国家林草局野生动

物保护监测中心、云南省公安厅生态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四川楠山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

心等单位的专家加入团队，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4 年 12 月，组织了专家论证会，对评估的指标体系和模型构

建等内容进行了探讨，编写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和

完善。 

二、行业标准编写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 编写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以下原则： 

1、规范性原则。标准的编制遵循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与编写》的规范性要求。 

2、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南京警察学院及

实战部门对本标准的适用性进行了论证，保证了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 

3、协调一致性原则。注重标准规范间的协调性，遵循互为补充、

系统配套的原则，处理好本标准与相关标准之间的关系。 

2. 主要内容 

本标准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指导下制定，以“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为主的濒危野生植物为对象综合评估其生态价值的规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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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加强野生植物保护，公安打击涉濒危野生植物犯罪

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撑，服务美丽中国的国家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为

保护我国的植物资提供法制保障。 

本标准规定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不同类群植物的价

值评估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适用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2021 年）收录植物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8 号）中规定以危害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罪定罪处罚的“古树名木”的价值评估相关的工作。 

3. 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 

本标准在构建各类群植物的价值评估模型时，系统考虑了执法部

门的实际需求，参考了野生植物保护领域内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现行标准等，《木材密度测定方法》（GB/T1933-2009）、《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评估规范》（GB/T 38582-2020）、《木材与木制品生物碳含量

计算方法》（GB/T 44290-2024）、《草原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LY/T 1721-

2008）、《立木生物量建模样本采集技术规程》（LY/T 2259-2014）、《立

木生物量模型及碳计量参数--枫香》（LY/T 2261-2016）、《立木生物量

模型及碳计量参数》（LY/T 2263-2014）、《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计量指

南》（LY/T 2988—2018）、《木材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T/CNFPIA 

2002-2022）、《木材与木质制品碳储量计算方法》（T/CNFPIA 2003-

2023）、《林业碳汇计算监测技术规程》（DB11/T 953-2013）、《森林碳汇

计量监测技术规范》（DB42/T 2303-2024）等。通过科学分析，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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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提取了相关指标的测定方法和参数。 

三、 预期效益 

本标准的制修订从打击破坏植物资源违法行为和犯罪的迫切需求

出发，解决当前植物价值评估缺乏依据的现实问题，提高林业、公安、

海关等单位的执法成效效率，充分发挥生态安全保卫工作职能。同时，

植物价值评估尚无成熟的技术路线，本项目结合植物自身生长特性和

环境特性分别建立评估的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和实践价值。 

四、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植物种类繁多，评估因子筛选难度大，所以国内外尚无野生植物

价值评估的标准、规范可以使用。2023 年 8 月 15 日开始施行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3〕8 号）的第二条，明确规定了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

的规定，以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定罪处罚的四种情形，其中第四

款的内容为“涉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及其制品价值二万元以上的”，

法律的修订急需相应技术保障。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

国际国外标准 

本文件未以国际标准为基础起草。未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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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与现行各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相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九、实施行业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

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建议在国家林草局动植物司的指导下，国家林草局野生植物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加强标准实施和宣贯工作，各级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公

安机关、司法鉴定机构加强标准应用，着力推进本标准的规范使用，

并将该标准的实施情况及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标准编写组，以便本标

准的进一步更新完善。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编写组 

2025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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