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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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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水松保护与
回归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极小种群植物水松保护与回归项目实施的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松天然种群的保护和生境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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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399—2006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技术规程

LY/T1819—2009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小区技术规程

LY/T1820—2009 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LY/T2652—2016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与扩繁技术规范

LY/T2938—2018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原则与方法

LY/T2589—2016 珍稀濒危植物回归指南

3 术语与定义

LY/T1820—2009和LY/T2589—2016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回归 reintroduction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的,把经过人工培育的个体或器官等重新引种到该物种原生境或适合其生

存的野外生境中,使其最终成为可长期成活的、能自我维持的种群,该种群最终可参与当地生物群落的

生 态过程,成为当地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来源:LY/T2589—2016,3.1]

3.2 
遗传多样性 geneticdiversity
生物遗传基因多样性

物种种群和个体遗传变异的总和,是生物在长期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然属性。

3.3 
增强型回归 reinforcement
在回归物种现有分布区内,人为增加物种某一特定组群的个体数量,从而增强该种群生存力,达到

保护该物种的目的。比如通过增加种群个体数量以扩大种群面积或遗传多样性;或通过增加某一特定

组群个体以改善种群结构和组成等。
[来源:LY/T2589—20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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