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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养生基地质量评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养生基地质量评定的指导原则、森林养生的主要途径与产品形态、森林养生基地

的质量指标、评定方法与计分说明等。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森林养生基地的建设及质量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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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6153 饭馆(餐厅)卫生标准

GB/T16767 游乐园(场)服务质量标准

GB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T18005 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

GB/T27963 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评价

GB50869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

JTG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LB/T034 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

LB/T035 绿道旅游设施与服务规范

CJ/T368 生活垃圾产生源分类及其排放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养生 wellness
根据人类生命发展规律,主动采用各种调摄保养的方法,以增强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抗病能

力,达到颐养生命、增强体质、健康心灵、增进智慧、预防及治疗疾病等目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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