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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准化技术指导性文件 

《园林绿化管养规范》修订说明 

 

一、 任务来源 

2016年1月深圳市绿化管理处提出《园林绿化管养规范》（DB 440300/T 6-1999）修订

任务，委托深圳市风景园林协会（简称“协会”，下同）开展。协会召集深圳市铁汉生态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仙湖植物园、深圳大学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了近3年的

调查、研究与编写工作。2018年初深圳市城市管理局申请将《园林绿化管养规范》纳入

深圳市标准化技术指导性文件编制计划，并归口管理，课题于2018年3月获得深圳市市场

监督局“深圳市技术标准文件制修订计划项目”立项，由深圳市绿化管理处、深圳市风

景园林协会、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等二十余家管养管理单位、企业、研发

机构与高校编制而成。 

二、 立项背景和意义 

现行《园林绿化管养规范》（DB 440300/T 6-1999）是 1999 年编写的，该规范对深

圳园林绿化管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很大贡献。但随着园林绿化管养技术的提升、园林绿

化精细化管养的需要、一系列新园林应用形式的出现以及城市用人成本的提高等现状，

原有养护规范已无法满足现在绿地管养的需求，特开展对原标准的修编研究工作。 

对原标准进行修编的意义是： 

1、提高城市绿地管养的整体水平，强化绿地的海绵效应作用。 

2、保证城市绿地管养维护工作的质量。 

3、贯彻“建管并重、重在管养”的精神，确保管养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4、通过园林绿化管养的科学化、数据化、智能化，维护城市绿地群落的生态平衡，

保证养护质量与经费投入的合理性，最大限度的发挥城市绿地的美学效应和生态效益。 

5、鼓励提高机械使用率来代替人工，鼓励养护单位前期投入机械、智能设备设施等，

保证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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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过程简要说明 

课题组在开展深圳市绿化管养现状、标准、措施调研的基础上，对原有规范开展研

究、修编。 

项目自实施以来，主要进行了资料收集、深圳市绿化管养现状调查、相关技术指标

试验、规范起草、征询意见等工作。课题广泛收集了国外先进城市的管养维护经验。标

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发挥协会专家的专业优势，按照课题计划完成了资料收集，归纳分

析及试验验证等全部研究工作，形成了深圳市《园林绿化管养规范》（征求意见稿），广

泛征求园林绿化管理单位、园林施工与管养企业、园林行业专家的意见，尽可能达到科

学性、可操作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将完成深圳市《园林绿化管养规范》（送审稿）。

主要阶段过程如下： 

2016.1-2016.3   课题启动。确定项目任务，制定课题工作方案，成立编写组，明

确分工。 

2016.4-2016.6   资料收集与理论研究。课题组广泛收集了国内外城市绿地管养维

护标准规范、技术指引、内部文件、生态城市建设标准、管养维护技术体系研究期刊及

著作文献资料，实地调研国内北京、上海等地城市绿地管养维护经验，探讨可资借鉴的

城市绿地管养维护经验。在剖析现有绿地分类体系、绿地特点的基础上，根据绿化养护

标准和技术措施划分出绿地养护类型体系、指标体系。遵循生态学理论，根据互联网+

和海绵城市的要求，补充相关指标，修正不适宜的指标值，不断优化管养等级指标体系。 

2016.7-2017.7   现场调查，开展管理部门与养护企业技术人员座谈、绿地现场调

查、问卷调查及现场测试等工作。通过实地走访、调研，掌握现行管养规范在运行中的

主要问题，剖析需要调整的内容，列出管养现状负面清单及成功经验。调研内容具体包

括绿地类型、养护等级、管理主体、管护主体、服务人口、设施配置、管护内容、主要

管护技术手段及管养成本等；采用现场抽样调查、现场定位测试和室内测试相结合的方

法，研究各项技术措施与绿地质量的量化关系。 

2017.8-2017.12  编写规范条文，完成标准条文的征求意见稿。课题组采用分工与

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开展相应章节的编写工作，再集合课题组专家共同讨论优化方

案。编写过程中，对于不适宜现状的技术措施及指标进行修订完善；对于现有规范所涉

及的城市绿地分类体系框架外的绿地类型，根据管理现状，借鉴先进城市经验和定点试

验结果，提出适宜的管护内容及相应管养技术措施、指标等；探讨从养护措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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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人员、成本、绿地质量、景观季象变化等方面建立管护档案，满足信息时代的要

求，建立完整的管养信息体系。 

2018.1-2018.10  讨论与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课题组内部进行集中讨论、分章

个别讨论与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2018.11-2018.12  形成送审稿。由绿化处组织征求相关管理单位的意见，将规范在

管养单位进行试运行，广泛收集意见。对征求到的相关意见进行汇总，通过专题讨论会

确定对相关意见的处理结果。对《征求意见稿》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提交深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准备召开标准审定会的相关文件。 

四、 编制目的与原则 

（一）编制目的 

为了规范绿化管养的标准和措施，科学、系统地优化绿地养护分类体系，完善绿地

养护等级指标体系，建立土壤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绿地多维合一的安全措施及评价

体系和完整的养护技术信息体系，将园林绿化管养由功能性向更加人性化、生态化方向

引导，特制定本规范。 

（二）编制原则 

1、以国家、行业相关标准为指导，与深圳市园林绿化管养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相

结合。 

2、指标的确定应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能够全面指导和推进城市绿化管养工作、

提高绿化管养的质量。 

3、根据深圳市绿化管养的现状及国内外相关新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定适用于深圳市

的园林绿化管养技术措施与方法。 

4、规范条文应内容全面、重点突出、文字简练，在编写格式上符合 GB/T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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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条款依据说明 

（一）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园林绿地中综合类绿地、行道树、立体绿化（含花箱）、水生植物等

园林绿地中不同组成元素的分级管养质量标准及技术措施，暂不包括古树名木的管养，

并对绿地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土壤、病虫害、设施、清洁保洁、安全和信息化等提出

养护标准和措施。 

（二）术语和定义 

本规范涉及的术语，国标中已有定义的则沿用国家现行标准中的定义；国标中没有

相关定义的，则根据其在本规范中特指的含义和内容对其进行定义。 

（三）主要内容 

      本规范全面分析了 99 年版《园林绿化管养规范》，以深圳市绿地管养现状、管养实

践及管养技术理论研究为基础，确定了城市绿地养护范围，建立了绿地养护类型划分体

系、管养指标体系和完整的养护档案体系，并明确不同应用形式的园林绿地管养标准，

进而配套相应的管养措施。为便于描述，规范主体为不同绿地的分级管养措施，园林绿

化管养质量等级标准为附录。 

从绿地的通用技术措施以及树林、孤植树、花坛、花境、绿篱、造型植物、竹类、

地被、草坪、行道树、立体绿化（含花箱植物）、水生植物等的特定管养措施方面确定了

深圳市不同形式绿地的管养技术措施。 

（1）绿地管养通用措施。本章节明确了不同形式绿地在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土壤

管理、病虫害防治、水体管养、设施管养、清洁、安全、信息管理等方面的通用措施，

对绿地管养的措施进行专题介绍。 

A 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绿地灌溉是绿地管养最重要、最常规化的措施。标准明确

了灌溉用水的种类、水质、频率与时间、灌溉与排水设施。结合课题研究成果，提出不

同需水量类型植物在不同类型的土壤水分含量应该控制的范围，为实现灌溉的精细化提

供依据。标准充分体现精细管养、节约用水、海绵城市思想，鼓励绿地灌溉优先利用雨



5 

 

水和再生水；鼓励发展海绵型绿地模式，提高植被的滞水功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置

雨水回收、净化系统，达到雨水的充分利用；提倡种植抗旱植物和在立体绿化中采用高

分子保水剂。 

B 土壤物理性状改良与施肥措施。城市绿地土壤具有特殊性，标准要求土壤应保持

清洁，且通过适当的措施形成良好的理化特性。明确不同类型绿地的土壤应具备的深度，

对偏砂或偏黏土壤，鼓励采用土壤改良措施与肥料施用相结合的综合措施改良，并明确

了土壤的施肥种类、频率和施肥量。标准鼓励采取测土配方施肥和植物叶片营养诊断施

肥等精准量化施肥技术。同时，提倡种植豆科植物和耐瘠薄的植物，减少肥料的施用。 

C 病虫害防治技术措施。要求遵循“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防治方针。严格采取

植物检疫措施，杜绝检疫性有害生物入侵；强化绿化管养，增强植株抗性；做好病虫害

检测预防预报；制定科学的病虫害防治预案，采用综合防治措施，做到准确、及时、有

效。对大量发生并已造成严重危害的，采用安全有效的化学农药防治。 

D 水体管养措施。主要强调做好水体的卫生与安全管理。 

E 设施的管养措施。标准明确栏杆、围栏、给排水管道、护树架、树池、组合花箱、

水体设施、立体绿化等绿地设施的管养措施，列出了绿地管养时需配备的作业、检测和

预报设施，并明确了其管理措施。 

F 清洁措施。标准要求绿化垃圾处理遵循分类化、减量化原则，明确了绿地管养产

生植物废弃物、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时间与要求。 

G 安全文明措施。安全管理工作应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

贯穿整个管养维护工作的始终。安全管理工作内容主要包含生态安全、公众安全、作业

安全、结构安全、作业人员与设备管理、设施安全管理和应急及安全防灾管理等。标准

明确了达到各维度安全应采取的措施。 

H 信息管理措施。明确了信息管理体系建立的组成元素、涵盖内容及管养绿地的编

码规则。 

（2）树林管养措施。明确绿地树林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施肥、修剪与群落结构调

控、抽稀与群落结构调控、补改植与群落结构调控、除草及中耕松土、树木扶正及维护

等方面的措施，强调通过措施促进树林结构优化，实现群落的生态效益。 

（3）孤植树管养措施。明确孤植树在日常保护、特殊养护、修补与更换、衰老复壮、

施肥等方面的措施，强调孤植树的个体景观效果与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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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花坛、花境（宿根及木本花卉）管养措施。明确花坛、花境（宿根及木本花卉）

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施肥、修剪与整形、补植与更新、除草、松土等方面的措施，强

调主要日常管养措施是灌溉、修剪与整形、补植与更新，突出其自然属性。 

（5）花坛、花境（季节性观赏植物）管养措施。明确花坛、花境（季节性观赏植物）

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施肥、修剪、补植、换苗、除草等方面的措施，体现其周期短、

景观效果要求高的特色。 

（6）绿篱、造型植物管养措施。明确绿篱、造型植物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施肥、

修剪与整形、除草、松土、补植更新等方面的措施，通过修剪与整形措施，体现规则式、

自然式绿篱及造型植物在管养措施中的差异。 

（7）竹类管养措施。明确丛生竹、丛生竹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施肥、修剪与整形、

除草与松土等方面的管养措施，区分新植幼林竹与成林竹园在灌溉、施肥、除草等方面

的措施差异。 

（8）地被植物管养措施。明确地被植物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施肥、修剪、补植与

更新、除草、松土等方面的措施，重点关注观花地被、桥下地被、豆科植物等的灌溉、

施肥、修剪差异。 

（9）草坪管养措施。明确游憩型草坪、非游憩型草坪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施肥、

修剪、补植与更新、除草、打孔、疏草与表施土壤等方面的措施，并明确典型植物的修

剪频率，体现华南地区草坪精细化管养的特色。 

（10）行道树管养措施。明确行道树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施肥、修剪与整形、除

杂草与中耕松土、树木扶正与维护等方面的措施，重点探讨其生态安全、作业安全与环

境安全。 

（11）立体绿化管养措施。在原有规范的基础上，补充了该园林绿化新形式。标准

根据立体绿化的不同形式，明确其植物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施肥、修剪与整形、更换

与补植等方面的措施。 

（12）水生植物管养措施。明确水生植物水生控制、施肥、修剪、更新复壮与补植、

等方面的措施，并对人工红树林的管养措施进行专门约定。 

2、第一册：《园林绿化管养质量等级标准》 

确定了深圳市绿化管养的应用范围、不同应用形式绿地管养的分级质量标准以及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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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土壤、病虫害、设施、清洁、信息化等标准。不同应用形式绿

地包括树林、孤植树、花坛、花境、绿篱、造型植物、竹类、地被、草坪、行道树、立

体绿化和水生植物等园林绿地组成元素。将绿地养护分为综合性绿地、行道树、立体绿

化和水生植物管养四种类型。 

（1）综合性绿地管养标准。综合绿地包括树林、孤植树、花坛、花境、绿篱、造型

植物、竹类、地被、草坪等绿化形式。本章节对综合绿地的各种应用形式的管养标准分

别提出要求，明确了经过不同级别的管养，绿地景观、生长方面应该达到的效果。 

A 标准根据郁闭度将树林分为密林绿地、疏林绿地和稀树绿地，分为三个管养等级。

对不同绿地的群落品种丰富度、植物多样性、乡土植物情况、群落植株密度、视平线位

置的植物景观的艺术性、林冠线的流畅性、美观度、林下地被盖度等景观指标进行要求，

将树冠重叠率 P 指标应用于群落植株密度的标准，并通过生长势、群落花果正常率、林

内植物枯枝残叶率等具体指标对于树林的生长提出要求。 

B 孤植树的管养仅采用一级、二级两个标准。孤植树整齐度、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

对其景观响应突出，且不同用途的孤植树对于根、干、花、果的景观和生长要求不同。 

C 花坛的管养要求高，仅采用一级、二级两个标准。花坛主要体现人工美，通过图

案的完整性与艺术性、株行距与适宜性评价、植株密度、盖度与最大秃斑面积、观赏期、

株高、花期与花色均一性等指标对于景观提出具体要求。为打造深圳花城，要求观花花

坛观赏期≥300 天且花丰色艳，保证重大节日开花；观叶花坛观赏期为 365 天。 

D花境的管养要求高，仅采用一级、二级两个标准。花境较花坛更自然，植株密度、

最大秃斑面积、观赏期等指标方面相对宽松，注重群落的整体结构和花的季相变化。 

E绿篱包括自然式绿篱和规则式绿篱。自然式绿篱管养标准分为三级，其中三级管养

满足其正常景观、生长标准即可；规则式绿篱管养标准较高，仅分为一、二两级。绿篱

管养通过形态体量的均一性、冠幅的饱满度、线条的流畅性及整齐度、空洞与露骨面积

情况、露脚高度、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等指标来界定其景观，通过整体生长势、缺株率、

花期等指标来反应其生长状况。 

F 造型植物的管养要求高，仅采用一级、二级两个标准。景观要求通过造型的完整

性、艺术性、植株的均一性、徒长枝长度等指标体现；生长要求通过生长势、叶色、缺

株、缺株率、枯株率等体现。 

G竹类包括散生竹和丛生竹，管养均采用一级、二级两个标准。采用林相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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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性、竹杆的整齐度、枝叶的色泽等反应竹林的景观，采用生长势、新老竹比例、竹

鞭裸露情况等指标反应生长情况。 

H 地被植物管养分为三个管养等级。通过群落结构合理、植株形态与色彩协调情况、

整体景观效果情况、植株密度（覆盖率、最大秃斑面积）、株高与色泽均一情况（整齐度、

最大偏差）等指标对地被的生长情况进行界定；通过植物的生长势、缺株与倒伏情况、

残花情况反应植物的生长情况。 

I 草坪包括游憩草坪和非游憩草坪，其管养分为三个管养等级。通过草坪的绿期、

盖度、高度及其整齐度、色泽及其均一性、密度、集中空秃面积等对草坪管养需要达到

的景观效果提出要求；通过整体生长势、草垫层厚度来反应草坪生长情况。同时，体现

不同草种草坪管养的差异，如马尼拉、狗牙根、大叶油草等草层剪前高度、剪后高度等

有一定差异。 

（2）行道树管养标准。对行道树管养标准提出要求，明确了经过不同级别的管养行

道树景观、生长方面应该达到的效果。强调行道树整体景观效果、遮荫效果、冠型和树

干一致性（整齐度、最大偏差）、树池中地被植株密度和覆盖度，规避树木枝下高、树冠

下缘线高度对车辆安全行使的影响，并针对行道树的特点，提出其在生长势、花果正常

率、缺株率、树洞修补率等方面的要求。 

（3）立体绿化管养标准。对立体绿化管养标准提出要求，明确了经过不同级别的管

养立体绿化景观、生长方面应该达到的效果。参考《广东省立体绿化技术指引（试行）》、

《深圳市立体绿化管养维护技术规程》、《深圳市立体绿化设计及施工指引》，立体绿化包

括屋顶绿化、墙面绿化、建筑沿口绿化、廊架绿化等形式，同时，花箱植物因特性比较

接近，参考执行。其中，屋顶绿化又可分为简易式、花园式；墙面绿化又可分为攀爬式

与垂吊式墙面绿化、模块式与铺贴式墙面绿化。除建筑沿口绿化统一采用一级管养外，

其余立体绿化形式均分为两个等级。立体绿化作为园林运用的新形式，形式多样，管养

个性突出，本次首次系统体现在园林绿化管养规范中。 

（4）水生（湿生）植物管养标准。对水生（湿生）植物管养标准提出要求，明确了

经过不同级别的管养水生（湿生）植物景观、生长方面应该达到的效果。水生（湿生）

植物可分为挺水、浮叶、漂浮、沉水、湿生等类型，标准重点关注其群落结构、总体景

观效果、植株的密度与体量、植物色彩与叶型、生长势、枯株和残花率情况等共性特征。 

（5）绿地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标准。绿地灌溉是绿地管养最重要、最常规化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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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绿地管养需要充分体现对雨水的渗、滞、蓄、净、

用、排，具备比较完整的滞水、蓄水、渗水、排水等海绵城市技术体系。标准对各种绿

地灌溉与海绵城市技术管养的通用标准提出要求，明确了经过不同级别的管养密林绿地、

疏林绿地、花坛、草坪、稀树绿地（林下为草坪）、地被、稀树绿地（林下为地被）在海

绵城市技术体系搭建、滞蓄渗排水时间、滞水蓄水渗水率等指标方面应该达到的标准。 

（6）绿地土壤管养标准。土壤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基础，是绿地管养的重要环节。标

准对各种绿地土壤管养的通用标准提出要求，明确了经过不同级别的管养树林、孤植树、

行道树、花坛、花境、花箱、绿篱、造型植物、竹类、地被、草坪、立体绿化的土壤通

气孔隙度、土壤水分渗透系数等指标应该达到的标准。 

（7）绿地病虫害防治标准。病虫害防治是绿地管养的重要环节。标准对各种绿地病

虫害防治的通用性标准提出要求，明确了经过不同级别的管养密林绿地、疏林绿地、孤

植树、稀树绿地的乔木、花坛、花境、绿篱、造型植物、竹类、地被、稀树绿地的地被、

草坪、稀树绿地的草坪、行道树、立体绿化、水生植物的有害生物危害症状、病虫害发

生率、杂草率等指标应该达到的标准。 

（8）绿地设施管养标准。对各种绿地设施、作业设施、监测设施管养的标准提出要

求，并明确管养中护树架、树池、给排水管道、栏杆、围栏、组合花箱、水体设施等绿

地设施应该达到的标准。 

（9）绿地清洁保洁标准。标准对绿地清洁保洁、垃圾处理的标准提出要求，并明确

经过管养绿地清洁、水面清洁、广场道路清洁等应该达到的效果。 

（10）绿地安全要求标准。标准对绿地安全管理标准提出要求，明确生态安全、公

众安全、结构安全、作业安全、文明作业应该达到的效果。 

（11）信息管理体系建立。标准要求建立绿化管养工程档案体系，要求信息提交及

时、准确、完整。 

六 、征求意见处理汇总 

规范形成征求意见稿后，通过深圳市城管局发至市相关部委及各区城市管理部门，

同时由深圳市绿化管理处发征求意见稿至相关业内专家多方面征求意见。将对征求意见

处理及依据进行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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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园林绿化管养规范》（DB440300/T6-1999）已在深圳使用多年，深圳也出台《园

林绿化施工规范》（DB440300/T29-2006）、《园林绿化工程质量验收规范》（DB440300/T 

8-1999）及《大树移植技术规程》（SZDB/Z 189-2016）等与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绿地植

物管养相关的行业标准规范，均涉及了对绿地设计、建设、管养的相关要求，标准征求

意见、发布后需要加强对相关管理部门、管养单位的宣贯。 

本规范为深圳市园林绿化管养工程的系统工序和技术技术要点提供依据。同时，该

标准为绿地前期设计、施工的要求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