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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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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康养基地质量评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康养基地质量评定的原则、指标及评价内容和计分方法等技术要求说明等。 

本标准适用于森林康养基地建设、质量评定及国家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单位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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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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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7093 室内空气中细菌总数卫生标准 

GB/T 18005 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T 20399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技术规程 

GB 51192 公园设计规范 

LY/T 2005 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 

LB/T 051 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 

LB/T 065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以下术语和定义。 

3.1  

森林康养 Forest based health and wellness 

以促进大众健康和预防疾病为目的，利用森林生态环境资源，充分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环境因子的康

体保健作用，开展有助于人们放松身心，调节身体机能，促进（维持）身心健康的活动总称。 

3.2  

森林康养基地 Forest based health and wellness base 

具备优质森林、湿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结合地方特色康养资源，开展休闲、健身、养生、养老、疗

养、认知、体验等活动，能够提供促进人们身心健康的环境空间场地、配套设施和相应服务体系的康养

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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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森林康养道路 Forest health and wellness road 

在优质森林生态系统环境区域内修建的供人们进行步行、跑步、骑行等以观光体验、休闲养生、健

身运动为目的的道路。 

4 评定原则 

——生态优先。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利用。 

——效益兼顾。有利于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前

瞻性，引导绿色发展、绿色生活模式。 

——突出特色。遵循自然规律，突出区域特色，惠及区域民生。 

——合法合规。遵守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位规划要求。 

5 评定内容 

5.1 场地选址的合理性 

5.1.1 森林质量 

a) 森林面积：基地及其毗邻区域的森林总面积不少于 1000hm
2
，其中近成熟林超过 30%。 

b) 森林覆盖率：基地区域内森林覆盖率大于 30%。 

c) 郁闭度：基地区域内森林平均郁闭度 0.4以上。 

d) 生物多样性：植被良好，动植物物种及生境类型多样。 

5.1.2 面积指标 

基地面积不小于50hm
2
的集中区域，并且权属清晰，无争议。 

5.1.3 交通状况 

基地具有良好的交通条件，距离最近的机场、火车站、客运站或码头等交通枢纽距离不超过3h路程。 

5.1.4 环境质量 

a) 周边无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噪(音)声污染、农药污染、辐射污染、热污染等污染

源。 

b) 水质及使用：地表水环境质量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达到 GB 3838 规定的 III 类，污水排放达到

GB 8978规定的要求。合理利用地下水，包括矿泉水、温泉水等。 

c) 声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达到 GB 3096的 II类标准。 

d) 环境天然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水平：远离天然辐射高本底地区，无工业技术发展带来的天然辐

射，无有害人体健康的人工辐射，符合标准 GB 18871。 

e) 大气环境质量：达到 GB 3095-2012国家三级标准。 

5.1.5 景观资源 

森林康养基地及周边的景观资源可分为地文景观资源、生物景观资源、水文景观资源、人文景观资

源、天象景观资源等，应有利于森林康养活动，并执行GB/T 18005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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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功能分区的合理性 

基地功能布局科学合理，形成森林康养区、体验教育区、综合服务区等不同功能区，有利于保持基

地生态功能和自然景观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有效衔接基地各类基础及服务设施，注重突出当地资源特色

和民俗文化特色。 

5.3 建设内容的完整性 

5.3.1 森林康养产品 

针对不同的森林康养人群，设定森林康养目标，提供休闲、健身、养生、养老、疗养、认知、体验

等不同类别的森林康养产品，开展与之适宜的活动、课程、节事等，丰富森林康养产品，提高产品成效。 

5.3.2 森林康养设施 

一般包括开展森林静养、动养、以及与温泉、饮食、文化等结合的森林康养场所和相关设施。森林

康养设施应保证安全性好，标识科学、简明、清晰，养护规范，满足森林康养活动的正常开展。 

5.3.3 综合服务设施建设 

包括森林康养接待、住宿和餐饮购物等设施。 

——森林康养接待设施数量与布局应与接待能力相匹配，可设置森林康养接待中心和若干服务点。

接待中心与服务点之间应具有统一的服务信息平台。 

——住宿接待设施应根据康养人员规模、及淡旺季需求变化情况，确定客房的数量、规格和档次。

充分利用原有住宿设施，根据实际情况结合社区建设合理规划接待设施，避免过度开发。 

——餐饮设施的布局合理，可达性好，舒适性好，总体规模应与基地接待能力相匹配。 

——其他设施，如售卖的商品应富于地方特色，考虑淡旺季需求变化，预留临时性娱乐购物设施场

地。 

5.3.4 体验教育设施 

以森林康养知识和自然认知为主导方向，配备相应的体验教育设施设备。明确科普宣教设施设备、

解说标识系统的功能、建设位置、数量和规格，科普宣教材料的内容、形式及数量等，满足开展森林体

验教育的需求。 

5.3.5 医疗应急设施 

基地应建设应急救护设施，并能够提供森林康养人员健康咨询服务。医疗应急设施也可利用基地周

边的医疗机构现有资源，形成资源共享联动机制。 

5.3.6 配套基础设施 

森林康养基地应配套道路、通讯、标识、供电、给排水、供热、燃气、污水垃圾处理、无障碍设施、

公厕及业务管理用房等。 

5.3.7 森林康养服务团队 

森林康养基地服务团队应明确专业森林康养服务人员的类型和数量，保证其服务能力可以满足基地

内森林康养项目开展的需求。应设有运营管理机构及相应的人员，明确职能责任范围，形成管理体系。 

5.3.8 森林康养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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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森林康养服务的需求，具备完整的师资力量，形成一定的课程体系、培训管理体系和培训效

果评估机制。 

5.3.9 社会服务体系 

在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及行业协会的指导下，通过引入社会机构合作等方式，提升森林康

养的服务和接待能力，形成公共服务、基地康养机构从业人员服务和康养人员依法依规自我服务于一体

的综合服务体系。 

5.3.10 基地营销体系 

能够根据森林康养消费人群的显性和隐性需求，建立高效营销团队，使基地与消费者、分销商、网

络机构等形成稳定的营销体系。森林康养基地可依据自身情况选择自行推广或者委托推广，并建立相应

的运营推广制度。 

5.3.11 环境监测体系 

森林康养基地应建立监测平台，对森林康养各项环境指标进行动态监测，主要针对森林康养基地的

空气、水质、土壤、噪音以及森林、湿地生态系统的环境因子提供监测数据。 

5.3.12 自然保护体系 

森林康养基地自然保护体系包括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保护、景观资源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

保护、水资源保护、文物古迹及自然遗迹保护等内容。各部分保护体系建设应有明确的保护对象，保护

目标，实施的保护措施合理可行。 

5.3.13 防灾应急体系 

应急防灾包括火灾、有害生物、台风、暴雨、地质灾害等防控体系，针对可引起自然灾害的极端天

气做好监测预警工作。森林康养基地要制定自然灾害、安全生产、食品安全、拥挤踩踏、防恐防暴等突

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明确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工作的组织领导、职责、工作程序和措施。 

5.3.14 区域协调体系 

a) 基地建设应基于土地利用现状，合理进行土地资源综合评价，科学制定基地土地利用规划。 

b) 基地建设发展要与周边社区协调，促进共建共管相，推动社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升

级，实现利益共享。 

c) 基地建设与周边医疗、服务、运输等相关机构协调合作。 

5.4 森林康养设施的安全性 

5.4.1 服务及游憩场地的选址安全性 

a) 服务及游憩场地选址应按 DZ/T 0286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要求进行安全性评估，确保基地

环境安全，无崩塌、滑坡、山洪、泥石流、地裂缝等地质灾害隐患。 

b) 不存在疫源疫病传播风险及其他对森林康养活动及人体健康存在危险隐患。 

5.4.2 健身运动设施及场地的安全性 

a) 健身运动设施应选择符合相应安全标准的器具，安装牢固，定期维护。 

b) 健身运动场地远离机动车道，远离人流密集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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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健身运动场地外侧应预留一定的缓冲区，减少意外伤害。缓冲区内不应有任何突出地面的固定

障碍物。 

5.4.3 森林康养路网的安全性 

a) 森林康养道路的场地标高宜高于该段路面标高，避免地面径流冲刷。道路选线及标高设置应考

虑防洪需求。 

b) 单向通行的森林康养步行道宽度不低于 0.9m，双向通行的森林康养步行道宽度不低于 1.5m。

道路纵坡坡度和横坡坡度参照 CJJ 48－92。 

c) 道路铺装材料应选用防滑材料，但不宜过度粗糙，应避免尖角。 

d) 主要森林康养道路均应设置无障碍通道及设施。 

e) 根据需要设置围栏等隔离防护措施，确保使用安全。 

f) 森林康养道路应考虑森林康养基地及局部场地可容纳量极限，与康养人员容量需求匹配。 

5.4.4 森林康养项目的安全性 

a) 森林康养项目活动内容要进行安全性评估，确保项目参与人群的安全。 

b) 森林康复和疗养类型的项目，要经过临床医学科学论证。 

5.5 森林康养项目特色性 

a) 森林康养项目应充分发挥本基地的资源优势，设置不同于其它基地的特色森林康养项目。 

b) 森林康养项目及活动内容的设置注重提升康养人员主动性、积极性，提升康养人员的互动和参

与程度。 

c) 考虑技术支撑和后续更新的可持续性，拓展和延伸森林康养项目运营周期，实现效益最大化。 

6 评定计分方法 

从场地选址的合理性、功能分区的合理性、建设内容的完整性、基础设施的安全性、森林康养项目

特色性5个方面采取量化分级打分的方法进行质量评定，初始分值乘以调整系数后总分共计100分（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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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A.1 森林康养基地量化指标分级和分值表 

序

号 
项目 项目指标与量化分级 

初评

基础

分值 

初始

分值 

调整

系数 

评价

得分 

a b c=a*b 

1 

场地选

址的合

理性 

(25 分) 

森林质量 

（6 分） 

基地及其毗邻

区域的森林 

总面积 

≥2000 hm2 5 

 
1/4 

 
1500-2000 hm2 4 

1000-1500 hm2 3 

2 近成熟林比例 

≥50% 5 

 
1/4 

 
40%-50% 4 

30%-40% 3 

3 
基地森林 

覆盖率 

70-90% 5 

 
1/4 

 
50-70% 4 

30-50% 3 

4 
平均森林 

郁闭度 

0.7-0.8 5 

 
1/4 

 
0.5-0.7 4 

0.4-0.5 3 

5 生物多样性 

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生境类型众

多，具有丰富的森林（竹林）、灌

丛林地、草地、湿地等，地域特色

突出，多样性保护和监测系统完善。 

5 

 
1/4 

 

动植物资源丰富，生境类型多样，

具有森林（竹林）、灌木林地、草

地、湿地等，有一定地方性特色，

保护和监测系统完整有效。 

4 

动植物资源相对丰富，能体现地方

特色，设有保护和监测系统。 
3 

6 基地规模（5 分） 

≥500 hm2 5 

 
1 

 
200-500 hm2 4 

50-200 hm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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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序

号 
项目 项目指标与量化分级 

初评

基础

分值 

初始

分值 

调整

系数 

评价

得分 

a b 
c=a*

b 

7 

场地选

址的合

理性 

(25 分) 

交通状况（4 分） 

距离最近的机场、火车站、客运站、

或码头等交通枢纽距离不超过 1 h

路程。 

5 

 
4/5 

 
距离最近的机场、火车站、客运站、

或码头等交通枢纽距离 1-2 h 路程。 
4 

距离最近的机场、火车站、客运站、

或码头等交通枢纽距离 2-3 h 路程。 
3 

8 

环境质量 

（6 分） 

水

环

境

质

量 

地表水环

境质量 

达到国家一类标准 5 

 
1/5 

 
达到国家二类标准 4 

达到国家三类标准 3 

地下水环

境质量 

达到国家一类标准 5 

 
1/5 

 
达到国家二类标准 4 

达到国家三类标准 3 

9 声环境 

达到国家 0 类标准 5 

 
1/5 

 
达到国家 1 类标准 4 

达到国家 2 类标准 3 

10 

环境天然外照射

贯穿辐射剂量水

平 

在国家规定安全范围之内 5 

 
1/5 

 
允许局部超标，但人员或活动区域

在安全范围内 
3 

11 空气负离子含量 

主要地段平均浓度 1500 个/cm³以上 5 

 
1/5 

 

主要地段平均浓度 900-1500 个/cm³

以上 
4 

主要地段平均浓度 700-900 个/cm³

以上 
3 

12 大气环境质量 

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5 

 
1/5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4 

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3 

13 
景观资源 

（4 分） 

森林风景资源质

量 

≥25 分 5 

 
4/5 

 
20-25 分 4 

15-20 分 3 

14 功能分区的合理性(10 分) 

非常合理 5 

 
2 

 
较合理 4 

一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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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序

号 
项目 项目指标与量化分级 

初评

基础

分值 

初始

分值 

调整

系数 

评价

得分 

a b c=a*b 

15 

建设内

容的完

整性 

(45 分) 

森林康养产

品与项目建

设 

（12 分） 

森林康养产品

的完整性 

非常完整 5 

 
1 1/5 

 
较完整 4 

一般 3 

16 
森林康养产品

类型的丰富性 

≥6 类 5 

 
1 1/5 

 
4-5 类 4 

1-3 类 3 

17 

森林康养基

地设施建设 

（15 分） 

森林康养设施 

非常完整 5 

 
3/5 

 
较完整 4 

一般 3 

18 
综合服务设施

建设 

非常完整 5 

 
3/5 

 
较完整 4 

一般 3 

19 
体验教育设施

建设 

非常完整 5 

 
3/5 

 
较完整 4 

一般 3 

20 
医疗应急设施

建设 

非常完整 5 

 
3/5 

 
较完整 4 

一般 3 

21 配套基础设施 

非常完整 5 

 3/5  较完整 4 

一般 3 

22 

森林康养服

务能力建设

（10 分） 

森林康养服务

团队建设 

非常完善 5 

 
1 1/5 

 
较完善 4 

一般 3 

23 
森林康养培训

体系建设 

非常完整 5 

 
2/5 

 
较完整 4 

一般 3 

24 社会服务体系 

非常完善 5 

 
1/5 

 
较完善 4 

一般 3 

25 
运营销售体系

建设 

非常完整 5 

 
1/5 

 
较完整 4 

一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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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序

号 
项目 项目指标与量化分级 

初评

基础

分值 

初始

分值 

调整

系数 

评价

得分 

a b c=a*b 

26 

建设内

容的完

整性 

(45 分) 

森林康养支

撑体系建设

（8 分） 

环境监测体

系建设（2 分） 

非常完整 5 

 
2/5 

 
较完整 4 

一般 3 

27 
保护体系建

设（2 分） 

非常完整 5 

 
2/5 

 
较完整 4 

一般 3 

28 
应急防灾体

系建设（2 分） 

非常完整 5 

 
2/5 

 
较完整 4 

一般 3 

29 
区域协调体

系建设（2 分） 

非常完整 5 

 
2/5 

 
较完整 4 

一般 3 

30 

森林康

养设施

的安全

性 

(10 分) 

服务及游憩场所的选址的安

全性 

非常安全 5 

 
1/2 

 
较安全 4 

一般 3 

31 
健身运动设施及场地的安全

性 

非常安全 5 

 
1/2 

 
较安全 4 

一般 3 

32 森林康养路网的安全性 

非常安全 5 

 
1/2 

 
较安全 4 

一般 3 

33 森林康养项目的安全性 

非常安全 5 

 1/2  较安全 4 

一般 3 

34 森林康养项目设置的特色性（10 分） 

突出特色 5 

 
2 

 
一般特色 4 

普通 3 

合计总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