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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康养基地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的术语和定义、建设原则、基本条件、基地类型、基础设施、服务

设施、标识系统、康养产品开发和运营保障。

本文件适用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森林康养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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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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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8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T 14308 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15971 导游服务规范

GB/T 16766 旅游业基础术语

GB 1848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要求与评定

GB/T 20501.6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第6部分：导向标志

GB/T 26355 旅游景区服务指南

GB/T 26356 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T 50939 急救中心建筑设计规范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 55028 特殊设施工程项目规范

CJJ/T 134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HJ 623 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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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 64 饮食建筑设计标准

LB/T 004 旅行社国内旅游服务规范

LB/T 005 旅行社出境旅游服务规范

LB/T 007 绿色旅游饭店

LB/T 051 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

LY 5104 林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DB11/T 725 森林健康经营与生态系统健康评价规程

DB44/T 26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9号 广州市档案管理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森林康养 forest health and wellness

以森林生态系统和优质的森林环境为依托，以促进康养人员身体素质提高、心理素质健康、精神得

到享受为目的，在具一定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条件下，开展运动体验、膳食调理、康复锻炼、保健

医疗、文化教育、心理辅导、精神享受等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总称。

3.2

森林康养基地 base of forest health and wellness

以优质森林资源及其赋存生态环境为依托，通过建设相关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提供多种形式

森林康养服务，实现森林康养各种功能的综合服务场所。

3.3

森林康养资源 resources of forest health and wellness

有利人类健康并对心理产生积极影响，可为森林康养开发利用，并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的森林景观、森林生态环境、森林食材等各种森林环境要素的总和。

3.4

森林康养师forest health and wellness therapist

为康养人员传递森林康养知识、提供森林康养服务的专业人员。

4 建设原则

4.1 保护利用原则

在严格保护康养基地生态功能和景观资源的完整性、稳定性的基础上，突出康养资源特点和生态服

务功能，兼顾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与景观资源的保护利用，充分发挥森林康养基地的生态、社会和经

济三大效益。

4.2 科学建设原则

遵循自然规律及突出区域特色相结合的科学建设原则，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统筹考虑森林生态承

载能力和发展潜力，科学确定康养利用方式和强度，实现生态得到保护、康养得到发展。

4.3 发挥优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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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资源与环境的各种优势，突出当地特色，打造功能完整的森林康养产品。

4.4 区域协调原则

基地建设发展应与现有森林旅游建设发展相协调，不破坏现有房屋、道路等基础服务设施，避免重

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

5 基本条件

包括面积条件、选址条件、森林质量、风景质量、环境质量等（见表1）。

表 1 森林康养基地建设基本条件

序号
条件类

型
各类型基本条件要求

1
面积条

件
面积≥100 hm²

2
选址条

件

a) 基地距属地行政中心城区≤1.5 h 车程；

b) 基地所用林地权属清晰无争议；

c) 地貌单元多种，较大面积水体及开阔平地，坡度平缓并有起伏变化。

3
森林质

量

a) 森林覆盖率≥ 60%；

b) 森林郁闭度介于 0.6～0.8；

c) 森林达到 DB11/T 725 规定的健康等级的面积达 80%以上，无不健康等级森林；

d) 森林植被类型多样，康养区域树种多以芳香保健树种为主，基于植物的生物学特

性，建立适地适树的功能植物群，参见附录 A；

e) 能提供 4 种以上森林食品；

f) 森林结构和物种数量稳定，生物多样性等级符合 HJ 623 一般等级以上。

4
风景质

量
至少包括地文、水文、生物、天象、人文五类森林风景资源中的三类资源。

5
环境质

量

a) 水质：地表水环境质量符合 GB 3838Ⅱ类标准，污水排放符合 DB44/T 26 规定；

b) 空气质量：空气负离子含量：平均值≥1200 个/cm3。空气细菌含量：平均值≤300

个/m3。PM2.5 浓度：达到 GB 3095 环境空气污染浓度限值二级标准，即年平均

值≤35 ug/m³、24h 平均值≤75 ug/m³。大气环境质量达到 GB 3095 规定国家三级

类标准。声环境质量达到 GB 3096 规定的Ⅰ类标准，昼间≤55 dB(A），夜间≤45

dB(A）。康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区域的环境噪声≤0 类限值。康养基地内部温度

比外部环境低 2℃以上；

c) 土壤质量：无化学污染，符合 GB 15618 一级标准；

d) 人体舒适度指数：为 50～79（4～8 级）的天数≥170 d；

（注：需专业部门出具的现场检测 1 年以上专业报告）；

e) 环境无污染：森林康养基地及其边界外延 5km 范围内无污染源。远离天然辐射

高本底地区，无通过工业技术发展变更的天然辐射，无有害人体健康的人工辐射，

符合 GB 18871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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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本类型

分为森林疗养型基地、森林游览型基地、森林教育型基地3种类型，根据不同的基地类型要求配置

综合服务区、养生康复区、健身运动区、教育体验区，主要设施见表2。

表 2 森林康养基地类型

功能分区 设施项目
基地类型

森林疗养型基地 森林游览型基地 森林教育型基地

综合服务区

服务中心 ● ● ●

停车场 ● ● ●

餐馆 ● ○ ●

商店 ● ● ●

康养住宿所 ● ○ -

养生康复区

森林浴场 ● ● ○

坐观场 ● ● -

养生馆 ● - -

休闲馆 ● - -

健身运动区

康养步道 ● ● ○

越野步道 ● ● ○

森林运动场 ● ● ○

森林木栈道 ● ● ○

露营地 ● ● ○

教育体验区

森林博物馆 ● ○ ●

自然教育中心 ● ○ ●

森林木栈道 ● ○ ●

健康养生课堂 ● ○ ●

注：● 表示应设置，○ 表示宜设置，- 表示无需设置。

7 基础设施

7.1 康养步道

7.1.1 步道线路选择

线路选择应遵循生态环保原则、自然舒适原则，具体如下：

a) 生态环保原则。充分利用旧路，尽可能选择原使用便道或原来采伐、护林使用过的小径为康养

步道基础；新建道路，应避开自然灾害区、生态脆弱区、生态敏感区；

b) 自然舒适原则。沿途景观应自然舒适，能与森林亲密接触，应选择林相良好的地区布设线路；

途经地方景观应力求变化，可在小湖、山泉、小溪、河谷或瀑布旁经过；地形起伏应自然舒适，

不宜建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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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步道设计

7.1.2.1 长度要求

依地形条件，根据不同人群需求，设置不同长度、不同高差、不同强度或不同长度的康养步道（见

表3）。

表 3 不同类型康养步道

类型 距离（km） 适宜人群 特点

低强度康养步道 ＜2 初次体验或体弱者 少有高度变化，提供约 30min 的散步休闲体验

中强度康养步道 2～10 一般人员 提供约 1h，有高度变化、有一定运动量的散步体验

高强度康养步道 ＞10 身体健康、经验丰富人员
提供 2h 或半天，有高度变化、较大运动量的散步慢跑

体验

7.1.2.2 坡度要求

坡度宜控制在7%以下，边坡、堡坎要低、缓，以亲近自然的生态做法为主，保持步道排水通畅。

7.1.2.3 材料要求

应就地取材，充分考虑滤水性，碎石、卵石、石沙等透水性好的材料为佳；木屑、沙层、耐腐树叶

等柔性生态路面材料均可，自然舒适，节约成本。

7.1.2.4 工艺要求

应采用环保工艺。

7.1.3 步道施工

宜采用小型机具与人工结合的作业方式，禁止野蛮施工或随意砍伐，严格把控施工质量。

7.2 车行道

按照LY 5104执行。除管理区和防火道外，不宜设置车行道；车行道需结合场地现状，控制道路选

线和道路宽度，避免与森林康养活动发生矛盾。

7.3 生态停车场

停车场植被以高大乔木为主，覆盖率达70%以上。停车场与康养区出入口徒步距离不超过500m，

若超过500m应设置摆渡车。停车场应具备无障碍停车位，100辆以下设置不少于2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

位，100辆以上设置不少于总停车位数3%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7.4 无障碍设施

7.4.1 设施种类

包括缘石坡道、盲道、轮椅坡道、无障碍出入口、无障碍楼梯、台阶、无障碍厕所、无障碍住房等。

7.4.2 分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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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人行道口设置缘石坡道、人行道旁设置盲道、各个景区出入口设施无障碍出入口、检票口设置

轮椅通道、公共洗手间设置无障碍厕所、各个场馆设置无障碍楼梯等。

7.4.3 设计要求

其设计要求按照GB 55019执行，无障碍设施符号按照GB/T 10001.9执行。

7.5 环境监测设施

7.5.1 设施种类

包括空气负氧离子等大气因子监测仪、环境噪声监测仪、水质监测仪、土壤监测仪、电子显示屏等。

7.5.2 监测内容

主要监测内容包括温度、湿度、风速、环境噪声、空气负氧离子含量、空气细菌含量、PM2.5、地

表水质量、土壤质量等指标，并实时显示监测数据，并与周边大城市发布的相对应数据对比滚动播出。

8 服务设施

8.1 主要服务设施

包括住宿、餐饮、购物、管理服务、康养健身、休闲健身、科普教育、医疗和安全设施等，具体建

设内容见表4。设计要求如下：

表 4 森林康养基地康养服务设施表

类别 设施种类

住宿设施 休养所 a、森林木屋、休憩厅 a、露营地 a、树屋森林酒店、生态山庄、野外休息场所等。

餐饮设施 绿色餐厅 a、休闲餐厅、餐饮服务点等。

购物设施 有机绿色产品销售点 a、工艺品销售点、中草药销售点等。

管理服务设施 接待中心 a、停车场 a、生态厕所 a、垃圾站 a、管理用房 a、员工住宿等。

康养健身设施
森林浴场 a、冥想空间 a、康养步道 a、康养服务站 a、休闲座椅 a、坐观场所 a、太极广场、室内健身

馆、露营广场、药草花园、日光浴场、越野行走、山地自行车、攀岩、丛林穿越等。

休闲娱乐设施 森林多功能活动平台 a、观景台、休闲活动中心、儿童游乐设施、吊桥、森林小火车等。

科普教育设施
森林体验馆 a、森林文化创意坊 a、森林教室 a、自然观察径 a、动物观察台、探访道路、森林博物馆、

标本馆、图书资料馆、森林作业体验场、特色植物收集场、登山路等。

医疗设施 医疗保健中心 a、康养所、急救中心、康复中心等。

安全设施 应急避难场所、围栏 a、护坡 a、监控摄像头 a、火险报警器 a、安全警示灯等。
a为应建设施，可根据功能需要，新建或对现有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设施规模根据需要确定。

a) 住宿服务设施设计按照GB/T 14308、LB/T 007执行；

b) 餐饮设施设计按照JGJ 64执行；

c) 购物设施建设按照GB/T 26356执行；

d) 管理服务设施按照GB/T 26355、GB/T 15971、GB/T 16766、LB/T 004、LB/T 005执行；

e) 生态厕所按照GB/T 18973执行；

f) 康养健身设施包括森林浴场、冥想空间、康养步道、太极广场、室内健身馆、露营广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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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休闲娱乐设施可包括森林多功能活动平台、观景台、休闲健身活动中心等，设计按照GB8408

执行；

h) 科普教育设施包括森林体验馆、森林文化创意坊、森林博物馆、自然观察径等；

i) 医疗设施设计按照GB/T 50939执行；

j) 应急避难场所设计按照GB 55028执行，其它安全设施设计参照LB/T 051执行。

8.2 其他配套设施

包括电力设施、污水处理设施、餐饮卫生设施、垃圾处理设施等。污水处理按照GB 18918一级标准

的A标准要求排放，餐饮场所卫生条件应达到GB 37487规定要求，油烟排放按照GB 18483执行，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按照GB 18485执行，建筑垃圾处理按照CJJ/T 134执行。

9 标识系统

9.1 一般规定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按照GB/T 10001.1、GB/T 10001.2执行。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计应符合

GB/T 20501.6的规定。消防安全标识符号按照GB 13459.1、GB 15630执行。

9.2 标识种类

应包含信息标志、指示标志、警示标志、安全标志、教育标志等。其中教育标志用于展示康养基地

的特色文化、特色内涵、特色康养效果等宣传内容。

9.3 建设要求

标志的颜色、文字、图形、材质、材料、规格等应与环境协调，突出康养特色。

10 康养产品开发

10.1 开发原则

10.1.1 科学性原则

统筹基地森林生态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科学确定开发方式和强度。

10.1.2 特色性原则

根据康养基地优势特色资源，开发特色产品，形成品牌效应。

10.1.3 多样性原则

根据康养人群不同需求开发功能多样的产品。

10.2 疗养型产品

包括森林温泉、森林浴、森林冥想、养生食疗、康复医疗、中医药疗养等类型产品。

10.3 游览型产品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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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森林音乐、森林瑜伽、森林太极、森林探险、森林露营、溯溪步道、园艺花海、水果采摘等类

型产品。

10.4 教育型产品

包括森林课堂、森林博物馆、森林康养文化馆、森林剧场、森林教育步道、森林手工作坊等类型产

品。

11 运营保障

11.1 组织保障

设立森林康养基地管理机构，实现基地经营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

11.2 制度保障

建章立制，责任到人。重点抓好治安、消防等制度，落实到人。

11.3 人员保障

配备满足需求的森林康养师专职人员，引进高层次管理及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引进林业、园林、

中医药专业的应用型人才，提高康养科技支撑能力。

11.4 技术保障

建设“互联网+”的森林康养发展模式，建立康养大数据平台，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等，

实现智慧型森林康养。

11.5 档案管理

基地建设管理部门应建立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管理档案库，包括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库，按照广州市

人民政府令第9号《广州市档案管理规定》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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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森林康养基地康养植物名录

A.1 推荐森林康养基地宜建立功能植物群的主要康养植物名录。

表 A.1 森林康养基地主要康养植物名录

序号 树种 科名 属名 学名 备注

1 杉木 杉科 杉木属 Cunninghamia lanceolata(Lamb.) Hook. 乔木

2 柳杉 杉科 柳杉属 Cryptomeria japonica (L. f.)D. Don var. sinensis Miquel 乔木

3 落羽杉 杉科 落羽杉属 Taxodium distichum (L.) Rich. 乔木

4 湿地松 松科 松属 Pinus elliottii Engelmann 乔木

5 柏树 柏科 柏木属 Cupressus funebris Endl. 乔木

6 华润楠 樟科 润楠属 Machilus chinensis (Champ. ex Benth.) Hemsl. 乔木

7 香樟 樟科 樟属 Cinnamomum camphora(L.) Presl 乔木

8 阴香 樟科 樟属 Cinnamomum burmannii 乔木

9 黄樟 樟科 樟属 Cinnamomumparthenoxylon(Jack) Meisner 乔木

10 乐昌含笑 木兰科 含笑属 Michelia chapensisDandy 乔木

11 火力楠 木兰科 含笑属 Michelia macclureiDandy 乔木

12 白兰 木兰科 含笑属 Michelia × alba DC. 乔木

13 五角槭 无患子科 槭属 Acer pictum subsp. mono (Maxim.) H. Ohashi 乔木

14 阿丁枫 蕈树科 枫香树属 Altingia chinensis (Champ.) Oliver ex Hance 乔木

15 枫香树 蕈树科 枫香树属 Liquidambar formosanaHance 乔木

16 半枫荷 蕈树科 半枫荷属 Semiliquidambar cathayensis Chang 乔木

17 两广梭罗 锦葵科 梭罗树属 Reevesia thyrsoideaLindley 乔木

18 木油桐 大戟科 油桐属 Vernicia montanaLour. 乔木

19 土沉香 瑞香科 沉香属 Aquilaria sinensis(Lour.) Spreng. 乔木

20 椴树 椴树科 椴树属 Tilia tuan Szyszyl. 乔木

21 女贞 木犀科 女贞属 Ligustrum lucidumAit. 乔木

22 木荷 山茶科 木荷属 Schima superbaGardn. et Champ. 乔木

23 罗汉松 罗汉松科 罗汉松属 Podocarpus macrophyllus(Thunb.) Sweet 乔木

24 诗琳通含笑 木兰科 含笑属
Michelia sirindhorniae(Noot. et Chalermglin) N. H. Xia et

X. H. Zhang
乔木

25 桂花 木犀科 木犀属 Osmanthus fragrans(Thunb.) Loureiro 乔木

26 柚 芸香科 柑橘属 Citrus maxima(Burm.) Merr. 乔木

27 山鸡椒 樟科 木姜子属 Litsea cubeba(Lour.) Pers. 小乔木

28 二乔玉兰 木兰科 木兰属 Magnolia × soulangeana(Soul.-Bod.) D. L. Fu 小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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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森林康养基地主要康养植物名录（续）

序号 树种 科名 属名 学名 备注

29 广东含笑 木兰科 含笑属 Michelia macclureiY. H. Yan, Q. W. Zeng & F. W. Xing 小乔木

30 丹桂 木犀科 木犀属
Osmanthus fragrans (Thunb.) Loureiro

var. aurantiacus Makino
小乔木

31 山指甲 木犀科 女贞属 Ligustrum sinenseLour. 小乔木

32 柠檬 芸香科 柑橘属 Citrus × limon(Linnaeus) Osbeck 小乔木

33 红千层 桃金娘科 红千层属 Callistemon rigidus R. Br. 小乔木

34 九里香 芸香科 九里香属 Murraya exotica L. Mant. 小乔木

35
细叶粉扑

花
豆科 朱缨花属 Calliandra brevipes Benth. 灌木

36 珊瑚树 忍冬科 荚蒾属 Viburnum odoratissimumKer.-Gawl. 灌木

37 含笑花 木兰科 含笑属 Michelia figo(Lour.) Spreng. 灌木

38 夜合花 木兰科
长喙木兰

属
Lirianthe coco(Loureiro) N. H. Xia & C. Y. Wu 灌木

39 鹰爪花 番荔枝科 鹰爪花属 Artabotrys hexapetalus(L. f.) Bhandari 灌木

40 栀子 茜草科 栀子属 Gardenia jasminoidesEllis 灌木

41 茉莉花 木犀科 素馨属 Jasminum sambac(L.) Aiton 灌木

42 海桐 海桐科 海桐属 Pittosporum tobira(Thunb.) Ait. 灌木

43 蝶花荚蒾 忍冬科 荚蒾属 Viburnum hanceanumMaxim. 灌木

44 穗花牡荆 唇形科 牡荆属 Vitex agnus-castusL. 灌木

45 桃金娘 桃金娘科 桃金娘属 Rhodomyrtus tomentosa (Ait.) Hassk. 灌木

46 金银花 忍冬科 忍冬属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藤本

47 薄荷 唇形科 薄荷属 Mentha canadensis Linnaeus 草本

48 鼠尾草 唇形科 鼠尾草属 Salvia japonica Thunb. 草本

49 百里香 唇形科 百里香属 Thymus mongolicus Ronn. 草本

50 草珊瑚 金粟兰科 草珊瑚属 Sarcandra glabra (Thunb.) Nakai 草本

51 砂仁 姜科 豆蔻属 Amomum villosum Lour. 草本

52 益智 姜科 山姜属 Alpinia oxyphylla Miq. 草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www.cfh.ac.cn/Spdb/672584.sp

	目  次
	前  言
	森林康养基地建设规范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建设原则
	4.1　保护利用原则
	4.2　科学建设原则
	4.3　发挥优势原则
	4.4　区域协调原则

	5　基本条件
	6　基本类型
	7　基础设施
	7.1　康养步道
	7.1.1　步道线路选择
	7.1.2　步道设计
	7.1.2.1　长度要求
	7.1.2.2　坡度要求
	7.1.2.3　材料要求
	7.1.2.4　工艺要求

	7.1.3　步道施工

	7.2　车行道
	7.3　生态停车场
	7.4　无障碍设施
	7.4.1　设施种类
	7.4.2　分布区域
	7.4.3　设计要求

	7.5　环境监测设施
	7.5.1　设施种类
	7.5.2　监测内容


	8　服务设施
	8.1　主要服务设施
	8.2　其他配套设施

	9　标识系统
	9.1　一般规定
	9.2　标识种类
	9.3　建设要求

	10　康养产品开发
	10.1　开发原则
	10.1.1　科学性原则
	10.1.2　特色性原则
	10.1.3　多样性原则

	10.2　疗养型产品
	10.3　游览型产品
	10.4　教育型产品

	11　运营保障
	11.1　组织保障
	11.2　制度保障
	11.3　人员保障
	11.4　技术保障
	11.5　档案管理


	附　录　A（资料性）森林康养基地康养植物名录
	A.1　推荐森林康养基地宜建立功能植物群的主要康养植物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