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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LY/T 2935-2018、LY/T 2934-2018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辽宁省森林经营研究所、辽宁辽东半岛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会侠、于洪亮、金鑫、李慧仁、白荣芬、丁国泉、李连强、李虹谕、孙佳彤、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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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我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主要根据《森林康养基地总体规划导则》（LY/T 2935）、《森林康养

基地质量评定》（LY/T 2934）及涉及的环境空气、声环境、地表水环境等相关标准执行。没有适合我省

森林资源类型、林业现状的标准可依据，为引导和规范我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工作，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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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细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辽宁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相关行业标准界定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森林环境、基

础设施、森林康养服务、基地运行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社区经济发展、评定计分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辽宁省范围内已建和待建的森林康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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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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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LY/T 2935 森林康养基地总体规划导则

LY/T 2934 森林康养基地质量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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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8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31654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1192 公园设计规范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8005 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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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421.1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 部分

GB/T 24421.2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 部分

GB/T 24421.3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3 部分

GB/T 24421.4 服务业组织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4 部分

GB/T 27963 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评价

GB/T 34290 公共体育设施室外健身设施的配置与管理

GB/T 50939 急救中心建筑设计规范

DZ/T 0286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HJ 623 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JGJ 62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

LY/T 2586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观测技术规范

LYJ 114 林区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LB/T 051 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

QX/T 380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以下列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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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康养资源 Resources of forest health and wellness

森林环境中的自然景观、空气负离子、植物精气、高质量空气、优质水源、宜人气候、林副产品等

具有康养身心作用的所有生物和非生物资源。

3.4 森林康养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of forest health and wellness

为适应康养人群在森林康养活动中的需要而建设的各项物质设施的总称，是发展森林康养产业不可

缺少的物质基础。主要包括交通设施、服务设施、辅助设施等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

3.5 森林康养步道 Forest health and wellness road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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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森林康养健康管理服务 Forest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由具有健康管理师资质或相关从业经历与经验，熟练掌握森林医学、康复医学、中医养生理论，以

及森林食材与药材的属性与使用方法的专业人员，提供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与明确辅助效果的康养产

品，以及为康养客户提供健康监测、评估和干预全过程的森林康养专业化服务。

3.7 森林医疗 Forest Medicine

以丰富多彩的森林景观、沁人心脾的森林空气环境、健康安全的森林食品、内涵浓郁的生态文化等

为主要资源和依托，配备相应的养生休闲及医疗、康体服务设施，开展以修身养心、调适机能、延缓衰

老为目的的森林游憩、度假、疗养、保健、养老等活动，为森林康养服务对象提供医疗、康复疗养、诊

疗评估、应急处置的行为，以达到对身体、心理、性情、智慧、品德有治疗的效果。

3.8 森林康养疗法 Forest health therapy

包括但不限于养生太极及负离子/芬多精保健、SPA、艾灸刮痧、拔罐热疗、反射疗法等中西医康疗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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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规定

4.1 规划内容

1）评价基地及周边的森林康养资源和客源市场；

2）明确基地的发展定位、目标和空间布局；

3）设置森林康养项目的相关设施装备；

4）统筹安排基地森林康养服务、营销及支撑体系；

5）配套构建基地生态环境质量检测、森林、实地保护等体系；

6）估算基地建设的投入产出及综合效益。

4.2 规划原则

生态优先、合理利用、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引领发展、协同推进、尊重市场、积极创新。

5 森林环境

5.1森林质量

5.1.1 森林面积 基地及其毗邻区域集中连片森林总面积不少于 1000hm
2
，其中近熟林及以上林分≥30%。

5.1.2 基地面积 基地面积≥50hm
2
，林地、林权权属清晰无争议。

5.1.3 森林覆盖率 基地区域内森林覆盖率≥50%。

5.1.4 林分条件 森林群落结构完整，森林自然度较高，平均林分郁闭度≥0.4。

5.1.5 森林健康状况 林木生长发育良好，无明显林业有害生物为害。

5.1.6 生物多样性 康养基地所在地域生物类型多样，有视觉型、听觉型、嗅觉型、味觉型和触觉型等

植物，能够提供多种感官体验。生物多样性等级达到 HJ 623 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一般等级及以上。

5.1.7 景观质量 森林景观应有利于康养活动，异质性丰富，景色多样。达到 GB/T 18005 规定的风景资

源质量要求，并具有一定生态环境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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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环境条件

5.2.1 总体要求 无疫源疾病区和放射性污染风险。

5.2.2 交通条件 森林康养基地外部交通便利通畅，距离城市行车时间不超过 2h。

5.2.3 地质条件 基地选址按 DZ/T 0286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要求进行评估，确保无滑坡、塌陷、

地裂缝、崩塌、 泥石流、洪灾等地质灾害频发地段。

5.2.4 舒适度 具有舒适的森林小气候，按照 GB/T 27963 要求，全年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3 级的天数

不小于 120d。其中，舒适度 3级的天数不小于 90d。

5.2.5 空气质量 康养基地空气质量应达到 GB 3095 的二类环境空气功能区质量要求及以上标准；按照

LY/T 2586、QX/T 380 空气负离子检测要求和分级标准，森林康养区空气负离子浓度≥1200 个/cm
3
。

5.2.6 声音环境 康养基地声音环境应达到 GB 3096 规定的Ⅰ类声环境功能区限制，即噪声昼间限值

55dB，夜间限值 45dB。

5.2.7 水体质量 地表水质量应符合 GB 3838 规定的Ⅲ类及以上标准；地下水应符合 GB/T 14848 规定的

Ⅲ类及以上标准。

5.2.8 土壤环境 基地周边 5km 范围内无污染源，土壤质量达到 GB 15618 二级要求。

5.2.9 环境辐射 远离天然辐射高的地区，无有害人体健康的人工辐射和工业辐射，应符合标准 GB 18871

的规定。

6 基础设施

6.1基本要求

6.1.1 功能区应包括森林康养区、体验教育区和综合服务区，各功能区可根据基地功能需要，再另行设

置突出特色的功能区域。

6.1.3 基础设施布局及建设过程中，应避免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避开古树名木，预留野生动物迁移通

道。



DB 21/T XXXX—XXXX

9

6.1.4 基础设施风格、造型、色彩应与森林、湿地、海滩等环境相协调，不得破坏基地原有景观和自然

环境。

6.1.5 基地建设应依据相关国家标准做好相应的安全设计，包括防灾、防火、安防、通行、安全、环境

等。

6.2公共设施

6.2.1 道路基地 道路按 LYJ 114 中规定的Ⅲ级道路标准执行，对外交通及各功能区之间的交通应较为

便捷。

6.2.2 停车场 停车场应建在综合服务区，布置按 GB 51192 的规定执行；可借用自然地形，就势建造，

采用绿化草坪砖，以灌木为隔离，用高大乔木和蔓藤植物遮荫，避免采用大面积车辆暴晒的硬化停车场；

规模应与基地的接待容量相适应。

6.2.3 接待中心 选择地势平坦、集散方便、位置合理、视野开阔的地方，应能容纳较大规模的康养旅

游人群和车辆。

6.2.4 住宿设施 住宿设施的设置与建设应符合 JGJ 62 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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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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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餐饮设施 餐饮设施的设置与建设应符合 LB/T 051 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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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符合康养理念的特色餐饮或具有区域特色的绿色有机膳食。

6.2.6 购物设施 基地内应具有相对集中、便捷、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购物设施。可根据实际情况设

立购物场所，销售特色化、系列化、品牌化的康养产品、旅游商品及当地特产。

6.2.7 医疗设施 森林康养基地应具备规范的诊疗服务能力和医养结合资质，并具备以下条件：

1）设置的医疗机构（如康复中心、护理站等）建议有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资质，或者根据实际需要设

置诊所、医务室，并纳入医保定点单位。

2）设置的医疗机构应根据机构规格、等级、执业类别和实际需求，配备相应医疗设施，保障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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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医疗、康复和保健需要。

3）配备远程（互联网）医疗设施、设备，在远程医疗系统的支持下，开展医疗（医疗评估、用药评估、

认知评估、心理评估、睡眠评估）、慢病控制（日常检测、阶段评测）、康复（营养膳食、运动训练、心

理辅导）、中医药特色服务等。

4）配备基本的医学急救设施、设备，与属地或就近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医院）建立应急救治绿色通

道。有条件的建议设置直升机停机坪。

5）所属医疗机构应纳入属地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管理，满足服务对象特殊就医、用药需求。

6）规范设置自然疫源检测设施，定期进行检测。

7）医疗垃圾处理符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6.2.8 无障碍设施 应充分考虑残障人士、老年人、儿童等特殊人群的需求，提供无障碍服务，设计按

照 GB 50763-2012 执行。

6.2.9 安全应急救助设施 应建立安全应急、求助设施，设施设计按照 LB/T 051 执行；建立健全安全风

险提示制度和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完善安全控制和应急救治体系。

6.2.10 环境监测设施 具备必要的环境监测设备（负离子、温度、湿度、噪音、PM2.5/10 等），并实时

显示监测数据。

6.2.11 标识体系 在特色景点、餐饮场所、住宿场所、康养场所等应设置必要的解说系统，包括全景图、

导览图、向导牌、科普标识牌、安全警示牌等。

6.2.12 辅助设施 应配备充足的服务点，提供避雨、休息、补给、应急医疗等设施与设备。

6.2.13 旅游厕所及污水处理 基地应按照GB/T 18973的要求配置旅游厕所，污水处理应符合GB/T 18918

的要求。

6.2.14 水电等设施 基地内水、电、燃气等线路布置按 GB51192 要求执行，沿主路布置同时符合安全、

卫生、节约和便于维修的要求。电气、给水排水、通信工程的配套设施、垃圾中转站及绿色垃圾处理站

等应设在隐蔽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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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森林康养设施

6.3.1 健康管理服务中心 健康管理服务中心因符合以下要求:

1）面积不低于 150m
2
，主要功能区应包括健康监测、康疗服务、应急救助、健康讲座、森林康养职业能

力培训与康养产品发展等区域。

2）应具备开展不少于 8 项具备资质的中西医康复疗养，如负离子保健、芬多精/精油 SPA、中医按摩、

药浴足浴、针灸艾灸、痧疗罐疗等专业服务设施。

3）应配备养生讲座、职业能力培训必须的教学设备。

4）在交通枢纽、旅游活动场所等游客相对密集的地方，建设类型多样、布局合理的森林康养服务点。

5）设专职安全保卫人员与康养服务人员，提供受理投诉机制、常规医疗检测仪器与医学急救设备服务，

配套医疗救助设施，有条件的配备救护车 1 辆（含随车抢救设备）。

6）医疗设施设计按照 GB/T 50939 执行。

6.3.2 户外康养体验点 户外康养体验点应符合以下要求:

1）应合理设置包括康养步道在内不少于 8 个户外康养体验点，其中康养步道沿线不少于 4 个。

2）应合理设置遮阳避雨场所、配备必要的应急救助设施（如氧气瓶、除颤仪、简易呼吸器、救生艇等）

和防护栏等设施。

6.3.3 营养餐厅 营养餐厅应符合以下要求:

1）餐饮设施规模与游客量匹配，就餐环境宜体现森林康养产品的养生文化特色。

2）按照国民营养计划和膳食指南，在提供有机食品、民俗膳食、健康饮品、中药药膳等普适性康养餐

饮产品的基础上，能针对不同人群实施营养干预。

3）宜提供规范的早、中、晚时段康养膳食服务。菜单明码标价，菜品数量合理，推行简餐、分餐制。

4）餐饮服务设施符合 GB31654 相关要求。

6.3.4 康养步道 康养步道应符合以下要求:

1）步道系统总长度不少于 5km，以完全环形步道或局部实现环形步道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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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 GB 51192 标准，设置不同长度、不同坡度类型的步道以满足全龄段不同访客的需求，路面平均

坡度不宜超过 1：10，特殊情况不应超过 1：3。

3）步道宽度以满足使用者心理舒适度和安全通行为宜，山地丘陵地区步道平均宽度以 1.5m 以上为宜。

4）康养步道铺装材料应选用木质等生态环保的防滑材料，避免棱角。

6.3.5 健身场所 在森林康养区，针对各类康养疗法和康养产品的功能定位，结合地形条件统筹设置健

身平台并配置 健身设施设备，如观景台、瑜伽场、冥想台、手工作坊等，以便森林康养参与人进行体

验、冥想、观赏、休息等行为，其建筑造型应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康养建设设施设计按照 GB/T 34290

执行。

6.3.6 自然教育设施 在体验教育区建设宣教中心，设置自然教育平台并配置相应设施。

6.3.7 康养标识体系 在各类康养疗法或康养产品场所设置标识标牌，对康养产品进行介绍及科普宣传。

7 森林康养服务

7.1森林康养产品

7.1.1 产品要求 森林康养产品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应体现森林医学、健康管理学、康复医学及中医养生学的有机结合，使康养对象在身体、心智、道

德与情致上达到自然和谐状态。

2）核心康养产品的接待能力较高，日接待容量宜达到康养基地总容量的 1/4 以上。

3）针对健康养老型、康复疗养型、运动健身型、休闲度假型及认知体验型等不同人群，应提供不少于

适合 3 类人群的康养产品，且产品类型丰富、特色鲜明、主题突出，体验性与参与性较好。

4）针对亚健康及常见慢病人群，能够全面开展基础健康监测、咨询、理疗护理、康复训练等健康管理

服务，为不同康养对象提供安全有效的短周期和长周期森林康养方案。

5）不同康养产品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宜相对集中，交通便捷。应为残障人士、孕妇等人群提供无障碍

服务及特殊需求康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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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产品类型 森林康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

1）森林疗法类，如赏叶、赏花、听鸣、观林、观溪、观海、观石等；

2）运动疗法类，如漫步、瑜伽、太极、气功、垂钓、康复运动和拓展训练等；

3）作业疗法类，如森林经营、园艺制作、手工制作、农事体验和大地艺术等；

4）心理疗法类，如冥想、禅修、心理咨询、躯体扫描、森林音乐和绘画等；

5）芳香疗法类，如精油按摩和精油制作等；

6）食物疗法类，如食疗、药膳、茶疗、林副产品采集和加工等；

7）中医药疗法，如代茶饮、足浴、熏蒸、药浴、艾灸、按摩和推拿等；

8）自然教育，如自然观察、森林游戏等；

9）气候等其他疗法类，如温泉浴、冷水浴、日光浴、空气浴等。

7.1.3 产品研发能力 能够研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森林康养产品类型，并根据不同康养对象的个性化健康

需求，定制功效不同的森林康养产品与配套服务。

7.2 森林康养服务团队

7.2.1 康养指导人员 康养指导人员必需经过专业培训合格后上岗，其森林康养专业技能和服务能力应

满足岗位需求，每个基地宜配备 6 名森林康养指导人员。

7.2.2 专业医护人员 专业医护人员数量及配置比例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中相关要求，并

根据实际康养服务需求，配备营养师、心理咨询师、康复师、救生员等专业人员。

7.2.3 康养解说引导服务 建立具有基地特色的森林康养解说系统，能够完整地呈现基地内的森林康养

基础知识及生物多样性，解说系统要求涵盖≥60%及以上的森林康养产品及服务，同时配备 AR\VR\智能

语音等智慧解说硬件，并充分考虑激发康养对象的五感体验。

8 基地运行管理

8.1管理机构 森林康养运行和管理机构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和能力。确保基地协调、高效运行。基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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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适宜的人员，经森林康养运营管理机构考核合格后上岗并定期开展培训，确保人员能力满足服务需

求，专业技能满足岗位需求。医护人员能够提供康养指导，并具备紧急救护的能力。

8.2 管理体系 基地应建立完善火灾、有害生物、台风、暴雨、地质灾害等应急防灾防控体系，针对可

引起自燃灾害的极端天气做好监测预警，并制定自然灾害、疫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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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物资储备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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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宜按照 GB/T 24421.1、GB/T 24421.2、GB/T 24421.3 和 GB/T 24421.4 的要求，

建立并保持适宜的 日常运行管理体系，加强对管理体系的绩效评估，确保服务目标实现。

9 生态环境保护

9.1 生态保护 具备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监测方案及相应设施设备，监测森林康养活动对地表水质量、土

壤质量、环境空气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根据监测结果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9.2 环境保护 森林康养运营管理机构应建立完善的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体系，康养服务产生的垃

圾废物等必须达标处理排放，避免生活垃圾和污水对森林生态环境造成污染。

10 社区经济发展 鼓励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森林康养相关的住宿、餐饮、康养等服务产业，优先为当地

社区居民提供就 业、培训和其他社会服务的机会。优先选择当地社区种植、养殖、加工的产品和其他

服务，与社区协调共建、促进就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11 评定计分方法 从森林环境、基础设施、森林康养服务、基地运行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社区经济发

展 6 个一级指标，19 个二级指标，39 个三级指标，采取量化分级打分的方法进行森林康养基地建设评

分，具体分值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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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森林康养基地量化指标分级和分值表

序

号

指标
量化分级

分

值一级 二级 三级

1

森林

环境

（22

分）

森林质量

（12 分）

基地及其毗邻区域的森林总面

积森林面积（2分）

≥2000hm
2

2

2 1000-2000hm
2

1

3 近成熟林及以上林分比例（2分）
≥50% 2

4 30%-50% 1

5
基地内森林覆盖率（2分）

≥70% 2

6 50%-70% 1

7 郁闭度（1分） 森林郁闭度≥0.4 1

8
生物多样性（2分）

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生境类型众多，具有丰

富的森林、灌木林、草地、湿地、海滩等，地

域特色突出，多样性保护和监测系统完善

2

9

动植物资源丰富，生境类型多样，具有森林、

灌木林、草地、湿地等，有一定的地域特色，

多样性保护和监测系统有效

1

10
森林风景景观质量（评分标准：

GB/T18005-1999）（3分）

≥25 分 3

11 20-24 分 2

12 15-19 分 1

13

环境条件

（10 分）

选址合理性（1分）

选址合理，交通便利，距离城市行车时间不超

过 2h，地质稳定，无疫源病区和污染风险的地

方

1

14
舒适度（2分）

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3级的天数≥150d，且

舒适度 3级的天数≥120d
2

15

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3级的天数 120-150d，

且舒适度 3级的天数 90-120d
1

16
空气质量（2分）

一级标准要求 2

17 二级标准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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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空气负离子平均浓度（2分）

≥3000 个/cm
3

2

19 1200-2999 个/cm
3

1

20
声音（1分） Ⅰ类（即噪声昼间限值 55dB，夜间限值 45dB） 1

21
水体（2分）

地表水及地下水质量同时符合Ⅲ类标准 2

22 地表水及地下水质量同时符合Ⅱ类标准 1

23

基础

设施

（35

分）

综合服务

设施

（3分）

道路、停车场、接待中心、食宿

购物、环境监测、无障碍等综合

服务设施（3分）

非常完整 3

24 完整 2

25 一般 1

26 基本医疗

设施（3

分）

配备血压计、心率仪、血常规与

尿常规检测等设备（3分）

非常完整 3

27 完整 2

28 一般 1

29 远程医疗

设施（3

分）

具有远程视频会商系统,能上传

相关病历资料并记录远程诊疗

行为（3分）

非常完整 3

30 完整 2

31 一般 1

32 应急医疗

设备（3

分）

医疗及安全急救设备（3分）

非常完整 3

33 完整 2

34 一般 1

35

医疗垃圾

处理（1

分）

医疗垃圾、废物处置（1分） 医疗废物处置符合相关规定 1

36 其他基础

设施（3

分）

标识体系、水电辅助设施、污水

处理等（3分）

非常完整 3

37 完整 2

38 一般 1

39

康养设施

（19 分）
健康管理中心（3分）

功能区明确（健康咨询与检测、应急救助、远

程医 疗、特色康养养生文化教育、康养产品展

示、健康 教育及职业培训场地)，设施齐备、

室内外康养文化 特色鲜明

3

40

康养功能分区较明确、设施较齐备；室内外设

计有一定文化特色
2



DB 21/T XXXX—XXXX

17

41

康养功能分区较明确、设施基本满足要求；室

内外设计的文化特色一般
1

42

营养餐厅设置（3分）

非常完整 3

43 完整 2

44 一般 1

45

康养步道（4分）

总长度不少于 5km 且至少有两种不同长度、坡

度的步道系统，平均坡度不超过 1:10
2

46

总长度不少于 5km 且至少有两种不同长度、坡

度的步道系统，平均坡度不超过 1:3
1

47

步道总长 50%及以上铺装使用木质等生态环保

的防滑材料
2

48

步道总长 20-50%铺装使用木质等生态环保的

防滑材料
1

49

健身场所（3分）

有 5 处以上特定活动的平台设施 3

50 有 3-4 处特定活动的平台设施 2

51 有 1-2 处特定活动的平台设施 1

52

自然教育设施（3分）

有 3处以上宣教中心且配套设施完善 3

53 有 2 处宣教中心且配套设施完善 2

54 有 1 处宣教中心且配套设施完善 1

55

标识体系（3分）

标识系统非常完善 3

56 标识系统完善 2

57 标识系统一般 1

58

森林

康养

服务

（25

分）

森林康养

产品（12

分）

产品要求（3分）

能够全面开展健康检测、咨询、理疗护理、康

复训练等健康管理服务，为不同康养对象提供

安全有效的康养方案，并能提供符合要求的森

林康养体验方案至少 2个，至少包含 3 类向导

式活动

3

59

能够开展基础健康检测、咨询、理疗护理、康

复训练等健康管理服务，并能提供符合要求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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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康养体验方案至少 1个，至少包含 2 类向

导式活动

60

能够开展基础健康检测、咨询、理疗护理、康

复训练等健康管理服务
1

61

产品类型（3分）

开发 6 种以上（含六种）森林康养产品 3

62 开发 4-5 种森林康养产品 2

63 开发 1-3 种森林康养产品 1

64

产品研发能力（3分）

开发不少于 30 种具有地方特色药膳食材和健

康菜
3

65

开发不少于 20 种具有地方特色药膳食材和健

康菜
2

66

开发不少于 10 种具有地方特色药膳食材和健

康菜
1

67

中医康养特色（3分）

中医特色康养服务能力较强，提供 8种以上中

医康养项目
3

68

中医特色康养服务能力强，提供 5-7 种中医康

养项目
2

69

中医特色康养服务能力一般，提供 3-4 种中医

康养项目
1

70

森林康

养服务

团队（10）

康养服务团队（4分）

康养服务人员必需经过专业培训合格后上岗，

其森林康养专业技能和服务能力应满足岗位需

求

4

71

康养指导人员（3分）

配备 6 名以上经培训并取得认证资格的专职

森林康养人员
3

72

配备 3-5 名经培训并取得认证资格的专职森

林康养人员
2

73

配备 1-2 名经培训并取得认证资格的专职森

林康养人员
1

74

医护人员（3分）

医生 3名以上；护士 2名以上 3

75 医生 2名；护士 2名 2

76 医生 1名；护士 1名 1

77
解说引导 解说引导服务（3分） 解说系统涵盖 80%及以上森林康养产品及服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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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服务（3

分）
78

解说系统涵盖 70%及以上森林康养产品及服务 2

79
解说系统涵盖 60%及以上森林康养产品及服务 1

80
基地

运行

管理

（6

分）

机构（2

分）

具备运营管理机构，运营目标，

档案材料（2分）

具备完备的运营管理机构，职能责任范围明确、

短期与长期运营目标制定合理，相应档案材料

齐全

2

81

人员（2

分）
岗位人员配备（2分） 各岗位人员配备齐全 2

82

管理体系

（2分）
服务规范、流程、制度（2分）

设置合理的服务流程规范、技术等级要求、收

费标准、预约制导、局部区域管制方法等管理

制度，相应材料齐全

2

83

生态

环境

保护

（4

分）

生态保护

（2分）

监测方案、设备，保护措施（2

分）

具备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监测方案及相应设施设

备，监测森林康养活动对地表水质量、土壤质

量、环境空气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根据

监测结果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2

84

环境保护

（2分）

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体系

（2分）

森林康养运营管理机构应建立完善的生活垃圾

和污水处理设施体系，康养服务产生的垃圾废

物等必须达标处理排放，避免生活垃圾和污水

对森林生态环境造成污染

2

85

社区

经济

发展

（8

分）

提供就业

岗位（4

分）

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4分）

提供 20 人以上就业 4

86 提供 10-19 人就业 3

87 提供 1-9 人就业 2

88

推动产业

发展（4

分）

推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4分）
与社区协调共建、促进就业，推动当地种植、

养殖、加工行业发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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