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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公益林建设》标准分为《生态公益林建设导则》、《生态公益林建设规划设计通则》、《生态

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生态公益林建设检查验收规程》、《生态公益林建设效益评价指标》5个

部分。本标准是其中的第4项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超草人：李忠平、唐小平、王恩苓、樊喜斌、闻宏伟、张禹、于晓光、蒋爱军、王红春、贺东北、

张万林、王吉斌、柯善新、聂祥永。

Ⅲ



生态公益林建设检查验收规程

GB／T 1 8337．4—2008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公益林建设的检查验收组织、程序、方式与方法、主要内容、技术指标、评价方法

等主要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生态公益林建设的检查验收、质量评价与质量技术监督。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6B／T 15163 2004封山(沙)育林技术规程

GB／T 15776--200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5162 2005飞机播种造林技术规程

6B／T 18337．1⋯2001生态公益林建设导则

GB／T 18337．2 2001生态公益林建设规划设计通则

GB／T 18337．3--2001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

LY 5141 1999营造林工程建设项目文件组成及深度要求(试行)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检查总体investigation population

特指从中抽取检查单位的集合体，抽样检查的总体应与要得到信息、进行评价的总体一致。国家核

查的检查总体可以是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个工程项目或一个(工程)区域。

3．2

抽检单位the sampled unit

在检查总体中抽取的单位。抽检单位可以是一个县、一个(工程)小区。

3．3

检查样本investigation sample

在抽检单位中，抽取的最基本检查单元。检查样本可以是一个小班、一个播区或封育区。

3．4

上报面积declare area

经自查验收，符合建设项目合格标准，按林业统计年报要求上报的面积。

3．5

核实面积verify area

经检查核定的实际面积，包括合格面积、不合格面积和损失面积。其中，损失面积指新造林地由于

人为或自然原因造成地类转变为非林地的面积。

3．6

有效茁available seeding

飞播造林播区内飞播、人工造林及天然更新的同一时期(检查时苗龄相差不超过1个人工林龄级)

目的树种，生长趋于稳定的健壮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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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管护率 management and protect percent

抽检单位中，检查年度人工造林小班按照作业设计采取除草、松土、施肥、看护等未成林地抚育和管

理措施合格的小班面积之和与造林小班总面积之比的百分数。

3．8

育林率closed area for tree growing percent

抽检单位中，检查年度封山(沙)育林小班(封育区)按作业设计采取人工补植、补播、平茬复壮等人

工辅助育林措施合格的小班(封育区)与总封育面积之比的百分数。

3．9

核实率verify area percent

检查总体或抽检单位内，检查验收核实面积与上报面积之比的百分数。

3．10

核实面积合格率eligibility percent of verify area

检查总体或抽检单位内，经检查达到合格标准的总面积与核实总面积之比的百分数。

3．11

上报面积合格率eligibility percent of declare area

检查总体或抽检单位内，经检查达到合格标准的总面积与上报总面积之比的百分数。

4一般规定

4．1检查验收对象

检查验收对象为正在建设和已经建成的所有生态公益林项目。

按照事权划分原则，生态公益林建设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检查验收。国家投资建设的生态公益林项

目和国家管理的重点公益林，在地方检查的基础上，由国家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检查验收。地方生态公益

林，由各级地方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检查验收。

4．2检查验收内容

检查验收内容包括作业设计检查、年度检查、成效检查验收和生态公益林质量评价四类。

作业设计检查是对造林、抚育(问伐)、低效林改造、更新采伐等项目的作业设计完成情况和设计质

量进行的检查，也可与年度检查结合起来进行检查。

年度检查是对造林、抚育(问伐)、低效林改造、更新采伐等项目当年、次年或某个特定年度的建设任

务和质量进行的检查。

成效检查验收是在某一项目所有建设内容完成后，对整个建设项目的成效及管理等进行的检查验

收，包括成效检查、成林验收。

生态公益林质量评价是指定期对已经建成的生态公益林质量进行的检查评价。

4．3检查验收方式

4．3．1自查

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按合同或各级政府部门下达的任务计划，完成了某个年度、某个环

节的生产作业后，对任务完成情况、监理部门的质量监理情况或申请竣工验收前组织的检查验收。

4．3．2复蠢

由省或地、市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分别对所在区域生态公益林项目在自查基础上组织的检查

验收。

4．3．3核查

由国家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对国家投资或国家管理的生态公益林进行的检查验收。

4．4检查验收依据夏相关赍料

4．4．1基础数据

收集和了解抽检单位在检查期限内，生态公益林建设项目各项任务的计划数及统计上报完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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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规划设计文件

各种检查验收均以审批的项目县(市、区)年度作业设计和设计变更批复文件为依据，包括设计说明

文件和设计小班调查表、设计表(卡片)、旌工设计图等。

4．4．3相关资料

收集生态公益林建设相关的项目规划、实施方案；各级主管部门相关的检查验收资料；抽检单位自

查报告及材料；监理单位提供的工程质量监理报告及报表；以及相关国家、地方标准与技术规程等。

4．5检查验收组织

4．5．1自查组织

以县级单位为检查总体，乡或其他建设单位为考评单位，由建设单位或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自行组

织，采用追踪检查或全面检查的方法。

4．5．2复查与核查组织

4．5．2．1抽检单位

国家核查以省级单位为检查总体，省级和地(市)级复查分别以省、地级为检查总体，在检查总体内

抽取一部分单位进行检查。

核查和复查均以县级为一级抽检单位。国家投资或国家管理的生态公益林项目以乡级为二级抽检

单位，在二级抽检单位内全面检查验收。地方生态公益林可在一级抽检单位内按一定原则抽取二级或

三级抽检单位，对最后一级抽检单位进行全面检查验收。飞播造林检查应在检查总体内按播区抽取检

查样本，封山(沙)育林检查可在检查总体内按封育区抽取检查样本。

4．5，2．2抽取方法

抽检单位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

一级抽检单位由组织抽查的林业主管部门主持抽取。二级、三级抽检单位由抽(核)检小组在一级

抽检单位内现地确定。抽中的单位累计完成面积与一级抽检单位应抽检的面积大致相等(允许误差

±5％)。

随着检查层次的增加，抽检单位的比例可适当减少。

4．5．2．3抽检比例

抽检比例按总体控制。一级抽检单位比例应按照项目实施范围内的任务量和项目重要程度确定。

人工造林(更新)检查验收应抽取不少于项目实施单位的10％作为抽检单位，其他项目可抽取实施单位

的5％～10％。

检查总体内的抽检面积按抽检单位内检查项目的小班或播区、封育区面积控制，下限一般符合表1

的要求。

表1不同检查项目抽检面积比例表

检查项目 复查 核查 备注

文本检查 全面检查 30％
设计检查 单独检查时采用

质量检查 10％ 5％

人工造林 5％ 2％

飞播造林 lO％ 5％

年度与
封山(沙)育林 3％ 1％

阶段检查

抚育(问伐)、低效林
2％ 1％

改造、更新采伐

成效检查、成林验收 5％ 2％

质量检查评价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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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业设计检查

5．1检查项目

作业设计检查包括对抽检单位经主管部门审批的造林[人工造林、封山(沙)育林、飞播造林]、抚育

(间伐)、低效林改造和更新采伐等作业设计完成率、设计成果的规范性和质量进行检查。作业设计检查

项目包括：

文本检查：主要检查作业设计依据是否充分；基础数据是否可靠；设计承担单位的业务范围与资质

和主要设计人员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设计文本的文件组成是否符合要求；设计成果是否全面等。

质量检查：重点检查生态公益林地区划、作业小班区划与小班面积、营造林施工作业设计、作业组织

设计等项目是否符合LY 5141—1999等有关规定和科学性、实用性，以及投资预算与采用的主要技术

经济指标合理性，规划设计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标准、技术规程要求。

5．2检查方法

作业设计文本采用内业查验的方式，在抽检单位内对作业设计说明书、相关附表、附图和附件进行

系统检查。

设计成果的质量检查采用外业抽样检查的方法，在抽检单位系统抽取设计小班逐项检查，抽检小班

面积之和应符合表1的比例要求。检查因子的调查应与设计时采用的调查方法一致；抚育(间伐)、低效

林改造和更新采伐等作业小班的蓄积设计检验应在小班内布设样地或样带进行实测，调查方法执行附

录B的规定。

5 3质量评定

抽检单位的作业设计应有设计依据，包括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建设任务、实施方案，或经审批的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总体设计、经营方案、建设规划等文本材料。设计单位的业务范围及资质等级

应符合要求，主要设计人员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水平。如果设计依据或设计单位资质不符合要求，则作业

设计不合格。

作业设计质量评定采用百分制评分法。在设计依据和设计单位资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分别按表2

所列检查项目与评分阈值进行评定。综合评分≥85分为好，60分～84分为中，<60分的为不合格。

表2抽检单位作业设计质量评分表

检查项目 标准分 技术要求 扣分标准

严格按GB／T 18337．2 2001等有关标准执行，以区划
林地区划 10 每大于1％扣1分

小班为单位，小班错划率不大于1％

实测小班测线闭合差在地形复杂的山区应小于1／150，

平缓地区应小于1／200；调绘小班二次求积相差小于1／90； 不舍格小班占抽检小
小班面积 10

GPS调查应沿小班边界拐点处设点，斑块应闭合(不针对 班比例每增加l％扣1分

小面积)

设计面积 10 小班面积之和与总体面积误差不得大于1／100 每大于1％扣1分

作业设计文本符合GB／T 18337．2 2001和LY 5141—
设计内容与深度 15 明显缺漏项扣5分

1999的要求

设计说明书、设计表(卡)、设计圉齐全，并纳入技术档案 文本、舀、表卡缺一顼
设计成果 5

管理 不得分

建设模式、措施类型正确，技术指标或参数合理，符合相

措施设计 20 关建设与技术标准；抚育(问伐)、低效林改造、更新采伐等 不合理设计酌情减分

小班设计蓄积误差人工林不大于5％，天然林不大于10％

组织设计 S 作业组织科学，作业顺序合理 不合理设计酌情减分



表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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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项目 标准分 技术要求 扣分标准

是否根据GB／T 18337．1—2001的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
需环评项目未进行环

环境影响评价 5 评不得分，根据环评质量
价分析．环评项目执行该标准的附录B

酌情减分

概算采用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科学合理，依据充分；估
技术经济指标 10 不合理估算酌情减分

算分项合理，准确可靠

设计图表质量 10 图、表、卡设计格式与图式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按质量、美观情况减分

6年度检查

6．1人工造林(更新)检查

6．1．1质量要求

6，1．1．1合格标准

——造林(更新)小班必须有经审批且符合表2要求的作业设计。

——造林(更新)小班按作业设计要求进行年度施工，包括林地清理、主要造林(更新)树种、整地方

式与规格、初植密度、混交配置规格等应与作业设计保持一致，不一致的小班为作业不合格。

——造林(更新)成活率≥85％(年均降水量在400 113．132以下地区，热带亚热带岩溶地区、干热(干

旱)河谷等生态脆弱地带≥70％)的小班为成活率合格；成活率84％～41％(年均降水量在

400 mm以下地区，热带亚热带岩溶地区、于热(干旱)河谷等生态脆弱地带69％～41％)的小

班为待补植；成活率≤40％的小班为失败，待补植和失败小班均为成活率不合格。

～造林(更新)小班按设计的方式、次数、强度进行了除草、松土、灌溉、施肥、除萌、定株、补植等抚
育措施为未成林抚育合格，否则为未成林抚育不合格。

——造林(更新)小班没有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及林业补充检疫性有害生物，蛀干类有虫株率在

zO％(含20％)以下，感病指数在50(含50)以下时为健康状况合格，否则为健康状况不合格。

造林(更新)小班按设计实施了各项管护措施，达到了管护效果为管护合格，否则为管护不合格。

6，1．1．2造林(更新)面积允许误差

造林(更新)小班面积按水平面积计算，现地调绘核实的面积与上报面积相差在土5％范围内，承认

其上报面积；如二者面积相差超过士5％，以现地调绘求算面积为准。

6．1．2检查内容与方法

——收集和了解抽检单位在所核查年度，各项生态公益林建设项目中人工造林(更新)的计划数及

实际完成数；收集抽检单位近三年各类人工造林(更新)的有关作业设计，自检图、文、表等档案

材料，检查核对是否有将其他年度、其他项目人工造林(更新)当作所核查年度生态公益林人工

造林(更新)面积而上报的情况。

～～通过查询造林(更新)季节、整地方式、种苗来源、苗龄、抽样测定平均高、访问附近居民等方法
判断所检查的小班(地块)的造林时间与上报年度是否吻合。

——在一级抽检单位按本标准4．5．2的要求确定二、三级抽检单位。在最后一级抽检单位用导线

测量、GPS或图面勾绘等方法对上报所有小班进行核实。当检查小班与上报小班位置及形状

基本一致，面积相差在±5％以内时，认可原上报面积；否则以检查时核实面积为准。

——按附录B的相关要求核查造林(更新)小班(地块)的作业内容、成活苗木株数和单位面积植苗

株数。

6．1．3质量评定

6．1．3．1评定指标

以造林(更新)小班为单位，按下列各式计算评定指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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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成活率

∑sP：×P

S。

P，一熹×100
式中：

P，——(小班)造林成活率，％；

SP。——第i样地面积(样行长度)；

P。——第i样地(样行)成活率，％；

Sr——样地总面积(样行总长度)；

珥——第i样地(行)成活株(穴)数；

N：——第i样地(行)栽植总株(穴)数；

∑——对i从1到n。求和；

n。——样地数或样行数。

小班样地内总植苗株数在合理初植密度界限以内按实际造林株数计，低于合理初植密度下限按最

低合理初植密度计，超过合理初植密度上限按实际造林初植密度计。

b)未成林抚育率
寸c

P，一iFOnw；×100⋯⋯⋯⋯⋯⋯⋯⋯⋯⋯⋯⋯(3)
式中：

P。——(小班)未成林抚育率，％；

S⋯——第i个未成林抚育合格小班的面积，如不合格小班则S⋯计为0；

s。⋯一第i个小班的面积；
∑ 对i从1到n，求和；

n，——被抽检到的未成林小班总数。

c)管护率
V C

Pm一童蔷三×100 ⋯⋯⋯⋯⋯⋯⋯⋯⋯⋯⋯⋯(4)

式中：

P。——(小班)管护率，％；

s。：——第i个管护合格小班的面积，如不合格小班则Sm。计为0；

sNm，——第i个小班的面积；

∑——对i从1到‰求和；

吼——被抽检到的管护小班总数。

6．1．3．2人工造林(更新)核实率

评定抽检单位在检查年度人工造林(更新)核实率。

S，一S。h+S，b+S，。

C

只一妾×100
式中：

S，——核实面积；

s，“——核实合格面积；

S,u-～一核实不合格面积；

s，。一核实损失面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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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核实率，％；

sa——上报面积。

6．1．3．3人工造林(更新)面积合格辜

评定抽检单位在检查年度人工造林(更新)上报面积和核实面积的合格面积和合格率。

P。d_娑×100
od

C

P。，一iOvh×100
o”

式中：

P。——上报面积合格率，％；

s，。——核实合格面积；

5。——上报面积；

P。，——核实面积合格率，％；

s，——核实面积。

6．1．3．4人工造林(更新)管理质量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内人工造林地的管理质量，用管护率评价。

P“一李×10。 (9)

式中：

P。。——管护率，％；

S。，。——第i个管护合格小班核实面积，如不合格则s。m计为0；

S。——核实面积；

∑——对i从1到n，求和；

n，——被抽检到的小班总数。

6，1．3，5质量等级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人工造林的质量等级的评定因子包括核实率、核实面积合格率和管护率三

项指标。采用权重评分法，综合评分≥85分为好，60分～84分为中，60分以下为不合格。

G1一P。×0．3+P。，X 0．6+P。h×0．1⋯⋯⋯⋯⋯⋯⋯⋯⋯⋯(10)

式中：

GI——综合评分，％；

P，——核实率，％；

P。，——核实面积合格率，％；

P。——管护率，％。

6．2封山(沙)育林检查

6．2．1质量要求

6．2．1．1合格标准

封山(沙)育林年度检查是为掌握上年度实施并统计上报的封山(沙)育林情况而进行的调查，为实

绩核查。封山(沙)育林实绩合格标准为：

——封育区有经审批且符合表2质量要求的作业设计。

——封育区按作业设计要求组织了年度作业。

——封育区按作业设计设置了固定的封山(沙)育林标志或设施，并注明封山(沙)育林工程名称、封

育范围、年限、类型、方式、措施、管护人员等内容；落实了管护机构和人员；制定了封山(沙)育

林措施，建立了封山(沙)育林档案。

——封育小班符合GB／T 15163 2004规定的封山(沙)育林地条件之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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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面积允许误差

以封育小班为单位，现场核对封山(沙)育林小班界线，当两者位置形状基本～致，面积相差±5％

时，认可原上报面积；否则，以核实面积为准。

6．2，2检查内窖与方法

——现地检查封育区是否有明显界限及标志，是否有管护机构和人员。

——以封育小班为单位，利用封山(沙)育林规划设计图核实封育小班的位置、范围、界线、形状，如

有明显出入或面积相差大于5％时，则用比例尺大于l：25 000的地形图重新在图上调绘，区

划小班，或利用GPS在现地进行校正，以调绘求算、校正的面积为准。

一一按附录B的有关要求抽样调查封育小班的母树树种与株数、毛竹株数与杂竹覆盖度、灌木树
种丛数与盖度、珍稀树种及株数、幼苗和幼树树种与株数、萌芽树种兜数等因子。

——有人工促进封育措施的封育小班应根据作业设计标准检查育林措施到位情况，调绘求算育林

面积。

6．2．3质量评定

6．2．3．1 封山(沙)育林面积核实率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封山(沙)育林面积核实率。

P，一孪×100
o d

式中：

P。一一封育面积核实率，％；

s，；——第i个核实小班的面积；

s。——上报面积；

∑一对i从1到n。求和；
n，一被抽检到的小班中被核实的小班总数。

6．2．3，2封山(沙)育林面积合格辜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封山(沙)育林上报面积和核实面积的合格情况。

凡一学×100
P。，一婆×100

(12)

式中：

P。——上报面积合格率，％；

S。；——第i个合格封育小班的面积；

Sd一一上报面积；
P。，——核实面积合格率，％；

S，——核实面积；

∑——对i从1到吃求和；

一，——被抽检到的小班中封育合格小班的总数。

6．2．3．3育林率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封山(沙)育林小班人工促进封育措施的实施情况。

耻瓷×10。 ⋯⋯⋯⋯⋯⋯⋯，(14)

式中：

P。一育林率，％；
s。．一第i个育林合格小班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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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第i个育林设计小班的面积；

∑——对i从1到n，求和；

瑰——被抽检到的封育小班总数。

6．2．3．4质量等级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封山(沙)育林的质量等级的评定因子包括核实率、核实面积合格率和育林

率三项指标。采用权重评分法，综合评分≥85分为好，60分～84分为中，60分以下为不合格。

(玎=P，×0．3+P。，×0．3+P。×0．4⋯⋯⋯⋯⋯⋯⋯⋯⋯⋯(15)

式中：

G卜一综合评分，％；
P，——核实率，％；

P。，——核实面积合格率，％；

P。——育林率，％。

6．3飞播造林检查

6．3．1质量要求

6．3．1．1合格标准

飞播造林年度检查是为掌握统计上报的飞播造林地出苗或成效情况而进行的调查，分为成苗调查

与成效调查。

a)成苗调查

为掌握播后播区范围内幼苗密度及生长、分布情况进行的调查，调查时问宜于播后翌年进行，

沙区可当年进行。合格标准为：

——飞播区有符合表2质量要求的作业设计；

——飞播区按作业设计要求组织年度作业；

——飞播区设置了固定的封育标志或设施，落实了管护机构和人员，制定了封育措施；

——以播区为单位，宜播区平均每公顷有效苗和有苗样方频度符合GB／T 15162 2005确定

的合格指标。

b)成效调查

为了确定飞播造(营)林的成效面积，对飞播效果总体评定而进行的调查。调查时间在飞播后

南方和北方5年，沙区3年～5年。对实施复播的播区，成效调查时间可以顺延，但时限不超过7

年，沙区不超过5年。合格标准执行GB／T 15162 2005确定的指标。

6．3．1．2面积允许误差

对抽中播区的宜播面积进行现地调绘核对，若面积误差在土5％以内，认可原上报面积，否则，以核

实面积为准。

6．3，2检查内容与方法

——现地检查飞播区的界限及标志，是否有管护机构和人员，是否有具体封育制度或办法。

一一在现地利用播区设计图，结合卫片、航片和地形图进行调绘，对比飞播区的位置、范围、形状是
否与设计有差异；面积误差超过±5％，应重新调绘核实和求算面积。

——成苗调查采用成数抽样调查法(沙区采用路线调查法)；成效调查采用成数抽样调查法或成效

面积调绘法。详见附录B，宜播地块条件执行GB／T 15162--2005的有关规定。

——调查内容按附录B的有关要求进行。成数调查主要调查飞播区有效苗木的成数，或成数样地

的有效苗树种与株数，量测有效苗平均苗高。成效调查按造林小班调查郁闭度、平均每公顷株

数、苗高和地径、苗木生长及分布情况等。布设在营林小班的样地只统计飞播的乔木有效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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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质量评定

6．3．3．1宜播面积核实率

a)宜播面积成数(％)

P。一箐×100
式中：

P。——飞播区内宜播面积成数，％；

Ⅳ。——宜播面积内样地(圆)数；

N——样地(圆)总数。

b)宜播面积

S。一P。×S。

式中：

s。一播区宜播面积；
P。——播区内宜播面积成数，％；

s。——播区总面积。

c)宜播面积核实率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飞播区宜播面积的核实率。

P，一挛2×100

(16)

式中：

P，⋯一宜播面积核实率，％；

s。——第i个被核实播区的宜播面积；

Sa——上报宜播面积；

∑⋯一对z从1到n。求和；

?／s---一被抽检到的播区总数。

6．3．3．2宜播面积合格率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飞播区上报宜播面积和核实宜播面积的合格情况。

P。。一挚×100
o d

P。，一婆×100

(18)

(19)

(20)

式中：

P。a一一上报宜播面积合格率，％；
Sn。——第i个出苗合格小班的宜播面积；

Sa——上报宜播面积；

P。。——核实宜播面积合格率，％；

S，——核实宜播面积；

∑——对i从1到n。求和；

吃——被抽检到的小班中出苗合格小班的总数。

6．3．3．3等级评定

抽检单位检查年度飞播造林的成苗情况和成效情况以播区或小播区群为评定质量等级。成苗质量

等级采用宜播面积每公顷株数和有苗样地频度指标，沙区成苗等级评定只按有苗样地频度，评定标准见

表3；成效质量等级采用成效率指标，评定标准见表4。南方高海拔地区、干热河谷地区、干旱河谷地区

成苗等级评定可参照北方的标准执行。
1 0



表3 飞播造林成苗等级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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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播面积平均每公顷 有苗样地频度／％

效果评定
有效苗株数／(株／hm2) 南方 北方 沙区

≥60 ≥50 ≥70 优

≥1 666 50～59 40--49 50～69 良 合格

40～49 30--39 40～49 可

<1 666 <40 <30 <40 差 不合格

表4飞播造林成效等级评定标准

成效面积率／％
效果评定

南方 北方 沙区

≥51 ≥41 ≥55 优

4l～50 31～40 35～55 良 合格

31～40 21～30 21～34 可

≤30 ≤20 ≤20 差 不合格

6．4抚育(间伐)作业检查

6．4．1质量要求

6．4．1．1合格标准

抚育(间伐)作业检查验收以抚育(间伐)小班为单位．以作业设计为依据，分别小班按表5确定的指

标与评分阈值判定作业质量，85分(含85分)以上的为合格小班。

表5生态公益林抚育(间伐)作业小班质量评分表

检查项目 标准分 技术要求 扣分标准

没有设计不得分，根
作业设计 10 有经审批且符合表2质量要求的作业设计

据设计质量减分

抚育(问伐)作业面积 10 实际作业面积不超过设计面积的±5％ 每超过士1％扣2分

幼龄林按株数、中龄林按蓄积量计算，实际作业强度
抚育采伐强度 20 每超过土1％扣5分

不超设计强度的士5％

应保留而未保留的株数低于30株／hm2，漏伐、错伐不
保留木 10 每超过5株扣1分

超过30株／hm2

郁闭度 10 抚育(间伐)后的林分郁闭度与设计相差不超过土0．1 超过0．1扣10分

林地清理 10 按设计要求清理，清理面积合格率应达到95“以上 每减少1％扣2分

有超过面积的林隙或
林隙或林窗 5 抚育(间伐)作业不造成面积超过25 m2的林中空地

林窗不得分

伐根(茬高) 5 残留高度不超过15 cm的伐根数在85“以上 每低1“扣1分

每多损伤或搭压1株
幼树保护 10 每公顷损伤或搭压目的树种株数控制在10株以内

扣2分，可以计负分

丢弃木 10 丢弃木材在0．7m3／hm2(2m长、小头直径6 cm)以内 每超过0．1甜扣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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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2面积允许误差

对抽中的作业小班进行现地调绘核对，若面积误差在±5％以内，认可原上报面积。

6．4．2检查内容与方法

——抚育(间伐)作业面积核实：对照抚育(问伐)作业设计图和林相图，在现地确定抚育采伐地块，

核对地块的边界是否相符。如果面积不符或无设计图的，用地形图及GPS等方法现地勾绘抚

育间伐作业小班边界，求算实际抚育面积。

——抚育(间伐)作业质量核查：按附录B的有关要求在核查小班内布设标准地，调查表5各项评

分指标。已采伐林木调查伐根并根据根径查相应树种地径表，确定株数与活立木蓄积。

6．4．3质量评定

6．4．3．1 抚育(间伐)面积核实率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生态公益林抚育(间伐)作业上报面积的核实率。
甲o

P。一等音×100 ⋯⋯⋯⋯⋯⋯⋯⋯⋯’(21)
“一dz

式中：

P，一一抚育(间伐)面积核实率，％；

s，。——第i个核查小班实际抚育面积；

Sa。——第i个核查小班的上报抚育面积；

∑一⋯一一对i从1到n。求和；

n。——被抽检到的核查小班总数。

6．4．3．2抚育(间伐)核实面积合格率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生态公益林抚育问伐作业核实面积的合格情况。
V≮

P。，一鲁等2×100 ⋯⋯⋯⋯⋯⋯⋯⋯⋯⋯⋯⋯(22)
2Jod‘

式中：

P。，——抚育(问伐)核实面积合格率，％；

S。。——第i个合格作业小班面积，如不合格则s。。计为0；

S。a。——第i个核查小班的核实面积；

∑——对i从1到n。求和；

n，——被抽检到的核查小班总数。

6．4．3．3质量等级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抚育(问伐)作业的质量等级的评定因子包括核实率、核实面积合格率两项

指标。采用权重评分法，综合评分≥85分为好，60分～84分为中，60分以下为不合格。

GI—P。×0．4+P。，×0．6 ⋯⋯⋯⋯⋯⋯⋯⋯⋯⋯⋯⋯(23)

式中：

GJ——综合评分，％；

P，——核实率，％；

P。，——核实面积合格率，％。

6．5低效林改造作业检查

6．5．1质量要求

6．5．1．1合格标准

低效林改造作业检查验收以改造作业小班为单位，以作业设计为依据，分别小班按表6确定的指标

与评分阈值判定作业质量，85分(含85分)以上的为合格小班。

】2



表6低效林改造作业小班质量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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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项目 标准分 技术要求 扣分标准

没有设计不得分，根
作业设计 10 有经审批且符合表2质量要求的作业设计

据设计质量减分

改造对象 10 改造对象符合标准要求 不符合扣lo分

改造方式 10 改造方式符合标准要求 不符合扣10分

改造作业面积 10 实际作业面积不超过设计面积的士5％ 每超过±1％扣2分

调整林分密度的方式按保留株数、调整树种结构的方式按主
改造强度 10 每超过±1％扣5分

要树种株数比例，实际作业强度不超过设计强度

林地清理 10 按设计要求清理，清理面积合格率应达到95％ 每减少1％扣2分

改造更新 10 按设计要求改造后补植、补播，更新面积合格率应达95％以上 每减少1％扣2分

有超过面积的林隙
林隙或林窗 10 抚育(间伐)作业不造成面积超过25 m2的林中空地

或林窗不得分

伐根(茬高) 10 不超过lO cril的伐根在85％以上 每低1％扣1分

多损伤或搭压1株扣
幼树保护 10 每公顷损伤或搭压目的树种株数控制在10株以内

2分，可以计负分

6．5．1．2面积允许误差

对抽中的作业小班进行现地调绘核对，若面积误差在±5％以内，认可原上报面积。

6．5．2检查内容与方法

～一低效林改造作业面积核实：对照作业设计和林相图，在现地核对改造地块的边界是否相符。如
果面积不符或无设计图的，用地形图及GPS等方法现地勾绘低效林改造作业小班边界，求算

实际作业面积。

⋯一一改造作业质量核查：按附录B的有关要求在核查小班内布设标准地，调查表6各项评分指标，

已采伐林木调查伐根确定树种等因子。

6．5．3质量评定

6．5．3．1 低效林改造作业面积核实率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内低效林改造作业上报面积的核实率。

PvⅢ瓷×10。
式中：

P，——低效林改造面积核实率，％；

s。。——第i个核查小班实际作业面积；

sa，——第i个核查小班上报作业面积；

∑——对i从1到n，求和；

吼——被抽检到的核查小班总数。

6．5．3．2低效林改造作业面积合格率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内低效林改造作业核实面积的合格情况。
即C

P。，一等等×100⋯z
式中：

P。，一一低效林改造核实面积合格率，％；
s。——第i个合格作业小班面积，如不合格则s。计为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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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第i个核查小班的核实面积；

∑——对i从1到n。求和；

吼——被抽检到的核查小班总数。

6．5．3．3质量等级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改造作业的质量等级的评定因子包括核实率、核实面积合格率两项指标。

采用权重评分法，综合评分≥85分为好，60分～84分为中，60分以下为不合格。

GI—P，×0．3+P。，×0．7 ⋯⋯⋯⋯⋯⋯⋯⋯⋯⋯⋯⋯(26)

式中：

GI——综合评分，％；

P。——核实率，％；

P。，——核实面积合格率，％。

6．6更新采伐作业检查

6．6．1质量要求

6．6．1．1合格标准

生态公益林更新采伐作业检查验收以更新采伐的作业小班为单位，以作业设计为依据，分别小班按

表7确定的指标与评分阈值判定作业质量，85分(含85分)以上的为合格小班。

表7更新采伐作业小班质量评分表

检查项目 标准分 技术要求 扣分标准

没有设计不得分，根
作业设计 10 有符合表2质量要求的作业设计

据设计质量减分

采伐对象 10 采伐对象符合技术标准要求 不符合扣10分

采伐方式 10 采伐方式符合技术标准要求 不符合扣10分

采伐面积 10 实际作业面积不超过设计面积的士5％ 每超过土1％扣5分

采伐强度或蓄积 10 按蓄积量计算．实际采伐强度或采伐蓄积不超过设计 每超过±1％扣z分

出材量 5 实际出材量不超过设计的士5％ 每超过土1％扣1分

保留木 5 应采木漏采或采伐未挂号树木不超过设计蓄积的士2％ 每超过0．1 m3扣1分

伐根(茬高) 5 不超过10 cm的伐根在85％以上 每低1％扣1分

集材 5 集材机械不下大于5 m的集材道 下道不得分

郁闹度 5 采伐后郁}lj度与设计相差不超过±0．1 超过o．1扣5分

超过1％扣1分，可
幼树保护 5 损伤或措压目的树种幼树不超过伐区幼树总株数的30％

以计负分

伐区清理与场地 按设计要求清理采伐剩余物和垃圾、工棚等，清理面积合格
5 每减少1％扣2分

卫生 率应达到95％

丢弃木 5 丢弃木材在0．7m3／hm2(2 m长、小头直径6 cm)以内 每超过0．1甜扣2分

生态公益林更新
S 采伐迹地全部及时得到更新 面积每差1％扣1分

采伐面积

生态公益林更新
5 迹地更新采伐方式、树种与设计一致 不一致不得分

采伐方式

6．6．1．2面积允许误差

对抽中的作业小班进行现地调绘核对，若面积误差在士5％以内，认可原上报面积，否则以核实面积

为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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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检查内容与方法

——采伐作业面积核实：对照更新采伐作业设计和林相图，在现地核对更新采伐地块的边界是否相

符。如果面积不符或无设计图的，用地形图及GPS等方法现地勾绘作业小班边界，求算实际

作业面积。

——采伐作业质量核查：按附录A的有关要求在核查小班内布设标准地，调查表7各项评分指标。

已采伐林木调查伐根并根据根径查相应树种地径表确定株数与活立木蓄积。

6．6．3质量评定

6．6．3．1更新采伐面积核实率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内更新采伐作业上报面积的核实率。

Pv_疑×100
式中：

P，——更新采伐面积核实率，％；

S。⋯⋯第i个核查小班实际采伐面积；

Sa．——第i个核查小班上报面积；

∑——对i从1到n。求和；

n。——被抽检到的核查小班总数。

6．6．3．2更新采伐核实面积合格率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内更新采伐作业核实伐区的合格情况。

P一爱灿。
式中：

P。，一-更新采伐核实面积合格率，％；

(27)

(28)

S。。⋯第i个合格作业小班面积，如不合格则S。。计为0；
S。___第i个核查小班的核实面积；

∑——对i从l到n，求和；

Its'---一被抽检到的核查小班总数。

6．6．3．3质量等级

评定抽检单位检查年度更新采伐作业的质量等级评定因子包括核实率、核实面积合格率两项指标。

采用权重评分法，综合评分≥85分为好，60分--84分为中，60分以下为不合格。

GI—P。×0．3+P。，×0．7 ⋯⋯⋯⋯⋯⋯⋯⋯⋯⋯⋯⋯(29)

式中：

GI——综合评分，％；

P，——核实率，％；

P∥⋯核实面积合格率，％。
7成效验收与质量评定

7．1成效验收

7．1．1成林年限

生态公益林建设达到成林年限时组织进行成林验收，成林年限执行GB／T 18337．1 2001的11．1

的要求。

7．1．2成林标准

生态公益林建设成林验收合格标准执行GB／T 18337．1 2001的11．2的要求。其中：

1 5



GB／T 18337．4—2008

——有林地选用保存率、郁闭度、混交比和均匀度指标；

——灌木林选用保存率、植被盖度、混交比和均匀度指标；

一一林带采用保存率和完整度指标；
——特用林除达到保存率指标外，应满足特种用途要求。

7．1．3检查验收方法

成林验收自查采用全面检查的方法，抽查和核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抽检单位内，对达到成林

年限的小班或林带按照本标准6．1．2、6．2．2和6．3．2的相关规定和附录B的要求进行成林验收。

7．1．4成效评定

7．1．4．1人工造林

人工造林成效用造林面积保存率评定，执行GB／T 15776--2006的11．6。
-即c

Ph—iZJ^ZiJ,iJnk．iL．×100 ⋯⋯⋯⋯⋯⋯⋯⋯⋯⋯⋯⋯(30)
．厶Z』oNbi

式中：

P“——造林面积保存率，％；

S“《——第i年度造林的第J个被查小班成林的核实面积，如没有成林则s一计为0；
sm。——第i年度造林的第J个被查小班的核实面积；

∑——对i从1到仇求和，对J从1到^。求和；

n；——被抽检小班所对应年度的总数；

^；——在第i年度内被抽检小班的总数。

7．1．4．2封山育林

封山育林成效用核实面积成效率评定。执行GB／T 15163～2004的11．3．4。

7．1．4．3飞播造林

飞播造林成效用成效面积率评定。执行GB／T 15162--2005的11．3。

7．2质量评价

7．2．1质量要求

7．2．1．1考核指标

防护林林分质量采用物种多样性、郁闭度、群落层次、植被盖度、枯枝落叶层五项因子评定质量，分

为三个等级，具体执行GB／T 18337．1 200l中12．1．1．1的规定；防护林林带质量采用完整度、林带宽

度、林带结构三项因子评定质量，分为三个等级，具体执行GB／T 18337．1—2001中12．1．1．2的规定。

特用林根据用途分为国防林、实验林、种子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文化纪念林、自然保存林7种类

型，分别类型确定三个质量等级，具体执行GB／T 18337．1—2001中12．2．2的规定。

7．2．1．2质量标准

防护林采用考核指标分值法，以小班和林带为单位按考核因子逐项计算指标分值，各因子阈值范围

执行GB／T 18337．1 2001的12．1．2a)的规定。小班或林带各项考核因子总分值在85分以上为好，

60分～84分为良，60分以下不合格。

特用林以小班或生态保护小区为考核基本单元，分别类型采用分级定分考核方法。小班或生态保

护小区考核分值在85分以上为好，60分～84分为良，60分以下为不合格。

7．2．2检查方法和内容

7．2．2．1根据防护林和特用林林分的结构复杂程度选择适当的检查方法：

——结构简单、优势种单一的林分，可以通过经验目测加以确定；

——结构较为复杂、多优势种的林分，要采用样方法进行调查，并根据林分的复杂程度采用样线法

确定布设样方的大小。

7．2．2．2通过对防护林和特用林核查区域内群落属性标志和数量标志进行调查，以确定林分质量：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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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记录样地内动植物种类组成和计算物种的多度确定林分物种多样性；

——通过盖度(郁闭度)、密度、频度调查确定林分防护或特用效益；

——针对不同的群落，认真划分群落层次。不同群落的层次划分见附录B的第B．8章；

——通过植被高度和生活力判断各种植物在群落中的生活是否正常有力，是否能为特用林各类林

分提供良好保障。

7．2．3质量评定

防护林采用权重综合评分方法，总分值在85分以上的小班或林带为好；60分～84分为中；60分以

下为不合格。

特用林分别二级林种确定考核因子和三个评分等级，采用分级定分考核方法，85分以上(一级)的

小班或林带为好；60分～84分(二级)为中；60分以下(三级)为不合格。具体的考核因子及等级特征、

权重与评分标准等执行GB／T 18337．1 2001的12．1。

8检查验收管理

8．1对检查验收人员要求

一检查验收队伍要相对稳定，有相应的林业调查规划资质；
一检查验收人员应具备一定的林业理论和林业生产知识，并具有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一检查验收人员要有认真严谨、相互协作精神，认真负责地搞好检查工作。
8．2质量管理

为确保生态公益林核查质量成果管理，检查验收单位应贯彻实施质量管理的各项要求，并针对下列

检查验收工作中的关键环节进行质量监控：

——乡级样本的抽取；

一小班区划及样地布设；
一面积的测量、调绘、求算；

一各类因子的调查及外业卡片填写；
——各类指标的统计计算；

——有关报告的内容及质量。

9检查验收成果

9．1成果构成

——抽检单位核查的标准数据库文件；

⋯抽检单位核查的各类统计表；

一检查验收的工作报告。

9．2检查验收报告

生态公益林建设检查验收报告应该说明：

——检查验收工作的组织、任务量、受检单位数、工作时间、参加人员及构成、任务完成情况等；

一一对抽检单位生态公益林建设规划设计文件的质量进行评价；
——用文字和表格的形式对抽检单位生态公益林建设的各个主要环节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人工造林、更新造林、飞播造林、封山(沙)育林、生态公益林抚育(间伐)等施工数量和

质量(包括苗木质量、清林整地、栽植、幼林抚育)；

对抽检单位生态公益林建设规划完成率的高低，规划设计执行好坏的原因，管理措施到位与否

的原因客观地作出评价；

——系统总结归纳生态公益林建设的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今后提高项目施工质量与经营

管理水平的具体意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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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检查验收成果统计要求

A．1统计汇总

A．1．1检查验收的原始记录在统计计算前应进行认真检查，图、表、卡一一对照，正确无误。

A．1．2所有各类原始记录应建立相应数据库，汇总数据由数据库管理系统完成。

A．1．3各项统计汇总应分层次从下往上进行。

A．2数值修约

A．2．1成活率、保存率、盖度、混交比、合格率、核实率、管护率、抚育率、蓄积量的数值均保留1位

小数。

A．2．2郁闭度保留2位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

A．2．3面积等其他数值保留1位小数，第二位四舍五人。

A．3计量单位

所有计量都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A．4检查验收的外业调查卡片、表式和各项统计汇总表格可另行规定。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检查验收外业调查方法

GB／T 1 8337．4—2008

B．1面积核查

退耕地小班采用导线实测或采用GPS系统设控制点与地形图调绘相结合的方法求算面积。其他

核查小班用比例尺大于1：25 000的地形图或航空相片、空间分辨率大于3 m的卫星影像图在现地调

绘；或用GPS系统设控制点与地形图勾绘结合的方法求算面积。

当小班面积在1 hm2以上时，GPS控制点按以下原则设置：

——当小班全部以山脊、山沟、河流、道路等明显地形地物为界，能在地形图上准确勾绘时，设置

1个GPS控制点；

——当小班部分边界以山脊、山沟、河流、道路等明显地形地物为界时，这些边界在地形图上直接勾

绘，其余边界用GPS定位控制调绘，适当设置GPS控制点，但不得少于2个；

——小班无明显地形地物标时，按小班面积确定设立GPS控制点个数：当小班面积在1．0 hm2～

6．6 hm2，设立GPS控制点不少于3个；6．67 hm2～30 hm2应设立GPS控制点不少于5个；

30 hm2以上GPS控制点不少于7个。

B．2郁闭度、盖度调查

乔木树种调查郁闭度，灌草植被调查盖度，可以采用目测或测线法调查。测线法是在小班或样地内

选取一有代表性地段，量取不定长度测线(>30 m)，沿线机械或随机布点判定是否有树冠垂直投影，用

有树冠投影的点数与总点数之比确定小班或样地郁闭度、盖度(百分数)。

盖度调查还可采用样方(圆)法调查，在小班或样地内机械或结合测线布设样方(圆)，用样方(圆)的

灌木或灌草盖度平均值代表小班或样地盖度。

B．3 人工造林(更新)成活率与保存率调查

B．3．1调查方法

采用样行、样地和样圆调查法调查造林(更新)小班(地块)成活率、株数保存率。

人工造林(更新)地成林调查时，如小班郁闭度≥0．20(灌木盖度≥30％)，则直接采用B．2规定的

郁闭度、盖度调查法；否则，仍采用样行或样地调查法。

B．3．2调查面积比例

当小班(地块)面积在6 hm2以下时，样行或样地面积应大于小班(地块)面积的5％；6 hm2～

30 hm2应大于小班(地块)面积的3％；30 hm2以上大于小班(地块)面积的2％。

B．3．3样行与样地设置

样行根据小班苗木定植情况，均匀布设在有代表性的地段，样行数按小班应调查的样行面积确定，

每个小班不少于3行。

样地设置为带状样地，带宽5 m，机械或随机布设，样地数按小班应调查的样地面积确定，每个小班

不少于3条。

B．3．4林带调查

对林带造林地，应设置样段进行调查，样段长20 m，样段数按小班应调查的样地面积确定，每个林

带小班不少于3个样段。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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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5调查项目

在样行或样地内计数总的人工造林株数(包括死苗、缺苗)以及成活株数。按穴造林地块，当每穴造

林株数或成活株数多于一株时均按一株计算。

B．4封山(沙)育林合格率与成效率调查

B．4．1调查方法

封山(沙)育林地封育条件调查、封育实绩核查和成效调查均采用小班调查法，在抽检小班内布设

10 m2(半径1．79 m)样圆进行调查。

封山(沙)育林成效调查时，如小班郁闭度>／o．20(灌木盖度≥30％)，则直接采用第B．2章规定的

郁闭度、盖度调查法；否则，仍采用样圆调查法。

B．4．2样圆数量

在小班内机械布设调查样圆，数量按小班面积确定：

——小班面积5 hm2以内，样圆数不少于6个；

——小班面积5 hm2～10 hm2以内，样圆数不少于8个；

——小班面积10 hm2～20 hm2以内，样圆数不少于10个；

——小班面积20 hm2以上，样圆数不少于15个。

B．4．3调查项目

记载样地内母树树种、株数；竹类名称、株数及杂竹覆盖度；灌木树种、丛(株)数、盖度；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树种、株数；幼苗和幼树的树种、株数；萌芽乔木树种、兜数等。

B．5飞播造林成苗与成效调查

B．5．1调查方法

飞播造林地检查验收可选用小班调查法或成数样地调查法。一般成苗调查采用成数样地调查法，

成效调查根据播区飞播苗木的可视程度，选用小班调查法或成数样地法。

B．5．2小班调查法

B．5．2．1成苗调查

采用2 m2(半径0．80 m)样圆调查目的树种苗木株数。样圆可系统或随机设置在区划的宜播小班

内，样圆数量按下面规定：

——小班面积5 hm2以内，样圆数不少于20个；

——小班面积5 hm2～10 hm2以内，样圆数不少于30个；

——小班面积10 hm2～20 hm2以内，样圆数不少于40个；

——小班面积20 hm2以上，样圆数不少于50个。

B．5．2．2成效调查

当郁闭度≥o．20(灌木盖度≥30％)时，用郁闭度(覆盖度)评价小班，否则采用10 m2样圆调查有效

苗株数。

样圆设置：在区划的宜播面积小班内，按下列标准机械布设10 m2(半径1．79 m)样圆：

——小班面积5 hm2以内，样圆数不少于6个；

——小班面积5 hm2～10 hm2以内，样圆数不少于8个；

——小班面积10 hm2～20 hm2以内，样圆数不少于10个；

——小班面积20 hm2以上，样圆数不少于15个。

B．5．3成数样地调查法

B．5．3．1样圆数量

以播区或小播区群为总体，依据自查资料计算(未开展自查的先预估)的出苗(成效)面积占宜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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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比重作为其面积成数，北方地区不足0．15时按0．15预估，南方地区不足0．20时按0．20预估，然

后用式(B．1)计算样圆数量：

N 垒篓．娑×(1+10％)
E2×P

7⋯’⋯～

式中：

N——样圆数量5

f——可靠性指标(采用95％时，f一1．96)；

E——允许误差限(E一0．20)；

P——面积成数。

为保证宜播面积调查精度不低于80％，对最少样圆数规定如下：

——设计宜播面积比重小于播区面积的60％，样圆数不少于80个；

——设计宜播面积比重为播区面积的60％～70％，样圆数不少于65个；

——设计宜播面积比重大于播区面积的70％，样圆数不少于45个。

B．5．3．2调查线的设置

在地形图上沿飞播作业航线垂直方向等距离设置平行调查线，使之贯穿全播区不同播带。调查线

数参照式(B．2)计算，但不应少于3条：

调查线数(取整数)一播区长度÷线间距 ⋯⋯⋯⋯⋯⋯⋯⋯(B．2)

其中，线间距一般为1 km，狭长的播区调查线间距可改为2 km-～3 km。

第一条调查线及最后一个调查线与播区边界的距离为半个线间距。

B．5．3．3样圆间距

在调查线上间隔一定距离设置样圆，间距按式(B。3)：

样圆间距一调查线总长度÷样圆数 ⋯⋯⋯⋯⋯⋯⋯⋯(B．3)

B．5．3．4样圆定位

在地形图上布线后，按调查线和样地间距的计算结果布设样地，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调查线顺序编

号。然后，采用GPS定位或引线测量等方法现地定位，第一个样圆与播区边界的距离为半个样圆间距。

B．5．3．5样圆大小

出苗调查：依据样圆间距在地面设置面积为2 m2(半径为0．80 m)的圆形样地。

成效调查：依据样圆间距在地面设置面积为10 m2(半径为1．79 m)的圆形样地。

B．5．3．6精度要求

当出苗或成效面积成数北方地区≤o．15、南方地区≤o．20，抽样达不到精度时，不再补点；若其面积

成数北方地区>o．15、南方地区>o．20。精度<80％时，应补点达到精度，补点按二分之一调查线间距布

设。抽样精度按式(B．4)计算。

抽样精度c％，一[，一，．。e×√西百或去聂茜襄丧譬笺雩犟凿‰]×¨。⋯c＆t，
B．6成林验收的混交比与均匀度调查

成林验收的混交比与均匀度调查分别造林方式采用与成效调查相同的调查方法，见B．3、B．4、B．5。

以小班为单位，根据树种株数(丛数)确定树种组成，块状混交小班也可根据面积确定混交比。树种

组成比例最大的树种(组)为优势树种或主要树种，其他树种为伴生树种或次要树种。混交比为所有伴

生树种株数(面积)占总株数(面积)的百分比。

均匀度可用频度表示，即小班内有目的树种分布的样地与总样地之比的百分数。

B．7生态公益林经营作业面积与测树因子调查

B．7．1调查方法

生态公益林抚育、低效林改造和生态公益林更新采伐作业的面积核实采用现地调绘法，对照作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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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林相图，在现地确定作业区、作业小班的位置、边界，以小班为单位核实实际作业面积。

生态公益林抚育、低效林改造和生态公益林更新采伐作业的小班测树因子调查采用标准地法。

补植改造、伐区更新采伐等检查验收方法同B．3。

B．7．2标准地设置

在抽检作业小班内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带均匀布设数块标准地，可设置400 m2～600 m2的圆形、方

形或带状标准地，标准地总面积不得少于核查作业小班面积的1％。

B．7．3标准地调查

——在标准地内分树种全部实测保留木的胸径、株数；分树种实测采伐木的根径、株数；

——查一元材积表、根径材积表，统计计算作业小班的采伐蓄积、保留蓄积和保留株数，实际保留

(采伐)蓄积与设计保留(采伐)蓄积的差值、实际采伐强度等；

——用对角线法或目测小班的郁闭度；

——调查记载超高伐根数量，丢弃木数量与材积，林下幼树、幼苗损坏情况，林窗数量与面积大小等

因子；

——综合判定是否与设计的抚育方式、改造方式、采伐方式一致，设计的作业对象、方式与强度是否

合理；

——设计后没有施工的小班不做标准地，计为不合格小班。

B．8林分生态质量评价因子调查

B．8．1 评价因子与技术标准

依据GB／T 18337．1 2001，防护林生态质量考核指标包括物种多样性、林分郁闭度、群落层次、植

被盖度和枯枝落叶层5个主要指标。

B．8．1．1物种多样性

小班物种多样性评价采用针阔叶树种组成、混交比指标。

乔木林、疏林小班按蓄积量组成比重，未达到起测胸径的幼龄林、未成林造林地、经济林、灌木林、红

树林小班按株数或丛数组成比例，按十分法确定树种组成。组成低于IO％高于5％的树种记为“+”，不

到5％的树种记载为“一”。

依据树种组成比例确定小班针叶树、阔叶树的组成比重。

小班中组成比重最高的树种为优势树种，其余树种所占比重总和为混交比。

B．8．1．2群落层次

生态公益林群落可分为乔木层、下木灌木层、草本(小灌木)层、苔藓地衣层四个基本层；灌丛群落可

分为灌木层、草本(小灌木)层、苔藓地衣层三个基本层。

小班的乔木树种郁闭度大于0．2时，可构成乔木层；下木灌木树种、草本和苔藓地衣植物盖度分别

大于20％时，可相应构成下木灌木层、草本层和苔藓地衣层。根据层次多少确定小班的群落层次结构：

——完整结构：具有乔木层、下木与灌木层、草本层和地被物层4个植被层的小班；

——复杂结构：具有乔木层和其他2个植被层的小班；

——简单结构：只有乔木或灌木1个植被层的小班。

B．8．1．3枯枝落叶层厚度

指覆盖地表的枯枝落叶层的平均厚度，用厘米(cm)表示。

B．8．2调查方法

B．8．2．1小班林分郁闭度和植被盖度调查方法同B．2，物种多样性、群落层次、枯枝落叶层可采用目测

法或样地法。

B．8．2．2胸径超过起测径级的乔木林地、疏林地可以采用目测法。目测调查时，应深入小班内部，选

择有代表性的地段进行调查。同时还可利用角规样地或固定面积样地以及其他辅助工具进行实测，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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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辅助目测。目测调查点数视小班面积而定：

<3 hm2 1个～2个

3 hm2～8 hm2 2个～3个

8 hm2～12 hm2 3个～4个

>12 hm2 5个～6个

B．8．2．3其他林地采用样地法，可用圆形、方形、带状等不同样地进行调查。样方面积一般为lo m2～

20 m2；样地数目根据小班面积或植被复杂程度来确定；布设的样地应符合随机原则(带状样地应与等高

线垂直或成一定角度)。

B．9林带完整度和疏透度调查

B．9．1技术指标

B．9．1．1林带完整度

林带完整度是指林带的完整程度。在样带内调查记载缺口个数与长度。缺损长度超过林带宽度

3倍时，视为1个缺口；两平行林带的带距≤8 m时按l条林带。所有样带的缺损长度与样带总长度的

百分比为该调查林带的完整度。

林带完整度分为完整、较完整、不完整三级：≤5％属完整；6％～15％为较完整；>1j％的为不完整。

B．9．1．2林带疏透度

林带疏透度(透光疏透度)是林带树冠垂直面上透光孔隙的投影面积与该垂直面上林带投影总面积

之比，用十分法表示。

根据疏透度大小将林带结构分为三种形式：疏透度<o．3为紧密结构，0．3～o．4为疏透结构，>o．5

为通风结构。

B．9．2调查与计算方法

B．9．2．1以林带为单位，每公里抽取100m长的样带。

B．9．2．2在样带内调查记载缺口个数与长度。缺损长度超过林带宽度3倍时，视为1个缺1：3；两平行

林带的带距≤8 m时按1条林带。所有样带的缺损长度与样带总长度的百分比为该调查林带的完

整度。

B．9．2．3在样带内一般采用野外目测估计法估测样带的疏透度，估测时可以将林带纵断面根据高度

分为几部分分别估计透光度，然后加权得到样带疏透度；所有样带疏透度平均得到调查林带的疏透度。

也可以采用方格框架法、照相法、图像处理法、回归估测法等其他方法调查疏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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