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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抚育成效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森林抚育成效监测的内容、指标、方法、样地设置、基本情况、样木调查、

样地测树因子计算、林下植被调查、森林土壤剖面调查、森林涵养水源效益测定、森林保持

水土效益测定、森林经营成效监测分析等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主要适用于森林抚育的成效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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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程》（GB/T 38590）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森林抚育  forest tending operations 

在幼龄林、中龄林阶段，根据森林状况、培育目标所采取的各种改善森林结构、提升森

林质量和功能、发挥林地生产力和多种效益的营林措施的总称，包括抚育采伐、补植、修枝、

浇水、施肥，以及视情况进行的割灌、割藤、除草等辅助作业活动。 

3.2  

森林抚育成效监测  monitoring of tending effect of forest 

    森林经营成效监测 

在一定时期内，同时对施行抚育措施的森林地段与未施行抚育措施的对照森林地段中的

受抚育措施影响的测树因子和生态环境因子进行观测调查的活动。 

4 监测内容和方法 

4.1  监测目标 

通过森林抚育（经营）成效监测，掌握森林抚育（经营）措施对林木生长的影响，为制

定科学、适用的森林抚育（经营）措施，提高森林抚育（经营）的效果提供决策依据。 

4.2  监测对象 

森林抚育（经营）成效监测的主要措施类型为抚育间伐、补植、林冠下造林、退化林修

复等。即森林抚育（经营）监测样地宜在抚育间伐、补植、林冠下造林、退化林修复等经营

措施类型的小班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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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包括森林抚育措施对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以及对森林土壤、地表径流、保水

固土等生态环境因子的影响。 

4.5  主要监测指标 

4.5.1  森林资源指标 

主要包括小班林木的平均胸径、平均树高、平均材积、蓄积量、累计蓄积量等的生长量、

消耗量，郁闭度、树种组成、林木直径分布，以及单位面积株数、幼苗幼树数量、珍贵树种

蓄积（株数）比例等小班测树因子的变化情况。 

4.5.2  森林生态指标 

主要包括森林土壤的结构、质地、含水量、容重、净水量、净水率、净泥率、净泥量、

冲刷量等土壤物理指标，以及小班林下植被种类、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森林

群落结构、健康状况、生物量等情况。 

4.6  监测方法 

在实施森林抚育的小班中，分别设立森林抚育样地和对照样地。将森林抚育样地数据与

对照样地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森林抚育产生的森林资源、生态方面的成效。样地复

位、样木复位的要求，按照《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程》（GB/T 38590 ）的规定执行。 

4.7  监测间隔期 

森林抚育样地在样地设置、抚育作业后各调查一次，对照样地在样地设置时调查一次。

以后抚育样地、对照样地均每3—5年调查一次，且同时进行。速生树种样地、南方（长江以

南）地区可取下限。每调查1次，获得1套样地数据。 

设置径流场的，每年进行观测调查。 

4.8  监测指标量纲及其有效位数 

林木和林分年龄单位为年，保留整数；样木株数单位为株、单位面积株数单位为株/公

顷，保留整数；林木直径和林分平均胸径单位为厘米，保留一位小数；林木树高、林分平均

高、优势木平均高单位为米，保留两位小数；林分郁闭度保留一位小数；林木断面积单位为

平方米，保留四位小数；林分单位面积断面积单位为平方米/公顷，保留两位小数；林木材

积单位为立方米，保留四位小数；林分单位面积蓄积量单位为立方米/公顷，保留两位小数；

坡度单位为度，保留整数；土壤厚度单位为厘米，保留整数；海拔单位为米，保留整数。 

5 样地设置 

5.1  样地设置原则 

监测样地可结合森林抚育作业设计调查设置。 

为了确保森林经营成效监测效果，森林抚育成效监测样地和对照样地应设置于同一小班

内。小班面积难以满足设置样地要求的，可以将森林抚育成效监测样地和对照样地分设于2

个小班，但该2个小班在林分类型、立地类型、林种、林分（小班）应最大程度地一致。 

5.2  样地数量 

样地数量宜在30组以上，并相对均匀地分布于各措施类型中。其中，配置径流场设施的

样地数量，根据实际确定。 

5.3  样地面积和形状 

样地形状为矩形，面积为0.06公顷，边长20米×30米。 

样地距林缘应不小于20米，不跨河流、道路或伐开的调查线。 



LY/T ****—**** 

 3 

森林抚育成效监测样地四周应设保护带，保护带宽不低于样地优势树种成熟林木的1倍

高度，保护带处理同样地处理一致。 

5.4  样地境界测量 

样地境界测量应确保样地边界方向、长度正确，样地四边的闭合差不应超过样地四边长

度之和的1/200。当边界坡度大于5°以上时，应将测定的斜距按实际坡度改算为水平距。见

附录A表A.1。 

5.5  样地位置图绘制 

样地布设以后，应测定并记录样地东北角的定位坐标，并将样地设置的大小、形状在调

查表上按比例绘制，同时标注离样地最近的地物标志。见附录A表A.2。 

5.6  样地标示与编号 

样地的四至边界确定后，应在样地东北角设置耐腐蚀、保存期长的固定标地角桩，或在

西南角设置标桩。标桩上注明县域或经营单位名称、样地号、样地类型，以及林班号、小班

号。样地以县域或经营单位统一为总体，以阿拉伯数字编号。 

样地设置好后，应拍摄样地照片2～4张存档。 

6 基本情况调查 

6.1  调查内容 

基本情况调查内容包括样木、样地所处位置的行政区划、森林资源调查区划、地形地势、

林分状况等。见附录 A表 A.3。 

6.2  调查地点记载 

行政区划调查记载到小地名，营林区划调查记载到小班。 

6.3  地形地势调查 

调查记载海拔高度、坡向、坡位、坡形、坡度等。 

坡向以方位角表示。其中，正北（磁北）为方位角 0º（360º）、正东为方位角 90º、正

南为方位角 180º、正西为方位角 270º。全坡记载 0—360º。 

坡位分为山脊、上坡、中坡、下坡、山谷、平地。 

坡形分为斜面坡（直线坡）、凸形坡、凹形坡、凹凸形坡。 

调查记载实际坡度。 

6.4  土壤调查 

调查记载森林土壤类型、土壤厚度、枯落物厚度。 

森林土壤厚度包括腐殖质厚度（A 层厚度）、土壤总厚度（A 层厚度+B 层厚度）、土壤质

地、结构等物理性质。 

6.5  植被调查 

目测调查记载植被类型、群落名称、植被总盖度，灌木、草本的多度、频度，以及灌木

层和草本层的平均高度、盖度。 

6.6  林分状况调查 

6.6.1  调查内容 

目测调查记载样木所处林分状况，包括林分起源、郁闭度、优势树种、组成树种、林层，

以及样木、林分的生长发育状况、以往森林经营措施、森林火灾、病虫害发生情况。人工林

还要调查记载株行距或造林密度。 

6.6.2  郁闭度调查 

样地两对角线上树冠覆盖的总长度与两对角线的总长之比作为郁闭度的估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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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地内机械设置若干个样点，在各样点上确定是否被树冠覆盖，被覆盖的点数占样点

的比例作为郁闭度的估测值。 

6.6.3  样地年龄调查 

样地年龄采用以下一种方法调查记载，或采用多种方法综合确定。 

查数与林分平均胸径大小相近的林木伐根上的年轮数； 

用生长锥等工具调查与林分平均胸径相近林木的年龄； 

某些松科的树种可以用轮生枝数确定其中幼龄林时的年龄； 

人工林可通过查造林档案、询问当地技术人员确定年龄。 

单层混交林以优势树种的平均年龄作为林分平均年龄。 

复层异龄混交林，先分别测定各层的年龄，再以各层年龄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林分平均年

龄。 

7 样木调查 

7.1  起测直径和径阶距 

起测直径为 5厘米，即胸径大于等于 5厘米的林木均要调查。 

径阶距采用 2厘米。 

7.2  每木检尺 

样木调查采用每木检尺方法。对样地中所有超过起测直径的林木进行编号，并在树干上

注记，同时注记胸高位置。标记要明显，不宜消失，能长时间保留。调查样地中已编号并注

记的林木的胸径，分别树种记载，同时绘制林木位置图。林木位置图以样地西南角为坐标原

点，调查记载林木距离原点的距离。调查内容见附录 A表 A.4。 

7.3  样木健康等级 

在每木检尺的同时，调查每株样木的健康状况，分为 5级。见表 1。 

表 1  样木健康等级与代码表 

健康 

等级 
评 定 标 准 代码 

健 康 
林木生长发育良好，枝干发达，树叶大小和色泽正常，能正常结实，未

受任何灾害。 
1 

亚健康 
林木生长发育较好，树叶偶见发黄、褪色或非正常脱落（发生率 10%以

下），结实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未受灾或轻度受灾。 
2 

中健康 
林木生长发育一般，树叶存在发黄、褪色或非正常脱落现象（发生率

10%～30%），结实受到抑制，或受到中度灾害。 
3 

不健康 
林木生长发育达不到正常状态，树叶多见发黄、褪色或非正常脱落（发

生率 30%以上），生长明显受到抑制，不能结实，或受到重度灾害。 
4 

死亡 林木濒于死亡或已枯死 5 

7.4  林木胸径测定要点 

7.4.1  测定距地面 1.3米处直径，在坡地量测坡上 1.3米处直径。 

7.4.2  测定直径可用围尺或轮尺。在 1.3米以下分叉者应视为两株树，分别检尺。 

7.4.3  使用轮尺时，应与树干垂直且与树干三面紧贴，测定胸径并记录后，再取下轮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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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干形不规整的树木，应垂直测定两个方向的直径，取其平均值。 

7.4.4  在 1.3 米处有节疤或突起或凹陷时，应在距 1.3 米上下两个等距离的正常部位测定

直径并取其平均值，作为胸径值。 

7.4.5  测定位于标准地境界上的树木时，按照北要南不要、取西舍东的原则，测定林木胸

径。 

8 样地测树因子计算 

8.1  树种组成计算和林分类型确定 

8.1,1  树种组成计算 

树种组成计算方法如下： 

（1）分别树种计算活立木的胸高断面积； 

（2）合计各树种胸高断面积得样地断面积； 

（3）将各树种胸高断面积除以样地断面积，再乘以 10并取整，得树种组成。数值最大

者为优势树种； 

（4）当林分平均胸径达不到 5厘米时，用株数代替断面积。 

8.1,2林分类型确定 

林分类型按以下方法确定： 

（1） 样地中某一树种胸高断面积占样地胸高断面积比例超过 65%（含）时，该树种为

主要树种，该样地林分类型为纯林。 

（2） 样地中任一树种胸高断面积占样地胸高断面积比例均不超过 65%（不含）时，比

例最大树种为优势树种，该样地林分类型为混交林。其中，阔叶树种的胸高断面积比例超过

65%时，该样地林分类型为阔叶混交林；针叶树种的胸高断面积比例超过 65%时，该样地林分

类型为针叶混交林；否则为针阔混交林。 

8.2  树种平均胸径和林分平均胸径计算 

8.2.1  树种平均胸径计算 

对于组成在 1成以上（含 1成）的树种，计算该树种的平均胸径。采用断面积平均法计

算。 

8.2.1 林分平均胸径的计算 

计算包括样地中所有调查的活立木在内的平均胸径。采用断面积平均法计算。 

8.3  林分平均高测定 

8.3.1  测树高方法 

采用测高器或测杆进行测高。测杆适宜于高度 10米以下的林木。 

8.3.2  计算径阶株树数 

根据每木检尺，分别林层、树种，以 2 厘米为径阶归组，将各径阶株数填于附录 A表 A.5。 

8.3.3  纯林平均高测定 

纯林平均高按照以下方法测定： 

（1）选择不少于 15株林木测定树高。测定树高的株数应与径阶检尺株数成正比。其中，

林分平均胸径所在径阶应不少于 4 株，每个径阶至少有 1株。凡测高的林木应实测其胸径和

树高。见附录 A表 A.5。 

（2）以胸径为横坐标、树高为纵坐标，根据各测高木的胸径、树高绘制散点图，将各

点用圆滑曲线连接起来，形成树高曲线图。根据林分平均胸径、各径阶中值从树高曲线图上

反查树高，得到林分平均高和各径阶平均高。见附录 A表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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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混交林平均高测定 

（1）优势树种平均高测定 

优势树种平均高按照本标准 8.3.3的规定测定。 

（2）非优势树种平均高的测定 

非优势树种平均高可选 3～5 株相当于该树种平均胸径大小的树木测高，取其算术平均

值为该树种的平均高。 

8.3.5  复层异龄混交林平均高测定 

对于复层异龄混交林，分别林层测定树高。对于主林层，按照本标准 8.3.4（1）的规定

测定；对于副林层，按照本标准 8.3.4（2）的规定测定。 

8.4  株数和蓄积量计算 

8.4.1  样地株数和蓄积量计算 

样地株数和蓄积量计算方法如下： 

（1）样地株数 

分别树种计算每木检尺的活立木株数，得各树种样地株数。合计各树种样地株数之和得

样地总株数。 

（2）样地断面积 

分别树种计算每木检尺的活立木株数的断面积之和，得分树种的样地断面积。合计各树

种样地断面积之和得样地断面积。 

（3）样地蓄积量 

对于样地中的优势树种，根据每木检尺结果，依据样木检尺胸径和从树高曲线上查定的

树高，查相应树种的二元立木材积表（或用二元立木材积公式由计算机软件完成计算），得

到该样木的单株材积。对于样地中的非优势树种，采用一元立木材积表计算样木材积。将相

同树种各样木材积累加，得到该树种的样地材积。合计各树种材积，得到样地蓄积量。 

见附录 A表 A.7。 

8.4.2  单位面积株数和蓄积量计算 

单位面积株数和蓄积量计算方法如下： 

（1） 单位面积总株数 

分别树种的样地每木检尺株数除以样地面积得各树种的单位面积株数。合计各树种的单

位面积株数之和得单位面积总株数。 

（2）单位面积总断面积 

分别树种的样地断面积除以样地面积得各树种的单位面积断面积。合计各树种的单位面

积断面积之和得单位面积总断面积。 

（3）单位面积总蓄积量 

分别树种的样地蓄积量除以样地面积得各树种的单位面积蓄积量。合计各树种的单位面

积蓄积量之和得单位面积总蓄积量。 

8.5  样木健康等级统计 

8.5.1  样地样木健康等级统计 

分别林层、树种，根据每木检尺结果，统计各健康等级的样木株数。见附录 A表 A.7。 

8.5.2  单位面积样木健康等级统计 

将样地各健康等级株数分别除以样地面积，并取整后得到单位面积各健康等级株数。 

9 林下植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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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样方设置 

林下植被调查采用样方调查法。样方面积分别灌木、草本确定。灌木样方面积为 4平方

米，分别设置于样地的 4个角，形状为边长 2米的正方形。草本样方面积为 1平方米，设置

于灌木样方内，形状为边长 1米的正方形。植被调查样方应未受人为踩踏，并对于样地有一

定的代表性。 

9.2  调查方法 

先调查样方内的灌木盖度、平均高度，草本平均高度和盖度。然后对在样方内的灌木、

草本进行全部调查记载。灌木调查记载种类、地径、高度、健康（生长发育）状况，草本调

查记载种类、数量（株）、高度。见附录 A表 A.8、附录 A表 A.9。 

10 森林土壤剖面调查 

10.1  土壤剖面选择 

土壤调查剖面应选在样地中央区域，且植被、地形具有代表性，未受人为干扰，以及未

受严重侵蚀的地段。 

10.2  剖面规格 

剖面深度应达到母质或地下水，长度和宽度应能满足剖面调查记载和土壤物理性质原状

样品采集的要求。 

10.3  剖面调查记载 

土壤剖面调查记载枯枝落叶层、腐殖质、土层等的厚度，各土层深度、颜色、层次过度

情况，斑纹的数量、大小、颜色、组成，土壤质地、结持性、结构、湿度，石砾的含量、大

小，新生体的类型、含量、大小和性质，土壤的 pH 值、泡沫反应、植物根系的数量等。见

附录 A表 A.10。 

11 森林涵养水源效益测定 

11.1  土壤储水能力样品采集 

土壤物理性质主要包括土壤容重、孔隙度、持水量等，其样品直接用环刀在各土层中部

取样。采集过程中，应保持土块不受挤压，不使样本变形，并剥去土块外面直接与土铲接触

而变形的部分，保留原状土样。土壤物理性质测定主要在根系集中分布层。 

11.2  土壤储水能力测定 

将样品称重，得到湿土重。然后打开上盖浸入水盘（勿使水浸淹环刀顶端），使土样充

分吸水，取出称重，得到浸泡后土重。将浸泡后的土样，取下底盖，放在平铺在磁盘中的干

土上至恒重，得到干土重。再在 105度恒温下烘干至恒重，得到烘干重。见附录 A表 A.11。 

按以下公式计算土壤物理性质指标。 

土壤容重=烘干重/环刀体积 

土壤含水率（%）=（湿土重-烘干土重）/烘干土重×100% 

饱和含水率（%）=（浸泡后土重-烘干土重）/烘干土重×100% 

土壤毛管孔隙度（%）=（干土重-烘干重）/环刀体积×100% 

土壤总孔隙度（%）=（1-容重/比重）×100% 

降水储存深度（毫米）=0.1×平均土层厚度（厘米） 

×土壤非毛管孔隙度（%） 

森林土壤储水能力（降水储水量）（吨/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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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立方米×平均土层厚度（米） 

×土壤非毛管孔隙度（%）水容重（吨/立方米） 

土壤渗水性、林冠截留（降水）量、森林枯落叶层容水量等的调查按照《林业专业调查

主要技术规定》（林资发[1989]58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12 森林保持水土效益测定 

12.1  径流设施设置 

可以采用径流小区或径流测定桩测定森林保持水土效益。 

（1）径流小区 

沿样地中线顺坡方向设置长 20 米、宽 5 米的矩形小区，边界用水泥板或金属板等边墙

围实，边墙高出地面 10厘米～20厘米，埋入地下 30厘米；小区底端设置集流槽、导流管（或

槽）、集流桶（或坑），集流桶（或坑）的规格应根据当地降雨和地表产流情况确定。 

（2）径流测定桩 

沿样地顺坡方向的中线设置测定桩，其设置平面图、剖面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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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径流测定桩设置平面图、剖面图 

12.2  森林保持水土效益测定与计算 

采用（临时）径流小区时，记录降水时间、降水量，量测径流小区下方承接汇流槽容器

内的水量及所代表类型的径流量和侵蚀量，计算径流量、径流系数、泥土冲刷量等。见附录

A表 A.12.1。 

采用测定桩方法测定时，分别测量铁桩地上部分的高度，并按桩标号进行测量与记载，

精度 1mm。见附录 A表 A.12.2。 

由下列公式计算森林保持水土效益。 

    净水率（千克/升）=（泥水重-干土样(泥)重）/泥水样体积 

    净水量（升）=净水率×泥水量 

    径流量（升/公顷）=10000×净水量/小区面积 

    径流系数（%）=径流量/降水量×100 

    净泥率（千克/升）=干泥重/泥水样体积 

    净泥量（千克）=净泥率×泥水重 

    冲刷量（千克/公顷）=净泥量×10000/小区面积 

13 森林经营成效监测分析 

13.1  成效监测分析方法 

森林抚育成效监测成效评价采用对比分析方法。森林抚育成效监测抚育样地以抚育作业

后的调查值对基准数据，以后调查数据为复测数据；对照样地以第一次（设置）调查时的数

据为基准数据，以后调查数据为复测数据。首先将森林抚育成效监测样地各次复测数据与其

基准数据（包括林木生长、林下植被、土壤、森林保持水土效益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然

后将对照样地各次复测数据与其基准数据（包括林木生长、林下植被、土壤、森林保持水土

效益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将森林抚育成效监测样地的对比分析结果（包括林木生长、

林下植被、土壤、森林保持水土效益等方面）与对照样地的对比分析结果再进行对比分析，

可以得到森林经营的成效。 

13.2  森林经营成效监测成果 

森林经营成效监测成果为森林经营成效监测报告。每复测一次提交一次报告。报告主要

内容包括森林经营成效监测工作组织与开展情况，监测样地数量及其按森林抚育（经营）措

施类型分布、森林抚育（经营）措施、样地设置、样地调查监测工作情况，样地调查监测结

果，结果分析，以及结论与建议等。 

监测成果还应附森林抚育（经营）成效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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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森林抚育成效监测样地调查表 

 

森林抚育成效监测样地调查表见表 A.1—表 A.12。 

表 A.1  样地境界线测量记录                      表 A.2  样地位置略图 

测点 倾 斜

角 

距离(m) 方 位

角 

备注 

斜距 水平 

1      

2      

3      

4      

 

表 A.3  数据采集地点基本情况调查表 

行政区划：省(区、市)       县（区、市、旗、林业局）     ______乡（镇、场）      

村（工区、林班）                小班          小地名：                

地理位置（样地东北角）：GPS（X）                       GPS（Y）                  

地形地势：海拔（m）           坡向         坡位        坡形         坡度        

土壤：土类名称           土层厚度       cm腐质层厚度      cm 枯落物厚度      cm 

植被类型：                   群落名称：                    植被总盖度：       % 

灌木盖度：        ％ 灌木高度：         m 草本盖度：        ％ 草本高度：        m 

起源：        优势树种：         平均年龄：      龄组：       平均胸径：         cm 

平均树高：      m 平均优势高：      m  郁闭度：      株行距（人工林）：   ×   m
2
 

株数：    (株/hm
2
)  断面积：     (m

2
/hm

2
)  蓄积量：     (m

3
/hm

2
) 树种组成：       

更新等级（近成过熟林）______；森林火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森林病虫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样木生长发育状况：_______ 

林分生长发育状况：                                                              

森林经营沿革：                                                                  

                                                                                

                                                                                

调查单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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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样地地每木检尺表 

林层：                                    林层：         

样木号 
树种名

称 

胸径

（厘

米） 

健康等级 

材

质

等

级 

 

 样木号 
树种名

称 

胸径

（厘

米） 

健康等级 

材

质

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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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树高测定表 

树种：              

径阶 株数  测高木号 合计 平均 曲线值 

合计   1 2 3 4 5    

  样木号         

胸径(cm)         

树高(m)         

  样木号         

胸径(cm)         

树高(m)         

  样木号         

胸径(cm)         

树高(m)         

  样木号         

胸径(cm)         

树高(m)         

  样木号         

胸径(cm)         

树高(m)         

  样木号         

胸径(cm)         

树高(m)         

  样木号         

胸径(cm)         

树高(m)         

表 A.6  树高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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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  样地调查测树因子统计表 

林层 树种 
平均

年龄 

平均

胸径 

平均

树高 
株数 健 康 

亚健

康 

中健

康 

不健

康 
死亡 

断面

积 

蓄积 

活立木 死亡木 

合计                           

                            

                            

                            

                            

                            

 

表 A.8  灌木（幼树）调查表 

样方 1：高度_____（厘米）、盖度______(%)       样方 2：高度_____（厘米）、盖度______(%) 

样方 3：高度_____（厘米）、盖度______(%)       样方 4：高度_____（厘米）、盖度______(%) 

样方号 序号 树种 地径 高度 健康状况 

            

            

            

            

            

            

            

      

      

表 A.9  草本植物调查表 

样方 1：高度_____（厘米）、盖度______(%)       样方 2：高度_____（厘米）、盖度______(%) 

样方 3：高度_____（厘米）、盖度______(%)       样方 4：高度_____（厘米）、盖度______(%) 

样方号 序号 种类 数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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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0  土壤剖面调查表 

土层厚（厘米）：  腐殖质层厚（厘米）：  枯枝落叶层厚（厘米）： 

 

土壤剖面性质记录 

土层

序号 

土层深度

（厘米） 

颜色 斑纹颜色 

湿态 干态 红 橙 棕 黄 灰 杂 其它 

0           

1           

2           

3           

4           

土层

序号 

斑纹数量 质地 结持性 

很少 中 多 沙土 壤土 沙壤土 粘土 其它 疏松 紧密 极紧 

0            

1            

2            

3            

4            

土层

序号 

土壤湿度 石砾含量（%） 新生体含量（%） 

干 潮 湿 10 以下 11～40 41～70 71 以上 10 以下 10～30 31～50 50 以上 

0            

1            

2            

3            

4            

土层

序号 

泡沫反应 pH 值 根系数量（%） 

无 少量 中量 多量 4.5 以下 
4.6～

6.5 

6.6～

7.5 

7.6～

9.5 
9.6 以上 

10 以

下 

10～

30 

30～

50 

51 以

上 

0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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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  森林涵养水源调查表 

                                                  作业方法：（1 环刀法；2 挖坑法） 

因子 
1 号

样 

2 号

样 

3 号

样 

4 号

样 

5 号

样 

6 号

样 

7 号

样 

8 号

样 

9 号

样 

10 号

样 

11 号

样 
平均 

1. 环刀（挖坑）容积             

2. 自然湿土重             

3. 浸泡湿土重             

4. 自然干土重             

5. 烘干土重             

6. 土壤容重（g/cm3）             

7. 土壤毛管孔隙度             

8. 土壤总孔隙度*             

9. 降水储存深度             

10. 森林土壤储水能力             

 

表 A.12  森林保持水土调查表 

表 A.12.1 径流小区法 

因子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第 5 次 平均 

降水时长（h）       

降水量（mm）       

容器内泥水体积（升）       

容器内泥水总量（千克）       

容器内泥沙干重（千克）       

径流量（升/公顷）       

径流系数（%）       

泥土冲刷量（千克/公顷）       

测定日期       

测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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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2.2  径流测定桩法 

因子 测定高度 因子 测定高度 因子 测定高度 因子 测定高度 

A01 桩  A10 桩  B07 桩  C04 桩  

A02 桩  A11 桩  B08 桩  C05 桩  

A03 桩  A12 桩  B09 桩  C06 桩  

A04 桩  B01 桩  B10 桩  C07 桩  

A05 桩  B02 桩  B11 桩  C08 桩  

A06 桩  B03 桩  B12 桩  C09 桩  

A07 桩  B04 桩  C01 桩  C10 桩  

A08 桩  B05 桩  C02 桩  C11 桩  

A09 桩  B06 桩  C03 桩  C12 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