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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森林与湿地是林业的重要物质资源，是人类和多种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全球生态系统
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森林与湿地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键指标，森林与湿地资源监测既为
国家客观、快速、全面掌握森林与湿地数量和质量提供技术支撑，也是林业管理和生态建设的一项十
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多年来，我国在森林与湿地资源监测体系研究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
人类文明进步对林业需求的不断增加，迫切需要建立与新时期经济、社会和生态建设需求相适应，以
不断发展的高新技术为依托的森林与湿地资源综合监测技术体系。
　　“十一五”国家林业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森林资源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研究”，作为我国首个
全面、系统地针对林业资源一灾害～生态工程开展的综合监测技术研究项目，正是顺应当前时代的行
业需求，由来自全国1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27个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高新技术企业的300余人
组成研究团队，历时5年，完成了该项技术攻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中《森林与湿地资源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研究》丛书是该项目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是对该项目成果
的系统总结，凝聚了该项目6个课题的精华，体现了项目全体科技人员的智慧。
该丛书内容全面、立论严谨、技术先进，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相关监测技术体系建设的现状和
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的国情，提出了结构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森林与湿地资源综合监测、分析与评
价指标体系，构建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调查技术相结合的天一空一地一体化、点一线一面多尺度、
资源一工程一灾害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研发了先进的森林资源、湿地资源、林业灾害和林业生态工程
综合监测技术、模型、方法和系统，并在我国主要林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我国林业资源监测理念
和监测技术方面具有重要突破和创新，将为我国生态建设与森林可持续经营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对于全面提升我国林业资源监测、预警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相信该丛书的出版对于我国林业资源及其生态环境监测管理研究、教学和生产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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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承担“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重点林业工程监测技术研
究(2006BAD23B05)最新成果的总结，全书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监测的原理和方法
，重点阐述了以下内容：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植被类型、植被分布及植被恢复动态监测技术，工程实
施对区域风沙灾害、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影响的评价方法，荒漠化和沙化动态监测技术，工程建设进
展信息快速提取方法，植被长势状况监测技术，林分结构与生长模拟技术等。
本书采用了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方法，学术观点明确，针对性强，是一部
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的学术著作。
    本书可供林业、生态与环境监测、资源环境遥感应用等专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研究生、高校教师
和相关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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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家重点林业工程的实施是生态系统重建、恢复、保护和林业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
1978年我国实施了举世闻名的三北防护林工程；1998年以来，我国投入数千亿的巨额资金，先后启动
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三北及长江中下游防护林、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京津风沙
源治理、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和湿地保护等重点林业工程，国家迫切需要及时掌握这些
重点林业工程的实施成效，为工程决策、管理、监督和实施提供及时、准确和全面的监测信息，使之
全面了解和掌握各重点林业工程的状况、功能和效益，并进行科学评价，从而有利于提高重点林业工
程的决策水平，避免决策偏差和资源破坏。
　　多年来，我国在林业工程监测方面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这些成绩主要体现在基于地面样地调查和固定观测站的监测技术方法，多采用人工实地调查。
但是，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人类社会发展对林业工程建设信息需求数量、种类、周期等日
益提高，现有的林业工程监测技术体系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现有的林业工程监测技术方法落后，仍然沿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技术
思路，导致许多新技术和新方法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严重影响了我国林业工程监测工作的质量和水
平，无法满足新时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建设的迫切需求。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现有林业工程监测技术体系不能满足新时期信息需求，缺乏统一、全面、协调
和高效的林业工程监测技术体系；林业工程监测技术相对落后，缺乏林业工程监测信息快速获取、高
效管理和分析处理通用平台。
因此，必须建立技术先进、功能完善、结构协调一致的林业工程监测技术体系，全面提升国家重点林
业工程监测和评价水平，为国家重点林业工程实施全面、系统、准确、及时和长期的动态监测提供基
础保障，为国家交流与合作、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建设、林业发展与生态安
全建设、我国生态建设与森林可持续经营提供技术支撑，为国家制定林业方针政策和宏观科学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
具体包括以下6个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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