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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长期以来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与环境保障。
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和消长变化动态数据是国家、省（区）、市、县各级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安全规划及编制林业规划计划、指导林业生产建设的重要依据。
因此，需要及时地、动态地对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进行监测。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简称“一类调查”）和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简称“二类调查”）是摸清森林
资源家底的重要手段，是科学经营森林和管理森林的基础。
一类调查间隔期为5年，其调查成果为国家和省（区）制定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调整林业方针政策
、编制现代林业发展规划及森林采伐限额、进行任期目标责任制考核管理提供基础数据和依据。
二类调查间隔期为10年，其调查成果是经营单位制定区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林业发展规划、实施森
林资源采伐限额、林地林权管理、实行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及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等的重要依
据。
通过每5年或每10年进行一次本底调查来掌握当年较准确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固然重要，但是，现代
社会对信息交流与反馈的要求更加频繁、及时、准确、全面，各级政府也逐渐要求林业部门每年向社
会公布森林资源和生态状况，这就要求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监测趋于年度化。
因此，如何在调查间隔期内开展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年度监测工作，产出年度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公
报，为省（区）、市、县各级政府制定年度林业方针政策、调整林业发展计划提供科学数据亦显得尤
为重要。
　　随着全球对森林与环境问题的重视，我国林业工作重点已从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转变。
相应地，森林资源监测也从单一森林资源向多目标、多功能的综合监测方向转移，调查与监测的手段
和方法也在逐步突破，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等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
广泛。
目前，有关森林资源监测的数据采集、信息提取与分析的研究也很多，但很多研究仅从理论和技术角
度在一个典型研究区内进行突破，没有全面考虑现实的森林资源年度监测中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其
研究成果在生产性的年度监测中实用性、推广性较小。
关于区域性的年度森林资源监测，近几年来，一些省份（如广东、浙江）做了有意义的尝试，其主要
做法是每年抽取部分连清样地进行复查，来估计全省每年的资源数据，但这些数据只是对总体的估计
结果，并不能落实到基层的经营单位，对指导基层经营单位的年度林业计划、经营活动并无太大意义
。
　　遥感技术在森林资源调查、监测中的应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因过去我国对林业的投入有限
、遥感信息源较少、遥感技术应用成本相对较高、遥感调查的局限性等原因，使得遥感技术虽在一些
专题调查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类调查、二类调查或年度监测中的应用效果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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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3S”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年度监测技术研究》提出了以“3S”技术为主要手段的森林
资源与生态状况年度监测解决方案，主要内容包括森林资源变化遥感监测及空间数据自动更新技术；
综合应用决策树、神经网络、统计分析、生长模型、遥感模型、专家系统等技术进行属性数据智能监
测，基于VRS的DGPS-PDA在森林资源监测中的应用研究，C/S、B/S结构的森林资源年度监测信息系
统和共享平台设计与开发：基于大尺度遥感信息的森林生态宏观监测。
《基于“3S”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年度监测技术研究》积极推动了高新技术应用于年度森林资源监
测的智能化、自动化、系统化、工程化。
　　《基于“3S”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年度监测技术研究》可作为林业调查、森林资源监测、环境
监测等相关领域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也可供从事林学、森林经理学相关专业的师生和科研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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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研究背景　　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人类和多种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不仅有巨大的林产品再生功能，而且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
水土、净化空气、美化环境、防灾减灾、丰富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的生态功能。
　　森林是可再生的动态生物资源，随着林木的生长、森林经营与利用措施以及森林火灾、病虫害的
影响，其数量、质量、结构和功能无时不在发生变化。
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消长变化动态是国家、省（区）、市、县各级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安全规划及编制林业规划计划、指导林业生产建设的重要依据。
　　我国对森林资源监测工作十分重视。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
，要赋予林业以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要赋予林业以首要地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
林业工作。
建立完善的林业动态监测体系，整合现有监测资源，对我国的森林资源、土地荒漠化及其他生态变化
实行动态监测，定期向社会公布”。
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建设林业生态省的决定》，明确提出“创建林业生态县，建设林业
生态省，构建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和以生态经济为特色的林业产业体系，实现绿色广东及和谐广东”的
宏伟目标，并提出了关于“加强对森林、野生动植物、湿地和红树林等资源及生态状况的动态监测，
开展生态效益评价，及时掌握和定期发布全省林业与生态情况”的要求。
　　目前，我国森林资源监测体系大致分为5类，一是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简称一类调查），二
是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简称二类调查），三是森林作业设计调查（简称三类调查），四是年度森
林资源专项调查（如沙化调查、石漠化调查、造林核查、林地征占用检查、采伐限额检查等），五是
专业调查。
上述5种调查方式各有特点，一类调查和二类调查主要是通过在某一具体年度内，通过开展一次本底
调查，摸清当年年度森林资源与生态状况信息，提供每5年或每10年的资源动态变化信息。
三类调查和年度核查是以某一特定范围或作业地段为调查对象，虽然能提供精度较高的调查结果，但
调查范围具有局部性、微观性，无法满足宏观决策信息需要；专业调查具有基础研究性质，开展时间
不固定、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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