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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森林与温地资源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研究”丛书：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监测技术》研究成果反
映我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运行近十年来所引起森林变化一般性规律：森林面积和蓄积均在增长，初
步扼制森林资源下滑和森林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从技术层面，各种传感器的卫星结合，高、中、低分辨率互补是当代森林遥感的发展方向。
遥感在林业资源监测中主要解决森林分类和森林蓄积量的估测问题。
森林分类主要是把林地、灌木林地、农耕地、草地、采伐迹地和裸地这几种类型分出来，并能解决上
述地类面积总体估测；森林蓄积量的估测则需借助地面的样地使用反演的方法。
本书集中地介绍森林遥感在这两方面的技术，大致反映我国当代森林遥感最新的研究水平。

　　《“森林与温地资源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研究”丛书：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监测技术》共分8章，
第一章概论主要介绍了天然林资源及其监测技术进展，由刘晓双、黄建文执笔；第二章介绍了我国天
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现状及特点，由赖家明、胡庭兴执笔；第三章概要介绍本书所涉及的天然林资源保
护工程监测技术，由黄建文执笔；第四章整合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区中天然林类型、面积及空间分
布变化的研究成果，由赖家明、黄建文、刘晓双、李玉堂、谢朋执笔；第五章基于多光谱以及SAR影
像的天然林蓄积，以及高光谱遥感的森林叶面积指数、光合辐射吸收率、叶绿素含量等生物参数提取
技术，由陈尔学、李世明执笔；第六章介绍涉及高空间分辨率的小班地块变化信息提取技术，由黄建
文、刘晓双执笔；第七章基于林班抽样点NDVI值检测植被空间分布变化的遥感监测技术，由李玉堂
、张忠辉执笔；第八章由赖家明、刘晓双、李玉堂所做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区森林景观格局动态分
析的研究成果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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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我国天保工程的效果评价　　天保工程从试点到2008年年底为止，中央已投入资金944.8亿元
（其中包括试点两年投入的115亿元），其中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164.7亿元。
天保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按计划完成各项任务。
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在2000年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的商品性采伐，东北
、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木材产量由1997年的1854万m'按计划调减到2003年的1102万m3以下，木材产
量按计划调减到位；管护森林面积16.19亿亩，建成了有效的森林管护网络体系；累计完成公益林任
务2.23亿亩，其中人工造林3496万亩，飞播造林5088万亩，封山育林1.37亿亩，完成下达计划任务
的99.43%。
分流安置国有企业富余职工76.5万人，其中一次性安置42.31万人；一次性安置完成率86.0%，混岗职工
一次性安置已完成55.8%，目前仍在继续安置中；职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项保险补助
政策基本得到落实，参保率分别为97.90/0、88.9%、84.3%、93.0010和83.8%；教育、医疗卫生、公检法
司等政社性人员补助政策落实到位。
国家对天保工程投资效益十分显著，如按现行木材价格667元／m，，出材率60%计算，天保工程森林
净增蓄积出材折成资金达4602亿元，仅木材一项，直接效益投入产出比为1：4.87，间接综合效益则要
超过直接效益。
　　各地在认真完成天保工程各项任务的同时，积极开拓进取，努力推进改革与发展，使工程区发生
了一系列深刻而重大的变化，其变化已远远超出了工程建设自身的意义。
　　1.天然林得到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呈现恢复性增长　　实施天保工程以来，通过十年来的有效保
护，以及加强公益林建设，工程区长期过量消耗森林资源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天然林得到了休养生
息和有效保护，森林植被全面恢复，森林面积与蓄积实现双增长，森林资源总量不断增加，呈现恢复
性增长的良好态势。
十年累计减少森林资源消耗10.39亿m3；森林面积净增2.1亿亩；森林蓄积净增11.5亿m，。
第七次（2004-2008年）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天保工程区天然林面积净增211.3万hm2，占全国
的53.76%，比第六次（1998-2003年）清查的167.21万hm：多26.37%，增速加快；工程区天然林蓄积净
增3.99亿m3，占全国的54.06%，是第六次清查净增量的2.23倍.工程区天然林近过成熟林面积净增237.61
万（占全国的89.18%），增幅10.59%，蓄积量净增3.09亿m3（占全国的89.19%），增幅8.39%，近成过
熟林增幅较大，林龄组结构逐步改善。
新疆、四川、吉林、云南4省（自治区），乔木林每公顷蓄积量分别为177.86m3、136.94m3、116.15m3
和105.51m3，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5.88m3。
据定点监测表明，国有林区森工企业和天保工程县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都有所增加，森林结构进一步
优化，林区烧柴用量持续减少，隐性消耗量得到有效控制。
四川省森林面积由工程实施之初的1.76亿亩上升到2008年的2.86亿亩，活立木总蓄积量由14.65亿m3增
加到2008年的16.26亿m3，森林覆盖率由24.23%提高到30.79%。
吉林省活立木蓄积净增3471万m3，增长7.8%，有林地面积净增178.5万亩，增长3.3%。
贵州省工程区森林覆盖率从26.20%提高到38.24010，增加12.04个百分点，有林地平均每亩蓄积量
从2.46m3增加到3.21m3净增0.75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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