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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县域植被多样性调查与评估技术规定 

 

1 适用范围 

本规定规范了植被调查与评估的主要内容、要求和技术方法。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县域植被多样性调查与评

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2016） 

《中国土壤分类与代码》（2009）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2014） 

3 术语和定义 

3.1 植被型组  

凡是建群种生活型相近并且群落的形态外貌相似的群落联合。 

3.2 植被型  

在植被型组内，建群种生活型相同或近似，同时对水热条件生

态关系一致的植物群落联合。 

3.3 植被亚型  

在植被型内根据优势层片或指示层片的差异进一步划分的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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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群系组  

在植被型或亚型范围内，根据建群种亲缘关系近似（同属或相

近属）、生活型近似或生境相近而划分的群系集合。 

3.5 群系  

在同一个植被型或亚型内，凡是建群种或共建种相同（在热带

或亚热带有时是标志种相同）的植物群落联合。 

3.6 群丛 

具有相似种类组成、优势种、结构和外貌的同类群落集合。 

3.7 植物群落  

生活在一定区域内所有植物的集合。 

3.8 乔木  

高度一般在 5m以上，由明显直立的主干和发育强盛的枝条构成

广阔树冠的木本植物。 

3.9 灌木  

高度一般在 5m以下，枝干系统不具明显直立的主干，如有主干

也很短，并在出土后即行分枝或丛生地上的木本植物。 

3.10 草本  

植物体木质部较不发达至不发达，地上没有多年生木质茎的植

物。 

3.11 优势种  

植物群落中各个层或层片中数量最多、盖度最大、群落学作用

最明显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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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样地 

群落调查的所在地，在空间上它包含样方，一般没有特定的面

积。 

3.13 样方 

群落调查所要实施的特定地段，有特定的面积。 

4 调查与评估原则 

4.1 科学性原则 

调查与评估应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采用科学的技术方法，调

查与评估县域生物多样性现状、威胁因素以及保护状况，并提出针

对性的保护措施或者建议。 

4.2 全面性原则 

调查与评估范围应覆盖调查区域内各类生态系统以及各海拔区

间、坡位、坡向，并尽可能覆盖较多的工作网格。 

4.3 重点性原则 

在县域内生境质量较好、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调查区域，例如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等，应增加调查线路的布设

密度。 

4.4 可达性原则 

根据调查区域实地情况和保障条件，合理规划调查线路，选择

调查人员或者交通工具能到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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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查与评估内容 

5.1 群落调查 

查明调查区域内植物群落类型、群落层次、群落高度、郁闭度

或盖度、优势种、干扰程度和环境因素等。 

调查对象为调查区域内植物群落，包括森林、灌丛、草地和荒

漠等植物群落。 

5.2 植被制图 

基于 1：10 万（或 1：25 万）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参考已

有的背景资料和数据，制作 1：10 万（或 1：25 万）植被类型分布

图。植被分类系统包括植被型组、植被型、植被亚型、群系组、群

系和群丛，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1：1000000）》。 

5.3 分析评估 

分析评估区域内植被现状。 

6 调查准备 

6.1 资料收集 

收集与调查相关的植物志、科考报告、文献、土地利用/覆盖、

植被图、高清遥感图像、地形图、全国林业普查数据、县域林业资

源图、草场资源图等资料。 

了解调查区域内相关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整理调查区内河流、

土壤、植被、气候、地形地貌、道路等数据资料，对调查区域进行

前期调研，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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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队伍组建 

根据调查目标、任务和进度要求，组建调查团队，配备相关专

业人员，明确调查人员职责。 

开展调查方法、技术、质量控制与管理、安全、急救、野外生

存技巧等方面的培训。 

6.3 工具准备 

根据调查方案准备调查工具、设备、耗材与试剂。包括：全球

定位系统（GPS）定位仪、数码照相机、笔记本电脑、便携式激光测

距仪、胸径尺、测高杆、双筒望远镜、枝剪、高枝剪、铲子、采集

刀、样方绳、测绳、罗盘、样方框、手持放大镜、旧报纸、瓦楞纸、

吸水纸、烘干机、卷尺、记录笔、记录本、记录标签、油性记号笔

等。 

准备个人防护用品及装备。包括：帽子、防护手套、裹腿、保

暖衣物、对讲机、急救包（预防疾病或蛇虫叮咬等意外伤害）等。 

7 群落调查 

7.1 样地设置 

7.1.1 布设原则 

（1）全面性 

样地在空间上涵盖整个区域，布局均衡，能够反映研究区植被

和环境的全貌，并覆盖尽可能多的工作网格（附录 A）。 

（2）代表性 

样地必须包含所有代表性的植物群落类型。 



 

6 

（3）典型性 

保证典型植物群落和重点网格内植被得到细致和重点的调查。 

7.1.2 全面调查 

根据植被图和区域群落记载等已有资料，全面调查植物群落。

非重点网格内至少选取 1 个样地调查典型植被类型；重点网格内至

少选取 2 个样地调查典型植被类型；对于海拔高差大（>1000m）的

重点网格，海拔每升高 500m，应增加 1个样地。每个样地设置 3～5

个重复样方。 

7.2 调查编号 

7.2.1 编号方式 

植被调查的编号采取县级行政区代码+网格编号+样地序号+样

方序号的方式。 

7.2.2 县级行政区代码 

按照 GB/T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7.2.3 网格编号 

采用 8位网格编号。 

7.2.4 样地序号 

以 ZB001、ZB002、ZB003……为序。 

7.2.5 样方序号 

以 Y01、Y02、Y03……为序。 

7.3 调查时间 

根据调查区域植物群落的物候期特点，安排在合适的季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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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为植物花期和果期。 

7.4 样方调查 

样方调查内容包括群落调查、环境因子测定，并手绘植物群落

剖面图，以反映群落的空间结构和种间关系等群落特征（附录 B），

同时记录干扰类型和强度（附录 C）。不能确定类型的群落要详细记

录并拍摄照片。不能确定种名的物种要采集标本。 

7.4.1 森林植物群落 

（1）样方地点选择 

选择样方时应注意：(1)群落内部的物种组成、群落结构和生境

相对均匀；(2)群落面积足够大，使样方四周能够有 10～20 m 以上

的缓冲区；(3)除依赖于特定生境的群落外，一般选择平(台)地或缓

坡上相对均一的坡面，避免坡顶、沟谷或复杂地形。 

（2）样方设置 

样方面积一般 600 m
2
，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大小。样方形状为

20 m×30 m 的长方形，如实际情况不允许，也可设置为其他形状，

但必须由 6个 10m×10m的小样方组成。 

（3）环境因子调查 

除调查表外，还应拍摄群落照片，包括群落外貌、群落垂直结

构、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土壤剖面等。并测量空气（1～2 m）

和土壤表层（10 cm）温湿度。 

（4）调查层次 

调查层次包括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土壤层（参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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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乔木层调查 

包括林分状况、物种记录、胸径测定、树高测定等。乔木胸径

测量参照 HJ 79.1—2014《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

5.4.2.1.3的规定。 

（6）灌木层调查 

选取样方对角的两个 10 m×10 m小样方，对灌木层进行详细调

查。逐株(丛)记录种名、高度、株数、基径等。基径测量方法参照

HJ 79.1—2014《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

5.4.2.2.6的规定。在其中一个小样方内收获灌木层地上生物量、称

取鲜重，并取样带回实验室烘干称重。在剩余的小样方中搜寻在两

个灌木小样方中未出现的灌木种，记录种名。 

（7）草本层调查 

在样方四角和中心设置 5个 1 m×1 m 的小样方，记录所有草本

维管植物的种名、平均高度、盖度和多度等级。在其中 2 个小样方

内收获草本层地上生物量和地表枯落物、称取鲜重，并取样带回实

验室烘干称重。在其他区域仔细搜寻草本小样方中未出现的草本物

种，记录种名。 

（8）土壤层调查 

在样地附近挖土壤剖面 1个，记录土壤剖面特征，并以 100 cm
3

的土壤环刀，按 0～10 cm、10～20 cm、20～30 cm、30～50 cm、50～

70 cm、70～100 cm 的土壤深度分层取样，称取鲜重并编号，用于实

验室理化性质分析，包括粒径、有机质、pH 值、全氮、全磷、全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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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7.4.2 灌丛和草地群落 

（1）样方地点选择 

样方地点的选择原则参考森林群落调查。 

（2）样方设置 

样方面积 100 m
2
，周围应留有 10 m缓冲区，在样方四角和中心

各设置 1 m×1 m的小样方 1个。 

（3）环境因子调查 

调查包括经纬度、海拔、坡度、坡向等。群落概况记录包括群

落类型、群落垂直结构、各层次高度、盖度和优势种以及干扰等。

拍摄群落照片，包括群落外貌、群落垂直结构等。并测量空气（1～

2 m）和土壤表层（10 cm）温湿度。 

（4）样方调查 

参考森林群落调查，记录所有维管植物的种名、平均高度、盖

度和多度等级。对灌丛，调查整个样方(10 m×10 m)；对草地，调

查每个 1 m×1 m 的小样方。选择其中 3 个 1 m×1 m 小样方收获地

上生物量，称取鲜重，并取样带回实验室烘干称重。在整个 10 m×10 

m 样方内，仔细搜寻在 5 个 1 m×1 m 小样方中未出现的物种，记录

种名。 

7.4.3 荒漠群落调查 

参照灌丛和草地群落调查。由于荒漠植被稀疏且异质性大，调

查面积应大于灌丛和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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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土壤调查 

参照森林群落土壤层调查。其中土壤剖面按 0～10 cm、10～20 cm、

20～30 cm的土壤深度分层取样。土壤类型按照 GB 17296-2009《中

国土壤分类与代码》，划分与记录到土类。 

8 植被制图 

8.1 资料准备 

参考调查区域 1：100万植被图或其他专门性植被图、土地利用

/覆盖数据等，基于高清遥感影像勾绘植被分布斑块，并叠加调查区

域 1：10 万（或 1：25 万）地形图以及拟进行调查的路线、样地和

样方的空间位置。 

8.2 野外填图 

在野外调查过程中，将观察到的植被群系或群丛信息填绘于斑

块图件上。填图工作遵循从已知到未知的原则，先确定地形标识物

体，再作延伸。可以按照规律填写未能实际观测到的斑块。如有需

求，可以利用测量工具。 

8.3 综合制图 

参考植物志、科考报告、文献等资料，根据制图区域的特点，

制作美观、高精度的植被类型分布图。 

9 分析评估 

分析评估内容包括区域内植物群落现状，包括物种重要性、群

落多样性、蓄积量或生物量、干扰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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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见表 1。 

表 1 植物群落评估指标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 指标解释 

群落物种

属性和重

要值（IV） 

出现/不出现 

指某种植物在样方中是否存在，以该植物

个体的基部是否生长在所调查的样方中

为准 

盖度/郁闭度 
植物地上部分垂直投影面积占样方面积

的百分比 

株数 指样方中单位面积的植株个体数量 

多度 
一种物种个体数量或其目测估计的数量

等级 

胸径 树木植物胸高处（1.3 m）的茎干直径 

基径 灌木基部直径 

树高 树木的高度 

平均高 灌木/草本群落高度 

群落多样

性 

物种丰富度 出现在样方内的物种数 

α多样性 香农多样性指数 

β多样性 Sørensen指数 

受威胁情

况 
受干扰因素 

自然干扰影响 

人为活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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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威胁因素 

9.2 指标计算 

指标计算方法参见附录 E。 

10 主要成果 

10.1 调查记录汇总 

汇总的内容包括： 

（1）调查记录表； 

（2）调查文字记录； 

（3）绘制的图件； 

（4）室内测定的地上生物量、土壤理化性质等数据。 

10.2 植被分布图 

制作的 1：10万（1：25万）植被分布图。 

10.3 照片 

10.3.1 照片拍摄 

拍摄植被特征照片。照片清晰、自然，能准确反映植物群落特

征。 

拍摄植物群落外貌以及生境的彩色照片。其中，必须拍摄一张

以生境为背景、GPS 定位仪屏幕为前景的照片。GPS定位仪屏幕上显

示内容为调查点的地理位置信息，包括经纬度与海拔。 

使用的数码相机的像素不低于 1000万。 

10.3.2 文件格式与命名 

数码照片保存为 jpg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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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命名应与其反映的内容相关。例如：植物群落名-概况.jpg、

植物群落名-环境.jpg。 

如果同一内容出现多张图片，命名时加上阿拉伯数字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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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全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调 查 网 格 设 置  
 

1 空间坐标系统 

大地基准：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高程基准：采用“国家高程基准”； 

投影方式：全国采用 Albers 等面积割圆锥投影，其第 1、第 2

标准纬线和中央经线分别为北纬 27度、45度和东经 105度；区域采

用高斯克吕格投影。 

2 创建网格 

采用 10km×10km 分辨率网格，对全国进行划分共获得 97109 个

网格（图 A.1）。 

全 国 网 格 四 至 范 围 为 ： 上 下 （ 5926515.209684m ，

1876585.548743m），左右（-2638293.110529m，2211625.887005m）。 

3 网格坐标与编号方式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生成包含每个网格 4 个顶点的文件，然

后获得每个网格 4个顶点的经纬度坐标。 

网格采用 8 位编号，前四位为（X 坐标+5000）/10 取整后乘以

10，后四位为 Y坐标/10取整后乘以 10，X、Y坐标均以 km表示。 

4 工作网格识别 

从全国陆域 10km×10km网格中选取与调查县域有共同区域的网

格，若网格内县域面积≥25km
2
（即网格面积的 25%），则该网格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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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网格。 

5 重点网格识别 

在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工作中，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域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调查工作的重点区域。若工作网格中重点

区域面积≥50km
2
（即网格面积的 50%），则该网格视为重点网格。 

 

 

图 A.1 全国陆域 10km×10km 网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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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样 方 基 本 信 息 表  
 

表 B.1 样方基本信息表 

样方编号  群落类型  样方面积  

调查地点         省        县        乡        村 

具体位置描述： 

纬度  地形 （）山地（）洼地（）平原（）高原 

经度  坡位 （）谷底（）下部（）中下部（）中部 

海拔   （）中上部（）山顶 

母岩类型    

坡向  森林起源 （）原始林（）次生林（）人工林 

坡度  干扰程度 （）无干扰（）弱（）中度（）强度 

土壤类型  林龄  群落剖面图 

垂直结构 层高/m 盖度/% 优势种 

乔木层    

亚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调查人  

记录人  调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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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干 扰 类 型 及 干 扰 强 度 划 分 方 法  
 

表 C.1 干扰类型分类表 

干扰来源 具体类型 干扰来源 具体类型 

人

为

干

扰 

农林 

牧渔 

活动 

毁林、毁草开垦 

自

然

干

扰 

气象 

灾害 

台风 

围湖造田\造林 暴雨 

采集 洪涝 

林木砍伐 干旱 

狩猎 寒潮 

放牧 其他（具体说明） 

捕捞 

地质 

灾害 

地震 

草地围栏 滑坡 

其他（具体说明） 泥石流 

开发 

建设 

矿山开发 崩坍 

路桥建设（公路、铁路、桥梁、

隧道等） 

地面塌陷 

房屋建造 其他（具体说明） 

旅游开发 

生物 

灾害 

病害 

水坝建设 虫害 

其他（具体说明） 草害 

环境 

污染 

土壤污染 鼠害 

水污染 外来物种入侵 

大气污染 其他（具体说明） 

噪声污染 火灾 火灾 

其他（具体说明） 
其他 

（具体说明） 

其他 （具体说明） 
 

表 C.2 干扰强度分级表 

影响强度等级 状况描述 

强 生境受到严重干扰；植被基本消失；野生动物难以栖息繁衍。 

中 
生境受到干扰；植被部分消失，但干扰消失后，植被仍可恢复；野

生动物栖息繁衍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仍可以栖息繁衍。 

弱 
生境受到一定干扰；植被基本保持原有状态；对野生动物栖息繁衍

影响不大。 

无 
生境没有受到干扰；植被保持原有状态；对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没有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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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群 落 调 查 记 录 表  

 

表 D.1 乔木层调查表 

样方号           调查人员           调查日期            

地点        省        县        乡                   村 

小样方号 树号 树种 胸径/cm 树高/m 健康状况 备注 

       

       

       

 

表 D.2 灌木层调查表 

样方号            调查人员          调查日期            

地点        省        县        乡                   村 

小样方号 物种 株数 基径/cm 平均高/m 盖度 备注 

       

       

       

 

表 D.3 草本层调查表 

样方号           调查人员           调查日期            

地点        省        县        乡                   村 

小样方号 物种 多度 盖度/% 平均高/m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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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指 标 计 算 方 法  

 

1 重要值 

重要值用下式计算： 

IV（%）=（相对多度+相对频度+相对优势度）/3 

式中，相对多度(%)——100×某个种的株数/所有种的总株数；相对

频度(%)——100×某个种在统计样方中出现的次数/所有种出现的

总次数；相对优势度(%)——100×某个种的胸高断面积/所有种的胸

高断面积。 

以上并非是重要值的唯一计算方法，它可根据群落类型和已有

数据作相应的变动。如在草本群落中，可用物种的平均高度替代优

势度，或用相对盖度替代相对多度进行计算；在森林群落中，常常

直接用乔木层的相对优势度(相对胸高断面积)来表示重要值。总之，

在具体的调查与评估工作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重要值的计算进

行定义。 

2 香农多样性指数 

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用下式计算： 

 ii

m

i

ppSHDI ln
1






 

式中，SHDI——香农多样性指数； 

Pi——物种类型 i所占据的比率。 



 

20 

3 Sørensen指数 

Sørensen指数用下式计算： 

ba

c
SI




2
 

式中，SI——Sørensen指数； 

a——样方 1的物种数，个； 

b——样方 2的物种数，个； 

c——为两样方的共有物种数，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