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需求(品目一、品目二、品目三）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须完成约 12926 个加密样地的外业调查，以及内业汇总、质量检查、

统计分析工作；建立省级加密样地数据库，产出以县为单位的森林蓄积量数据成

果等。共分为三个品目。

品目一：

品目名称：贵州省 2025 年森林资源一体化调查监测省级样地调查项目（品

目一）

简要规格描述：本品目一以各县级单位为总体，系统布设县级蓄积量控制样

地，采用角规控制检尺方法开展样地调查。涉及铜仁市、黔南州、黔东南州共计

约 5870 个样地调查任务。

品目二：

品目名称：贵州省 2025 年森林资源一体化调查监测省级样地调查项目（品

目二）

简要规格描述：本品目二以各县级单位为总体，系统布设县级蓄积量控制样

地，采用角规控制检尺方法开展样地调查。涉及安顺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共

计约 2553 个样地调查任务。

品目三：

品目名称：贵州省 2025 年森林资源一体化调查监测省级样地调查项目（品

目三）

简要规格描述：本品目三以各县级单位为总体，系统布设县级蓄积量控制样

地，采用角规控制检尺方法开展样地调查。涉及遵义市、贵阳市、毕节市共计约

4503 个样地调查任务；并负责完成调查信息采集与数据处理工具的应用和优化，

分析处理全省调查监测数据，建立省级汇总成果。

注：投标单位可投多个品目，三个品目除样地数量、地点之外外业实施内容

一致，品目三增加了数据库建设及省级成果汇总的工作任务。



二、调查目标

按照统一底版、统一标准、统一时点，开展森林蓄积量调查监测，全面查清

全省各县（市、区、特区，以下简称“县”）森林资源的种类、数量、质量、结

构、分布，分析评价全省各级森林资源现状，产出全省各县森林蓄积量成果，支

撑各级林草发展规划编制，服务林长制督查考核，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推动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为贵州省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提供数据

支撑。

三、调查任务

（1）样地调查

以各县级单位为总体，系统布设县级蓄积量控制样地，采用角规控制检尺方

法开展样地调查，计算县级样本特征值。按照分级控制方法，产出省、市（州）、

县年度森林蓄积量。

（2）数据库建设

开发调查信息采集与数据处理软件。通过移动端 APP 开展样地数据采集，通

过 WEB 端部署调度外业调查任务、分析处理调查监测数据，建立省市县一体化数

据库。

四、范围和内容

监测范围包括各县级行政区范围内的所有乔木林。

监测内容包括森林种类、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具体包括：

（1）森林资源种类：包括林地地类、植被覆盖类型、优势树种等。

（2）森林资源数量：包括森林覆盖率及各类森林面积、各类森林储量（包

括蓄积量、生物量、碳储量）及其变化情况。

（3）森林资源质量：包括平均胸径、平均树高、郁闭度、单位面积储量等。

（4）森林资源结构：包括起源、龄组等。

五、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 年修订）；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 26424-2010）；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GB/T 38582-2020）；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程》（GB/T 38590-2020）；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

234 号）；

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工

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78 号）；

《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技术规程》（2024 年）；

《贵州省森林条例》（2018 年修订）；

《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贵州省 2024 年森林样地调查操作细则（试

行）》。

六、技术要求

1、 基础数据要求

（1）平面坐标系统采用 CGCS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2）高程系统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3）地图投影方式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其中，1:2000、1∶5000、1∶10000

标准分幅图或数据，按 3˚ 分带。

（4）遥感影像原则上采用本年度调查监测前最新遥感数据，突出植被信息；

空间分辨率优于 2m；图像中云、雾覆盖面积少于 5%，且不能覆盖在重点区域（森

林覆盖率高的地区、工矿占地等）。

2、精度要求

（1）样木测量精度

1）检尺株数：连清样地和样方胸径≥8cm 的应检尺株数不允许有误差；胸

径<8cm 的应检尺株数，允许误差为 5%，且最多不超过 3株。角规控制检尺样地，



计数木 10 株以下不允许有误差，10~20 株允许误差 1 株，20 株以上允许误差 2

株。

2）胸径测量：胸径<20cm 的树木，测量误差小于 0.3cm；胸径≥20cm 的树

木，测量误差<1.5%。

3）树高测量：当树高<10m 时，测量误差<3%；当树高≥10m 时，测量误差<5%。

（2）抽样精度：森林蓄积量≥600 万 m3 的抽样总体，抽样精度 85%以上（按

可靠性 95%）；森林蓄积量＜600 万 m3 的抽样总体，抽样精度 80%以上（按可靠

性 95%）。

（3）样地定位精度：采用 RTK（载波相位差分技术）精确定位，定位精度

1m 以内。

3、计量单位

（1）面积计量单位采用平方米（m2），精确到 1m2；面积统计单位为公顷（hm2），

精确到 0.01 公顷（hm2）。

（2）林木胸径计量单位采用厘米（cm），精确到 0.1cm；树高计量单位采用

米（m），精确到 0.1m。

（3）蓄积量计量单位采用立方米（m3），精确到 0.1m3；每公顷蓄积量计量

单位采用立方米/公顷（m3/hm2），精确到 0.01m3/hm2。

（4）方位角计量单位采用度（°），精确到 0.5°；水平距离计量单位采用

米（m），精确到 0.01m。

七、技术路线

以贵州省林草湿荒普查确定的林地和森林范围，以县为抽样总体，在乔木林

内系统布设蓄积量监测样地，开展样地调查，计算县级总体特征值，以国家连清

样地产出的省级蓄积量为总控，计算获得各县控制蓄积。运用点面耦合方法，对

外业调查更新的图斑蓄积进行调整修正，从而实现点面结合、上下衔接、数图一

致的年度调查监测数据库，统计分析全省各县森林资源的种类、数量、质量、结

构、分布，以及年度消长动态变化，产出森林资源年度调查监测成果。



八、数据库与软件建设（只针对品目三)

开发调查信息采集与数据处理软件，研发森林资源从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到

应用的系统功能。开发 APP 外业调查端和 Web 数据管理端，实现任务分发及管理、

小班与样地外业调查、蓄积量计算、数据管理、数据接收、数据质检等功能，建

立数据字典、样地调查数据库、外业调查标准数据库、林地资源管理信息数据库

等支撑数据库。

九、进度安排

品目一、品目二：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月内完成所中标包区域内的所有服

务内容，并按要求提交样地调查数据库；品目三：合同签订之日起 7 个月内完

成所中标包区域内的所有服务内容，并提交取得相关专家评审通过后的成果文

件。

十、质量管理

按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质量管理导则》《贵州省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质量管

理操作指南》《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技术规程》等要求，组织建立调查

单位全面自查、省级核查的两级质量检查机制，落实事前指导、事中检查、事后

验收制度，扎实开展好准备工作检查、过程指导检查、质量评定、成果审核和验

收。前一阶段调查结果检查合格后方可开展下一阶段工作，实现样地调查、内业

统计分析的全过程质量管控，确保调查成果质量。对人为故意导致成果虚假的，

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责。

1、调查单位自查：调查单位自查的工作量不低于工作总量的 10%，覆盖全

部工组，。如检查不合格，应扩大检查面。

2、省级检查验收：省级检查验收的工作量不低于调查单位工作总量的 5%，

覆盖全部工组，并部分与调查单位自查相重合。如检查不合格，应扩大检查面。

3、检查内容

1）外业检查验收



样地外业调查质量检查内容包括样地和样木因子填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等。

2）内业检查验收

内业检查验收采用全面检查的方式进行，样地检查内容主要是对样地调查

卡片（含样地因子调查记录表、角规控制检尺记录表）进行检查。

4、质量评定

1）外业检查验收

外业检查验收质量评定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标准如

下：

优秀：合格样地数在 95.0%以上；

良好：合格样地数在 90.0%以上；

合格：合格样地数在 85.0%以上；

不合格：合格样地数在 85.0%以下。

评定等级为良好及以上的，按检查结果完善；评定等级为合格的，找出问

题存在原因，开展补充调查；评定等级为不合格的，责成调查单位返工。

2）内业检查验收

内业检查验收质量评定为合格、不合格两类。对检查结果不合格的，须补

齐或修改后再进行检查；再次检查仍不合格的，要全面返工后，再重新随机抽样

检查。直至检查合格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

十一、主要成果

品目一、品目二、品目三：

1）样地调查成果

（1）数据库

各县样地调查数据库。

（2）其他成果资料

样地调查照片，样地调查航迹等。



品目三：

2）省级成果

（1）软件数据库

调查信息采集与数据处理软件、全省样地调查汇总数据库、点面耦合成果

库等。

（2）统计表

全省样地调查基本信息统计表、全省森林蓄积量统计表。

（3）图件

主要包括样地分布图、其他专题图等。

（4）报告

贵州省森林蓄积量调查成果报告等。

（5）其他成果资料

样地调查照片汇总，样地调查航迹汇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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