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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兵、牛香、蒋有绪、郭泉水、刘世荣、杨锋伟、宋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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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指标体系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的指标,包括森林水文要素、森林土壤要素、森林气象要

素、森林小气候梯度要素、微气象法碳通量、大气沉降、森林调控环境空气质量功能、森林群落学特征、森
林动物资源、竹林生态系统和其他11类观测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研究。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土壤有机碳组分 soilorganiccarbonfraction
土壤不同类型有机碳的含量。

2.2 
树干茎流量 amountofstemflow
林冠截留的降雨经树叶转移到树枝,再从树枝转移到树干而流向林地地面的雨量。

2.3 
穿透水 throughfall
大气降水量与树冠截留量、树干茎流量之差。

2.4 
径流量 volumeofrunoff
液压缸与货厢直接连接,同步驱动货厢运行的简易升降机。

2.5 
森林蒸散量 forestevapotranspiration
森林植被蒸腾量和林冠下土壤蒸发量之和。植被蒸腾量分为单木树干液流量、单个林分蒸散量和

多个林分蒸散量。

2.6 
叶面积指数 leafareaindex
单位土地面积上植物叶片总面积与土地面积的比值。

2.7 
土壤呼吸 soilrespiration
土壤与外界大气之间进行气体交换,并将土壤中的二氧化碳排入大气的过程。

2.8 
水汽通量 H2Oflux
地面或水面的蒸发通量、植被冠层截留的降水蒸发通量和植物的蒸腾通量的总和。

2.9 
二氧化碳通量 CO2flux
单位时间通过单位面积的二氧化碳量。森林生态系统二氧化碳通量则是森林生态系统与大气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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