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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业碳汇已成为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途径，森林碳汇计量是国家制定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履行国际公
约、定期编制和报告温室气体清单的基础内容，开展碳汇计量研究十分迫切。本文从森林碳汇计量角度，对我国森
林资源调查与碳汇计量的耦合性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将森林资源调查数据应用于森林碳汇计量上的可行性，指出
森林资源调查应用于碳汇计量具有时效性好、数据可比性强等优势，同时，在森林资源调查中补充土壤有机碳、森
林经营、乔灌草种类与层级、枯立木和倒木等方面基础信息，将能够满足森林碳汇计量和监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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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upling of Forest Resource Investigation and the Estimation
Method of 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ZHANG Wen LAI Chang-hong ZHANG Cheng WANG Li-li LIU Buo
( Forest Resources and Desertification Monitoring Center of Sichuan，Chengdu 610081)

Abstract: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method in reducing greenhouse gases
emission，and the estimation method of 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is the basic content for our country in
formulating strategy on how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s，per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regularly
working out and reporting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Therefore，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researches on the
estimation method of 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stimation method of forest car-
bon sequestr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upling of forest resource investigation and the estimation
method of 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our country，and indicate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apply forest re-
source investigation data into the estimation method of 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forest resource investigation data into the estimation method of forest carbon se-
questration has such advantages as timely convenience and data reliability． Meanwhile，such preliminary
information supplemented in forest resource investigation as soil organic carbon，forest management，varie-
ties and hierarchy of trees，bushes and grass seeds，dead standing trees and fallen trees will meet the de-
mands of estimating and monitoring of 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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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 LULUCF 相关的国际公约及我国的行

动纲领

1． 1 国际公约及其主要规定

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先后通过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京都议

定书》、“波恩政治协议”和“马拉喀什协定”、《巴厘

岛行动计划》等政治协议，各国就缓解气候变化问

题中与林业有关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根据 UN-
FCCC 的规定，所有缔约方均有义务采用缔约方会

议( COP) 同意的、可比的方法学，定期编制、更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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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和递交人为活动引起的、《蒙特利尔进程》未予管

制的所有温室气体源排放和汇清除清单，即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并尽可能降低不确定性。林业温室气

体排放清单是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3 年底，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组织

完成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好的做法

指南》( GPG LULUCF) 。GPG LULUCF 解决了《京都

议定书》中有关 LULUCF 活动的碳计量方法，将所

有土地及其转化统一定义为有林地、农地、草地、湿
地、居住用地和其它土地及其之间相互间的转化，针

对每一地类及其转化，分 5 大碳库计量碳贮量变化

和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 针对《京都议定书》关于造

林、再造林和毁林( ARD) 的条款，关于森林管理、植
被恢复、农地管理和牧地管理的条款、有关 LULUCF
项目的温室气体源汇计量提供了方法学指南; 计量

上提供了 由 简 单 到 复 杂 共 3 个 层 次 的 计 量 方 法

( Tier1 ～ Tier3) ，使各国根据其本国的活动水平和排

放或清除因子或参数的可获得性，选择适合的方法。
具有高质量详细数据的缔约方可选择较高层次的方

法，使不确定性得以降低。而数据缺乏甚至没有数

据的缔约方也可根据国际上统计或估计的活动水平

数据和默认的排放 /清除因子或参数，完成 LULUCF
计量。目前，大部分附件 I 国家对森林及其与森林

有关的土地利用变化使用了 Tier 2 和 Tier 3 方法以

及国家参数。3 个层次的计量方法分别简述如下:

Tier1，采用 IPCC-1996-LUCF 的基本方法，及其

提供的、或者 IPCC-GPG-LULUCF 更新的排放和清

除因子和参数的默认值，活动水平数据来自国际或

国家级的估计或统计数据;

Tier2，采用具有较高分辨率的本国活动数据和

排放 /清除因子或参数;

Tier3，采用专门的国家碳计量系统或模型工

具，活动数据基于高分辨率的数据，包括地理信息系

统和遥感技术的应用。
2006 年制定了《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

单指南》，反映了以前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

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 GPG2000 ) 和 GPG-LU-
LUCF 的主要成果并进行了适当修改，成为指导各

个国家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指导文件。《2006
IPCC 指南》中将 IPCC-GPG-2000 中 的 第 4 章 ( 农

业) 和 IPCC-GPG-LULUCF 进 行 整 合，但 仍 采 用

GPG-LULUCF 的分类结构［1，2］。
这些指南对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的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我国未来林业

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为准

确掌握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给我国参与

国际气候变化战略谈判提供技术支撑，提高我国未

来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质量，

降低不确定性，更好的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我

国迫切需要制定相关符合我国林业实际的林业碳计

量体系，提高林业清单的编制能力。
1． 2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纲领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2007 年

中国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同年 6
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下

称《国家方案》) 并开始实施，2008 年发布了《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这是我国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的战略性文件。在《国家方案》中，明确把

林业纳入我国减缓气候变化的 6 个重点领域和适应

气候变化的 4 个重点领域当中，在《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中，指出林业是我国适应和减

缓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内容。2009 年 8 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的决议》。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我国政

府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宣布我国确立到 2020
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 2020 年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 CO2 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 40% ～ 45%
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

规划，森林面积比 2005 年增加4 000万 hm2，森林蓄

积量比 2005 年增加 13 亿 m3。
提高森林覆盖率、恢复和保护森林资源是减少

碳排放、缓解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中

国政府极为重视林业碳汇，《国家方案》中把林业纳

入我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2009 年 6
月召开的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指出: 在应对气候变化

中林业具有特殊地位，并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必须

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为贯彻落实《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赋予林业的任务，2009 年 11
月 6 日国家林业局发布《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

划》( 下称《林业行动计划》) ，将《国家方案》在林业

领域进行具体化，确定了 5 项基本原则、3 个阶段性

目标，实施 22 项主要行动，作为指导各级林业部门

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纲领性文件［3］。
我国确定的减排目标，既是我国政府根据国情

采取的自主行动，也是我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

出的巨大努力，是我国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
《国家方案》明确了林业碳汇在实现我国减排目标

中的重要地位;《行动计划》则对今后的林业碳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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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目标、措施给予了明确的指导和确定。

2 开展森林碳汇计量的基础与必要性

2． 1 开展森林碳汇计量的基础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共分五大部门来分别编制，

包括能源、工业、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废弃

物。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也是最复杂和不确定性最大的部分。
自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我国开始研究森林生态

系统的生物量和生产力，在自寒温带至热带地区的

主要森林类型和一些典型区域进行了一些研究工

作，为全面推动我国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方面的

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我国域广阔，拥

有自寒温带至热带的气候地带变异性和特殊的地理

区，对各种类型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不够，加之经费

投入不足，研究基础差，所获得的研究数据和成果不

成系统。同时，大部分研究没有与国家温室气体清

单编制和其它履约需求紧密结合。在林业温室气体

清单计算中的大多数参数均采用国际上的缺省值，

与我国实际情况相比存在较大的误差; 采用的部分

国内参数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首次林

业温室气体清单的不确定性高达 ± 50%。
2． 2 开展森林碳汇计量的必要性

2． 2． 1 是增强国家气候谈判筹码的迫切需要
森林是陆地碳循环中重要的汇和库，林业碳汇

计量和监测的研究是开展森林生态系统碳汇功能研

究的基础，逐渐成为了国内外生态学领域中研究的

热点问题，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固

碳功能及其时空变化。根据 2007 年 IPCC 发布的第

四次评估报告，林业是未来 30 a ～ 50 a 内增加碳汇

的成本最低，最经济可行的措施。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极重要力量，我国只有积极

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和规则的制订，才能避免“碳减

排、碳关税”被动，才能为国家发展赢得更好的国际

环境。只有通过大尺度、比较精确的碳计量研究，才

能提供可靠的森林碳储量的存量、变量以及时空分

布数据，在碳汇领域才能提得出科学的证据，才能赢

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因此碳计量体系的研究作为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基础，显得更尤为迫切

和尤为重要。
2． 2． 2 是履行国际公约的基础工作

我国定期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报告温

室气体排放是必须履行的国际公约义务。由于我国

地域辽阔，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活动的类型复杂，规模较大，使得我国林业碳源、碳
汇的计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采用 IPCC 最新指南

编制我国林业温室气体清单面临许多挑战。首次国

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不确定性高 50%，不仅不符合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也严重不适应国际

形势发展。有必要在国家宏观层面研究成果的科学

总结基础上，采取宏观探讨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办

法，开展数据采集与数据处理示范研究，整合相关科

学和数据资源，借鉴国际先进做法，建立符合我国实

际的林业碳计量方法体系，提高林业碳计量系统科

技含量，降低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系统误差，研发

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林业碳计量体系，提供政策决

策和国际公约谈判科学依据，最终满足我国履行气

候公约及制定国内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需要。
2． 2． 3 是服务林业碳汇发展的科学基础

林业碳汇项目的发展存在较多困难。从技术层

面上讲，服务于碳汇发展的现代经营学、现代经理学

相关理论与实践有待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尤其是森

林营造、经营调控和森林抚育。从操作层面上看，碳

汇项目的组织与实践与传统林业项目差异悬殊。林

业碳汇项目不仅单纯的营造林工程项目，而且更多

的内涵在于森林碳汇的交易，是经济学的新兴领域。
林业碳汇项目的成功离不开林业工程造林，更离不

开国际碳汇市场的把握与掌控。碳汇造林技术和交

易规则在林业碳汇项目发展中十分关键，特别是有

关碳汇的计量标准、监测手段与核实办法，只有加大

科技攻关力度，在汇的计量、潜力与监测等方面提供

强有力的科学依据，才能让国际社会更多地、更信服

地采纳和借用中国方法和标准，不仅增加我国林业

应对气候变化的发言权，而且更好地服务林业碳汇

的发展。
2． 2． 4 是现代林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林业既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国民

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源。现代林业的发展要

求赋予了林业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要求，“在贯彻

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具

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基础地位，在应对

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把

发展林业作为重大举措，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把发展

林业作为首要任务，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

作为战略选择，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把发展林业作

为重要途径”。
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和最经济的吸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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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与工业减排相比，森林固碳具有投资少、代价低、
综合效益大的优点。发展现代林业，增强森林碳汇

功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具有

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林业碳汇计量体

系建设，可以综合掌握森林碳汇储量、变量时空分

布，从而能够从科学发展的高度优化森林碳汇时空

布局，能够从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调整发展方向和

重点，起到最大可能增加储量、最直接有效规避风险

的安全保障［4 ～ 6］。

3 森林资源调查体系与四川省森林资源连

续清查

3． 1 森林资源调查体系与特点

3． 1． 1 森林资源调查体系
森林资源调查是全面掌握森林资源现状及特点

的一项专业技术工作，也是林业行业管理、政策辅助

决策的基础性工作。根据不同的需要或不同尺度和

区域的特点，森林资源调查的目的、手段和方法都有

所区别。我国已经建立了适应我国森林资源特点和

管理制度的调查体系，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我国的森林资源调查体系可以概括为

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即

一类清查。连续清查以省为总体进行抽样调查，全

国以 5 a 为一个调查期间，每年完成 1 /5 的省份调

查工作，1979 年连续清查体系建立，到 2011 年，全

国正在开展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第 8 次复查。第二层

级是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即二类调查。规划设

计调查以森林经营单位或县级行政区为调查总体，

对总体内面积进行区划调查，对蓄积进行目测与抽

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全面调查，一般以 10 a ( 一个

森林经理期) 为调查周期。四川已先后完成了两期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第 3 期调查工作已陆续启

动。第三层级是森林资源专题调查，即三类调查或

专业调查。专题调查是以某一作业任务或专题为调

查目的，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调查方法，对关心的主题

进行深入调查，从而达到掌握现状与分布的目的。
三类调查在行业日常管理应用中最多，如各种作业

设计调查、森林土壤调查、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

等。第四层级是森林资源状况年度核查调查，是以

满足特定工程、特定项目为对象，对其实施情况和实

施成效进行现场检查和调查，达到评价工程或项目

实施情况的目的。

3． 1． 2 森林资源调查体系的特点
从调查体系层级可以看出，不同的调查等级适

应不同的管理需要。一类清查首先满足国家掌握森

林现状与动态的需要，只对全省做出总体估计，不对

信息进行地理位置上的落实; 二类调查要求落实森

林类型和分布，满足森林经营单位开展规划设计总

体需要; 三类调查是对二类调查信息的进一步丰富

和细化，满足特定专业和专题规划、实施的基本要

求; 检查验收是以评价工程实施为目的而展开的检

查性质的现状调查。一类清查成果能够提供国家和

省级应用; 二类调查成果仅服务于森林经营单位; 三

类调查服务于森林经营单位特定经营措施。在这些

调查中，从省级应用角度看，二类调查是基础，专题

调查和年度核查是年度更新和动态变化的依据。
3． 2 四川森林资源连续清查

四川省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体系始于 1979 年“四

五”清查。在当时情景下，根据对森林面积与蓄积、
人工林面积与蓄积的抽样精度要求，在四川范围内

( 包括重庆市) 布设了23 588个地面调查样地。
1979 年初建体系调查后，经研究发现样地数量

太多，工作量太大，抽样体系过于臃肿，加之四川地

形复 杂，个 别 区 域 交 通 通 达 条 件 特 别 困 难，故 在

1988 年第一次复查时，将全省分为金沙江雅砻江原

始林区、盆周西缘陡险山区和其余区域 3 个副总体

分别布设样地、分别调查方法进行复查。前两个副

总体限于交通等条件限制，采用资料推算方法进行

资源更新; 余下部分样地 2 /3 为固定，1 /3 为临时，

固定与临时都进行地面调查，为体系优化与完善做

基础。
1988 年体系经 1992 年、1997 年两次复查，在国

家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抽样体系表现出了不能

完全满足国家宏观决策和四川林业发展的客观需求

的缺陷，故 2002 年在第四次复查工作准备过程中，

对抽样体系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完善研究。将原 3 个

副总体合并为 1 个总体，统称四川省总体。以 4 × 8
和 8 × 8 km( 平均 6 × 8) 两种间距进行样地布点，共

计布设10 098个样地。
四川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从 1979 年建立到第 5

次复查( 2007 年) ，其布点体系一直处于优化与完善

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不断研究、不断优化与完善的

体系。在优化与完善过程中，布点体系、样地位置保

持了稳定，从而保证了连续清查体系的延续性。在

历次复查中，地类、林种、起源、优势树种、龄组以及

每木检尺、优势树种平均高等基础内容都得到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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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调查与延续。这些资料，为计算林分的乔木层

的碳汇变化提供了最关键的基础数据。

4 林业碳汇计量基本要求与资源调查体系

间的耦合性分析

4． 1 林业碳汇计量的原则要求

根据 IPCC-2006-GPG LULUCF，首先，碳汇计量

要求区分 6 大类土地利用类型( 林地、农地、草地、
湿地、聚居地、其他土地) ，并量化它们之间的相互

转换，即计量时点的现状( Current Status) 与转移矩

阵( Transfer Matrix) 。其次，碳汇计量应尽量体现不

同汇源的差异性，即生态区域( Ecological zones) 、经
营管理( Management) 、森林类型( Forestry Type) 以

及起源( Origin) 、年龄( Age or Age Groups) 等都差异

因素都属体系考虑范畴。第三，较高方法学( Tier3)

不仅要求数量( Quantity) 的准确性，还应应用遥感

( RS) 和地理信息系统 ( GIS ) ，必须满足空间分布

( Spatial Distribution) 基本要求; 第四，碳汇计量不仅

是总量的估算，还要求分别 5 大碳库( 地上部分、地
下部分、死木、枯落物、土壤有机碳) 进行核算。第

五，汇与源( Sink and Source ) 分别计量，估算净增

量。对各种森林经营活动的排放要进行源的计量。
最后，需对计量的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进行系统

分析和报告。根据 2006 年 IPCC 指南-LULUCF，温

室气体清单中与 LULUCF 相关的章节中，应估算出

林地和转化为林地的土地上的 5 种碳库变化所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应论述 5 种碳库和相同土

地区域内不同碳库池( carbon sink) 之间的碳转移，

包括人类活动引起的管理森林的碳库变化，例如人

工林的营造或采伐、商业性采伐、火烧木采集、其他

管理做法等，此外还包括火烧、风灾、病虫害或其他

扰乱引起的 CO2 排放或非 CO2 排放。
4． 2 森林资源调查体系与碳汇计量的耦合性分析

4． 2． 1 适应性分析
( 1) 数据时效性强，成果可对比性好。从调查

体系上分析，无论是一类清查，还是二类调查，都有

相应的调查时效的规定，因此，多期森林资源调查成

果基本能够满足碳汇计量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相互

转换的需要。而且同等调查在多次重复时，其技术

体系与方法要求差异都不大，其成果能够较好地满

足碳汇计量基础数据的同口径性、可对比性。
( 2) 能够较好地满足乔木碳汇计量。传统森林

资源调查最大的优点是对地类、树种及组成、郁闭

度、树高、胸径、年龄以及单位面积蓄积与株数等内

容进行了系统调查，且有严格的精度要求。有了这

些内容，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满足森林乔木层生物

量的估算，从而达到乔木碳汇量的计量。再结合一

些经验模型，也可以进一步按 IPCC 要求的差异性

计量乔木的枝、干、叶等器官生物量和碳汇量。
( 3) 可以提供灌草碳汇计量资料参考。灌木、

草本的简要信息在森林资源调查中有所反映，如种

类、盖度和高度，如果仅是粗略地估算灌草碳汇量，

可以结合乔木相关信息，采用经验模型进行推算。
4． 2． 2 久缺性分析

从“采用较高方法学( Tier3) 、降低不确定性”原

则分析，森林资源调查成果在满足碳汇计量应用中

仍存在下列欠缺。
( 1) 森林土壤信息欠缺。土壤碳在全球碳平衡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森林土壤有机碳储量变化

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作用。土壤有机碳( 1 500
Pg ～ 2 000Pg，1 Pg = 1 × 1015 g) 是全球陆地生物量碳

( 620 Pg) 的 2. 4 倍( 2. 5 倍，是大气碳库的 3 倍) 。
森林土壤碳占全球土壤碳的 73%，是森林生物量的

2 倍 ～ 3 倍。土壤碳库 0. 1% 的变化将导致大气圈

CO2 的浓度发生百万分之一的变化。全球土壤有机

碳 10%的变化。目前森林资源调查中，虽然对土壤

种类、土层厚度、石砾含量等基本信息进行了调查和

记载，但应用于碳计量，明显存在两方面的缺陷: 一

是信息准确性差、可靠性低，不符合碳计量精度要

求; 二是土壤信息不全，如土壤细根量、土壤分层碳

含量等有关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关键因子没有具体调

查，不能完全满足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的基本需要。
( 2) 森林经营信息欠缺。目前森林资源调查对

森林的发生、演变与发展趋势等基础信息基本上没

有调查与反映，尤其是森林经营相关信息。在碳计

量中，经营信息差将会直接导致两个内容无法估算

或者精度达不到要求的结果: 一是林地类型转移矩

阵无法建立，对两次调查期间小班森林经营状况没

有调查，就无法提供森林演变信息，就无法满足编制

IPCC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的要求，也就说明不了森林

经营增加碳汇的基本情况; 二是无法估算森林经营

碳源和碳排放的历史数据。
( 3) 层次划分信息欠缺。森林群落一般有成层

现象，由于所处环境条件的差异，森林群落在发生与

演变过程中其结构都有所差异，尤其是天然林。不

同结构的森林其碳储量的大小与能力差异十分明

显。目前森林资源调查对森林结构的层次划分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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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调查不足，主要体现在: 树种组成调查比较简单，

仅用“十分法”反映森林树种组成，不符合碳计量精

度提高的基本原则; 由于没有分层调查，缺失各层平

均高、枝下高、平均胸径等基础信息，即使应用蓄积

量转换生物量方法进行碳计量，其精度也大打折扣;

在估算碳储量时，灌木、草本盖度和平均高度十分关

键，在目前基于森林蓄积的传统方法下，对灌木、草
本调查过于简单，没有基本的精度要求和保证。

( 4) 物种记载不够详细和明确。所有物种在森

林资源调查资料中记载得比较粗放，乔木一般只记

载到属或科，能够鉴定到物种的情况比较少，灌木、
草本植物物种记载更简单，无法反映森林群落的结

构特点和立地特征。由于同科、同属的物种之间生

物学特性的差异，不明确记载物种的资料无法满足

碳汇计量的精确性和降低不确定性，也不能反应样

地的碳汇量，更不能代表其他同科或同属物种的样

地的碳汇量。
( 5) 枯、倒木信息欠缺。枯立木、倒木、林下枯

落物也是森林碳计量必需的内容。在目前森林资源

调查中，这部分信息基本上都缺失，无法估算死有机

质、枯立木、倒木、枯落物的碳库。

5 结论与讨论

陈健等用生命带法的基本原理，在全国山地森

林区划的 25 个林区的基础上，收集历次森林资源清

查、生物量调查、土壤调查、土地利用变化的气象数

据等资料，在每个林区确立 10 个监测区，按照 4 × 6
km 的样地行间距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在每个监

测区设置固定样地，用于林木生物量补充调查和粗

木质残体调查，同时在每个样地内随机布设 5 个样

方用于下木植被，森林枯落物、土壤的取样调查。文

章认为，通过建立与森林连续清查体系相配套的全

国森林碳汇监测体系，并构建网络信息化平台，可以

建立监测信息系统，实现数据网络化管理，同时结合

地理系信息化系统的应用，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制

定相关政策提供基础数据和决策支持［7］。
森林资源调查是各项林业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森林增加碳汇是世界的共识，森林资源调查服务于

森林碳汇计量是现代林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

家制定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迫切需要，因此，有

必要对现行森林资源调查方法、内容进行必要的改

革与展，赋予森林资源调查更多时代特点，拓展调查

成果应用领域，扩大成果应用空间。从碳计量要求

上看，完全可以在不增加太多工作量的前提下，坚持

“改进调查方法、充实调查内容”原则进行优化与完

善。种类信息简单、层次信息弱、经营信息差以及枯

倒木信息的缺失等问题可以对现有调查方法进行改

进。虽然森林土壤有机碳调查需要增加大量的野外

调查、室内分析工作，但森林土壤有机碳的发生与演

变时间长、变动相对小，因而完全可以采用专题调

查，通过模型方法得到解决，而不需要在每次调查中

展开。总体上讲，一方面是森林资源调查自身应该

适应林业的发展，同时从碳汇计量角度，也需要森林

资源调查进行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因此，在现代林业

发展背景下，对森林资源调查进行改革是必要的。
四川省 2012 年将要进行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第

6 次复查工作，有必要在四川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体

系中，围绕碳计量的需要，对森林土壤有机碳、灌草

生物量、乔灌根生物量以及枯落物等碳汇计量内容

进行研究并试点。通过试点提供森林资源调查改革

有益经验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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