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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一张图”与林业“二类调查”成果对比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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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进一步做好林地变更调查，通过对比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成果与林地“一张图”数据，对两套成果数据
的林地、森林、林分起源、生态公益林面积进行分析，初步总结归纳差异产生的原因，为今后的林地变更调查工作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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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地“一张图”是国家林业局贯彻落实《全国林
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开展国家、
省、县三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工作形成的林地

调查数据和林地数据库［１］，它是森林资源档案内容

之一，经依法确认，是实施林地用途管制的依据和基

础。为保持林地“一张图”数据的时效性，根据原国

家林业局的统筹安排，各地陆续开展了林地变更调

查工作，它是实现林地管理“一张图、一套数、一盘

棋”的主要内容。［２～３］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下文简称“二类调

查”）是以满足森林经营方案、总体设计、林业区划

与规划设计需要而进行的森林资源调查［４］。其主

要任务是查清森林、林地和林木资源的种类、数量、

质量与分布，客观反映调查区域自然、社会经济条

件，综合分析与评价森林资源与经营管理现状，提出

对森林资源培育、保护与利用的意见［５～６］。

二类调查与林地“一张图”均为可落实到山头

地块的林地数据，但由于两者的出发点不同，即调查

目的、意义、用途和调查时间均不同，两者存在一定

差距，本文为准确掌握云南省某地市两者主要数据

的差异，初步分析差异产生原因，为进一步做好林地

变更调查工作提供参考。

１　技术路线

本研究共分准备阶段、对比分析和成果编写３
个阶段，见图１技术路线图。



图１　技术路线图

２　数据收集处理

２．１　收集基础数据
（１）研究区２０１５年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成

果；（２）研究区２０１３年的林地“一张图”数据；（３）研
究区公益林数据（包括国家级公益林、省级公益林

和市、县级公益林数据）；（４）其他与研究相关的文
件和资料等。

２．２　前期处理
（１）统一地类分类体系：将二类调查和林地“一

张图”数据中林地地类分类统一到二级地类，即林

地划分为有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地、苗圃

地、无立木林地、宜林地和林业辅助生产用地，非林

地统一为非林地。

（２）行政界线处理：由于林地“一张图”小班矢
量中仅为林地或历史中为林地的图斑，为便于两套

基础数据叠加分析，按林地“一张图”数据库中研究

区的行政区划界线，将研究区林地“一张图”小班数

据补齐。

（３）统一起源分类体系：将林地“一张图”中起
源为“纯天然”和“天然萌生”（代码为“１３”）合并为
“天然”；将起源为“植苗”、“直播”和“人工萌生”

（代码为“２４”）合并为“人工”；将“人工促进”和“飞
播”合并为“人工促进”。

（４）统一坐标系：将所有数据的坐标系统均统
一到１９８０年西安坐标系。

（５）空间分析：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融合工具对两套成
果数据按地类、起源、森林类别、事权等级进行融合，

在此基础上利用联合工具对融合分析结果进行叠

加。

３　对比成果

在对两套成果数据叠加分析结果上，对比分析

数据差异情况，主要从覆盖范围、林地面积、森林面

积、林分起源和生态公益林面积上开展对比。

３．１　覆盖范围

二类调查数据总面积为 ２１０３６９４７ｈｍ２，林地
“一张图”数据总面积为２１０３６４６６ｈｍ２，两套成果
数据均覆盖的面积为 ２１０２４３８２ｈｍ２，占二类调查
总面积的９９９４％；二类调查覆盖而林地“一张图”
不覆盖的面积为１２５６５ｈｍ２，占二类调查总面积的
００６％；林地“一张图”覆盖而二类调查不覆盖的面
积为 １２０８４ｈｍ２，占林地“一张图”数据总面积的
００６％（见表１）。

表１ 覆盖范围对比分析表 单位：ｈｍ２

研究区
林地“一张图”

总计 覆盖 未覆盖

二调 总计 ２１０３６４６．６ １２５６．５
覆盖 ２１０３６９４．７ ２１０２４３８．２ １２５６．５
未覆盖 １２０８．４ １２０８．４

３．２　林地
经对 比 分 析，二 类 调 查 中 林 地 面 积 为

１３３７４５２７ｈｍ２，其中分布在林地“一张图”林地中
的面积有 １１３１２１３５ｈｍ２，占二类调查林地面积的
８４．５８％；分布在林地“一张图”非林地的面积有
２０６２３９２ｈｍ２，占二类调查林地面积的 １５４２％。
二类调查中的非林地面积为 ７６４９８５５ｈｍ２，其中分
布在林地“一张图”林地中的面积有 ６９４５６６ｈｍ２，
占二类调查非林地面积的９０８％；分布在林地“一
张图”非林地的面积有 ６９５５２８９ｈｍ２，占二类调查
非林地面积的９０９２％（见表２）。
３．３　森林

经对比分析，二类调查中森林面积比林地“一

张图”中森林面积多出 １２８４９３０ｈｍ２，其中有林地
面积多出 １２５１９６２ｈｍ２，占 ９７４３％，国家特别规
定灌木林地面积多出 ３２９６８ｈｍ２，占２５７％（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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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０
２
４３
８．
２

１
２０
０
６７
０．
１

８５
８
７９
５．
２

９
４０
９．
５

１８
８
６２
５．
８

３４
７６
６．
８

１
０５
４．
６

１９
６３
４．
２

８７
８８
６．
８

４９
７．
２

９０
１
７６
８．
１

１
３３
７
４５
２．
７

１
１３
１
２１
３．
５

８２
０
４８
０．
４

８
８０
３．
５

１７
９
６６
０．
２

２９
８８
４．
８

６２
１．
３

１５
２７
２．
７

７６
０３
０．
８

４５
９．
８

２０
６
２３
９．
２

９８
３
９９
１．
４

８７
７
３１
５．
８

７６
５
０５
１．
７

６
４０
８．
４

６５
６３
７．
９

１７
７７
５．
１

３９
７．
５

４
８７
８．
４

１６
８６
９．
４

２９
７．
４

１０
６
６７
５．
６

２
１３
３．
６

１
８０
１．
１

５２
４．
８

４２
４．
２

２７
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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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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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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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２
４．
９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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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１７
７
４５
６．
５

１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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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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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
１５
１．
５

１０
１
７２
９．
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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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６

１．
９

３
５５
５．
６

１７
７２
３．
４

５３
．２

１９
４２
４．
５

９７
７２
５．
２

３０
５２
８．
０

１２
１３
０．
２

２３
６．
５

３
０５
４．
７

３
７６
１．
２

１３
．２

２
２５
３．
４

９
０６
０．
３

１８
．５

６７
１９
７．
２

５８
８．
５

３７
６．
４

１１
１．
３

０．
１

３６
．２

１１
．８

２０
０．
５

１４
．９

１．
６

０．
０

２１
２．
１

３３
９６
０．
１

２６
７３
３．
７

７
８２
９．
０

１９
７．
３

５
９５
２．
７

１
９２
０．
７

５．
９

２
６９
６．
０

８
１０
５．
１

２７
．０

７
２２
６．
４

４１
４６
１．
０

３６
３２
６．
５

４
７５
９．
５

３８
５．
５

２
９６
２．
９

２
４８
６．
７

２．
０

１
７８
７．
８

２３
９３
５．
４

６．
７

５
１３
４．
５

１３
６．
４

１０
０．
０

２５
．０

０．
０

６．
４

０．
６

０．
３

０．
０

１０
．７

５７
．０

３６
．４

７６
４
９８
５．
５

６９
４５
６．
６

３８
３１
４．
８

６０
６．
０

８
９６
５．
６

４
８８
２．
０

４３
３．
３

４
３６
１．
５

１１
８５
６．
０

３７
．４

６９
５
５２
８．
９ 　　表３ 森林面积对比分析表

研究区
森林

二调 林地“一张图”
（二调）－（林地
“一张图”）

面积

（ｈｍ２）
比例
（％）

面积

（ｈｍ２）
比例
（％）

面积

（ｈｍ２）
比例
（％）

总计 １０２５１７４．１１００．００８９６６８１．１１００．００１２８４９３．０１００．００
有林地 ９８３９９１．４９５．９８８５８７９５．２ ９５．７７１２５１９６．２ ９７．４３

国家特别规
定灌木林地

４１１８２．７ ４．０２ ３７８８５．９ ４．２３ ３２９６．８ ２．５７

二类调查中的森林在林地“一张图”中主要分

布在有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地和宜林地中，其中

二类调查的有林地主要分布在林地“一张图”中的

有林地、灌木林地、未成林地和宜林地中；国家特别

规定灌木林地分布在林地“一张图”中的灌木林地、

宜林地和有林地中（见表４）。
３．４　起源

本研究林分起源仅指地类为“有林地”、“疏林

地”、“灌木林地”和“未成林地”的林地，二类调查

中面积为１２６１３０６７ｈｍ２；林地“一张图”中面积为
１０９１５９７２ｈｍ２。二类调查比林地“一张图”中填
写林分起源的林地面积多 １６９７０９５ｈｍ２，其中天然
林面积多 ３０７３５０ｈｍ２，人工林多 １５６５３９５ｈｍ２，
人工促进林少 １７５６５０ｈｍ２（见表５）。

二类调查 中 起 源 为 天 然 的 林 地 面 积 为

８３８７３９２ｈｍ２。其中，在林地“一张图”中起源同为
天然的林地面积为 ６９５７０２５ｈｍ２，占二类调查天然
林面积的８２．９５％；在林地“一张图”中起源为人工
的林地面积为 ５０５１５５ｈｍ２，占二类调查天然林面
积的６０２％；在林地“一张图”中起源为人工促进的
林地面积为８１０３１ｈｍ２，占二类调查天然林面积的
０９７％；在林地“一张图”中为其他及非林地（即除
“有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和未成林地以外的其他

土地”）的面积为 ８４４１８１ｈｍ２，占二类调查天然林
面积的１００６％。

二类调查 中 起 源 为 人 工 的 林 地 面 积 为

４１２６４５９ｈｍ２。其中，在林地“一张图”中起源为天
然的林地面积为 ６８１００７ｈｍ２，占二类调查人工林
面积的１６５０％；在林地“一张图”中起源同为人工
的林地面积为 １７０４４５９ｈｍ２，占二类调查人工林面
积的４１３１％；在林地“一张图”中起源为人工促进
的林地面积为９９８８８ｈｍ２，占二类调查人工林面积
的２４２％；在林地“一张图”中为其他及非林地的面
积为 １６４１１０５ｈｍ２，占二类调查人工促进林面积的
３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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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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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森
林
分
布
统
计
表

单
位
：
ｈｍ

２

研
究
区

森
林

林
地
“
一
张
图
”
地
类

总
计

林
地

计
有
林
地

疏
林
地

灌
木
林
地

未
成
林
地

苗
圃
地

无
立
木
林
地

宜
林
地

林
业
辅
助

生
产
用
地

非
林
地

二 调 地 类

总
计

有 林 地

计

纯
林

混
交
林

乔
木
经
济
林

竹
林

国
家
特

别
规
定

灌
木

林
地

计

灌
木
经
济
林

其
他
特
别

灌
木
林

１
０２
５
１７
４．
１

９１
４
４２
９．
５

７６
７
５４
２．
４

６
６７
０．
５

９４
２９
６．
６

１８
５５
９．
５

３９
７．
６

５
５４
０．
８

２１
１２
４．
７

２９
７．
４

１１
０
７４
４．
６

９８
３
９９
１．
４

８７
７
３１
５．
８

７６
５
０５
１．
８

６
４０
８．
３

６５
６３
７．
９

１７
７７
５．
２

３９
７．
４

４
８７
８．
５

１６
８６
９．
３

２９
７．
４

１０
６
６７
５．
６

６６
４
８１
１．
６

６０
３
０４
３．
１

５１
８
８０
９．
５

５
１９
２．
０

４７
０４
７．
３

１４
０６
４．
７

３２
３．
０

３
７４
０．
９

１３
６４
１．
６

２２
４．
１

６１
７６
８．
５

２４
７
９４
１．
４

２３
３
２９
７．
３

２０
９
０７
４．
５

１
０３
２．
８

１７
０２
５．
９

３
１０
４．
８

４４
．８

６１
９．
６

２
３２
３．
３

７１
．６

１４
６４
４．
１

６８
４３
７．
１

３８
８８
３．
２

３５
２４
０．
０

１８
１．
３

１
４７
７．
９

５７
０．
４

２８
．４

５１
３．
１

８７
０．
４

１．
７

２９
５５
３．
９

２
８０
１．
３

２
０９
２．
２

１
９２
７．
８

２．
２

８６
．８

３５
．３

１．
２

４．
９

３４
．０

７０
９．
１

４１
１８
２．
７

３７
１１
３．
７

２
４９
０．
６

２６
２．
２

２８
６５
８．
７

７８
４．
３

０．
２

６６
２．
３

４
２５
５．
４

４
０６
９．
０

３
８４
７．
５

１
７０
５．
３

４３
１．
８

０．
５

１
１０
０．
９

１７
．４

０．
２

９９
．１

５５
．４

２１
４２
．２

３７
３３
５．
２

３５
４０
８．
４

２
０５
８．
８

２６
１．
７

２７
５５
７．
８

７６
６．
９

５６
３．
２

４
２０
０．
０

１
９２
６．
８ 　　表５ 林分起源对比分析表

起源

二类调查 林地“一张图”
（二调）－（林地
“一张图”）

面积

（ｈｍ２）
比例
（％）

面积

（ｈｍ２）
比例
（％）

面积

（ｈｍ２）
总计 １２６１３０６．７１００．００１０９１５９７．２１００．００ １６９７０９．５
天然 ８３８７３９．２６６．５１ ８０８００４．２ ７４．０２ ３０７３５．０
人工 ４１２６４５．９３２．７２ ２５６１０６．４ ２３．４６ １５６５３９．５

人工促进 ９９２１．６ ０．７９ ２７４８６．６ ２．５２ －１７５６５．０

二类调查中起源为人工促进的林地面积为

９９２１６ｈｍ２。其中，在林地“一张图”中起源为天然
的林地面积为１２４７０ｈｍ２，占二类调查人工促进林
面积的１２５７％；在林地“一张图”中起源为人工的
林地面积为６１６０ｈｍ２，占二类调查人工促进林面
积的６２１％；在林地“一张图”中起源同为人工促进
的林地面积为７４２３８ｈｍ２，占二类调查人工促进林
面积的７４８２％；在林地“一张图”中为其他及非林
地的面积为６３４８ｈｍ２，占二类调查人工促进林面
积的６４０％（见表６）。

表６ 二调林分起源分布统计表

二类调查 林地“一张图”
面积

（ｈｍ２）
面积占上一级
百分比（％）

研究区 总计 ２１０２４３８．２ １００．００

二类调查中起源
为天然的林地

计 ８３８７３９．２ ３９．８９
天然 ６９５７０２．５ ８２．９５
人工 ５０５１５．５ ６．０２

人工促进 ８１０３．１ ０．９７
其他及非林地 ８４４１８．１ １０．０６

二类调查中起源
为人工的林地

计 ４１２６４５．９ １９．６３
天然 ６８１００．７ １６．５０
人工 １７０４４５．９ ４１．３１

人工促进 ９９８８．８ ２．４２
其他及非林地 １６４１１０．５ ３９．７７

二类调查中起源为
人工促进的林地

计 ９９２１．６ ０．４７
天然 １２４７．０ １２．５７
人工 ６１６．０ ６．２１

人工促进 ７４２３．８ ７４．８２
其他及非林地 ６３４．８ ６．４０

其他及非林地

计 ８４１１３１．５ ４０．０１
天然 ４２９５４．０ ５．１１
人工 ３４５２９．０ ４．１１

人工促进 １９７０．９ ０．２３
其他及非林地 ７６１６７７．６ ９０．５５

注：表中其他及非林地指除“有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和“未成

林造林地”以外的其他土地。

３．５　生态公益林
经对比分析，二类调查比林地“一张图”的生态

公益林面积大 ２７７９５９ｈｍ２，其中国家级公益林为
１３７６６５ｈｍ２， 占 ６６２４％， 地 方 公 益 林

７０１４７ｈｍ２，占３３７６％（见表７）。
两套成果中国家级公益林相对较为稳定，均为

３０１３期 蒋之富，等：林地“一张图”与林业“二类调查”成果对比分析研究 　　



国家级公益林的面积占二类调查中国家级公益林总

面积的９０８７％，占林地“一张图”中国家级公益林
面积的９４６３％；两套成果均为地方公益林的面积

占二类调查中地方公益林总面积的８６２６％，占林
地“一张图”中国家级公益林面积的８７６４％（见表
８）。

表７ 生态公益林对比分析表

生态公益林
二调 林地“一张图” （二调）－（林地“一张图”）

面积（ｈｍ２） 比例（％） 面积（ｈｍ２） 比例（％） 面积（ｈｍ２） 比例（％）
总计 ７９３７９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７７３０１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７８１．２ １００．００

国家级公益林 ３４６３６２．６ ４３．６３ ３３２５９６．１ ４３．０３ １３７６６．５ ６６．２４
地方公益林 ４４７４２９．０ ５６．３７ ４４０４１４．３ ５６．９７ ７０１４．７ ３３．７６

表８ 二类调查生态公益林分布统计表 单位：ｈｍ２

研究区生态公益林
林地“一张图”

总计 国家级公益林 地方公益林 其他林地 非林地

二
调

总计 ２１０２４３８．２ ３３２５９６．１ ４４０４１４．３ ４２７６５９．７ ９０１７６８．１
国家级公益林 ３４６３６２．６ ３１４７４２．５ ４９５１．９ ９００６．５ １７６６１．７
地方公益林 ４４７４２９．０ ２７７５．４ ３８５９７３．５ ２１０２２．３ ３７６５７．８
其他林地 ５４２９３６．１ ６７１８．４ ２９７９１．２ ３５５７５５．３ １５０６７１．２
非林地 ７６５７１０．５ ８３５９．８ １９６９７．７ ４１８７５．６ ６９５７７７．４

４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比发现，该地两套成果中林地、森林、生

态公益林和林分起源均有明显的不同，初步分析差

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１）时间节点不同。由于日常森林经营活动频
繁，造林、工程建设用地等均对林地面积产生较大影

响。２０１３年前后当地的多项造林增绿项目，直接影
响了两套成果中的林地面积，同时引起森林、林分起

源等的变化。

（２）调查方法不同。二类调查在利用遥感影像
和现有资源档案的基础上，深入到山头地块开展调

查，实地记录林地相关因子。林地“一张图”是在上

期二类调查成果基础上，结合多期遥感影像判读，通

过补充调查和部分实地验证而逐步形成的成果，主

要调查方法不同造成调查成果的差异。

（３）与生态公益林界定成果的衔接程度有区
别。通过对二类调查、林地“一张图”中生态公益林

与公益林区划落界界定成果的对比，两套成果中生

态公益林地均与界定成果有出入。因此两套成果衔

接公益林成果的程度不同也引起两套数据中生态公

益林面积不同。

（４）技术规定中最小上图面积差异。根据《云
南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操作细则》（２０１３修订）
和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关于进一步明确云南省

第四次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有关技术问题处理要

求的函》（云林调函〔２０１５〕１８号）中的规定，研究区

在第四轮二类调查中最小上图面积：人工林、竹林、

经济林最小面积为 ０２５ｈｍ２，其他地类为 １ｈｍ２。
而根据《云南省林地年度变更调查操作细则》（２０１４
年）中规定，最小变更图斑面积：对于林地转入转出

的地块，最小变更图斑面积为００６７ｈｍ２）；对于林
地内发生变化的地块，最小变更图斑面积为 ０２５
ｈｍ２。由于技术规定中最小上图面积不同，导致部
分小班在林地“一张图”中达到区划要求，而在二类

调查中未区划，由此产生差异。

通过对比分析研究区的森林二类调查数据和林

地“一张图”数据，建议在今后的林地变更调查中，

一方面充分利用时效性更好的现地调查数据，另一

方面将所有的森林经营活动均在林地“一张图”统

一框架下开展，同时将经营活动结果更新至林地

“一张图”，保持森林资源档案数据的连续性，使更

新调查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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