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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我国森林资源监测的实际，从服务全国森林生物量监测这一目的出发，采用近代生物数学模
型和统计分析方法，从划分建模总体、确定样本结构、采集建模样本、明确建模方法、提出评价指标
等各个主要环节，到建立与材积相容的地上生物量方程、相容性地上生物量方程系统和地下生物量方
程(根茎比方程)，以及建立不同尺度(国家和地方)相容的生物量方程、不同对象(林木和幼树)兼顾的生
物量方程和通用性一元立木生物量方程的建模方法等，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获得了一系列
研究成果，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建模方法必将为即将开展的全国立木生物量建模工作
提供技术支撑。

本书可供从事森林资源监测和林业科研教学的广大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教职员工阅读使用，也可作
为林业院校相关专业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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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但是，如何建立用于国家级森林生物量监测的立木生物量模型，目前尚没有完整而统
一的方法论。
针对国外立木生物量模型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今后应该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关于
建模总体划分和样本量确定。
从已有研究成果看，一般都是按树种或树种组划分建模总体，但从国家级森林生物量监测的角度出发
，全国划分多少个建模总体合适，这需要综合考虑生态地理区域和行政区域，并结合森林资源按树种
的构成情况研究确定。
每一个建模总体的样本单元数应该为多少，目前也尚无统一定论，需要充分利用各类立木生物量实测
资料，对其变动系数进行分析，并根据森林生物量监测的精度要求，研究确定合适的样本量，再根据
每一个树种现有资源的分布特点，将样本单元落实到各省及各个径阶和树高级。
（2）关于通用性立木生物量模型的结构形式。
常用的立木生物量模型就是相对生长方程，根据已有研究，模型的解释变量有胸径、树高、材积、冠
长、冠幅、年龄等因子；既有只用胸径的一元模型，也有同时考虑胸径、树高的二元模型，还有考虑
更多因子的多元模型；模型参数既有经验参数，也有理论参数。
需要针对国家级森林生物量监测的特点，研究建立适合大尺度森林生物量估计的通用性模型，包括林
木总生物量模型，以及总生物量与各分项生物量相容的或具有可加性的生物量模型系统。
（3）关于联合建立国家和地方立木生物量模型。
应用范围广的国家级或区域性模型尽管通用性好，但用于局部地区时其预估精度一般会有所降低。
需要研究利用哑变量模型和混合模型建立既满足全国和区域性森林生物量监测要求，又满足地方生物
量监测要求的立木生物量模型的方法，并确保国家级和省级估计值之间协调一致。
还可探索用随机变量表示不同树种之间的差异，建立不分树种的通用性立木生物量混合模型，或只按
少数树种组建立通用性模型。
（4）关于立木生物量模型的检验评价和精度分析。
国内外已经发表的生物量模型数以千计，但提供精度分析结果的模型很少；尤其是生态学研究方面建
立的生物量模型，多数只是基于小样本建立的，其预估结果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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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立木生物量建模方法》是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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