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65 020 0
B 60

LY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

LY／T 1958—2011

森林可持续状况评价导则

201 1—06一10发布

Guidelines for forest sustainability evaluation

2011—07—01实施

国家林业局 发布



目 次

前言⋯⋯⋯⋯⋯⋯⋯⋯ ⋯⋯⋯⋯⋯⋯⋯⋯⋯

1范围⋯⋯⋯⋯⋯ ⋯ ·⋯· ⋯⋯

2规范性引用文件⋯ ⋯⋯⋯⋯⋯⋯
·

3术语和定义⋯⋯ ⋯⋯⋯⋯⋯⋯⋯⋯

4评价指标及数据采集要求⋯⋯⋯⋯⋯⋯⋯⋯ ·

5评价指标基准值的分级量化和权重的确定⋯⋯⋯ ·

6评价指标计算 ⋯⋯⋯·⋯⋯⋯⋯⋯⋯ 一

7评价结果与分级⋯⋯⋯⋯⋯ ⋯⋯ ⋯⋯ 一

附录A(规范性附录) 森林可持续状况评价指标权重评判表

附录B(规范性附录)森林可持续状况评价报告提纲⋯⋯⋯

参考文献 ⋯⋯⋯⋯ ⋯⋯⋯

LY／T 1958—20

⋯ ⋯⋯⋯⋯ m

····· ⋯⋯ 1

··· 1

·····⋯ 1

······ ··l

’ ‘

0

···· ···-8

· ···· ·

9

··
··· ·10

⋯⋯· ⋯⋯1‘

17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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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崔国发、刘世荣、邢韶华、王清春、姬文元、郭宁、刘晓东、罗传文、李明阳、刘兴良、

王学顺。



范围

森林可持续状况评价导则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可持续状况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分级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森林经营单位的森林可持续状况评价。

2规范性引用文件

LY／T 1958—20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LY／T 1594 2002中国森林可持续经营标准与指标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森林可持续状况forest sustainability

表征森林生态系统中林木、林地等资源的质量状况、可利用状况以及受干扰状况，在满足人类长期

资源利用、生态效益等需求方面的特征。

3 2

森林经营单位forest management unit

以森林资源为主要生产资料，长期从事森林经营管理活动，有明确经营范围和法人资质的经营单

位，包括林业局，林场、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等。

4评价指标爰数据采集要求

4．1森林可持续状况评价指标豆评价单元

森林可持续状况评价指标包括森林资源质量状况(见表1)、森林资源利用状况和森林受干扰状况

(见表2)三个方面共28个评价指标。

森林资源质量状况评价指标包括森林的自然性、森林生产力的维持能力、森林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

性三个准则层，有自然度、龄组、郁闭度等15个评价指标；评价单元为森林小班；数据来源于最新森林小

班调查数据。

森林资源利用状况评价指标包括森林覆盖率、林地利用率、年生长量与年采伐量的比值和成过熟林

面积比例4个指标；评价单元为森林经营单位；数据来源于森林经营单位的最新森林资源清查资料。

森林受干扰状况评价指标包括病虫危害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比例、森林火灾面积占有林地面

积比例、人为破坏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比例等9个评价指标；评价单元为森林经营单位；数据来源

于森林经营单位的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或专项调查资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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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森林资源质量状况评价指标

总目标层 分目标层 准则层(Be) 类准则层(G) 指标层(D。)

森林可 森林资 森林的自然性(B。) 林分的自然性(C。) 自然度(D。)

持续状况 源质量状
龄组(D2)

况(Q)
森林生产力的维持能力(B z) 林分生长状况(C：) 郁团度(D：)

单位面积活立木蓄积量(D-)

活立木蓄积增长率(Ds)

平均胸径(D。)

平均树高(Dt)

优势术平均高(皿)

林地质量(G) 立地级(D。)

土壤厚度(D。o)

腐殖质层厚度(D．，)

土壤盂地(D1：)

森林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B+) 群落结掏的完整性(o) 完整度(D．：)

林丹的稳定性(Cs) 优势树种组成比例(D-n)

天然更新等级(D，s)

表2森林资源利用状况和森林受干扰状况评价指标

总目标层 骨目标层 稚则晨(Bx) 类准则层(已) 指标层(D。)

森林可 森林资 森林资源利用 有林地变化状 森林覆盖率(D，。)

持续状况 源利用状 状况(Bt) 况(Cs)
林地利用率(D。，)

况(u)
采伐利用状况 年生长量与年采伐量的比值(D。a)

成过熟林面积比钶(D。，)

森林受 森林受干扰状 自然因素干扰 病虫危害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比例(D：。)

干扰状况 况(口5) 状况<o)
病虫危害的损失蓄积量比例(Dz，)

森林火灾面积占有林地面积比例(B：)

森林火灾损失蓄积量比例(Dz。)

气候和其他自然灾害破坏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比

例(D2t)

气候和其他自然灾害破坏的森林蓄积量比例(Dzs)

人为因素干扰 人为破坏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比例(D：-)

状况(岛) ^为破坏损失蓄积量比例(皿r)

^为干扰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比倒(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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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森林资源质量状况评价指标殛数据采集要求

4 2 1自然度(口1)

按照植被状况与原始顶极群落的差异，或次生群落位于演替中的阶段，划为I级、Ⅱ级、Ⅲ级、Ⅳ级

和V级。

4．2 2龄组(D2)

森林的龄组根据主林层优势树种的平均年龄确定，可分为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和过

熟林。

4．2 3郁闭度(口3)

郁闭度是反映林分郁闭程度的指标。按照o～l来估算出森林小班的树冠垂直投影遮蔽地面的程

度，树冠垂直投影完全覆盖地面为l。

4．2．4单位面积活立木蓄积量(D4)

指单位面积上林分活立木的总蓄积量，单位是立方米每公顷(m3／hm2)。

4 2．5话立禾蓄积增长辜(D s)

指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林分活立木蓄积量的增长量，单位是立方米每公顷年[m。／(hm2·a)j。

4 2 6平均胸径(D6)

对林分中所有树种进行每木检尺，计算胸径的平均值，单位是厘米(era)。

4．2．7平均树高(D7)

测量林分中所有树种的平均术树高，计算其平均值，单位是米(m)。

4 2 8优势术平均高(De)

测量林分中3～5株优势木的树高，计算其平均值，单位是米(m)。

4 2．9立地级(风)

根据林分优势树种平均树高和林龄的关系推算，一般分为I、Ⅱ、Ⅲ、Ⅳ和V五个级别，利用森林经

营数表查得。

4．2．10土壤厚度(D。)

土壤通常可分为枯落物层(A。层)、腐殖质层(A层，也称淋溶层)、淀积层(B层)和母质层(c层)。

土壤厚度在此指A层和B层的总厚度，当有B层和C层的过渡层(BC层)时，应为A+B+BC／2的厚

度，单位是厘米(cⅡ1)。

4 2 11腐殖质层厚度(D”)

土壤的A层厚度，当有A层和B层的过渡层(AB层)时，应为A1l-AB／2的厚度，单位是厘米(c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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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12土壤质地(D，z)

是土壤中各种颗粒的重量百分含量，按照土壤中砂粒、粉粒和粘粒三组粒级吉量的比例划分为粘

土、粘壤土、粉壤土、壤土、砂壤土和砂土。

4 2 1 3完整度(D_3)

是指森林群落结构具有乔木层、下术层和活地被物层的完整程度，根据下木层和活地被物层的盖度

情况可分为完整结构、较完整结构和简单结构。下木盖度是指林下所有灌木、幼树和幼苗的总盖度，也

可用灌木盖度代替。活地被物盖度是指所有草本植物，苔藓和地衣的总盖度，也可用草本盖度代替。当

下术盖度、活地被物盖度分别大于30％时，才可称为下木层或活地被物层。

4．2．14优势树种组成比例(D、。)

是指优势树种的蓄积量或株数占所有树种蓄积量或株数的比例，用百分数表示。可用林分的树种

组成或未成林的混交比计算。

4 2 15天然更新等级(D，5)

根据林地上每公顷各高度级幼苗的株数确定，划分为良好、中等和不良三个等级，

4 3森林资源利用状况评价指标及数据采集要求

4 3 1森林覆盖率(D．。)

指森林经营单位内有林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有林地面积包括郁闭度c 2以上的乔木

林、红树林和竹林的面积；

4 3 2林地利用率(D、，)

指有林地面积占林地面积的百分比。

4．3．3年生长量与年采伐量的比值(D，s)

年生长量是森林经理期内蓄积净增量除以间隔期(年)；年采伐量是森林经理期内总采伐量除以间

隔期(年)，二者相除即得年生长量与年采伐量的比值，用百分比表示。

4 3 4成过熟林面积比倒(D．，)

指成熟林和过熟林的面积占有林地面积的百分比。

4 4森林受干扰状况评价指标殛数据采集要求

4．4．1病虫危害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比例(Da)

病虫害是病害和虫害的统称，根据受害程度一般划分为无、轻度、中度和重度四个等级。统计森林

经营单位内病虫危害中度和重度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的百分比。

4．4．2病虫危害的损失蓄积量比例(D2．)

指森林经营单位内重度病虫危害的森林蓄积量占有林地总蓄积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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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3森林火灾面积占有林地面积比饿(Dn)

森林火灾根据危害程度一般划分为无、轻度、中度和重度四个等级。统计森林经营单位内森林火灾

危害中度和重度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的百分比。

4 4 4森林火宄损失蓄积量比例(Dn)

指森林经营单位内重度森林火灾危害的森林蓄积量占有林地总蓄积量的百分比。

4．4 5气候和其他自然灾害破坏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比例(D：．)

指除病虫害和火灾外，由气候和其他自然灾害t如雨雪冰冻、地震、泥石流、滑坡等，造成的森林灾

害，根据受害程度一般划分为无、轻度、中度和重度四个等级。统计森林经营单位内受到气候和其他自

然灾害中度和重度破坏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的百分比。

4 4 6气候和其他自然灾害破坏的森林蓄积量比例(D：s)

指森林经营单位内受到气候灾害和其他自然灾害重度破坏的森林蓄积量占有林地总蓄积量的百

分比。

4 4 7人为破坏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比例(D2s)

指非法采伐、修建水利水电工程和公共交通设施等破坏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的百分比；

4．4．8人为破坏损失蓄积量比例(Dz，)

指非法采伐、修建水利水电工程和公共交通设施等损失的森林蓄积量占有林地总蓄积量的百分比。

4 4 9人为干扰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比例(Dzs)

指林副产品过度采集、超载放牧和无辛旅游等非合理经营活动干扰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的百

分比。

5评价指标基准值的分级量化和权重的确定

5 1评价指标基准值的分级量化

5．1．1 指标层各指标(D。)基准值的分级■化

基准值是用于划分评价指标测定值优劣的参考值。

评价指标基准值的分级采用参照技术规定、查阅专业用表和使用经验数值等三种方法，可将每个评

价指标基准值划分为“好”、“中”、“差”三个等级。利用黄金分割法，对评价指标基准值的不同等级进行

量化，依次为各指标(D，)赋值1．o、o 62和o 38。

5 1．2参照技术规定确定评价指标基准值等级

森林资源质量状况(Q)的部分评价指标基准值分级参考表3。



袭3森林资源质量状况(Q)的部分评价指标优劣等级参考裹

评价指标怃劣等级

类准则层(c，) 指标层(D．) 好

(赋值1 0) (赋值O 6Z) (赋值0 38)

自然度(D-) V级 Ⅲ级、Ⅳ级 I缓、Ⅱ级
林分的自然性(矗)

龄组(D：) 成熟林、过熟林 近熟林 幼龄林、中龄林

林分生长状况(G) 部闭座(n) ≥0．7

立地级(岛) I、Ⅱ Ⅲ Ⅳ、V

亚热带低山丘陵区、 亚热带低山丘陵区、热 亚热带低山丘硅区、

土壤厚度 热带≥80 cm，亚热带中 带40⋯79 cm；Ⅱ热带 热带<40 cm；亚热带中

(Dl。) 高山区、腰温带，温带、 中高山区、暖温带，韫带， 高山区、暖温带、温带、

寒温带≥60 cm 寒温带30—59 cm 寒温带<30 cm
林地质量(Cs)

腐殖质层厚
≥20 cm

度(D，。)

土壤质地
粉壤土、壤土 粘壤土、砂壤土 粘±渺±

(Dl2)

群落结构的完整 具有乔术层、下木层 具有乔术层和下术层或

性(ca)
完整度(D，。) 只有乔术层

和括地被物层 活地被物居

优势树种组
<65％ 65“～90“ >90“

成比例(D。。)

林分的稳定性 苗高<30⋯株数≥ 苗高<30⋯株数 苗高<30⋯株数
(巴)

天然更新等
5 000株；苗高30⋯ 3 ooo～4 999株；苗高 <3 000株；苗高3。一
49 cm，株数≥3 000株} 30 crn～鹌cm，株数1 O∞～ 49 cm，株数<1 000株；

级(D。s)
苗高≥SO cm，株数≥ 2 999株；苗高≥50 cm，株 苗高≥50 cm，株数<

2 500株 数500～2 499株 500株

注：本表中评价指标的基准值来自《森林资碌规划设计调查主要技术规定》(林资发E2004125号文件)。

5 1．3查阅专业用表确定评价指标基准值等级

参照森林经营单位所在地的《林业调查用表》、《森林调查常用表》、《营林手册》等。森林资源质量状

况(Q)中林分生长状况(G)下属的单位面积活立木蓄积量(Dt)、活立木蓄积增长率(Ds)、平均胸径

(D。)、平均树高(D，)和优势木平均高(D。)等5项评价指标的基准值等级可采用此方法确定。

5 1 4使用经验数值确定评价指标基准值等级

卒方法适用于森林资源利用状况(u)和森林受干扰状况(D涉及的各项评价指标基准值等级的

确定。

对于森林资源利用状况(【，)中各指标，以前期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作为比对值，本期调查值与前

期清查数值之比大于或等于1时，评价指标优劣等级为“好”，D：赋值1．0}比值介于1和0．9之间时，等

级为“中”，D．赋值0．62；比值小于0 9时，等级为“差”．D；赋值0 38。

6



对于森林受干扰状况(j)中各指标，数值大于或等于10％耐，评价指标优劣等级为“重”，D，赋值

1．o}比值太于或等于5％而小于lo％时，等级为“中”，D．赋值o 62；比值大于o，且小于5％时，等级为

“轻”，D。赋值o．38；比值为。时，等级为“无”，D：赋值o。

5．2各层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5．2 1 评价指标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应根据森林经营单位的主要经营管理目标，确定各层评价指标的权重；应根据森林的主导功能，确

定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的森林资源质量状况(Q)各层评价指标的权重。具体方法可采用专家咨询法或

层次分析法。

5 2 2专家咨询法

5 2 2 1各项评价指标权重的赋值

由咨询专家分别对每个分目标层、准则层、类准则层和指标层各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估，给出权重

值。所得权重值是相应评价指标相对于上一层指标的重要性比例，该权重值可以是平均值，也可以是众

数。赋值表格见附录A表A 1。

5 2 2 2指标(D．)的台成权重(矾)计算

根据公式(1)，计算出各项指标(D。)相对于其对应分目标Q、u或j的合成权重值(Ⅳ：)，填入

表A l的“指标(D二)的合成权重(WT：)”栏中。

W：。--WB。‘Wc，‘wq ⋯⋯⋯⋯⋯⋯⋯一(1)

w：．表示各指标层的指标对分目标的合成权重；W^表示准则层各指标对相应分目标层指标的权

重；w。表示类准则层各指标对相应准则层各指标的权重，W。表示指标层各指标对相应类准则层各指

标的权重。

5．2．3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法)

5．2．3．1各项评价指标重要程度判断评分

由咨询专家和管理者对各项评价指标通过两两比较重要程度而逐层进行判断评分，得出判断矩阵

(M。)，声是判断矩阵的序号，p∈[1，14]。各层指标判断矩阵表格见附录A表A 2至表A 16。

5 2 3 2计算判断矩阵(M，)的特征向量(∞，)

求出判断矩阵(M，)中各行数值的乘积，将各行数值的乘积开g次方，得到特征向量雌，畔一(W"

W川⋯，W。)7，g为判断矩阵的行数(即阶数)，T为向量转置符号。

5．2．3．3各项评价指标权重值的计算

利用公式(2)将特征向量“，正规化。

瓦一半L h“1，朗 ⋯⋯⋯⋯⋯⋯(2)
∑W，
^‘1

得到向量畔一(W小w∞，⋯，W。)7，Wm即为判断矩阵M。中第^行的评价指标相对于上一层次的

权重值。将所得各层权重值填人附录A表A 1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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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3．4一致性检验

利用公式(3)、公式(4)进行一致性检验

CR—jC盯I

CI一—A—--—一g

公式(3)、公式(4)中：

CR为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当CR<O 10时，即可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说明所

得的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是合理的。

CI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

RI为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当阶数g≤2时，无需进行一致性检验；当阶数g；3时，

RI取值为0．58；阶数g--4时，R¨取值为0．90；阶数g--5时，RI取值为1_12；阶数g一6时，RI取值为
1 24。

^为对应特征向量u。的特征根。

^：争(丝型一
爿g·W*

公式(j)中，(M，·i)。为向量M，·i的第h个元素。

5 2 3 5指标(Dt)的合成枉重(毗)计算

计算方法和公式同5 2．2 2。

6评价指标计算

6．1森林资源质量状况指数(Q)的计算

对于某一森林小班n，其森林资源质量状况指数Q㈨由公式(6)得出：

15

Qcm一∑(D㈨·Ⅳ：。)(t∈[1，15])⋯⋯⋯⋯⋯⋯⋯⋯⋯--(6)
L2l

公式(6)中，Qc。，是第一个森林小班的森林资源质量状况指数。D如，是第n个森林小班在指标层中

第i个评价指标的实测值对应的评价指标等级赋值，为1．0、0．62或0．38。n为第n个森林小班。

森林经营单位的森林资源质量状况指数(Q)由公式(7)得出：

Q=薹母⋯]
公式(7)中，N表示森林小班总数，n表示第n个森林小班，S。表示第n个小班的面积

6．2森林资源利用状况指数(u)的计算

森林资源利用状况指数(u)由公式(8)得出：
l§

U一∑(D．·Ⅳ：。) (t∈[16，19])⋯⋯⋯⋯⋯⋯⋯⋯(8)
；=15

公式(8)中，D。是指标层中第i个评价指标的实际值对应的评价指标等级赋值，为1 0、0．62或

0 38。

8



6．3森林受干扰状况指数(J)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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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受干扰状况指数(I)由公式(9)得出：
28

I--∑(D．·wi) (f∈EZ0，Z83) ⋯⋯⋯⋯⋯⋯⋯”(9)

公式(9)中，D；是指标层中第i个评价指标的实际值对应的评价指标等级赋值，为1．0、o-62或

O 38．

7评价结果与分级

7．1 森林小班的资源质量状况等级划分

根据森林资源质量状况指数Q㈤的大小，将森林小班的资源质量状况划分为优、照、中和差四个等

级，见表4。

表4森林小班的资源质量状况评价分级

7 2森林经营单位的森林可持续状况等级划分

森林可持续状况指数(A)的计算按公式(10)：

A一0·W。+U·W。+(1一J)·Wf⋯⋯⋯⋯⋯⋯⋯⋯⋯⋯(10)

根据A值的大小，将森林可持续状况评价等级划分为优、良、中和差四个等级，见表5。

表5森林经营单位的森林可持续状况评价分级

7 3森林可持续状况评价报告编写

森林可持续状况评价报告编写提纲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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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层评价指标权重评判表(判断矩阵AL)见表A．2至表A．16

表A．2判断标度殛其含义说明

标度 含 义

表示行指标与列指标具有同等重要性

表示行指标比列指标稍微重要

表示行指标比列指标明显重要

表示行指标比列措标强烈重要

表示行指标比剜指标极端重要

分别表示相邻标度的中值

表A．3 Q、U、I对A重要性评判表(判断矩阵M，)

森林可持续状况(A) 森林资源质量状况(O) 森林资源利用状况(u) 森林受干扰状况(D

森林资源质量状况(0) —＼
森林资源利用状况(u) —＼
森林受干扰状况(D —＼

表A．4 B⋯B、Ba对口重要性评判表(判断矩蓐Mz)

森林生产力的维持 森林结构的完整性和
森林资源质量状况(Q) 森林的自然性(B．)

能力(Bz) 稳定性(B：)

森林的自然性(B，) ———～
森林生产力的维持能力(B：) —＼

森林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B，) j—＼
表A．5 c2、G对Bz重要性评判表(判断矩阵脶)

森林生产力的维持能力(风) 林分生长状况(巴) 林地质置(c；)

林分生长状况(Cz) ～——＼
林地质量(c：) ——～＼

表A．6 a、c5对焉重要性评判寰(判断矩阵M；)

森林结构的完整性和稳定性(Ba) 群落结构的完整性(‘) 林分的稳定性(c；)

群落结构的完整性(q) ——～＼
林分的稳定性(cs) ——～＼



衰A 7 c6、c7对B一重要性评判表(判断矩阵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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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利用状况(B．) 有林地变化状况(G) 采伐利用状况(C，)

有林地变化状况(G) ———＼
采伐利用状况(c，) ———＼

表A．8 G、G对风重要性评判表(判断矩阵Ms)

森林受干扰状况(B s) 自然园素干扰状况(G) 人为因素干扰状况(c。)

自然因素干扰状况(C。) ———＼
人为因素干扰状况(c。) ——～＼

表A 9 D⋯D对c，重要性评判表(判断矩阵M7)

林分的自然性(c-) 自然度(D，) 龄组(D2)

自然度(D1) ——～＼
龄组(D：) ———＼

表A．10 D⋯D⋯D D6⋯D Da对c2重要性评判表(判断矩阵Ma)

单位面积活立 活立木蓄积 平均胸径 平均树高 优势术平
林分生长状况(巴) 郁团度(D；)

木蓄积量(D；) 增长率(D；) (D。) 均高(岛)

郁闭度(D3) ＼
单位面积活立术 ＼蓄积量(D。)

活立木蓄积增长率(Ds) 、＼
平均胸径(皿) ＼＼
平均树高(岛) ＼＼

优势术平均高(Da) ＼
表A．11 D9、DmD¨、D．2对G重要性评判表(判断矩阵Ms)

林地质量(C，) 立地级(皿) 土壤厚度(D1。) 腐殖质层厚度(D。) 土壤质地(D，z)

立地级(n) —＼
土壤厚度(Dl。) —＼

腐殖质层厚度(D。。) —＼
土壤质地(D。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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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2 D¨、D，s对c5重要性评判衰(判断矩阵M。)

林分的稳定性(巴) 优势树种组成比例(D。；) 天然更新等级(D，5)

优势树种组成比例(D。t) ————～
天然更新等级(D。s) —～——～

表A．13 D补D，，对G重要性评判表(判断矩阵M，，)

有林地变化状况(＆) 森林覆盖率(D。。) 林地利用翠(D，，)

森林覆盖率(D1。) ————～
林地利用率(D-，) —～——～

表A 14 DmD．g对c7重要性评判表(判断矩阵M12)

采伐利用状况(ct) 年生长量与年采伐量的比值(D。e) 成过熟林面积比例(D。，)

年生长量与年采伐量的比值(D，s)

成过热林面积比例(D。。)

表A 15 D：⋯D，⋯D⋯D、Dk⋯D对c8重要性评判表(判断矩阵M，：)

病虫危害的森 病虫危害 森林火灾面 森林火灾
气候和其他自

自然因素干扰状况 林面积占有林 的损失蓄 积占有林地 损失蓄积
然灾害破坏的

气候和其他自

森林面积占有
然灾害破坏的

地面积比坷 积量比例 面积比例 量比铡 森林蓄积量此
林地面积比例

(耽。) (D21) (Dz：) (D23) 例(D％)
(岛t)

病虫危害的森林面积占 ＼有林地面积比例(D”)

病虫危害的损失蓄积量 ＼比例(D2，)

森林火灾面积占有林地 ＼面积比例(D2z)

森林火灾损失蓄积量比 ＼例(皿：)

气候和其他自然灾害破

＼坏的森林面积占有林地面

积比例(Dz．)

气候和其他自然灾害破

＼坏的森林蓄积量比例

(皿s)



表A．16 D2s、D2，、D”对cg重要性评判表(判断矩阵M．．)

LY／T 1958—20

人为破坏的森林面积占有 人为破坏损失蓄积量比例 人为干扰的森林面积占有
人为目素干扰状况(C。)

林地面积比例(D：。) (D2，) 林地面积比柳(qe)

』、为破坏的森林面积占 ＼有林地面积比例(D2s)

人为破坏损失蓄积量比

＼＼＼例(皿，)

^为干扰的森林面积占 ＼＼有林地面积比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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