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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鹿海峰、李令军、陈韵如、赵文慧、张蔷、李琪、秦丽欢、周伟奇、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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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天地一体化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的构成，包括地面生态监测站地址的选择、固定样地的

布设、遥感监测体系的构成以及监测指标的设置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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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9612  低空数字航摄与数据处理规范 

HJ 710.3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 

HJ 710.10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大中型土壤动物 

HJ 710.11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大型真菌 

HJ 1166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遥感解译与野外核查 

HJ 1176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数据质量控制与集成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生态质量 ecological quality 

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生态系统的整体状况。 

 

生态质量监测网络 ecological quality monitoring network 

通过设置地面监测站点和固定样地，结合航天、航空、地面遥感等手段，对生态质量进行长期、系

统监测的网络。由地面监测网络和遥感监测网络两部分构成。 

 

地面生态监测站 ground ecological monitoring station 

通过自动或人工等方式对生态系统进行长期监测，获取定期监测数据的地面固定站点，用以揭示生

态质量现状及动态变化。 

 

固定样地 permanent sample plot 

为定期开展生态系统生物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等特征的监测，设置的具有一定面积、能表征所监测

生态系统特征的样地。 

[来源：GB/T 33027—2016，3.1，有修改] 

 

航天遥感 spaceborne remote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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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造卫星、航天飞机等航天飞行器为平台的遥感技术。 

[来源：GB/T 14950—2009，3.4，有修改] 

 

航空遥感 airborne remote sensing 

以飞机、气球、无人机等航空飞行器为平台的遥感技术。 

[来源：GB/T 14950—2009，3.3，有修改] 

 

地面遥感 ground-based remote sensing 

传感器位于塔台、脚架、车、背包等地面平台的遥感技术。 

[来源：GB/T 14950—2009，3.6，有修改] 

4 监测网络建设架构 

整体架构 

天地一体化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由地面监测网络和遥感监测网络两部分构成（见图1）。 

 

图1 生态质量监测网络架构 

地面监测网络 

地面监测网络由地面生态监测站和固定样地构成（见图2）。在全市森林、城镇、农田、草地、湿

地、灌丛等不同生态系统布设相应地面生态监测站，同时按照“单站多点”模式在监测站附近布设固定

样地，获取生态系统内水、土壤、大气、生物等各要素信息，若存在不宜建站区域也可单独布设固定样

地。 

遥感监测网络 

遥感监测网络由航天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遥感构成（见图2）。按平台高度划分，航天遥感平台

高度位于大气层以外，可获取区域尺度的信息；航空遥感平台高度位于数百米到数千米，可获取景观尺

度的信息；地面遥感平台高度位于近地面，可获取近距离地面信息。 

 



DB11/T 2175—2023 

3 

 

图2 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示意图 

监测指标 

监测指标的设置应客观、准确反映不同生态系统中生物及其生境的整体状况，科学地体现生态系统

的多样性、稳定性和复杂性。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的监测指标具体参见表A.1和表A.2，实际应用中可依据

监测对象和目的选择监测指标。 

5 地面监测网络 

地面生态监测站 

5.1.1 布设原则 

地面生态监测站布设原则如下： 

a) 代表性，布设区域能够代表监测区域生态系统特征和总体水平； 

b) 稳定性，布设区域生态系统相对稳定； 

c) 便利性，布设区域交通易达，网络覆盖，便于观测与数据传输。 

5.1.2 布设方法 

5.1.2.1 地面生态监测站应依据监测目的和生态系统类型，综合考虑地形、地貌、植被类型等因素后

进行布设。 

5.1.2.2 森林生态系统地面生态监测站建设应考虑以下内容： 

a) 覆盖不同山脉、不同区域； 

b) 覆盖保护区等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 

c) 覆盖不同森林类型。 

5.1.2.3 城镇生态系统地面生态监测站建设应考虑以下内容： 

a) 监测人居环境为主，位于人口聚集区域； 

b) 包括不同公园绿地类型。 

5.1.2.4 农田生态系统地面生态监测站建设应考虑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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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择区域相对稳定、耕种历史较长； 

b) 选择区域包含主要作物类型。 

5.1.2.5 草地生态系统地面生态监测站建设应考虑以下内容： 

a) 选择典型天然草地分布区域； 

b) 选择分布相对均一、连片集中的草地。 

5.1.2.6 湿地生态系统地面生态监测站建设应考虑以下内容： 

a) 覆盖典型湿地等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 

b) 覆盖不同湿地类型。 

5.1.2.7 灌丛生态系统地面生态监测站建设应考虑以下内容： 

a) 选择典型灌丛分布区域； 

b) 区域植被以灌丛为主，分布面积不宜过小。 

固定样地 

5.2.1 布设要求 

样地数量可根据生态系统面积决定，具体数量可参照《县域陆生高等植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技术规

定》设置。森林生态系统样地面积为10000 m
2
，样地大小根据森林类型和地形有所调整；草地生态系统

样地面积为400 m
2
；湿地生态系统样地面积为10000 m

2
；农田生态系统样地面积为10000 m

2
；城镇生态

系统样地面积为400 m
2~10000 m2

。样地内布设监测所需的样方和样线，样线根据实际监测需要长度可超

出样地范围。 

5.2.2 布设原则 

固定样地布设原则如下： 

a) 代表性，样地能反映监测区域的实际情况，涵盖生态系统主要信息； 

b) 稳定性，样地一经布设，原则上不得变更； 

c) 安全性，在生态系统类型一致的平地或相对均一的缓坡坡面进行布设，地形不宜过于陡峭，确
保监测人员安全作业。 

5.2.3 样方 

5.2.3.1 依据监测目的和监测对象在各类生态系统固定样地内布设样方。 

5.2.3.2 植被调查时，乔木样方一般为 20 m×20 m，灌丛样方为 5 m×5 m，草本样方为 1 m×1 m。

每类生态系统样地内依据监测对象设立至少 3 个样方。其中森林生态系统为了调查林下植被生长状况

（物种、植被高、覆盖度、生物量等），应在每个乔木样方内，布设不少于 4个灌木植被样方，4个草

本样方，尽量不在样方边缘位置布设。若地面起伏，样方布设前应经罗盘等工具校正，确保样方面积相

同。 

5.2.3.3 陆生哺乳动物样方设置参考 HJ 710.3。对于陆生哺乳动物，样方一般设置为方形，统计动物

实体时，样方面积一般在 100 m×100 m左右，小型陆生哺乳动物的观测样方可以设置为 50 m×50 m；

可在观测区域内划定网格布设红外相机观测动物行踪，红外相机的布设按 HJ 710.3执行。 

5.2.3.4 两栖、爬行动物样方设置参考 HJ 710.5。对于两栖和爬行动物，样方一般设置为方形，大小

设置成 5 m×5 m或 10 m×10 m。每个样方应间隔 100 m以上。每个观测样地的样方数应在 7个以上。

记录样方内见到的所有两栖、爬行动物种类和个体数量，依次翻开样方内的石块，检视石块下的个体（包

括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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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5 大型真菌样方设置按 HJ 710.11执行。对于子实体较小的大型真菌，以 0.56 m为半径，建立

1 m
2
的圆形样方，对于子实体较大的大型真菌，则设置半径 2.52 m、面积 20 m

2
的圆形样方，统计样方

内真菌的种类、个体数量。 

5.2.3.6 大中型土壤动物样方设置按 HJ 710.10执行。对于大中型土壤动物，样方面积一般设置为 5 

m×5 m，每个样方中随机选取 2~4个均匀分布的样点进行取样观测。 

5.2.4 样线 

5.2.4.1 根据调查目的，基于研究地区和调查对象的特点设置样线，样线不一定是直线，各样线不重

叠。 

5.2.4.2 鸟类监测样线设置参考 HJ 710.4。每种生境类型的样线应设置 2条以上，每条样线的长度以

1 km~3 km为宜，不应小于 1 km，各样线间间隔不小于 500 m。 

5.2.4.3 陆生哺乳动物监测样线设置参考《县域陆生哺乳动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技术规定》。每种生

境类型的样线应设置 2条以上，每条样线 3 km~5 km，各样线间间隔不小于 1 km。 

5.2.4.4 两栖、爬行类动物监测样线设置参考 HJ 710.5和《县域两栖类和爬行类多样性调查与评估技

术规定》。每种生境类型样线应设置 7条以上，每条样线长度山区 100 m~200 m，平原 500 m~1000 m，
各样线间间隔不小于 500 m。 

5.2.4.5 大型真菌的监测样线设置按 HJ 710.11执行。每种生境类型的样线应设置 2条以上，每条样

线至少保持 50 m的距离，每条样线长 0.5 km~1 km。 

5.2.4.6 昆虫的监测样线设置参考 HJ 710.9、HJ 710.13和《县域昆虫多样性调查与评估技术规定》。

每种生境类型的样线应设置 2条以上，每条样线的长度 0.5 km~2 km，各样线间间隔不小于 500 m。 

6 遥感监测网络 

航天遥感监测 

6.1.1 航天遥感主要指卫星遥感。卫星遥感监测定期获取不同分辨率影像数据，包括评价区域低（空

间分辨率低于 30 m）、中（空间分辨率优于或等于 30 m）、高（空间分辨率优于或等于 2 m）分辨率

遥感影像。对获取的影像数据进行辐射校正、几何精校正、图像融合等一系列处理，详细步骤按 HJ 1166

执行。利用影像数据获取全市生态格局信息，反演相关遥感特征参数，通过对比多期影像中地物变化，

提取变化图斑，对生态系统格局、过程、功能、胁迫等信息进行分析。 

6.1.2 遥感影像应层次丰富、清晰易读、色调均匀、反差适中，无明显噪声和缺行。融合后的影像色

彩应接近真实自然，色彩均衡，无明显偏色与拼接痕迹，能清晰地表现纹理信息。影像一般应无云覆盖，

单景影像云量比例一般应低于 10%。 

航空遥感监测 

6.2.1 航空遥感主要指无人机遥感。利用无人机搭载光学相机、红外相机、激光雷达等不同载荷对生

态环境进行高精度遥感监测。 

6.2.2 监测应选择作业区域最有利的气象条件，保证有充足光照，尽量避免地表植被和其他覆盖物（如

积雪、洪水、扬尘等）对作业的不利影响，确保图像能够真实显现地物细节。具体作业要求按 GB/T 39612

执行。 

6.2.3 根据无人机环境遥感监测制图要求，综合考虑图像用途、飞行区域地形条件、制图精度、制图

周期、经济成本等因素确定无人机作业地面分辨率，分辨率通常优于 0.5 m。 

地面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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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地面遥感主要指激光雷达、光学相机等传感器位于塔台、脚架、车、背包等地面平台的遥感技

术。通过搭载地面上固定或移动的载具，获取生态系统三维结构、叶面积指数等生态参数。 

6.3.2 激光雷达主要包括地基激光雷达、背负或手持式激光雷达和走航激光雷达。地基激光雷达主要

用于采集样地地形地貌等信息。背负或手持式激光雷达主要用于采集样地内植被信息。走航激光雷达主

要用于快速获取线状生态系统植被三维信息。激光雷达获取待测目标的激光点云数据后，通过数据拼接、

噪声处理和点云滤波，获得胸径、树高、冠幅等信息。 

6.3.3 光学相机包括物候相机、红外相机等。物候相机主要用于监测植物物候及其对气候变化响应。

红外相机主要用于监测大中型动物、地栖型鸟类的多样性以及人类活动等情况。 

7 生态监测网络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方式 

监测网络数据在多个监测站点以实时或定期方式进行采集，并传输到平台进行管理。监测网络数据

采用两级管理方式：地面生态监测站和生态质量监测网络数据管理平台。固定样地监测数据汇总于距离

最近的地面生态监测站，最终汇总于数据管理平台。各站点配备用于数据采集的电脑、数据线、移动硬

盘等户外远程数据采集所需的软硬件。遥感监测数据直接传输到生态质量监测网络数据管理平台。 

数据质量控制 

数据质量控制贯穿数据采集、生产、加工及应用的全过程，相关技术规定按HJ 1176执行。对于地

面监测数据，需要关注数据的完整性和精度，做好设备的定期维护，确保监测场地设备运行的连续性；

对于遥感监测数据，需要关注数据的来源和生产过程，做好影像的处理，确保数据的规范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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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监测指标体系 

A.1 监测指标体系 

遥感监测指标体系见表A.1，地面监测指标体系见表A.2。 

表A.1 遥感监测指标体系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单位 

生态系统格局 

生态系统面积 m
2
 

生态系统空间分布 - 

斑块数量 个 

斑块面积 m
2
 

斑块聚集度 - 

河流、湖库自然岸线长度/岸线总长度 km 

有水河流长度/河流总长度 km 

生态系统质量 
植被生物量密度 kg/m

2
 

植被覆盖度 % 

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 

t C/hm
2
(以年为

统计单位) 

生态系统碳储量 t C 

生态胁迫 
不透水层面积比例 % 

未利用地比例 % 

表A.2 地面监测指标体系 

监测对象 监测指标 单位 

大气 

二氧化碳浓度 ppm 

甲烷浓度 ppb 

氧化亚氮浓度 ppb 

风向 (°) 

风速 m/s 

空气温度 ℃ 

空气相对湿度 % 

降水量 mm 

太阳辐射 W/m
2
 

空气负（氧）离子浓度 个/cm
3
 

水 

湿地蒸散量 mm 

径流量 m
3
/s 

径流泥沙含量 g/L 

积水水深 m 

叶绿素a浓度 mg/m
3
 

总磷浓度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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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地面监测指标体系（续） 

监测对象 监测指标 单位 

水 

总氮浓度 mg/L 

透明度 cm 

高锰酸盐指数 mg/L 

土壤 

土壤颗粒组成 % 

土壤容重 g/cm
3
 

孔隙度 % 

土壤有机质含量 mg/kg 

土壤养分（全氮、全磷、全钾）含量 mg/kg 

土壤污染物（镉、汞、砷、铅、铬）含量 mg/kg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 mmol/kg 

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 - 

声环境 噪声 dB(A) 

植物 

乔木、灌木、草本种类 种 

乔木、灌木、草本数量 株 

乔木胸径 cm 

乔木树高 m 

乔木冠幅 cm 

灌木基径 cm 

灌木盖度 % 

草本盖度 % 

郁闭度/覆盖度 % 

乔木、灌木、草本生物量 g 

叶面积指数 m
2
/m

2
 

物候 - 

入侵植物的种类 种 

入侵植物的数量 株 

生态系统的类型数 个 

动物 

野生哺乳动物的种类 种 

野生哺乳动物的数量 只 

鸟类的种类 种 

鸟类的数量 只 

两栖和爬行动物的种类 种 

两栖和爬行动物的数量 只 

大中型土壤动物种类 种 

大中型土壤动物数量 只或条 

昆虫的种类 种 

昆虫的数量 只 

微生物 
大型真菌的种类 种 

大型真菌的数量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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