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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样地观测与样品采集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样地的观测原则，规定了样地设置，群落调查，功能性状

测定，植物、水、土壤和凋落物样品采集及其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地区林地、城市绿地、湿地和草地等样地类型的观测与样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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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26424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GB/T 32722  土壤质量 土壤样品长期和短期保存指南 

GB/T 33027  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 

HJ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710.12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 

HJ 1167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森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HJ 1168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草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HJ 1169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湿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LY/T 2812  森林木本植物功能性状测定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盖度 coverage 

植物地上部分垂直投影面积占样方面积的百分比。 

4 原则 

规范性 

观测方法和流程统一，样品存储、文件命名等具有规范性。 

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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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技术方法可复制，观测方法具有效率高、成本低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 

持续性 

观测样点、观测方法可持续，观测结果具有可对比性，可实现生态系统功能长期观测，发挥对不同

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作用。 

先进性 

观测样地及观测指标具有科学性，观测技术方法、观测仪器设备及观测目标具有先进性，观测指标

具有科研前瞻性。 

5 样地设置 

样地类型 

样地分为固定样地和临时样地。 

设置要求 

5.2.1 样地选择 

应选择代表性、典型性群落，样地周围应留有10 m以上的缓冲区。 

5.2.2 固定样地 

样地面积（含监测塔）不小于2 500 m
2
。 

5.2.3 临时样地 

5.2.3.1 林地的临时样地样方设置应符合 GB/T 33027的规定。 

5.2.3.2 城市绿地中乔木层样方面积最小为 400 m
2
 (10 m×10 m×4)。无乔木层样方面积为 100 m

2
 (5 

m×5 m×4)。 

5.2.3.3 湿地临时样地样方设置应符合 HJ 1169的规定。 

5.2.3.4 草地临时样地样方设置应符合 HJ 1168的规定。 

6 群落调查技术要求 

基本信息 

对样地的基本信息进行记录，记录信息见表A.1。各项指标测定方法应符合GB/T 26424的相关规定。

叶面积指数测定方法应符合HJ 1169的规定。 

林地 

6.2.1 乔木层 

对样方中所有高度大于或等于5 m的个体进行每木检尺，测定胸径、树高和枝下高，测定方法应符

合HJ 1167的规定。乔木层调查信息见表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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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灌木层 

测定基径、平均高度、株数和盖度。 

—— 盖度测量精度 1 %。 

—— 基径为距离地面 5 cm处的灌木主茎直径，测量精度 0.1 cm。 

—— 株高测量精度 0.01 m。 

灌木层调查信息见表A.3，计算方法应符合C.1规定。 

6.2.3 草本层 

测定平均高度、株数和盖度，测定方法应符合HJ 1168的规定。草木层调查信息见表A.4，计算方法

应符合C.1规定。 

城市绿地 

测定指标及方法参照6.2。 

湿地 

水生植物测定的指标包括株数和高度，测定方法应符合HJ 710.12的规定。湿地调查信息表A.5。 

草地 

测定指标及方法参照6.2.3。 

7 植物功能测定技术要求 

样品采集与测定指标 

7.1.1 在样方内随机选择生长健康的乔木和灌木各物种及草本优势物种不小于 5株为样株。当某个物

种的个体数小于 5时，样方内该物种均为样株。样品采集要求如下。 

—— 光合生理性状测定：乔木、灌木和草本均选择健康完整的向阳叶片 3～5片； 

—— 形态性状和化学性状测定：对于乔木物种，采集树冠上部全光照条件下的完整枝条 2～3根，选

取枝条中部健康完整的叶片 10～20片；灌木和草本直接在样株上采样，叶片选择标准和数量应

与乔木物种保持一致； 

—— 茎性状：采集方法应符合 LY/T 2812的规定； 

—— 细根性状：采样体积 30 cm×30 cm×30 cm，选择 0.5 mm～2 mm的细根，洗净、沥干后测定。 

7.1.2 样品的相关测定指标应符合表 B.1规定。 

测定技术要求 

7.2.1 叶性状 

7.2.1.1 形态性状 

指标包括叶厚度、叶面积、叶干重、叶饱和鲜质量和比叶面积。 

—— 采用鲜样测定。 

—— 叶厚度测量精度为 0.01 mm，避开叶脉，重复测定数不小于 3次。 

—— 叶面积使用叶面积仪测定，测量精度 0.01 cm
2
。 

—— 叶饱和鲜质量采用浸泡法测定，测量精度 0.0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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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干重测量精度 0.01 g，测定方法应符合 LY/T 2812的规定。 

——比叶面积计算方法应符合C.2规定。 

7.2.1.2 化学性状 

指标包括叶碳、氮和磷含量。 

——采用烘干样研磨过0.15 mm（100目）筛。 

——叶碳含量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或燃烧法测定，其余测定方法应符合LY/T 2812的规定。 

7.2.1.3 生理性状 

指标包括叶绿素含量、蒸腾速率、气孔导度、暗呼吸速率、净光合速率、最大净光合速率、最大羧

化速率、最大电子传递速率、最大光化学效率、实际光化学效率和非光化学淬灭。 

—— 选择晴朗无风天气，在上午 8:00～12:00进行测定。 

—— 选择非离体植株叶片测定。 

—— 采用便携式光合仪测定植物的光响应曲线、二氧化碳响应曲线和光系统 II叶绿素荧光参数。 

—— 光响应曲线、二氧化碳响应曲线在测量前应对样株的叶样进行充分光诱导约 20 min。 

—— 叶绿素荧光测量暗反应时要对测定的叶片进行暗适应，时间应在 20 min以上。 

—— 叶绿素含量测量精度 0.01 mg/g，每个叶片重复测定数不小于 3次。 

——最大净光合速率、最大羧化速率、最大电子传递速率、最大光化学效率、实际光化学效率和非  

    光化学淬灭计算方法应符合C.3规定。 

7.2.2 茎性状 

7.2.2.1 形态性状 

指标包括胸径（基径）、茎组织密度和茎干物质含量。 

—— 乔木株高 1.3 m处测定胸径，灌木测定基径，测量精度 0.1 cm，重复测定数不小于 3次。 

—— 采用鲜样测定。 

—— 茎饱和鲜质量采用浸泡法测定，测量精度 0.01 g及以上。 

—— 茎组织密度和茎干物质含量测定方法应符合 LY/T 2812的规定。 

——茎组织密度和茎干物质含量计算方法应符合 C.4规定。 

7.2.2.2 化学性状 

指标包括茎碳、氮和磷含量。测定方法参照7.2.1.2。 

7.2.2.3 生理性状 

指标包括茎干液流和水势，分别采用茎流仪和水势仪测定。 

7.2.3 细根性状 

7.2.3.1 形态性状 

指标包括根长、根直径、根组织密度、比根长和根干物质含量。 

——采用鲜样测定。 

——根长、根直径和根体积使用数字图像扫描分析系统测定。 

——根饱和鲜质量采用浸泡法测定，测量精度0.01 g。 

——根干重测量精度0.01 g，测定方法应符合LY/T 281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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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组织密度、比根长和根干物质含量计算方法应符合C.5规定。 

7.2.3.2 化学性状 

指标包括根碳、氮和磷含量。测定方法参照7.2.1.2。 

8 水样品测定技术要求 

采集及测定指标 

采取以下方式采集和测定：  

—— 水样品采集步骤和贮存应符合 HJ 91.2的规定； 

—— 所采集样品的体积应满足分析和重复分析的需要，满足平行样和空白样要求； 

—— 水样品测定指标应符合表 B.2的规定。 

技术要求 

应符合GB 3838的相关规定。 

9 土壤和凋落物样品测定技术要求 

采集及测定指标 

9.1.1 土壤样品（含凋落物层）测定指标包括容重、pH 值、可溶性盐浓度、有机质含量、全氮含量、

全磷含量、二氧化碳通量，凋落物样品测定指标包括年凋落物量，具体应符合表 B.3的规定。 

9.1.2 测定样点的布设方法和数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 在土壤类型特征明显、植被良好的典型群落地段设置土壤温度、土壤含水量、土壤二氧化碳通

量观测点； 

—— 观测点选择距离乔木较远、裸露的土地，采用五点法布设土壤环 5个； 

—— 用小铲或取土器采集土壤剖面的表层土壤样品，重复数不小于 3个。采样深度和步骤应符合 GB/T 

33027的相关规定； 

—— 其他土壤样点的布设方法和数量应符合 HJ/T 166的规定； 

—— 凋落物采用原位收集法收集，进入生长季后每月收集 1次； 

—— 各样方布设不少于 5个 1 m×1 m的凋落物收集器。 

测定技术要求 

9.2.1 土样（含凋落物层）的预处理过程如下： 

—— 将新鲜土壤摊开并去除根系和石头等杂物，放置室内阴凉通风位置自然风干； 

—— 风干后的土壤过 0.25 mm细筛去除杂质，称取 100 g土壤样品装袋备用，测量精度 0.01 g。 

9.2.2 年凋落物量测定要求如下： 

—— 将同一样框内凋落物收集后混匀并称重，记录鲜重； 

—— 选择部分样品记录鲜重和干重，测定方法应符合 LY/T 2812的规定； 

—— 年凋落物量计算方法应符合 C.6规定。 

9.2.3 土壤二氧化碳通量采用便携式气体分析仪测定，重复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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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样品管理 

样品命名 

样品命名信息中应包含采样地、样地编号、样方编号、采样时间、采样内容等必要信息。 

—— 植物样品命名格式为：采样地_样地编号_样方编号_采样时间_物种名_器官部位_样号。 

—— 水和土壤样品命名格式为：采样地_样地编号_样方编号_采样时间_采样深度_样号。 

—— 凋落物样品命名格式为：采样地_样地编号_样方编号_采样时间_样号。 

样品储存 

采集预处理后的植物样品、水样品、土壤样品、凋落物样品分开存储并做好记录，存储要求如下： 

—— 植物样品存储应储存于阴凉干燥处； 

—— 水样品存储环境及条件应符合 HJ 493的相关规定； 

—— 土壤样品存储环境及条件应符合 GB/T 32722的相关规定； 

—— 凋落物样品存储要求参照植物样品。 

样品管理要求 

包括样品接收、命名、确认、流通、储存、处理和安全的记录，管理要求如下： 

—— 进行样品接收工作，需核对样品类型、数量等基本信息，保证样品的原装性，见表 D.1； 

—— 样品接收后进行样品命名、存储和确认，见表 D.1； 

—— 样品流通过程的核对和登记，见表 D.2； 

—— 样品存储、处理和流通等过程，需保障样品不被破坏且样品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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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监测网络样地调查记录表 

群落样地基本信息表见表A.1。乔木，灌木，草本，水生植物调查表见表A.2～表A.5。 

表A.1 群落样地基本信息表 

样地编号_样方编号  样方面积（m
2
）  群落类型  

调查地点  

具体位置描述  

植被类型  地形地貌 □山地      □盆地      □丘陵      □平原 

纬度（° ′ ″）  坡位 
□脊部      □上坡位      □中坡位      □下坡位 

□山谷      □平地      □全坡 

经度（° ′ ″）  起源 □原始林      □次生林      □人工林 

海拔（m）  干扰强度 □无干扰      □轻度      □中度      □重度 

坡向（方位角）  水分状况 □干燥   □中等   □湿润   □淹水 

坡度（°）  土壤质地 □砂土     □砂壤土     □壤土    □黏壤土     □黏土 

土壤类型  
林分类型 

□常绿针叶林      □落叶针叶林 

□落叶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 林龄（年）  

乔木层郁闭度  叶面积指数  

总盖度（%）  株行距（人工林）  

垂直结构 高度 盖度（%） 优势种 群落立面图（结构图） 

乔木层（m）    

 

灌木层（cm）    

草本层（cm）    

地被层（cm）    

凋落物层（cm）    

地表裸露度（%）   

调查人  
备注  

调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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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乔木调查表 

样方编号：       调查人：         调查日期：         总盖度：        

序号 植物名称 树高（m） 胸径（cm） 枝下高（m） 

     

表A.3 灌木层调查表 

样方编号：       调查人：         调查日期：         总盖度：        

序号 植物名称 基径（cm） 平均高度（cm） 株数 盖度（%） 备注 

       

表A.4 草本层调查表 

样方编号：           调查人：           调查日期：              总盖度：          

序号 植物名称 平均高度（cm） 株数 盖度% 

     

表A.5 水生植物调查表 

样方编号：         调查人：         调查日期：         总盖度：          

序号 植物名称 株数 高度（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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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监测网络样地观测指标体系 

表B.1～表B.3分别规定了植物样品、水样品、土壤样品和凋落物样品观测指标。 

表B.1 植物样品观测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名词缩写 单位 监测时段 适用范围 

叶形态 

性状 

叶厚度 LT mm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叶面积 LA cm
2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叶干重 LDW g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叶饱和鲜质量 LW g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比叶面积 SLA cm
2
·g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叶化学 

性状 

叶碳含量 LCC g·kg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叶氮含量 LNC g·kg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叶磷含量 LPC g·kg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叶生理 

性状 

叶绿素含量 Chl mg·g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蒸腾速率 E mmol·m
-2
·s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气孔导度 gs mol·m
-2
·s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暗呼吸速率 Rd μmol·m
-2
·s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净光合速率 Pn μmol·m
-2
·s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最大净光合速率 Amax μmol·m
-2
·s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最大羧化速率 Vcmax μmol·m
-2
·s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最大电子传递速率 Jmax μmol·m
-2
·s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最大光化学效率 Fv/Fm -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实际光化学效率 ΦPSII -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非光化学淬灭 NPQ -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茎形态 

性状 

胸径/基径 DBH/DS cm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茎组织密度 STD g·cm
-3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茎干物质含量 SDMC g·g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茎化学 

性状 

茎碳含量 SCC g·kg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茎氮含量 SNC g·kg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茎磷含量 SPC g·kg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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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植物样品观测指标（续）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名词缩写 单位 监测时段 适用范围 

茎生理 

性状 

茎干液流 SAP cm
3
·cm

-2
·h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茎水势 SWP Mpa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细根形态 

性状 

根长 RL cm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根直径 RD cm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根组织密度 RTD g·cm
-3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比根长 SRL cm·g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根干物质含量 RDMC g·g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细根化学 

性状 

根碳含量 RCC g·kg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根氮含量 RNC g·kg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根磷含量 RPC g·kg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表B.2 水样品观测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名词缩写 单位 监测时段 适用范围 

物理指标 

水温 Tw ℃ 全年 湿地 

电导率 WC S·m 全年 湿地 

透明度 - cm 全年 湿地 

化学指标 

pH值 pH - 全年 湿地 

叶绿素 a  Chla mg·m
-3
 全年 湿地 

总磷 TP mg·L
-1
 全年 湿地 

总氮 TN mg·L
-1
 全年 湿地 

氨氮 AN mg·L
-1
 全年 湿地 

表B.3 土壤和凋落物样品观测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名词缩写 单位 监测时段 适用范围 

土壤物理指标 容重 BD g·cm
-3
 全年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土壤化学指标 

pH值 pH - 全年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可溶性盐浓度 EC mS·cm
-1
 全年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有机质含量 SOM g·kg
-1
 全年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全氮含量 TN g·kg
-1
 全年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全磷含量 TP g·kg
-1
 全年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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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土壤和凋落物样品观测指标（续）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名词缩写 单位 监测时段 适用范围 

土壤通量指标 二氧化碳通量 FCO2 μmol·m
-2
·s

-1
 生长季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凋落物指标 年凋落物量 ALV g·m
-2
 全年 林地、城市绿地、湿地、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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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群落指标和功能指标计算方法 

C.1 群落指标计算 

C.1.1 平均高度按公式（C.1）计算： 

 � = ∑���  ················· (C.1) 

式中： 

H —— 平均高度，单位为米（m）； 

Hi —— 某物种高度，单位为米（m）； 

N —— 某物种总株树（或株丛数）。 

C.1.2 总盖度按公式（C.2）计算： 

 � = ∑(��×�)�� × 100% ··············· (C.2) 

式中： 

C —— 总盖度（%）； 

Ci —— 盖度（%）； 

S —— 样方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Sm —— 母集样方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注： 如样方面积均相等时，总盖度为盖度总和与母集样方总面积之比。 

C.2 叶形态性状计算 

比叶面积按公式（C.3）计算： 

 ��� = ���� ················· (C.3) 

式中： 

SLA —— 比叶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每克（cm
2
·g

-1
）； 

LA —— 叶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cm
2
）； 

LD —— 叶干重，单位为克（g）。 

C.3 叶光合生理性状计算 

C.3.1 光响应曲线参数 

最大净光合速率按公式（C.4）计算： 

 ���� = � ���������� �� − �� ·············· (C.4) 

式中： 

Amax —— 最大净光合速率，单位为微摩尔每平方米每秒（μmol·m
-2
·s

-1
）； 

β —— 修正系数； 



DB11/T 2372—2024 

13 

α —— 光响应曲线的初始斜率； 

γ —— 光响应曲线的初始斜率与植物最大光合速率的比值； 

Ic —— 植物的光补偿点，单位为微摩尔每平方米每秒（μmol·m
-2
·s

-1
）； 

Im —— 植物的饱和光照强度，单位为微摩尔每平方米每秒（μmol·m
-2
·s

-1
）。 

C.3.2 二氧化碳响应曲线参数 

最大羧化速率和最大电子传递速率按公式（C.5）和公式（C.6）计算： 

 ����� = ��[�����(����/��)]���Г∗  ············· (C.5) 

 ���� = �(�����)����  ··············· (C.6) 

式中： 

Vcmax —— 最大羧化速率，单位为微摩尔每平方米每秒（μmol·m
-2
·s

-1
）； 

Ac —— Rubisco活动限制下净光合速率，单位为微摩尔每平方米每秒（μmol·m
-2
·s

-1
）； 

Ci —— 胞间CO2浓度，单位为微摩尔每摩尔（μmol·mol
-1
）； 

Oi —— 胞间O2浓度，单位为微摩尔每摩尔（μmol·mol
-1
）； 

Г
*
 —— 无暗呼吸时的CO2补偿点，单位为微摩尔每摩尔（μmol·mol

-1
）； 

Kc —— Rubisco羧化的米氏常数，单位为微摩尔每摩尔（μmol·mol
-1
）； 

Ko —— Rubisco氧化的米氏常数，单位为微摩尔每摩尔（μmol·mol
-1
）； 

Jmax —— 最大电子传递速率，单位为微摩尔每平方米每秒（μmol·m
-2
·s

-1
）； 

J —— 电子传输速率，单位为微摩尔每平方米每秒（μmol·m
-2
·s

-1
）； 

Q —— 入射光强，单位为微摩尔每平方米每秒（μmol·m
-2
·s

-1
）； 

θ —— 常数项，取值0.85； 

α —— 常数项，取值0.24。 

C.3.3 叶绿素荧光参数 

最大光化学效率、实际光化学效率和非光化学淬灭分别按公式（C.7）、公式（C.8）和公式（C.9）

计算： 

 
���� = �������  ················ (C.7) 

 ����� = ���������  ··············· (C.8) 

 ��� = ���������  ··············· (C.9) 

式中： 

Fv/Fm —— 最大光化学效率； 

ΦPSII —— 实际光化学效率； 

NPQ —— 非光化学淬灭； 

Fm′ —— 光适应下最大荧光； 

Fm —— 暗适应下最大荧光； 

Fo —— 暗适应下最小荧光； 

Ft —— 实时荧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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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茎形态性状计算 

C.4.1 茎组织密度按公式（C.10）计算： 

 ��� = ���� ················ (C.10) 

式中： 

STD —— 根组织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
-3
）； 

SD —— 茎干重，单位为克（g）； 

SV —— 茎体积，单位为立方厘米（cm
3
）。 

C.4.2 茎干物质含量按公式（C.11）计算： 

 ���� = ���� ··············· (C.11) 

式中： 

SDMC —— 茎干物质含量，单位为克每克（g·g
-1
）； 

SD —— 茎干重，单位为克（g）； 

SW —— 茎饱和鲜质量，单位为克（g）。 

C.5 细根形态性状计算 

C.5.1 根组织密度按公式（C.12）计算： 

 ��� = ���� ················ (C.12) 

式中： 

RTD —— 根组织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
-3
）； 

RD —— 根干重，单位为克（g）； 

RV —— 根体积，单位为立方厘米（cm
3
）。 

C.5.2 比根长按公式（C.13）计算： 

 ��� = ���� ················ (C.13) 

式中： 

SRL —— 比根长，单位为厘米每克（cm·g
-1
）； 

RL —— 根长，单位为厘米（cm）； 

RD —— 根干重，单位为克（g）。 

C.5.3 根干物质含量按公式（C.14）计算： 

 ���� = ���� ··············· (C.14) 

式中： 

RDMC —— 根干物质含量，单位为克每克（g·g
-1
）； 

RD —— 根干重，单位为克（g）； 

RW —— 根饱和鲜质量，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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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年凋落物量计算 

年凋落物量按公式（C.15）计算： 

 ��� = �� +��+. . . +�� ············· (C.15) 

式中： 

ALV —— 年凋落物量，单位为克（g）； 

M —— 月凋落物量，单位为克（g）； 

n ——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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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样品管理记录表 

样品信息记录表和流通记录表分别见表D.1和表D.2。 

表D.1 样品信息记录表 

样品类型 □植物样品    □水样品    □土壤样品    □凋落物样品 

基本信息 
采样地  样地编号  样方编号  

数量  采样时间  采样人  

样品接收 接收时间  接收人  

样品命名  

样品存储 

存储时间  存储人  

存储方式  

存储位置  

样品确认 

样品基本信息是否完整 □是   □否 样品命名是否正确 □是   □否 

样品存储方式是否正确 □是   □否 样品存储位置是否正确 □是   □否 

确认时间  确认人  

样品处理 

预处理 

是否需要预处理 

□是   □否 
预处理方式  

预处理时间  预处理负责人  

样品检测 

指标  

方法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检测人  

处理结果存储 存储时间  存储人  

表D.2 样品流通记录表 

样品类型 □植物样品    □水样品    □土壤样品    □凋落物样品 

样品命名  

出入库信息 

（第 n次，n=1，

2，3，……，n） 

出库 
时间  出库事由  

数量  领样人  管理员  

入库 
时间  样品是否完好 □是    □否 

数量  送样人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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