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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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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科技平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8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

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冬秀、韦文珊、张琳、宋创业、于贵瑞、李加洪、何洪林、王志强、黄建辉、

谢宗强、白永飞、黄振英、李新荣、宋长春、潘贤章、郭学兵、李凌浩、杨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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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生物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成分,是生态系统功能的真正实现者,是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状况的直接体

现者。因此,生物要素长期监测是开展生态系统长期监测的核心内容。
按照统一的设计,通过对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状况的重要参数和关键生境因子的长期监测,获得高

质量、规范化、可比性强的生物群落动态与变化规律数据,可为揭示我国主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变化

的过程与机制及其与环境变化、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提出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的途径和方法提供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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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生态系统生物长期监测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陆地生态系统生物群落长期监测的规范体系、目标、原则,规定了样地设置与管理、监
测内容、监测指标体系、监测方法和监测数据内容与质量控制。

本文件适用于森林、草地、荒漠、湿地、农田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的样地和区域尺度的长期定位地面

监测,不适用于内陆水域、城市等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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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883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

GB/T20533 生态科学数据元数据

GB/T30523 科技资源核心元数据

GB/T32740—2016 自然生态系统土壤长期定位监测指南

GB/T32843 科技资源标识

GB/T33027—2016 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

GB/T39468—2020 陆地定量遥感产品真实性检验通用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群落 community
占有一定空间的多种生物种群的集合体。
注:按生物类型进一步划分,如植物群落、动物群落、微生物群落等。

3.2 
生态系统 ecosystem
一定空间中共同栖居着的所有生物(即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地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

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

3.3 
陆地生态系统 terrestrialecosystem
地球陆地表面由陆生生物与其所处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统一体。
注:大陆上水体以外的各种类型生态系统的总称,主要包括森林、草地、荒漠、湿地(不包括内陆水域和城市湿地)和

农田生态系统类型。

3.4 
森林生态系统 forestecosystem
以乔木为主体的生物群落及其非生物环境综合组成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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