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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基础性工作专项成果汇交数据资料的分析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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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业领域基础性工作专项产生的成果是指与林业及生态环境相关的科学数据、论著、报告、图集、典籍、

技术规范等。首先总结了14个已结题的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成果的汇交数据资料，然后从生物多样性的视角为整

编数据资料提出了物种资源、生物群落、环境资源、生物资源保存和保护、生物资源开发利用5个方面的整编思路，并

进一步整合为物种数据、环境资源数据和样地数据三大数据库，进一步讨论了数据资料的继续获取和共享开发应用。

关键词：林业；生态环境；科技基础性工作；数据整编；开发利用

中图分类号：S7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772/j.issn.1674-1544.2017.05.011

Analysis and Compiling of Data Materials about Achievements of Forestry 
Fundamental Special Projects
LIU Yan, CHEN Yan, YANG Yanchen, DENG Guang

(Institute of Forest Resource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fundamental work in forestry are those scientific data, 
reports, atlas, books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relating to forestr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article 
the handed data information from 14 finished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fundamental work special projects 
were summarized in 5 points of species resources, Biocenosis,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biological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biological resource pre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Then it was considered by 
compiling the achievements to 3 databases: species,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sample plot data in view point 
of biodiversity. And further use of the compiled achievement data was discussed. 
Keywords: forest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fundamental work, data compiling,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1 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业的主

要任务是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林业基

础性工作专项产生的成果是指与林业及生态环境

相关的科学数据、文字资料、图集典籍、科学规

范等。这些具有战略性、基础性、系统性、长期

性和共享性的数据资料，通过整编可以促进共享

应用，提升林业及生态环境相关领域的学科研究

水平，解决发展林业和维护生态环境平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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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推动林业的技术进步，增强林业对发展

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效能。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的 14 个项目汇交

数据资料所产生的 146 个数据集按所涉及学科的

统计数是：大气科学有 1 个，水文学有 1 个，土

壤学有 7 个，林业工程有 5 个，生态学有 26 个，

森林保护学有 5 个，植物保护学有 17 个，分子

生物学有 11 个，植物学有 61 个，中药学有 8 个

（图 1）。按数据资源涉及地点的统计数分别有：

区域性的有 73 个，全国范围的有 50 个，部分省

份的有 23 个。

本文拟系统全面地分析这些数据资料，为规

范整编数据的设计思路，以期能更有效地共享利

用这些数据资料，最大程度地发挥基础性科技成

果的支撑作用。

2 汇交数据资料的分析

2.1 秦巴山区资源调查

2.1.1  物种资源

依据新采集标本和秦巴山区历史标本进行分

类、鉴定、整理并数字化后得到以下植物标本资

源数据集。

（1）1932—2014 年秦巴山区蕨类植物门标本

数字化信息数据集。

（2）2008—2013 年秦巴山区苔藓植物门标本

数字化信息数据集。

（3）1932—2014 年秦巴山区裸子植物门标本

数字化信息数据集。

（4）1906—2014 年秦巴山区被子植物门标本

数字化信息数据集。

同时，撰写出版了 5 部涉及秦巴山区有关植

物的志书：《秦岭植物志第二卷（石松类和蕨类

志）》《大巴山地区高等植物名录》《秦岭植物志

增补：种子植物》《秦巴山区野生观赏植物》《秦

岭野生植物图鉴》。

2.1.2  生态群落和环境资源

秦巴山区森林、灌丛、草地群落样地调查数

据集主要记录了样地环境因子、物种种类组成和

分布、群落结构信息。

秦巴山区温度和降水数据的源数据为月均温

和月降水量，其空间分布图为 1959 年至 2010 年

均值的空间分布栅格图。

秦巴山区水系径流数据包含有秦巴水系图

（比例尺为 1:65 万）和水文站点径流监测数据。

秦巴山区土壤背景数据有 1:50 万和 1:100 万

秦巴土壤图及其属性表。

编著了《秦巴山区森林植被对环境变化的响

应》一书。

图 1 数据集分类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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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越边境地区苔藓植物调查

完成了 2012—2015 年中越边境地区苔藓植

物标本资源数据集，编写了中越边境地区苔藓植

物考察报告，在德国 J. Cramer 出版社出版了专著

《Taxonomic Revision of Lejeuneaceae Subfamily 

Ptychanthoideae（Marchantiophyta）in China》。

2.3 青藏高原地区野生植物资源调查

对青藏高原地区野生植物资源开展调查得到

了包括种子和DNA材料的植物种质资源数据集

和植物标本数据集；整合为青藏高原地区野生植

物种质资源调查数据库 [2]，并编著出版了《青藏

高原特色植物种子》。

2.4 东北林区资源调查

2.4.1  森林群落样地

将东北林区分为 9 个调查区域：大兴安岭、

小兴安岭、完达山、老爷岭、张广才岭、哈达

岭、长白山、龙岗山、辽西山地，组织开展了样

地调查并在每年 4-6 月进行早春植物调查。获

得了乔、灌、草本数据集以及样方周边行进间数

据、样地周边早春植物踏查数据、样地早春植物

数据、样方周边踏查数据。

2.4.2  种质资源调查

种质资源建立了东北地区的生物标本资源数

据集 2 个，编制了主要分布于东北森林区域的种

质资源物种目录；整理编目获得了东北维管束植

物名录，数字化编辑建立了东北药用植物数据集

和吉林省经济植物数据集。

依据各级林木种子管理部门的统计管理数

据和坐落地点位置编制了东北林木良种基地分

布图。

形成了以下 8 个咨询报告：《东北森林植物种

质资源调查报告》《东北森林早春类短命植物种

质资源专项调查报告》《东北森林植物种质资源

历史变化趋势报告》《东北森林植物种质资源现

状评估报告》《植物种质资源利用与流失状况报

告》《东北森林植物种质资源优先保护建议报告》

《中国东北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利用评估报告》《东

北林木良种基地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利用现状

评估报告》。

编著出版的书籍有五部：《中国东北森林植

物种质图志》《长白山植物图谱》《小兴安岭野生

经济植物原色图鉴》《长白山木本植物冬态图谱》

《东北生物标本馆维管束植物模式标本考订》。

2.5 华北地区自然植物调查

对 华 北 地 区（ 北 纬 31.2—50.5 度， 东 经

94.5—129.5度）自然植物群落开展样方调查，获

得草地群落、灌丛群落、森林群落和水生植物群

落的样地调查数据集和常见物种的属性数据集。

根据样方调查整理出华北地区草地、灌丛、

森林和水生植物自然植物群落志数据。制作了华

北地区自然植物群落资源分布图集，整理有华北

地区 231 种重点药用植物、79 种重要经济植物和

13 种珍稀濒危植物的各省分布与保护现状数据。

编写了华北地区植物群落志和华北地区重要植物

类群资源状况评估报告。

2.6 药用植物资源调查

针对 73 种珍稀濒危和常用药用植物资源在

全国各省开展了走访调查和实地调查，针对 12 种

珍稀濒危和常用药用植物资源在贵州、广西、内

蒙古、辽宁、甘肃、吉林、广东、四川 8 个省份

开展了物候、生长和更新及生境观察，获得珍稀

濒危和常用药用植物资源静态调查数据库和动态

调查数据库。对山药、地黄、牛膝、菊花四大怀

药以及赤芍、青蒿等 6 种药用植物资源开展了遥

感技术等 3S技术的应用调查；对河北安国药材市

场、江西樟树药材市场、河南百泉药材市场、四

川荷花池市场、安徽亳州市场开展了调查。最终

建立了中药材市场目录数据库，编写了 4 个调查

报告和中国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调查专著。

2.7 非粮柴油能源生物资源调查

在全国 30 个省区采集了 2517 种非粮柴油能

源植物及油料类蓄能器官进行化学成分测试与分

析，并采集、分离、测试与生物柴油相关的 640

株能源微生物。获得了植物和微生物的调查数据

和测试数据、引进栽培的迁地保育数据、植物标

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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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了全国非粮柴油能源微生物调查研究报

告、全国非粮柴油能源植物和微生物总结报告和

华北、华东、华南、西南专题总结报告，编著了

《中国非粮生物柴油植物》一书。

2.8 开展了林产化工的相关研究

针对我国林产化工行业的标准样品研制开

发相关工作，在体系框架、平台系统、技术规

范、标准样品基础研究和报审认证等方面开展研

究，形成了 5 个报告。分别是：《林化标准样品框

架体系研究报告》《国家有证林化标准样品数据

研究报告》《林化标准样品预研究报告》《林化标

准样品应用技术方法和技术规范研究报告》《林

产化工标准样品研制基础实验平台构建方案研究

报告》。

2.9 植物资源迁地保护的信息

核查整理了我国 12 个主要植物园 1955—
2014 年引种植物的信息，并加工得到中国植物园

迁地保护植物编目数据集和中国植物园迁地植物

应用信息数据集。

编制了植物园迁地保护植物数据标准，“标

准”包含有数据采集标准、图像采集标准和数据

质量评估办法。发表了一篇《中国植物引种栽培

及迁地保护的现状与展望》论文，出版了《中国

迁地栽培植物志名录》《中国迁地栽培植物大全》

和《植物迁地保护理论与实践》等书籍。

2.10 开展了生物物种DNA条形码的测定研究

研究西双版纳、哀牢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乔

木树种DNA条形码的测定， 获得了西双版纳、哀

牢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乔木DNA条形码数据集。

同时，采集了我国重要动植物类群的标本，并测

定了DNA条形码，制定并修订了《DNA条形码

概论与技术指导性规范》和《植物DNA条形码

技术规范》，并获得了以下 8 个物种的数据：一

是昆虫数据集，二是陆生无脊椎动物数据集，三

是海洋无脊椎动物数据集，四是鱼类数据集，五

是两栖爬行动物数据集，六是鸟类数据集，七是

哺乳动物数据集，八是高等植物数据集 [3]。

2.11 外来入侵物种调查

在广东、海南、福建、浙江和重庆 5 个省份

开展了普查、排查和标准地调查得到了 11 个数

据集。收集外来和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基本生物学

和生态学资料，分类整理了外来入侵物种的基本

信息，编制了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及其安全性考察

技术方案，编制了《生物入侵：中国外来入侵植

物图鉴》，编写了《外来有害生物入侵调查报告》

《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录（527 种）》《全国监测外

来入侵生物名录》（103 种）和《全国重点防控外

来入侵生物名录》（41 种）[4]。

2.12 树木溃疡病病源和寄主调查

自我国 7 个气候带 14 个气候区、28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46 个病害代表区采集树木溃

疡类病害标本，对病原真菌菌株进行分离培养、

分类鉴定和保存。建立了中国树木溃疡病原真菌

菌株资源数据集和树木溃疡病菌分子序列特征数

据集。编写了 2 个调查报告：《中国树木溃疡病

害的寄主、生态地理分布及危害现状调查报告》

《中国树木溃疡相关病原真菌生态地理分布、系

统发育及遗传多样性研究报告》。

2.13 对森林土壤进行典型调查

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同期对我国森林土壤资源

开展系统调查 [5]，以地域特征和林分类别为编组

依据，采集土壤样品并测定理化性质后获得中国

森林土壤指标检测数据以及中国森林土壤剖面调

查数据。建立了中国森林土壤 28 种土壤的标本

资源数据库，建立了中国所有森林土壤土类和三

大阶梯主要山系垂直带谱土类 142 个剖面图集；

编制了森林土壤调查技术规程，编写了中国森林

土壤资源本底调查研究报告 [5]。

3 汇交数据资料的整编

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物圈中所有的生

物，即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

基因和生存环境，包含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3 个层次 [6]。生物多样性是人

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到

今天，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人类活动范围与强

度的不断增加，正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环境问

题，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粮食和能源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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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林业成果数据分析整编分类表

区域/专业类别 数据内容 整编类别

秦巴山区

区域性

调查

秦巴山区蕨类植物、苔藓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 物种资源

秦巴山区水文、土壤、气温、降水 环境资源

秦巴山区生态群落 生物群落

中越边境地区 苔藓植物资源
物种资源

青藏高原特殊生境 野生植物资源

东北山区
东北林区森林群落 生物群落

东北林区植物资源 物种资源

华北地区
华北地区自然植物群落 生物群落

华北地区植物资源 物种资源

药用植物

资源开

发利用

大宗药用植物资源调查和中药材市场调查
资源利用

非粮柴油能源生物资源

能源植物和微生物的调查和测试

能源植物迁地保育 资源保存

能源植物标本 物种资源

林产化工行业 基础实验平台构建、技术规范编制、框架体系研究、标准样品研究 资源利用

迁地保护的植物资源

资源

保存

及其

保护

12个主要植物园的引种栽培植物信息、迁地保护植物名录、迁地植物应用信息

资源保存

自然保护区乔木DNA条形码

研究
乔木DNA条形码

中国重要生物DNA条形码研

究

昆虫、陆生无脊椎动物、海洋无脊椎动物、鱼类、两栖爬行动物、鸟类、哺乳

动物、高等植物DNA条形码

森林保护
广东、海南、福建、浙江、重庆5个省份外来入侵物种调查

资源保护
树木溃疡病病源和寄主调查

森林土壤
土壤

资源

中国森林土壤指标检测数据

环境资源中国森林土壤剖面调查数据

土壤的标本资源数据

大危机，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与林业所担负的

使命：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密切

相关。规范整编林业基础性工作成果资料，即是

围绕着科学经营森林、提升森林质量效益，把数

据资料系统化，更好地担负基础性科技支撑。

根据表 1 和图 2 所示的思路，对成果数据资

料进行整编，其构成如下。

（1）物种数据：包括物种个体的分类学信息

及其生物学、生理学、生态学和社会经济的属性

信息，说明了林业生物资源的分类学名称、特征

特性、数量、质量、分布、用途和保存、保护、

利用情况。

（2）样地数据：包括群落的类型、特征、分

布、结构和优势种、组成群落的物种名称和丰

度、多度、盖度、频度。

（3）环境资源数据：是物种生存生长所必

须的环境因子，即非生物的资源，包括土壤、气

候、降水、水文数据。

4 结语与思考

4.1 查清物种资源是林木种质资源管理、保护、

监测评价和利用的基础工作

加强林木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培育优

质、高产、抗逆性强的林木品种，是林业工作的

重中之重。通过数据资料整合的物种资源数据

库，既包括秦巴山区、中越边境地区和华北地区

的植物资源数据，也包括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的

种质资源数据库和信息系统，还包括有全国 12
个主要植物园的迁地保护植物信息，信息更系统

更全面，可以为良种繁育科学研究、林木育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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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苗生产等林业生产环节提供底层数据支撑，更

为进一步开展物种发生、发育及演化、植物区系

等科学研究提供科技基础。

4.2 科学经营森林需要林业基础数据支撑

科学经营森林是一个全面的过程，从品种

改良和种苗生产、营造林、抚育、森林防火和森

林病虫害防治，到天然更新和人工更新，其每一

步都离不开生物物种和环境背景数据的支撑；例

如，适地适树 [7]是根据造林树种的生物学、生态

学特性与造林地的立地条件来选择匹配的决策过

程。全国森林土壤资源数据、种质资源数据、树

木病害数据、东北国有林区的基础数据等对于促

进林业科研进步和增强林业生产效能可以提供极

其有力的支撑。

4.3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有赖于对资源本底数据的

全面掌握

只有摸清家底才能更好地合理利用开发，

如：发展生物质能源对于解决当前能源压力倍增

的状况有着重要现实意义，数据整编使能源植物

的测试调查数据与这些植物物种的其他属性数据

整合在一起，更完整地实现物种资源数据共享利

用，更能有效地支持进一步研究能源林培育 [8]，

充分满足生物质能源的原料需求。

4.4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构建生态平衡体系需

要长期系统的基础数据支持

外来入侵物种是当前生态安全 [9]的热点问

题，有关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成果为进一步加强

对外来入侵植物动态变化 [10]的监测提供了依据。

数据资料整合能够有助于研究外来入侵物种与本

土物种的关系，将可以为缓解乃至解决物种入侵

带来的生态安全危机提供依据，因此，对于入侵

物种的更多基础性研究亟待加强。

生态敏感区域，如秦巴山区、青藏高原地

区、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资源调查可以为开展

图 2 林业成果数据整编层次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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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态系统功能变化监测 [11]、生物多样性评价

和保护、气候变化影响评估 [12-16]提供有力的基础

数据支撑。而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往往需要较长

周期的、宏观区域的调查观测数据，因此，对这

些区域的基础性研究应该给予继续支持。另外，

研究应采用更多的方法和技术，如物联网技术，

以期得到长期稳定的监测数据。

4.5 促进信息共享，构建体系化网络化工作模

式，继续和加强林业基础性研究

科技创新需要从基础性工作做起，林业的基

础资源、基础数据、基本信息与基本知识需要长

期积累与总结，需要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林业

科技基础性工作包括调查、观测、测定、分析、

研究到成果数据汇交和共享机制的程式。构建林

业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工作网络，依托林业科研院

所和林业高校为实施主体，应用物联网、云技术

等高新技术，围绕基础性工作所涉及的森林及生

境、自然植物到群落的相关学科领域进行统一的

布局，统筹安排，确保经费稳定、队伍稳定、场

所稳定，可以持续开展工作，推动林业科技创

新、林业产业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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