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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6 年 2 月，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

区的批复》（江府函〔2006〕37 号）同意建立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

保护区。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江门恩平市西北部河排林场

境内，锦江河的上游，总面积 113025 亩，生态公益林 92632.7 亩，

商品林 20392.3 亩。 

2017 年 5 月 1 日，《广东省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型自然保护区管

理办法》开始施行，对森林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

自然保护区的林木采伐作出严格规定。 

根据《广东省林业厅关于江门市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的复函》

（粤林复函〔2017〕197 号）精神，为了确保完成至 2020 年江门市

直属七个国有林场生态公益林面积占林业用地面积的比例平均达到

75%以上的改革总体目标任务，江门市林业和园林局制订了《江门市

直属国有林场扩大生态公益林面积实施方案》。 

为了解决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内商品林的历史遗留问

题，优化保护区内森林结构和提升森林质量，提高自然保护区森林生

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效益，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广东省森林和陆生

野生动物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确保完成国有林场生态公益林面

积比例平均达到 75%以上的改革任务，为了保障商品林经营者的合法

权益，保护区管理部门根据《广东省林业厅关于贯彻实施〈广东省森

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的通知》（粤林规〔2018〕



 

1 号）的精神，拟开展“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提升

项目”，对保护区内的部分生态功能较低的桉树、杉木和马占相思等

品种的商品林，允许商品林林权者对现经营的林木采伐一次，然后按

生态公益林的要求进行更新改造，将商品林调整为生态公益林，实施

严格的生态公益林管理。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提升项目的建设规模为

商品林 9998.4 亩。主要建设内容是在实验区部分商品林完成一次采

伐后，设计对林地按照生态公益林建设的要求，改造提升种植乡土阔

叶树种。项目概算总投资 1552.19 万元。 

为了规范和强化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提升项

目的技术要求，受建设单位委托，江门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于 2018 年

6 月开始组织技术人员收集设计方案有关的基础资料，派出专业技术

人员，在建设单位有关人员的协助下，到实地进行详细调查，编写了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提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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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的背景、由来和项目的概况 

一、项目的背景和由来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的自然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新中国”，要求“加大生

态系统保护力度”。 

为了加强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工作，2017 年 5 月 1 日，《广

东省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开始施行。《办法》对森林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

自然保护区的林木采伐作出严格规定。《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对生

态功能较低，妨碍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景观协调性和自然生态系

统的完整，且在本办法实施前，未与投资种植经营管理的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签订管护协议的人工种植的桉树、杉树和松树，市、县

级人民政府可以按照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方案进行改造

提升。” 

2018 年，《广东省林业厅关于贯彻实施〈广东省森林和陆生野生

动物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的通知》（粤林规[2018]1 号）中提出“制

定人工林改造提升方案，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各级林业主管部门

要积极会同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在全面调查基础上，对生态功能较

低的人工种植的桉树、杉树和松树纯林要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改造提

升方案。 ……同时，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要与区内人工林林权者签

订管护协议，确保只采伐一轮，由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改造提升种植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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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阔叶树种，并纳入生态公益林管理。” 

由于历史的原因，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内目前共有商品

林面积 20392.3 亩，其中 7081.5 亩为江门市河排林场与其他社会投资

者合作投资经营或承包经营，树种主要是桉树、相思、松树和杉木，

这些商品林的承包合同都是在去年 5 月 1 日，《广东省森林和陆生野

生动物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开始施行前签订的。 

为了解决锦江源保护区内商品林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化解矛盾纠

纷，江门市拟开展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项目。 

二、项目的概况 

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对保护区内实验区的 9998.4 亩生态功能较低

的桉树、杉木和马占相思等品种的商品林，允许商品林林权者对现经

营的林木采伐一次，改造提升种植乡土阔叶树种，将商品林调整为生

态公益林，实施严格的生态公益林管理。项目概算总投资 1552.19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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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情况 

一、自然地理概况 

（一）地理位置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江门恩平市西北部河排林场

境内，锦江河的上游，北起长笔岭，南至潭角林场，西起九南垌，东

至高板岭，东西长 14.95 千米，南北长 10.70 千米，总面积 113025 亩。

地理位置为东经 112°06′21″~112°15′00″，北纬 22°09′27″

~22°15′20″。 

（二）地质地貌   

保护区是突起在珠江三角洲平原上的中、低山丘陵地貌。山地主

要由花岗岩、石英岩构成。各山体之间沟谷纵横，叠峰连绵，区内最

高山峰狗头山，海拨 798.2m，最低处位于河排林场场部，海拔 44.0m。 

（三）气候条件 

保护区地处亚热带气候型地带，长年高温多湿，雨量充沛，年平

均降雨量达 2200 毫米，年平均气温 20.2～21.5℃。4～9 月为雨季，

10～3 月为旱季，湿干季节明显，常受台风袭击，在高温配合多雨的

水热条件下，生物繁衍更迭非常活跃。 

（四） 水文条件 

保护区位于锦江河的上游，是江门地区最大的水库锦江水库的水

源地之一，还拥有凤子山水库、较多的河流及水域面积。 这些河流

是发育在花岗岩地质基础上，其流向深受花岗岩裂隙控制，河水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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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主要为雨水，故其水文特征是：流量季节变化明显，雨天地表径流

顺坡而下，流量剧增，水位高涨；晴天缺乏地表径流补给 ，流量大

减，水位低落，但因森林茂密，花岗岩裂隙的含水补给，故流水终年

不断。 

（五）土壤概况   

保护区的地带性土壤以在页岩，花岗岩上发育而成的赤红壤为

主，呈酸性反应，肥力中等。但随着山地海拨高度增加而气温降低、

降水量增多的变化，土壤发育发生相应的更替，在海拨 400～600m

的山腰为山地红壤，土体剖面发育完整，多呈灰棕色或红棕色，成土

母质、表层质地与赤红壤相似，只是风化层厚薄不一；在海拨 600～

700m 为山地黄壤，土体剖面发育完整，呈灰黑色或黑褐色，成土母

质为花岗岩风化的残积物和坡积物，质地较粗，多为砂壤土、呈灰黄

色。在海拨 700m 以上为山地灌丛草甸土，土体剖面发育层次不完整，

有明显的枯枝落叶和草根盘结的草甸层。 

（六）植被类型   

该保护区的森林植被，虽然曾经遭受人为的严重破坏，原始森林

已荡然无存。但自 1973 年以后，保护区内部分常绿阔叶林却未再遭

受严重破坏，至今已恢复为有一定结构、林冠连续、终年常绿、藤本

植物比较丰富的天然次生常绿阔叶林。 

二、社会经济条件 

河排林场所在地恩平市归广东省江门市管辖。恩平市位于广东省

西南郊、珠江三角洲西南端，濒临南海，毗邻港澳，是粤中粤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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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处，是珠三角地区得天独厚的山水名市。全市总面积 1698 平方

公里，总人口 50 多万人，有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 50 多万人，

分布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国著名侨乡。 

恩平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部，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后发地区。经

过多年发展，恩平市形成了以电子(麦克风及其相关产业)、建材等为

主导的优势经济产业群；形成了以温泉旅游为特色的养生保健旅游产

业群。恩平市以电子产业和温泉旅游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恩平市先后

荣获了“中国温泉之乡”、“中国麦克风行业产业基地”等荣誉。2009

年底，沙湖新型建材工业基地和恩平纺织基地已被列入广东省十一大

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成为推进我市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2010 年

初，恩平市分别被国家和省批准为“全国农技推广示范县”、“广东省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县”。 2016 年恩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1651775 万元，比上年增长 7.1%。 

三、保护区和项目林地基本情况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季风常绿阔叶林、

野生动植物资源和重要的水源涵养林，为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内植物资源较为丰富，有野生维管植物 170 科、511 属、997

种。其中蕨类植物 27 科、42 属、62 种，裸子植物 4 科、5 属、9 种，

被子植物 139 科、464 属、926 种(双子叶植物 120 科、353 属、737

种，单子叶植物 19 科、111 属、189 种)。常见植物包括：马尾松、

杉木、加勒比松、樟树、华润楠、红润楠、木荷、山杜英、枫香、竹

叶青冈、山乌桕、华南锥、红椎、米椎、藜蒴、火力楠、尖叶石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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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耳环、楝叶吴茱萸、桃金娘、野牡丹、满山红、杜鹃花、多花山竹

子、山玉兰、朱砂根、深山含笑、竹柏、大头茶、罗汉松、买麻藤、

鸟巢蕨、观音座莲、铺地蜈蚣等。 

项目林地位于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实验区，总面积

9998.4 亩，林种为商品林地，优势树种为桉树、杉木、松树和马占相

思。项目林地具体情况见附表 4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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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项目拟用 4 年时间逐步

对保护区内实验区范围的 9998.4 亩商品林实施改造后调整为生态公

益林。通过项目实施，优化森林结构，提高森林质量，进一步提升江

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为建设珠三角

生态型宜居城市，为新一轮绿化江门做出重要贡献。 

一、解决保护区内商品林经营的历史遗留问题。 

建立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保

护区内季风常绿阔叶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自然保护区的保护

属性要求区内尽量避免过多人为的干扰活动。而商品林的经营目的是

通过高效率的人为经营措施生产更多的林产品以满足市场需求。商品

林的经营目的和保护区的保护目的是有冲突的，商品林频繁的人为经

营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对保护对象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目前仍有商品林

面积 20392.3 亩。通过实施保护区内林分改造项目，对保护区内实验

区范围的 9998.4 亩商品林实施改造后调整为生态公益林，有利于改

善保护区内林种结构，减少保护区内人为经营活动对保护对象的干

扰。 

二、贯彻实施《广东省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

法》 

2017 年 5 月 1 日，《广东省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型自然保护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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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开始施行，对森林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

自然保护区的林木采伐作出严格规定。 

本项目的主要任务是对保护区内实验区范围的部分生态功能较

低的人工种植的桉树、杉木和马占相思等商品林按生态公益林的建设

要求进行改造提升种植乡土阔叶树种，然后纳入生态公益林管理。项

目的实施，将改善保护区森林结构，提高保护区生态公益林比例，有

利于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更好的贯彻实施《广东省森林和陆

生野生动物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优化保护区的管理，进一步加

强对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 

三、有利于优化森林结构和提升森林质量 

2006 年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加大了保护力

度，保护区内的森林生态系统得到良好的保护，森林质量逐年提高。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保护区内仍有面积不小商品林，特别是实验区

的商品林，大部分是生长一般的桉树、杉木纯林，这些林分存在着树

种结构不合理、生物多样性欠缺、森林质量不高、生态功能不强的问

题，影响了自然保护区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通过实施保护

区内林分改造项目，对纯林改造种植混交乡土阔叶树种，将进一步优

化森林结构和提升森林质量，提高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

生态效益。 

四、保障商品林合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广东省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开始施行

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内共有商品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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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20392.3 亩，其中部分商品林为江门市河排林场与其他社会投资者

合作投资经营，目前合同尚未到期。本项目的实施，就是为了解决保

护区内商品林承包出租、合作经营的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商品林改造，

允许对合作经营的桉树林分采伐一轮，再改造成阔叶混交林，有利于

保障合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氛围，更好

的支持保护区的建设。 

五、增加生态公益林面积，助力国有林场改革 

根据《广东省林业厅关于江门市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的复函》

（粤林复函〔2017〕197 号）精神，为了确保完成至 2020 年市直属

七个国有林场生态公益林面积占林业用地面积的比例平均达到 75%

以上的改革总体目标任务，江门市林业和园林制定了《江门市直属国

有林场扩大生态公益林面积实施方案》。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江门市河排林场境内，通过实

施保护区内林分改造后调整为生态公益林项目，将明显增加江门市河

排林场生态公益林面积，提高林场生态公益林面积比例，有助于达到

上级部门对林场改革的森林质量要求。 

六、有利于建设宜居城市和幸福侨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林业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

要载体，在建设宜居城市和幸福侨乡中将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通过

多年不懈的努力，江门市林业建设得到长足发展。但是，江门市造林

绿化水平同恢复地带性森林植被群落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同人民

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和提升生活环境质量的幸福期望还有一定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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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随着江门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态意识的不

断提高，对高质量绿色森林资源的需求也不断提高。建设高标准高质

量的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家园、

让人们享受大自然、体验幸福生活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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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建设现状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的

恩平市河排林场境内，地理位置为东经 112°06′21″~112°15′00″，北纬

22°09′27″~22°15′20″。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季风常绿阔叶林、野生

动植物资源和重要的水源涵养林，为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

拯救濒危灭绝的生物种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探索自然资源的演变规

律和合理利用途径、保证恩平市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用水、改善江

门市地区生态环境、优化珠江三角洲人民生存空间、促进经济可持续

发展和科研、文化、教育、卫生、旅游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保护区建立后，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保护区内森林蓄积不断

增加，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不断增强。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13025 亩，其中生态公益

林 92632.7 亩；商品林 20392.3 亩。 

商品林地按树种分类：桉树 10239 亩；相思 4386 亩；松树 3033

亩；杉 1374 亩；针阔混 1360.3 亩。 

商品林地按经营类型分类：自主经营 13310.8 亩；合作经营或

承包经营 7081.5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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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 

虽然通过多年的努力，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取得了

不小的成绩。但同时，保护区内森林也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 

1、商品林面积较大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13025 亩，其中生态公益

林 92632.7 亩，占 82%；还有商品林 20392.3 亩，占 18%。商品林面

积较大，商品林频繁的人为生产活动对保护区的管护带来很多干扰，

不利于保护区的管理，也影响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综合生态效益。 

2、商品林树种组成不合理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内目前尚有 20392.3 亩的商品林

地，按树种分类：桉树 10239 亩；相思 4386 亩；松树 3033 亩；杉

1374 亩；针阔混 1360.3 亩。商品林树种以速生桉、马占相思、松树

和杉木纯林为主，树种组成不合理，森林群落结构简单，影响了森林

生态系统生态功能的有效发挥。 

3、商品林经营权分散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部分商品林地，由于历史原

因，经营方式为河排林场与其他社会投资者合作经营或私人承包经

营。目前，合作经营或承包经营的商品林面积 7081.5 亩。2017 年 5

月 1 日，《广东省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开始

施行，对自然保护区的林木采伐作出严格规定。保护区内林木经营权

的分散经营方式已经不符合新的形势下保护区对林地林木的管理要

求，不利于保护区对林分的统一经营和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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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商品林现状统计表 

工区/林班 小班 树种 面积(亩) 种植时间 经营类型 分区 备注

一区六林班
801-803、901-904、1001-1003、1101-
1103、1401、1402、15、16

桉树 1317 2013 自主经营 实验区

一区六林班 13、1801-1802、2401-2404、2801-2803 相思 483 2012 自主经营 核心区

一区六林班
1901-1902、2002、2201-2203、2301-
2303

桉树 489 2012 自主经营 核心区

一区七林班
101、201-202、301-302、401-403、
501-502、601-604、901-903、1001-1002

相思 1095 2012 自主经营 核心区

一区八林班
502、503、6、802、14-16、19、2201、
23

桉树 1524 2014 合作经营 实验区

一区八林班 2、3、801、24 桉树 576 2009 自主经营 实验区

一区八林班 10、11、12、13、20、21、2202、25 杉 1374 2000 自主经营 实验区

一区九林班 10、15、19、20、22、23 桉树 1047 2011 自主经营 实验区

一区九林班 301、302、304、1401 针阔混 319.5 2000 承包经营 缓冲区

一区九林班 5-9、16、17、24-26、31、32 桉树 2017.5 2009 合作经营 实验区

二区三林班 1201、1202、1301-1303、1401、1402 桉树 609 2008 合作经营 缓冲区

二区三林班 2601、2602、2701-2703、2801-2803 松 523.5 2011 自主经营 缓冲区

二区四林班 13、15、16 针阔混 378 2012 自主经营 核心区

二区四林班 14、33、34、35 松 591 2012 自主经营 核心区

二区七林班 23、24、2901、2902、3001、3002 桉树 672 2008 合作经营 缓冲区
五区六林班 201、202、301、302、4 松树 778.5 2000 自主经营 缓冲区
五区七林班 2、401、402、501、502、601、602 松树 918 2000 自主经营 核心区
五区九林班 5、6、1001、1002 相思 681 2013 自主经营 核心区
六区三林班 24 松树 222 2015 自主经营 核心区
六区四林班 15、18、22 针阔混 662.8 2013 自主经营 核心区
六区四林班 3、10、14、23 桉树 579 2014 自主经营 实验区

六区五林班

501-503、601-604、701-702、801-802、
901-902、1001-1002、1201-1202、1301-
1302、1401-1402、2901-2902、3201-
3202

桉树 1408.5 2014 合作经营 实验区

六区六林班
101-102、201-202、301-302、401-402、
601-602、701-702、801-802、1101-1102
、2301-2302、2401-2402、2501-2502

相思 2127 2013 自主经营 实验区

20392.3合计  



 14

第五章 指导思想、原则与规划依据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按照省委、

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的统一部署以及江门市

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新一轮绿化江门大行动的实施意见，着力实

施绿色发展和生态惠民战略，进一步在重点区域优化森林结构、提升

森林质量、强化生态功能，加快推进绿化美化生态化，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对林业生态产品的需求，有力推进生态优美的幸福侨乡建设，

为创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林业生态省发挥重要作用。 

以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为指导，应用森林生态学和现代林业发展的

理念和方法，通过实施林分改造工程，调整商品林种和树种结构，提

高林分质量，促进林分向地带性顶极群落的森林类型演替，提高森林

生态功能等级，构建完善的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体系。 

二、主要原则 

（一）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 

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禀赋，以乡土阔叶树种为基调树种，坚持生

态化、乡土化，注重恢复和保护地带性森林植被群落。 

（二）坚持生态优先、兼顾景观的原则 

应用森林生态学和现代林业发展的理念和方法，通过实施林分改

造工程，提高森林生态功能等级，同时，适当栽植一些景观效果较为

明显的的珍贵阔叶树种，提高森林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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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统筹规划、分级负责的原则 

统筹安排，合理规划，突出重点，保障林分改造建设有计划、有

步骤进行。 

三、规划依据 

1、《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的决定》

（粤发[2013]11 号），2013 年，广东省委、省政府； 

2、《广东省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2017

年，广东省政府； 

3、《广东省林业厅关于贯彻实施〈广东省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型

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的通知》，2018 年，广东省林业厅； 

4、《关于印发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发〔2015〕9

号），2015 年，广东省政府； 

5、《广东省林业厅关于江门市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的复函》（粤

林复函〔2017〕197 号），2017 年，广东省林业厅； 

6、《中共江门市委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一轮绿化江门大

行动的实施意见》（江发[2013]10 号），2013 年，中共江门市委、江

门市人民政府； 

7、《江门市直属国有林场扩大生态公益林面积实施方案》，2018

年，江门市林业和园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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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项目建设规划 

一、规划范围和建设对象 

规划范围位于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实验区，建设对

象为实验区的 9998.4 亩商品林地。 

二、规划内容 

本方案的主要规划设计内容是在商品林完成一次采伐后，设计对

林地按照生态公益林建设的要求，改造提升种植乡土阔叶树种。 

三、规划建设期限 

项目计划在 4 年内完成，规划建设期为 2018~2021 年，计划分 3

期实施，第一期从 2018 年至 2019 年；第二期从 2019 年至 2020 年；

第三期从 2020 年至 2021 年。 

四、建设目标 

利用 4 年时间，逐步将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部

分生态功能较低的桉树、杉木和马占相思等品种的商品林改造成以乡

土阔叶树种为主的混交林，并纳入生态公益林管理，全面提高森林质

量和生态功能，建成植被类型多样、功能高效的森林体系，满足保护

区生态综合功能需要。 

到 2021 年底，实现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的生态

公益林比例达 80%以上，形成以乡土阔叶树为主的混交林体系，进一

步优化保护区森林树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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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进度规划 

（一）建设顺序 

建设顺序应有利于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优先进行短轮伐期用材

树种桉树纯林的改造，再进行残次松杉混交林的改造；适当考虑用材

林树种的成长成熟时间需要；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完成交通方便

地点的林分改造，再考虑高山远山的林分改造。 

（二）进度安排 

林分改造提升工程建设遵循分批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计划分

3 期实施。2018~2019 年，完成改造面积 3726 亩，占项目改造面积的

37.3%；2019~2020 年，完成改造面积 3339.9 亩，占项目改造面积的

33.4%。2020~2021 年，完成改造面积 2932.5 亩，占项目改造面积的

29.3%。 

具体改造小班进度安排见附表 1。 

六、采伐初步规划 

项目林地在更新造林前，拟允许对原商品林采伐一次。采伐目标

树种严格限定为桉树、杉树、松树和马占相思。项目林地各小班采伐

树种现状蓄积量见附表 2。由于项目拟分 3 期实施，准确的当期采伐

量以采伐当年所作采伐设计为准。 

 

表 6.1 采伐树种现状蓄积量统计表 

序号 采伐树种
面积

（亩）
现状蓄积量
（立方米）

1 桉 7890 22992.5
2 杉、松 1374 5744.7
3 马占相思 734.4 1254

合计 9998.4 29991.2
注：表中蓄积量为现状蓄积量，准确的采伐蓄
积量以采伐当年所作采伐设计调查数据为准。  

 



 18

第七章 项目建设技术措施要点 

一、采伐注意事项 

本项目改造对象主要是生态功能较低的桉树、杉树、松树和马

占相思林分，所以采伐目标树也明确为桉树、杉树、松树和马占相思。

对于改造范围内采伐目标树种以外的其他阔叶树种，除去修建林区道

路等必要设施的采伐外，禁止采伐。 

二、造林方式 

根据林地林分现状，项目主要采取人工造林的建设方式。 

在改造前需要先对林地上原有的桉树、杉树、松树和相思等非

目的树种进行采伐，然后选用优良的乡土阔叶树种，通过人工植苗方

法进行更新造林，替换原有采伐林木，优化森林结构，提高森林质量

与生物多样性。 

三、造林树种选择与混交方式 

（一）造林树种选择 

1、树种选择原则 

（1）适地适树； 

（2）充分利用优良乡土阔叶树种，适度发展珍贵优良树种； 

（3）寿命长、树冠繁茂、根系发达； 

（4）树种选择丰富多样。 

2、参考树种选择 

格木、红锥、闽楠、火力楠、山杜英、木荷、枫香、樟树、降香

黄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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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树种混种要求 

（1）树种之间无排它性，具有相互促进作用； 

（2）建群树种和伴生树种结合； 

（3）深根系和浅根系结合； 

（4）阳性树种、阴性树种和中性树种结合。 

四、造林技术要点 

（一）林地清理 

1、桉树萌芽和树头处理 

桉树萌芽能力强，对拟改造的原桉树林地，在完成采伐后，为

了消除原有桉树头对保留木和新造林木的影响，需将桉树萌芽清除，

再对树头处理，使其不再萌芽，建议采用物理处理的方式（例如用塑

料黑膜覆盖扎住树头后覆土）。 

2、割灌除草 

为减小水土流失和降低碳排放，严禁炼山和全垦整地。为了给

目的树种营造更好的生长空间，对拟改造林地采取块状清理方式除

杂，规格为 1 米 x1 米。割砍清理杂灌的留桩不宜超过 20 厘米。对于

生长良好的原有乡土阔叶树种，清理时注意保护避让。在山脚、山顶

一般应保留 10 米宽左右的原生植被保护带，不除杂、整地，水土流

失严重地区原生植被保护带加宽至 20 米。 

（二）栽植密度 

根据林地各小班原有保留阔叶树数量和生长情况确定小班栽植

密度，要求原有保留阔叶树数量加栽植苗木数量之和不少于 74 株/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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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小班栽植密度见附表 3。 

（三）整地打穴 

明穴整地，采用品字型分布，穴规格不小于：50 厘米×50 厘米

×40 厘米。对于水土流失区，可灵活布穴，控制总体密度，切忌在

坡度大，土质疏松的林地过度破坏表土，人为加重水土流失。 

（四）基肥施放 

植穴验收合格后，回土结合施放基肥，基肥应与穴土充分混匀。

每穴施放有机肥不少于 2.5 千克作为基肥。需注意的是，有机肥要求

有机质含量 45%以上，且是经过充分腐熟发酵处理后的颗粒状产品，

不宜直接用未经处理的农家肥，避免肥料发酵发热灼伤苗木。 

（五）苗木选择 

采用苗木上袋时间不少于 1 年且主根不穿袋的优质容器苗，苗

高 80~120 厘米，提倡优先使用无纺布容器苗、轻基质容器苗。苗木

必须执行“两证一签”制度，即苗木应具有生产经营许可证、质量检

查合格证和标签，禁止使用带病虫害的不合格苗上山造林。 

（六）混交方式 

采用随机混交的方式，相邻两株不能相同品种。 

（七）栽植   

根据造林学原则和当地的自然气候条件选择合适的栽植时间，

宜选择在早春雨水较多，根系刚开始恢复较大活力时进行。 

（八）补植  

栽植发现死株应及时进行补植，并扶苗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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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抚育管理  

抚育是提高造林成效的关键。应连续抚育三年，每年抚育 2-3

次。种植后当年 7～8 月份进行第一次抚育。抚育工作内容主要是松

土、除草、培土、追肥和补植，要将薇甘菊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作为

重要内容之一。追肥采用复合肥，每次每株追肥不少于 0.25 千克。

要落实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措施，维持林分的健康状况和稳定性，

减少碳排放。对造林活动中或成林后发生的病虫害，宜采用生物防治

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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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投资概算 

一、概算依据和概算模型 

（一）概算依据 

1、《广东省营造林工程定额与造价》，广东省地方标准，DB44/T 

773-2010; 

2、现阶段广东省、江门市生产资料物价平均水平； 

3、现行的有关营造林规划建设的规程、规范和标准； 

4、劳动力市场情况。 

（二）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投资概算指标包括人工费和材料费两部分。人工费中林地清理、

挖穴整地、回土施肥、栽植以及抚育等工日定额采用广东省地方标准

《广东省营造林工程定额与造价》，工价参考全省和江门市造林投资

调研情况和劳动力价格平均水平，本设计确定为 120 元/日/人；苗木、

肥料等材料费根据市场价格确定。概算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详见表 7.1。 

（三）概算模型 

根据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构建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

林分改造规划直接投资概算模型，标准见表 7.2。 

 

 

 

 



 23

 

表 7.1 项目投资概算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林地清理 块状清理 工日/100平方
米

0.45 1 0.45

挖穴整地 穴规格50×50×40厘米 工日/100穴 3.2 1 3.2

回土施肥 穴规格50×50×40厘米 工日/100穴 1.5 1 1.5

栽植
苗木高度Ｈ80~120厘米

（五斤袋）
工日/100株 2.5 1 2.5

抚育
除草、松土、培土、追
肥

工日/100株·次 1 1 1

品种 规格 单价（元/株） 品种 含量
单价（元/
千克）

有机肥
有机质含
量45%以

上
2

复合肥
氮磷钾有
效含量
30%以上

4

人工

实际用工
定额

造林
类型 工序 技术要求 单位

用工定
额标准 难度系数

苗木
材料

肥料
人
工
造
林

苗木 苗高80~120厘米 3.5

 
注：人工费中林地清理、挖穴整地、回土施肥、栽植以及抚育等工日定额采用广东省地方标

准《广东省营造林工程定额与造价》，工价参考全省和江门市造林投资调研情况和劳动力价

格平均水平，本设计确定为 120 元/日/人；苗木、肥料等材料费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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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项目概算模型 

单位 单价(元） 备注

桉树树头处理 元/亩 164.5

使用黑塑料膜盖住树头后填土
处理，平均每亩89株，塑料膜
0.5元/块，人工120元/亩，单价
=89*0.5+120＝164.5元/亩

林地清理 元/株 0.54
挖穴整地 元/株 3.84
回土施肥 元/株 1.8
苗木 元/株 3.85
栽植 元/株 3
基肥 元/株 5

抚育人工（1次） 元/株 1.2
追肥（1次） 元/株 1

项目

直接投
资（当
年造
林）

 
注：1、表中直接投资仅包含造林当年 1 次抚育费用，不含第 2 年、第 3 年抚育费用；2、人

工费中林地清理、挖穴整地、回土施肥、栽植和抚育的工日定额采用广东省地方标准《广东

省营造林工程定额与造价》，工价为 120 元/日/人；苗木、肥料等材料费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3、表中各项单价均已含税金和规费；4、表中人工费单价包括利润；5、表中肥料单价包含

运费；6、表中苗木单价含运费和 10%的苗木损耗费。 

 

 

 

 

二、概算结果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项目建设规模 9998.4 亩，

总投资 1552.19 万元。其中，造林直接投资 1442.19 万元，占总投资

的 93%；间接投资 11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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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项目投资概算表 

数量 单位 单价
（元）

投资
（万元）

占总投资
比例

1552.19 100.00%
1442.19 92.91%

桉树树头处理 7890 亩 164.50 129.79 8.36%
林地清理 648741 株 0.54 35.03 2.26%
挖穴整地 648741 株 3.84 249.12 16.05%
回土施肥　 648741 株 1.8 116.77 7.52%
苗木 648741 株 3.85 249.77 16.09%
栽植 648741 株 3 194.62 12.54%
基肥 648741 株 5 324.37 20.90%
抚育人工（1次） 648741 株 1.2 77.85 5.02%
追肥（1次） 648741 株 1 64.87 4.18%

110.00 7.09%
12.00 0.77%
40.00 2.58%
40.00 2.58%
10.00 0.64%
8.00 0.52%

招标费
调查规划设计费

监理费
建设单位管理费

预备费

小计

小计
总计

注：1、表中直接投资仅包含造林当年1次抚育费用，不含第2年、第3年抚育费用；2、人工费中林地清理、挖穴整
地、回土施肥、栽植和抚育的工日定额采用广东省地方标准《广东省营造林工程定额与造价》，工价为120元/日/
人；苗木、肥料等材料费根据市场价格确定；3、表中各项单价均已含税金和规费；4、表中人工费单价包括利润；
5、表中肥料单价包含运费；6、表中苗木单价含运费和10%的苗木损耗费。

项目内容

一、直接
费用 当年造

林

二、间接
费用

 
 

项目各年度直接投资见表 7.4。 

表 7.4 项目直接投资分年度统计表 

序号 年度 投资额（万元） 
1 2018～2019 年 483.3397  
2 2019～2020 年 495.6160  
3 2020～2021 年 463.2378  

合计 14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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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金筹措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项目概算总投资 1552.19

万元，其中 781.05 万元来源于“江门市直属国有林场扩大生态公益

林面积专项资金”中的还林金，其余部分争取其他市级财政资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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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项目建设管理 

一、组织管理 

为了保证造林项目建设任务顺利完成，同时用好专项造林资金，

建设单位应成立项目实施小组，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积极推进，对项目进行全面的管理监督，解决好施工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具体实施时，制定实施方案、年度实施计划，切实把建设任务分

解到位，把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二、施工管理 

推行造林工程招投标制度和造林质量监理制度，要求造林工程队

具备相应造林工程资质。实行造林全过程质量管理，按照技术标准对

营造林各个环节进行技术指导和质量检查验收，确保工程施工质量。

实行造林后管护质量管理，加强对所造林分的管护，防止森林火灾、

病虫害及人畜破坏等，将管护责任明确到工组、落实到责任人，确保

造林成效。 

三、资金管理 

规范资金使用，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做到专款专用，建立专账，

独立核算，公开接受监督。上级主管部门定期做好检查工作，保障资

金的健康运转。 

四、验收管理 

项目要对造林的成效进行严格检查验收，实行“三查一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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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施工前对作业设计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施工期间，项

目实施单位要建立工程进度管理表，严格按照作业设计规范施工，建

设单位要加强对每一道工序的检查；造林结束当年年底进行全面自

查；造林三年后对造林质量进行成效核查验收。 

造林当年底，主要对造林地点、面积、树种、密度、造林成活率、

林木长势、当年抚育情况等进行检查；检查验收要求造林作业设计率

为 100%；造林面积核实率达到 100%；造林成活率要求达到 85%以

上，造林三年后，主要对保存面积、林木保存率、抚育情况等进行检

查验收，要求面积保存率达到 85%以上，林木保存率达到 85%以上。 

五、档案管理 

为了完善项目的后续管理，应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各类文件归

档，建立项目管理的文件档案。包括：1、造林项目建设文件、设计

书、设计图、设计表。建设过程中各阶段的检查验收资料、小班照片

等；2、建设资金筹措和投入、支出等财务档案；3、建设管理附件，

如招标文件、施工合同、施工监理、各道工序施工图片、验收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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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保障措施 

一、制度保障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项目是一项系统工程，是

一项长期任务，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落实激励机制，对表现突出

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对不负责任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二、政策保障 

进一步完善生态公益林管理机制，将改造后的商品林林地全部调

整为生态公益林，落实生态补偿政策。 

三、资金保障 

积极争取市级财政资金，确保项目稳步推进。 

四、监督保障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项目要接受人大、政协和

社会的监督，对工程要推进招投标、监理制度，做到公开、公平、公

正。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保证造林资金的有效投放，建立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制度。 

五、技术保障 

加强科技研究，大力选育林木良种，推广优良乡土阔叶树种、珍

贵树种，采用先进实用栽培技术和造林模式，加强优良绿化植物的选

择与配置、有害生物防治和森林防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和应用，为项

目建设提供技术支撑。把成熟的技术进行示范、推广，使工程建设少

走弯路，按时保质完成。 



 30

六、宣传保障 

加强宣传，树立绿色、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使“林

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的观念深入民心。动员全社会力量，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项目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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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效益分析 

一、生态效益 

（一）固化二氧化碳，释放氧气 

森林植被光合作用时，同化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生产有机质同时释

放氧气。据相关研究，森林每生产 1 吨干物质吸收约 1.6 吨二氧化碳

同时释放约 1.2 吨氧气。项目通过林分改造，改善林分结构，将有效

增加森林植物生物量，增加森林固碳量和氧气释放量。 

（二）保持水土，涵养水源 

研究已经证明，成熟的乡土阔叶树混交林其水源涵养能力强于残

次林、马尾松纯林等低效林分。通过林分改造，增加森林郁闭度，提

高森林质量，增加森林地被物和枯枝落叶层厚度，森林蓄水固土功能

得到增强。 

（三）调节小气候 

林分改造是为了形成良好的森林结构，良好的森林结构对于调节

小气候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1）林内的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相

差较小，一般特点是冬暖夏凉。（2）林内的地表蒸发比无林地显著减

小，一般只相当于无林地的 2/5 至 4/5。（3）林地土壤中含蓄水分多，

林内外气体交流弱，可以保持较多的林木蒸腾和林地蒸发的水汽，因

而林内相对湿度比林外高，一般可高出 10～26％，有时甚至高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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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降尘净化大气 

森林不仅能够造成优美舒适的环境，还有吸尘灭菌、消除噪声的

功能，对大气污染能够起到重要的净化作用。乡土阔叶树种茂密的枝

叶能够降低风速，而且叶表面不平，多绒毛，能分泌粘性油脂及汁液，

而使大粒灰尘沉降，吸附大量飘尘。许多植物能分泌出杀死结核、赤

痢、伤寒、白喉等多种病菌的杀菌素，有利于于净化大气。通过项目

实施，桉树、杉树等纯林被改造为乡土阔叶混交林，森林阻挡、过滤

和吸附粉尘的能力和净化大气的能力得到极大加强。 

（四）生物多可样性效益 

通过林分改造，地带性植被逐步恢复，森林生态系统得到优化，

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增加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 

二、社会效益 

青山绿水蓝天的森林气候和优良的森林生态环境是人们回归自

然、拥抱绿色的理想场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林区植被作为

自然保护区的主体，对其进行的保护和合理的改造是自然保护区的合

理建设的重要部分。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吸引更多投

资，间接促进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将促进当地生态旅游的发

展，带动交通、商业、服务、农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项目的建设，在林地清理、整地打穴、培育种苗、栽植造林、抚

育管护等阶段均需雇请工人，可为当地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

缓急初级劳动力的供需矛盾，促进社会安定，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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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预防犯罪的社会成本。 

 



实施年度 序号 权属
改造面积
(亩)

原树种 种植时间 工区/林班 小班 属功能区 备注

1 自主经营 576 桉树 2009年4月 一区八林班 2、3、801、24 实验区

2 自主经营 1374 杉 2000年3月 一区八林班 10、11、12、13、20、21、2202、25 实验区

3 自主经营 1047 桉树 2011年5月 一区九林班 10、15、19、20、22、23 实验区

4 合作经营 729 桉树 2009年5月 一区九林班 5、6、7、8 实验区

小计 3726

5 自主经营 1317 桉树 2013年5月 一区六林班
801-803、901-904、1001-1003、1101-1103

、1401、1402、15、16
实验区

6 自主经营 734.4 马占相思 2013年5月 六区六林班 6、2301-2302、2401-2402、2501-2502 实验区

7 合作经营 1288.5 桉树 2009年5月 一区九林班 9、16、17、24-26、31、32 实验区

小计 3339.9

8 合作经营 1524 桉树 2014年4月 一区八林班 502、503、6、802、14-16、19、2201、23 实验区

9 合作经营 1408.5 桉树 2014年4月 六区五林班
501-503、601-604、701-702、801-802、901-
902、1001-1002、1201-1202、1301-1302、

1401-1402、2901-2902、3201-3202
实验区

小计 2932.5

9998.4

附表1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提升项目年度计划表

2019至
2020年

2020至
2021年

合计

2018至
2019年



序号 工区 林班 小班
面积

（亩）
采伐树种

现状蓄积量
（立方米）

备注
（采伐年度）

1 一 六 8 238.5 桉 395 2019至2020年
2 一 六 9 223.5 桉 380 2019至2020年
3 一 六 10 189 桉 318 2019至2020年
4 一 六 11 222 桉 373 2019至2020年
5 一 六 14 159 桉 264 2019至2020年
6 一 六 15 159 桉 263 2019至2020年
7 一 六 16 126 桉 110 2019至2020年
8 一 八 2 115.5 桉 466 2018至2019年
9 一 八 3 219 桉 545 2018至2019年
10 一 八 5 171 桉 166 2020至2021年
11 一 八 6 172.5 桉 176 2020至2021年
12 一 八 801 21 桉 81.9 2018至2019年
13 二 八 802 111 桉 147 2020至2021年
14 一 八 10 244.5 杉、松 1193 2018至2019年
15 一 八 11 205.5 杉、松 1229 2018至2019年
16 一 八 12 163.5 杉 623 2018至2019年
17 一 八 13 226.5 杉、松 1014.7 2018至2019年
18 一 八 14 160.5 桉 0 2020至2021年
19 一 八 15 201 桉 0 2020至2021年
20 一 八 16 195 桉 0 2020至2021年
21 一 八 19 157.5 桉 0 2020至2021年
22 一 八 20 147 杉 595.4 2018至2019年
23 一 八 21 141 杉、松 798 2018至2019年
24 一 八 2201 144 桉 0 2020至2021年
25 一 八 2202 72 杉 291.6 2018至2019年
26 一 八 23 211.5 桉 0 2020至2021年
27 一 八 24 220.5 桉 324 2018至2019年
28 一 八 25 174 无 不采伐 不采伐
29 一 九 5 177 桉 1033 2018至2019年
30 一 九 6 240 桉 1401 2018至2019年
31 一 九 7 154.5 桉 902 2018至2019年
32 一 九 8 157.5 桉 636 2018至2019年
33 一 九 9 150 桉 604.5 2019至2020年
34 一 九 10 180 桉 900 2018至2019年
35 一 九 15 148.5 桉 743 2018至2019年
36 一 九 16 166.5 桉 673 2019至2020年
37 一 九 17 100.5 桉 587 2019至2020年
38 一 九 19 157.5 桉 788 2018至2019年
39 一 九 20 249 桉 1244 2018至2019年
40 一 九 22 178.5 桉 893 2018至2019年
41 一 九 23 133.5 桉 667 2018至2019年
42 一 九 24 195 桉 1138 2019至2020年
43 一 九 25 156 桉 911 2019至2020年
44 一 九 26 151.5 桉 884 2019至2020年
45 一 九 31 207 桉 1208 2019至2020年
46 一 九 32 162 桉 945 2019至2020年
47 六 五 5 114 桉 239.4 2020至2021年
48 六 五 6 126 桉 231 2020至2021年
49 六 五 7 91.5 桉 164.7 2020至2021年
50 六 五 8 70.5 桉 141 2020至2021年
51 六 五 9 64.5 桉 126 2020至2021年
52 六 五 10 133.5 桉 262 2020至2021年
53 六 五 12 154.5 桉 303 2020至2021年
54 六 五 13 105 桉 206 2020至2021年
55 六 五 14 157.5 桉 309 2020至2021年
56 六 五 29 219 桉 504 2020至2021年
57 六 五 32 172.5 桉 340 2020至2021年
58 六 六 6 263.4 马占相思 437 2019至2020年
59 六 六 23 70.5 马占相思 129 2019至2020年
60 六 六 24 240 马占相思 410 2019至2020年
61 六 六 25 160.5 马占相思 278 2019至2020年

合计 9998.4 29991.2

附表2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项目拟采伐小班现状蓄积统计表

注：表中蓄积量为现状蓄积量，准确的采伐蓄积量以采伐当年所作采伐设计调查数据为准
。



序号 工区 林班 小班 面积（亩）
更新造林密度
（株/亩）

更新造林株数
（株）

备注
（造林年度）

1 一 六 8 238.5 74 17649 2019至2020年
2 一 六 9 223.5 64 14304 2019至2020年
3 一 六 10 189 64 12096 2019至2020年
4 一 六 11 222 74 16428 2019至2020年
5 一 六 14 159 64 10176 2019至2020年
6 一 六 15 159 64 10176 2019至2020年
7 一 六 16 126 74 9324 2019至2020年
8 一 八 2 115.5 74 8547 2018至2019年
9 一 八 3 219 64 14016 2018至2019年
10 一 八 5 171 74 12654 2020至2021年
11 一 八 6 172.5 74 12765 2020至2021年
12 一 八 801 21 74 1554 2018至2019年
13 二 八 802 111 74 8214 2020至2021年
14 一 八 10 244.5 64 15648 2018至2019年
15 一 八 11 205.5 64 13152 2018至2019年
16 一 八 12 163.5 64 10464 2018至2019年
17 一 八 13 226.5 54 12231 2018至2019年
18 一 八 14 160.5 74 11877 2020至2021年
19 一 八 15 201 74 14874 2020至2021年
20 一 八 16 195 24 4680 2020至2021年
21 一 八 19 157.5 74 11655 2020至2021年
22 一 八 20 147 64 9408 2018至2019年
23 一 八 21 141 64 9024 2018至2019年
24 一 八 2201 144 74 10656 2020至2021年
25 一 八 2202 72 74 5328 2018至2019年
26 一 八 23 211.5 64 13536 2020至2021年
27 一 八 24 220.5 64 14112 2018至2019年
28 一 八 25 174 10 1740 2018至2019年
29 一 九 5 177 64 11328 2018至2019年
30 一 九 6 240 64 15360 2018至2019年
31 一 九 7 154.5 64 9888 2018至2019年
32 一 九 8 157.5 74 11655 2018至2019年
33 一 九 9 150 64 9600 2019至2020年
34 一 九 10 180 54 9720 2018至2019年
35 一 九 15 148.5 64 9504 2018至2019年
36 一 九 16 166.5 64 10656 2019至2020年
37 一 九 17 100.5 74 7437 2019至2020年
38 一 九 19 157.5 64 10080 2018至2019年
39 一 九 20 249 64 15936 2018至2019年
40 一 九 22 178.5 42 7497 2018至2019年
41 一 九 23 133.5 27 3605 2018至2019年
42 一 九 24 195 74 14430 2019至2020年
43 一 九 25 156 64 9984 2019至2020年
44 一 九 26 151.5 48 7272 2019至2020年
45 一 九 31 207 54 11178 2019至2020年
46 一 九 32 162 54 8748 2019至2020年
47 六 五 5 114 74 8436 2020至2021年
48 六 五 6 126 74 9324 2020至2021年
49 六 五 7 91.5 74 6771 2020至2021年
50 六 五 8 70.5 74 5217 2020至2021年
51 六 五 9 64.5 74 4773 2020至2021年
52 六 五 10 133.5 74 9879 2020至2021年
53 六 五 12 154.5 74 11433 2020至2021年
54 六 五 13 105 74 7770 2020至2021年
55 六 五 14 157.5 74 11655 2020至2021年
56 六 五 29 219 74 16206 2020至2021年
57 六 五 32 172.5 74 12765 2020至2021年
58 六 六 6 263.4 74 19492 2019至2020年
59 六 六 23 70.5 74 5217 2019至2020年
60 六 六 24 240 74 17760 2019至2020年
61 六 六 25 160.5 74 11877 2019至2020年
合计 9998.4 648741

注：小班造林密度根据小班现状调查现有阔叶树数量和生长情况确定。

附表3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林分改造项目林地小班更新造林株数统计表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0 1.2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5 3
2 野牡丹 1 3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0.2 6.2 79 1.66
2  
3

采伐

林分郁闭度：0.7
珍稀物种：无

保留
木

林分因子调查:

土壤类型： 黄壤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小班面积：238.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357  米　　　　坡度：26　　　坡向：南坡　　坡位：上坡

土层厚度：  45 　厘米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1
工区/林班/小班：一工区   六  林班   8   小 X=2456172.36   Y=37624673.38

3
4

小计 桉树 10.2 6.2 79 1.66

74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木

18842株数（株）：

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蓄积（立方米）： 395

238.5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1   日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5:14:15:15:15）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5 1.2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5 3
2 五指毛桃 1 6
3 野牡丹 1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9.5 6.5 79 1.7
2  
3

X=2456194.39   Y=37624700.77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2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六  林班 9 小班

土层厚度：  40 　厘米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7

保留
木

采伐

小班面积：223.5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76  米　　　　坡度：28　　坡向：全坡　　　坡位：全坡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土壤类型： 黄壤

3
4

小计 桉树 9.5 6.5 79 1.7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月 21   日

合计

木

株数（株）：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蓄积（立方米）：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4

223.5

380
16539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3:12:13:13:13）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5 1.2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5 2
2 五指毛桃 1.3 6
3 野牡丹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9.5 6.4 79 1.68
2  
3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土壤类型： 黄壤

林分因子调查:

小班面积：189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44  米　　　　坡度：28　　　坡向：东北　　　坡位：全坡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3

林分郁闭度：0.7

土层厚度：  40 　厘米

X=2456269.98   Y=37625238.6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六 林班 10  小

保留
木

采伐

珍稀物种：无

3
4

小计 桉树 9.5 6.4 79 1.68

调查日期：2018 年  8  月21 日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株数（株）： 14931
采伐
木现
蓄积 蓄积（立方米）： 318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合计
面积（亩）：

64

189

木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3:12:13:13:13）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5 1.2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2 2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9.5 6.4 79 1.69
2  
3

林分郁闭度：0.7

保留
木

采伐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珍稀物种：无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六 林班  11  小
小班面积：222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土层厚度：  40 　厘米

X=2456433.37  Y=37625357.16

林分因子调查: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80  米　　　　坡度：29　坡向：东坡　　坡位：下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4

3
4

小计 桉树 9.5 6.4 79 1.69

74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调查人员：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年 8  月 21 日

222
株数（株）：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木

合计

蓄积（立方米）： 373
17538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5:14:15:15:15）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5 1.2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2 2
2 五指毛桃 1 3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0 6.1 79 1.66
2  
3

林分郁闭度：0.7

保留
木

小班面积：159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89 米　　　　坡度：25　坡向：西南　坡位：全坡

土层厚度：  40 　厘米土壤类型： 黄壤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六 林班 14  小 X=2455950.54  Y=37624995.35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5

采伐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3
4

小计 桉树 10 6.1 79 1.66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1 日调查人员：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4

159
12561

木

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株数（株）：

蓄积（立方米）： 264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3:12:13:13:13）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5 1.2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8 3
2 五指毛桃 1 2
3 野牡丹 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9.6 6.1 79 1.65
2  
3

保留
木

珍稀物种：无

采伐

X=2455871.32  Y=37625220.43 

土层厚度：  40 　厘米土壤类型： 黄壤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六  林班 15 小班
小班面积：159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89 米　　　　坡度：25　　坡向：东南　　　坡位：下坡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6

林分郁闭度：0.7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林分因子调查:

3
4

小计 桉树 9.6 6.1 79 1.65

蓄积（立方米）：
株数（株）：

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12561
159

木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年  8 月 22 日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4
263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3:12:13:13:13）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5 1.2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8 2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9.6 6.1 79 1.67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7
X=2456005.36  Y= 37625354.79

小班面积：126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工区/林班/小班：一  工区  六 林班 16  小班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89 米　　　　坡度：28　　坡向：东南 　　　　坡位：中坡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7

采伐

珍稀物种：无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保留
木

3
4

小计 桉树 9.6 6.1 79 1.67
合计

110
株数（株）：

木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调查日期：    2018年  8 月 22 日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126

蓄积（立方米）：
9954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74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5:14:15:15:15）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100 1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黄毛榕 2 2
2 桃金娘 1.2 2
3 野牡丹 0.8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2.5 9.7 74 4.03
2  
3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418   米　　　　坡度：25　　坡向： 东南　　坡位：中坡
小班面积：115.5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 国有 　　林木权属： 国有  　　林种：商品林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7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珍稀物种：无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8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2 小班 X=2459621.56  Y=37622517.13

保留
木

采伐
3
4

小计 桉树 12.5 9.7 74 4.03

8547
面积（亩）：

74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2 日

466
株数（株）：

115.5

木

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蓄积（立方米）：

调查人员：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4:15）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100 1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黄毛榕 2 2
2 桃金娘 1.5 1
3 豺皮樟 1.6 2
4 华润楠 1.5 1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4 9.4 74 2.49
2  
3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315 米　　　　坡度：25　　坡向：全坡　坡位：上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9

小班面积：219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私人   　　林种：商品林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3   小班 X=2459837.32  Y=37622610.1

林分郁闭度：0.7

保留
木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林分因子调查:

采伐

珍稀物种：无

3
4

小计 桉树 14 9.4 74 2.49

219

545

面积（亩）：
株数（株）：

木

合计

16206
蓄积（立方米）：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4

采伐
木现
蓄积

调查人员：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2018  年 8 月 22 日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3:13:13:12:13）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5 5.3 96 0.97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10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5 小班 X=2459416.58   Y=37623190.58
小班面积：171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68 米　　　　坡度：20　坡向：东南    坡位：全坡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6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5 　厘米

采伐

保留
木

3
4

小计 桉树 5 5.3 96 0.97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74

蓄积（立方米）： 166

采伐
木现
蓄积

合计

木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2 日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16416
面积（亩）：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171
株数（株）：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5.6 5 96 1.02
2  
3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6 小班 X=2459423.95  Y=37622807.52
小班面积：172.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11

林分因子调查: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333 米　　　　坡度：20　　坡向：南　　坡位：上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5 　厘米

珍稀物种：无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林分郁闭度：0.6

保留
木

采伐
3
4

小计 5.6 5 96 1.02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合计

176

木

采伐
木现
蓄积

172.5面积（亩）：
株数（株）：

蓄积（立方米）：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3 日

16560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74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100 1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黄毛榕 2 2
2 桃金娘 1.2 2
3 野牡丹 0.8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2.3 10.7 74 3.9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12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54 米　　　　坡度：20　　坡向：东南　　坡位：全坡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801  小 X=2459281.27  Y=37622628.75
小班面积：21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桉树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保留
木

林分郁闭度：0.7

采伐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3
4

小计 桉树 12.3 10.7 74 3.9

面积（亩）：
合计

调查日期：2018 年 8 月 23   日

81.9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蓄积（立方米）：
株数（株）：

21
1554

采伐
木现
蓄积

木

更新造林密度（＝74-保留木密度）（株/亩）：　74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4:15）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100 1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5 4.8 96 1.32
2  
3

保留
木

采伐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珍稀物种：无

小班面积：111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桉树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54 米　　　　坡度：20　　坡向：东南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7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13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802  小 X=2459281.27  Y=37622628.75

3
4

小计 桉树 5 4.8 96 1.32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调查日期： 2018 年8 月 23   日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木

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更新造林密度（＝74-保留木密度）（株/亩）：　

10656
蓄积（立方米）： 147

111

74

株数（株）：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40 1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5 2
2 山乌桕 1.6 1
3 山苍子 1.4 2
4 豺皮樟 1.5 1
5 黄毛榕 2 1
6 黄牛木 1.6 2
7 桃金娘 0.8 3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杉 20.2 12.3 45 3.46
2 松 21.6 14.1 20 1.42
3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9

保留
木

地貌类型：　低山　　　　　　　　　海拔：250  米　　　　坡度：23　坡向：全坡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14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10小班 X=37623051.01  Y=2458962.56 
小班面积：244.5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私人　林种：商品林

采伐
3
4

小计 20.9 13.2 65 4.88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4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2018 年  8  月 23 日

244.5
株数（株）： 15893

蓄积（立方米）： 1193

木

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3:13:13:12:13）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40 1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6 2
2 山乌桕 1.6 2
3 山苍子 1.5 1
4 豺皮樟 1.6 2
5 黄毛榕 1.5 1
6 黄牛木 1.2 2
7 桃金娘 0.8 3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杉 20.4 13.4 44 4.67
2 松 21.8 14 14 1.31
3

采伐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9

保留
木

地貌类型：　低山　　　　　　　　　海拔：221 米　　　　坡度：28　　坡向：西南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15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11小班 X=37623329.72  Y=2458943.98
小班面积：205.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私人　林种：商品林

3
4

小计 21.1 13.7 58 5.98

木

合计

1229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2018 年  8  月 23 日

205.5
株数（株）： 11919

蓄积（立方米）：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4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3:13:13:12:13）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40 1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3 2
2 山乌桕 1.2 2
3 山苍子 1.5 1
4 豺皮樟 1.3 1
5 黄毛榕 1.5 2
6 黄牛木 1.2 2
7 桃金娘 1 2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杉 13.5 12.6 44 3.81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16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12小班 X=37623544.77  Y=2458902.05 
小班面积：163.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私人　林种：商品林

保留
木

地貌类型：　低山　　　　　　　　　海拔：292 米　　　　坡度：25　　坡向：东南坡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9

采伐
3
4

小计 杉 13.5 12.6 44 3.81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3 日

木

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株数（株）：

蓄积（立方米）：

163.5
7194
623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4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3:13:13:12:13）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40 1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8 2
2 山乌桕 1.6 2
3 山苍子 1.8 3
4 豺皮樟 1.7 2
5 黄毛榕 1.5 1
6 黄牛木 1.5 2
7 桃金娘 0.8 3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松 21.4 13.9 14 1.23
2 杉 21 7.3 45 3.25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17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13  小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林分郁闭度：0.9

保留
木

采伐

X=37623847.9  Y=2458729.93
小班面积：226.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私人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　低山　　　　　　　　　海拔：228 米　　　　坡度：28　　坡向：东南　坡位：中下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3
4

小计 21.2 10.6 59 4.48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54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4 日

226.5
株数（株）： 13364

蓄积（立方米）： 1014.7

木

合计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1:11:11:10:11）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3 4 97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18

保留
木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珍稀物种：无

采伐

林分郁闭度：0.6林分因子调查:

土壤类型： 黄壤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45  米　　　　坡度：29　　坡向：南坡　　坡位：全坡

土层厚度：  45 　厘米

工区/林班/小班：一 工区  八 林班   14 小班 X=2458943.54   Y=37623972.9
小班面积：160.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3
4

小计 桉树 3 4 97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合计
160.5

木

面积（亩）：

蓄积（立方米）：

采伐
木现
蓄积

株数（株）： 15569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4 日

74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3 4.2 97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19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保留
木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X=2458807.89  Y=37624403.78
小班面积：201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02   米　　　　坡度：28　　坡向：西南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5 　厘米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林班   15 小

采伐

林分郁闭度：0.6

3
4

小计 桉树 3 4.2 97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201

木

合计

蓄积（立方米）：

面积（亩）：采伐
木现
蓄积

19497

74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4 日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株数（株）：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4 5.5 97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20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珍稀物种：无

土层厚度：  45 　厘米土壤类型： 黄壤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73 米　　　　坡度：28　　坡向：西南　　坡位：全坡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16 X=2458417.33  Y=37624668.05
小班面积：19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林分郁闭度：0.6

保留
木

采伐

林分因子调查:

3
4

小计 桉树 4 5.5 97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74

195

木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4 日

合计

18915
蓄积（立方米）：
株数（株）：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4 5 97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21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珍稀物种：无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30 米　　　　坡度：15　　坡向：东北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5 　厘米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19   小 X=2458922.32  Y=37622617.28
小班面积：157.5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采伐

林分郁闭度：0.6

保留
木

林分因子调查:

3
4

小计 桉树 4 5 97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74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4 日

木

157.5
株数（株）： 15278

合计

蓄积（立方米）：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采伐
木现
蓄积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面积（亩）：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40 1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6 2
2 山乌桕 1.8 1
3 山苍子 1.6 2
4 豺皮樟 1.7 1
5 黄毛榕 1.5 1
6 黄牛木 1.2 2
7 桃金娘 0.8 3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杉 13.5 9.4 76 4.05
2
3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9

采伐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22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20小班 X=37623347.06   Y=2458462.11
小班面积：147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私人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　低山　　　　　　　　　海拔：231 米　　　　坡度：25　坡向：西南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保留
木

3
4

小计 杉 13.5 9.4 76 4.05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3:13:13:12:13）

蓄积（立方米）： 595.4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木

合计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4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5 日

147
株数（株）： 11172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40 1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8 1
2 山乌桕 1.8 2
3 山苍子 1.8 1
4 豺皮樟 1.5 1
5 黄毛榕 2 2
6 黄牛木 1.2 2
7 桃金娘 1 2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松 13.3 11.6 40 3.1
2 杉 15.2 10.4 56 2.56
3

采伐

保留
木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9
珍稀物种：无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地貌类型：　低山　　　　　　　　　海拔：298  米　　　　坡度：28　　　坡向：东坡　　　坡位：下坡
小班面积：141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私人　林种：杉、松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21小班 X=37623565.09  Y=2458534.47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23

3
4

小计 14.2 11 96 5.66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3:13:13:12:13）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141
株数（株）： 13536

蓄积（立方米）： 798

合计

木

更新造林密度（＝74-保留木密度）（株/亩）：　64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5   日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3 4 95
2  
3

土壤类型： 黄壤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林分郁闭度：0.6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50 米　　　　坡度： 　　　　坡向： 　　　　坡位：

采伐

土层厚度：  45 　厘米

珍稀物种：无

保留
木

林分因子调查: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2201 小 X=2458286.23    Y=37624224.78
小班面积：144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桉树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24

3
4

小计 桉树 3 4 95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木

144
合计

13680
蓄积（立方米）：

更新造林密度（＝74-保留木密度）（株/亩）：　74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株数（株）：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5   日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杉树 13.3 11.6 122 4.05
2  
3

采伐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50 米　　　　坡度： 　　　　坡向： 　　　　坡位：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5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25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2202 小 X=2458286.23    Y=37624224.78
小班面积：72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杉树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6

保留
木

3
4

小计 杉树 13.3 11.6 122 4.05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4:15）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2018 年 8   月 25   日

株数（株）： 8784
蓄积（立方米）： 291.6

更新造林密度（＝74-保留木密度）（株/亩）：　74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木

合计
72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豺皮樟 1.3 3
2 鸭脚木 1 3
3 野牡丹 1 4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3 4 148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26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23  小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5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采伐

X=2458372.75    Y=37624353.93
小班面积：211.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50  米　　　　坡度：29　　坡向：东北　　　坡位：全坡

林分郁闭度：0.6

保留
木

林分因子调查:
珍稀物种：无

3
4

小计 桉树 3 4 148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3:13:13:13:12）

木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株数（株）： 31302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5 日

211.5

64
蓄积（立方米）：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合计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100 1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黄毛榕 2 2
2 豺皮樟 1.8 4
3 山苍子 1.8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2.5 9.7 45 1.47
2  
3

林分因子调查: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27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24 小班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49 米　　　　坡度： 29　坡向：北坡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小班面积：220.5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珍稀物种：无

X=2458199.97  Y=37623197.5

土层厚度：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采伐

保留
木

林分郁闭度：0.7

3
4

小计 桉树 12.5 9.7 45 1.47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4

采伐
木现
蓄积 蓄积（立方米）：

面积（亩）：

调查人员：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株数（株）：

合计

木

220.5
16317
324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6 日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3:13:13:12:13）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40 1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8 2
2 山乌桕 1.8 2
3 山苍子 1.6 1
4 豺皮樟 1.6 1
5 黄毛榕 1.5 2
6 黄牛木 1.7 1
7 桃金娘 1 2
8 杉树 13.3 11.6 122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28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八 林班 25小班 X=37623411.85 Y=2458096.96
小班面积：174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私人　林种：商品林

采伐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9

保留
木

地貌类型：　低山　　　　　　　　　海拔：249 米　　　　坡度：26　　坡向：东南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3
4

小计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2:2:2:2:2）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10

木

合计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6 日

0
株数（株）： 0

蓄积（立方米）： 0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0 1.2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5 8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3.6 15.8 44 5.8
2  
3

小班面积：177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30 米　　　　坡度：25　　　坡向：北坡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5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采伐

保留
木

林分郁闭度：0.6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29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5 小班 X=2458206.13   Y=37623817.23

3
4

小计
桉树 13.6 15.8 44 5.8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3:13:13:12:13）

合计

株数（株）：

木

采伐
木现
蓄积 1033

面积（亩）：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4

调查人员：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2018 年 8 月 26 日

177
7788

蓄积（立方米）：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80 1.2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4 7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6.4 21.6 45 5.8
2  
3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保留
木

林分郁闭度：0.6

采伐

土壤类型： 黄壤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30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6  小 X=2457938.81   Y=37623643.31
小班面积：240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　　　　　　　　　　海拔：280 米　　　　坡度：25　　坡向：东北　　　坡位：中坡

土层厚度： 45厘米

3
4

小计
桉树 16.4 21.6 45 5.8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3:13:13:12:13）

采伐
木现
蓄积

木

合计
面积（亩）： 240

10800株数（株）：
1401

64
蓄积（立方米）：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6 日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5 1.2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2 1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4.9 18.3 39 5.8
2  
3

土层厚度： 45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6

保留
木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31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7  小 X=2457988.2    Y=37623971.56
小班面积： 154.5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 246  米　　　　坡度：25　　坡向：东北　　坡位：下坡
土壤类型： 黄壤

采伐
3
4

小计
桉树 14.9 18.3 39 5.8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3:13:13:12:13）
64

902

合计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6   日

株数（株）：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蓄积（立方米）：

木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025
154.5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80 1.2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2 4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5 9.2 76 4.04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32
X=2457971.75    Y=37624091.74 

采伐

林分郁闭度：0.6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28   米　　　　坡度：25　　坡向：北坡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保留
木

小班面积：157.5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8 小班

土层厚度： 45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3
4

小计 桉树 15 9.2 76 4.04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4:15）

木

636

面积（亩）：
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157.5
株数（株）： 11970

蓄积（立方米）：

调查日期：2018 年 8 月 27 日

74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调查人员：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5 1.2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2 1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3.9 9.2 76 4.03
2  
3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 246  米　　　　坡度：25　　坡向：东南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5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采伐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6

保留
木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33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9  小班 X=2457706.37    Y=37624100.1
小班面积： 150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3
4

小计
桉树 13.9 9.2 76 4.03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3:12:13:13:13）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7 日

150
株数（株）： 11400

蓄积（立方米）： 604.5

木

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4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40 1.2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5 2
2 黎蒴 1.8 2
3 华润楠 1.4 3
4 黄毛榕 2 1
5 绒毛润楠 1.6 2
6 黄牛木 1.5 1
7 山乌桕 1.5 4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2.2 15.8 53 5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34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10 小 X=2457935.75      Y=37624566.11
小班面积：180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土层厚度： 45厘米

采伐

保留
木

林分郁闭度：0.6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195  米　　　　坡度：28　　坡向：北坡　　　坡位：上坡
土壤类型： 黄壤

3
4

小计 桉树 12.2 15.8 53 5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1:11:11:10:11）
54

180
株数（株）： 9540

蓄积（立方米）：

面积（亩）：

木

采伐
木现
蓄积

合计

900

调查人员：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2018  年 8 月 27 日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40 1.2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8 2
2 黎蒴 2 2
3 华润楠 1.8 1
4 黄毛榕 1.5 2
5 绒毛润楠 1.4 1
6 黄牛木 1.6 1
7 山乌桕 1.7 4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3.9 17.1 48 5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35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14  米　　　　坡度：28　　　坡向：南坡　　　坡位：上坡

采伐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土层厚度： 45厘米土壤类型： 黄壤

林分郁闭度：0.6

X=2457713.11      Y=37624523.39
小班面积：148.5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15小班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保留
木

3
4

小计 桉树 13.9 17.1 48 5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3:13:13:12:13）

木

合计

743

面积（亩）： 148.5

调查人员：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4

株数（株）： 7128
采伐
木现
蓄积 蓄积（立方米）：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7 日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5 1.2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2 1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3.9 9.2 76 4.04
2  
3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 246  米　　　　坡度：25　　坡向：东北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5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36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16小班 X=2457680.01    Y=37625031.31
小班面积： 166.5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采伐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6

保留
木

3
4

小计
桉树 13.9 9.2 76 4.04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3:12:13:13:13）

166.5
株数（株）： 12654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4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7 日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蓄积（立方米）： 673

木

合计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5 1.2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1 2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2.8 15.5 54 5.8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37
工区/林班/小班：一  工区  九 林班  17  小 X=2457471.33     Y=37623641.2
小班面积：100.5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保留
木

采伐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90   米　　　　坡度：28  　坡向：东北 　坡位：全坡

林分郁闭度：0.7

3
4

小计 桉树 12.8 15.5 54 5.8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5:14:15:15:15）

木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蓄积（立方米）：
株数（株）：

合计

587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调查日期：    2018年  8 月 28 日

100.5
5427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74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40 1.2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2 1
2 黎蒴 1.3 2
3 华润楠 1.1 2
4 黄毛榕 1.5 2
5 绒毛润楠 1.2 4
6 黄牛木 1 1
7 山乌桕 1 2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3.8 18.2 50 5
2  
3

保留
木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38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19小班 X=2457369.82      Y=37623939.94
小班面积：157.5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林分郁闭度：0.6

土层厚度： 45厘米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39  米　　　　坡度：24　　　坡向：东北　　坡位：上坡
土壤类型： 黄壤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采伐
3
4

小计 桉树 13.8 18.2 50 5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3:13:13:12:13）

蓄积（立方米）： 788

157.5
株数（株）： 7875
面积（亩）：

合计

木

采伐
木现
蓄积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8 日

64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调查人员：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40 1.2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8 2
2 黎蒴 1.2 1
3 华润楠 1.2 1
4 黄毛榕 1.3 2
5 绒毛润楠 1.2 1
6 黄牛木 1.4 3
7 山乌桕 1.3 2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4.6 19 43 4.9
2  
3

保留
木

林分因子调查:

采伐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39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20小班 X=2457154.37     Y=37624019.03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5厘米

小班面积：249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310  米　　　　坡度：28　　坡向：东北 　坡位：全坡

林分郁闭度：0.6
珍稀物种：无

3
4

小计 桉树 14.6 19 43 4.9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13:13:13:12:13）

木

10707
249

合计

株数（株）：
1244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蓄积（立方米）：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64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8 日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40 1.2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2.5 5
2 黎蒴 2.5 3
3 华润楠 2.6 4
4 黄毛榕 2.5 6
5 绒毛润楠 2.5 5
6 黄牛木 2 3
7 山乌桕 2.5 4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5.4 19.6 26 5
2  
3

保留
木

采伐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6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40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22  小 X=2457789.34    Y=37624380.28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5厘米

小班面积：178.5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24米　　　　坡度：28　坡向：东北　　坡位：中

珍稀物种：无

3
4

小计
桉树 15.4 19.6 26 5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9:8:9:8:8）

木

株数（株）：
893

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蓄积（立方米）：

178.5
4641

42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年  8  月 28 日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40 1.2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7 10
2 黎蒴 2 7
3 华润楠 1.5 5
4 黄毛榕 2 9
5 绒毛润楠 1.8 6
6 黄牛木 1.8 6
7 山乌桕 2 5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5.2 16.1 30 4.99
2  
3

土层厚度： 45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保留
木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41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23小班 X=2457273.45  Y=37624362.45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67 米　　　　坡度：28　　坡向：北坡　　坡位：中坡
小班面积：133.5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土壤类型： 黄壤

采伐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6

3
4

小计
桉树 15.2 16.1 30 4.99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红锥、樟树、木荷、枫香、山杜英（6:5:6:5:5）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蓄积（立方米）：

合计

4005株数（株）：

木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27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667

133.5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28 日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5 1.2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 2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4.5 18.3 47 5.8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42
X=2457316.46   Y=37624545.9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24  小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小班面积：195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67 米　　　　坡度：28　坡向： 北坡　坡位：上坡

林分因子调查:

采伐

珍稀物种：无

保留
木

林分郁闭度：0.7

3
4

小计 桉树 14.5 18.3 47 5.8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5:14:15:15:15）

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195
9165株数（株）：

蓄积（立方米）： 1138
74

面积（亩）：

调查日期：    2018年  8 月 29日

木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5 1.2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2 7
2 五指毛桃 1 7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4.8 18.2 49 5.8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43
工区/林班/小班：一  工区  九 林班 25  小班 X=2457442.98     Y=37624687.96

土层厚度：  40 　厘米

小班面积：156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保留
木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50 米　　　　坡度： 22　　坡向：西北　坡位：下坡
土壤类型： 黄壤

林分郁闭度：0.7

采伐
3
4

小计
桉树 14.8 18.2 49 5.8

蓄积（立方米）：
株数（株）：

采伐
木现
蓄积 911

7644
156

合计

木

面积（亩）：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64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3:12:13:13:13）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年  8 月 29 日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5 1.2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2 15
2 五指毛桃 1 10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4.3 18.5 33 5.8
2  
3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26 X=2457526.77     Y=37624865.36
小班面积：151.5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44

采伐

保留
木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40  米　　　　坡度：25　　　坡向：西北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7

3
4

小计
桉树 14.3 18.5 33 5.8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木

151.5
株数（株）： 5000
面积（亩）：

蓄积（立方米）： 884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48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调查日期：    2018年  8 月 29 日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0:9:9:10:10）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5 1.2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5 7
2 五指毛桃 1 10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4.6 18.6 32 5.8
2  
3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31 X=2456735.85  Y=37624165.52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45

土层厚度：  40 　厘米

小班面积：207 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424  米　　　　坡度：28　坡向：北坡　　　坡位：上坡
土壤类型： 黄壤

珍稀物种：无

采伐

林分郁闭度：0.7

保留
木

林分因子调查: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3
4

小计
桉树 14.6 18.6 32 5.8

木

调查日期：    2018年  8 月 29 日

蓄积（立方米）： 1208
6624

54

合计
面积（亩）：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1:10:11:11:11）

207
株数（株）：

采伐
木现
蓄积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5 1.2 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2 10
2 五指毛桃 1 14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16.3 19.8 38 5.8
2  
3

工区/林班/小班： 一  工区  九 林班   32 X=2457074.01  Y=37624625.21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46

土层厚度：  40 　厘米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7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保留
木

采伐

小班面积：162亩　　起源： 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366米　　　　坡度： 28　　坡向：北坡　　坡位： 中坡
土壤类型： 黄壤

3
4

小计
桉树 16.3 19.8 38 5.8

采伐
木现
蓄积

162
6156

合计

945
54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蓄积（立方米）：

调查日期：    2018年  8 月 29 日

面积（亩）：

木

株数（株）：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1:10:11:11:11）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6 7.5 122 2.1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47
X=2458641.5  Y=37622233.29

小班面积：114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工区/林班/小班： 六  工区  五 林班 5 小班

土层厚度：  40 　厘米

采伐

保留
木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土壤类型： 黄壤

林分郁闭度：0.6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67 米　　　　坡度：26　　　坡向：西南　　　坡位：中上坡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3
4

小计 桉树 6 7.5 122 2.1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木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株数（株）： 13908

114
合计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30日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蓄积（立方米）： 239.4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74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6 7 122 1.83
2  
3

小班面积：126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工区/林班/小班： 六  工区  五 林班 6 小班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48

土层厚度：  40 　厘米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67 米　　　　坡度：22　　　坡向：北坡　　坡位：全坡

X=2458631.92   Y=37621916.03

土壤类型： 黄壤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保留
木

林分郁闭度：0.6林分因子调查:
珍稀物种：无

采伐
3
4

小计 桉树 6 7 122 1.83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株数（株）：
126
15372

74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30 日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合计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蓄积（立方米）： 231

木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6 7 148 1.8
2  
3

工区/林班/小班： 六  工区  五 林班 7 小班 X=2458574.5  Y=37622139.05
小班面积：91.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49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218  米　　　　坡度：22　　　坡向：西南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土层厚度：  40 　厘米

采伐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6

保留
木

3
4

小计 桉树 6 7 148 1.8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91.5

木

合计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13542

74
164.7

株数（株）：
蓄积（立方米）：

面积（亩）：采伐
木现
蓄积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30 日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7 8 110 2
2  
3

工区/林班/小班： 六 工区  五 林班 8 小班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50

小班面积：70.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X=2459439.99  Y=37622647.19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310  米　　　　坡度：22  　　坡向：南坡　　　坡位：中下坡

珍稀物种：无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6

采伐

保留
木

3
4

小计 桉树 7 8 110 2

7755株数（株）：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74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30 日

木

合计

蓄积（立方米）： 141

70.5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7 8 111 1.96
2  
3

工区/林班/小班： 六 工区  五 林班 9 小班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51
X=2458596.8    Y=37621964.05

小班面积：64.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310  米　　　　坡度：20　　坡向：南坡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林分郁闭度：0.6

保留
木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采伐
3
4

小计 桉树 7 8 111 1.96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74

面积（亩）： 64.5

126
7160

蓄积（立方米）：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株数（株）：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30 日

采伐
木现
蓄积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木

合计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7 8 111 1.96
2  
3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310  米　　　　坡度：24　　坡向：东坡　　　坡位：全坡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52

土壤类型： 黄壤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6

采伐

保留
木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珍稀物种：无

工区/林班/小班： 六  工区  五 林班 10 小班
小班面积：133.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桉树 

X=2458964.51   Y=37622323.32

3
4

小计 桉树 7 8 111 1.96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262

面积（亩）：采伐
木现
蓄积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31 日

133.5
株数（株）： 14819

蓄积（立方米）：
74更新造林密度（＝74-保留木密度）（株/亩）：　

木

合计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7 8 111 1.96
2  
3

工区/林班/小班： 六  工区  五 林班  12 小 X=2459124.02  Y=37622325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347 米　　　　坡度：22　　　　坡向：东坡　　　坡位：下坡
小班面积：154.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53

土壤类型： 黄壤

采伐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6

保留
木

土层厚度：  40 　厘米

3
4

小计 桉树 7 8 111 1.96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31 日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74

株数（株）：
蓄积（立方米）： 303

木

17150
154.5

合计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7 8 111 1.96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54

保留
木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6

X=2459443.39  Y=37622247.2工区/林班/小班： 六  工区  五 林班 13  小
小班面积：10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358 米　　　　坡度：28　　坡向：东坡　　　坡位：下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采伐

珍稀物种：无

3
4

小计 桉树 7 8 111 1.96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木

合计
105

株数（株）： 11655
蓄积（立方米）： 206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31 日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74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7 8 111 1.96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55

采伐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6

保留
木

小班面积：157.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工区/林班/小班： 六  工区  五 林班  14  小 X=2459759.11   Y=37622060.35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450 米　　　　坡度：26　　坡向：东坡　　　坡位：中下坡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3
4

小计 桉树 7 8 111 1.96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74

木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株数（株）：

合计

蓄积（立方米）： 309

157.5
17483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31 日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7 8 128 2.3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56
工区/林班/小班： 六  工区  五 林班   29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小班面积：219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X=2458379.03  Y=37621459.98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421 米　　　　坡度：27　　　　坡向：东坡　　坡位：全坡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采伐

珍稀物种：无

保留
木

林分郁闭度：0.6林分因子调查:

3
4

小计 桉树 7 8 128 2.3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31 日

木

合计
面积（亩）：

74

219
株数（株）： 28032

蓄积（立方米）：

采伐
木现
蓄积 504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70 0.8 较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桉树 7 8 111 1.97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57
工区/林班/小班： 六  工区  五 林班   32
小班面积：172.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合作　林种：商品林 

保留
木

珍稀物种：无

地貌类型：低山　　　　海拔：421 米　　　　坡度：24　坡向：东坡　　　坡位：全坡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6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采伐

X=2458088.03  Y=37621444.81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3
4

小计 桉树 7 8 111 1.97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闽楠、火力楠、木荷、枫香、山杜英（15:15:15:15:14）

株数（株）：

合计
面积（亩）：采伐

木现
蓄积

木

172.5

蓄积（立方米）：
19148
340

调查日期：     2018   年 8   月 31 日

74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0 1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3 2
2 山乌桕 1.3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马占相思 10.2 8.1 66 1.66
2  
3

地貌类型：　低山　　　海拔：308    米　　　　坡度：23　　　坡向：东坡　　　坡位：中下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58
工区/林班/小班：  六工区 六 林班 6 小班 X=2457106.16  Y=37622272.2
小班面积：263.4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9

保留
木

采伐
3
4

小计 马占相思 10.2 8.1 66 1.66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5:14:15:15:15）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9  月  1  日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蓄积（立方米）： 437

263.4
株数（株）： 17384

更新造林密度（＝74-保留木密度）（株/亩）：　74

采伐
木

合计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0 1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3 2
2 山乌桕 1.3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马占相思 10.1 9.4 66 1.83
2  
3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9

保留
木

地貌类型：　低山　　　海拔：308    米　　　　坡度：23　　　坡向：东坡　　　坡位：中下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59
工区/林班/小班：  六工区 六 林班 23  小班 X=2457022.71  Y=37621022.71
小班面积：70.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采伐
3
4

小计 马占相思 10.1 9.4 66 1.83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5:14:15:15:15）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74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9  月  1  日

70.5
株数（株）： 4653

蓄积（立方米）： 129

面积（亩）：

采伐
木

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0 1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3 2
2 山乌桕 1.3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马占相思 10.2 8.3 66 1.71
2  
3

地貌类型：　低山　　海拔：308   米　　　　坡度：27　　　坡向：东坡 　　　　坡位：下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工区/林班/小班：六  工区 六 林班 24  小班 X=2457201.84  Y=37621224.83
小班面积：240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采伐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9

保留
木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60

3
4

小计 马占相思 10.2 8.3 66 1.71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5:14:15:15:15）

采伐
木

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240
株数（株）： 15840

蓄积（立方米）： 410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9  月 1 日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74



地理坐标：

总盖度（%） 平均高度（米） 分布状况
90 1 不均匀

类型 序号 树种 平均胸径（厘米） 平均树高（米） 每亩株数（株） 每亩蓄积（立方米）
1 鸭脚木 1.3 2
2 山乌桕 1.3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计
1 马占相思 9.2 8.5 66 1.73
2  
3

小班现状调查记录卡61

地貌类型：　低山　　海拔：345    米　　　　坡度：东坡　　　坡向：东坡　　坡位：全坡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40 　厘米

主要草本：大芒、蕨类等

工区/林班/小班：  六  工区 六 林班 25  小 X=2457177.2  Y=37621818.18
小班面积：160.5  亩　　起源：人工  　　土地权属：国有　林木权属：国有　林种：商品林

采伐

珍稀物种：无
林分因子调查: 林分郁闭度：0.9

保留
木

3
4

小计 马占相思 9.2 8.5 66 1.73

更新造林树种和比例： 格木、降香黄檀、樟树、木荷、山杜英（15:14:15:15:15）

蓄积（立方米）： 278

调查人员： 廖剑光、周志华、吴柳尧、朱乙普 调查日期： 2018 年  9 月 1 日

采伐
木

合计

采伐
木现
蓄积

面积（亩）：

更新造林密度（株/亩）：　 74

160.5
株数（株）： 1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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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监理工作细则 
项目推行造林质量监理制度，要求具备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全程

参与项目建设工作，按照技术标准对采伐、造林和抚育等项目建设的

各个环节进行技术和质量监理工作。 

为了规范项目监理行为，提高项目监理工作水平，实现监理工作

的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特制定本细则。 

一、监理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一）通过对项目进行监控、督导和评价，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

施，保证建设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制止建设行为的

随意性和盲目性，促进工程建设的进度、质量、投资等按计划如期实

现，确保建设行为的合法性、科学性和安全性。 

（二）通过对项目建设过程实施监理，确保按规划设计施工，确

保当年造林面积核实率、成活率等达到规定要求，提高工程建设水平，

充分发挥工程投资效益。 

二、施工监理活动中各方的关系 

（一）省林业厅作为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和项目设计方案审批部门，

可以根据需要，对项目的监理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二）市林业局是项目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工程施工监理的组

织和管理，确定工程建设的监理项目，并监督建设单位委托监理单位，

实施监理工作。 

（三）保护区管理部门负责项目建设施工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根

据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督促施工单位按计划施工，确保工程



质量，并积极协助监理单位做好工程监理的有关工作。 

（四）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施工合同后，应按建设单位和有

关规定要求进行施工，在保证建设质量的前提下，保证工程进度，并

直接对建设单位负责。 

（五）监理单位受建设单位的委托，负责对项目进行施工监督、

检查和技术指导。监理单位根据监理服务合同开展工作，直接对委托

单位负责，在施行监理过程中，有权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工程施工

的质量、资金使用和政策兑现情况进行监督，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整改

建议。 

三、监理工作的主要依据 

（一）委托监理合同及和项目建设合同； 

（二）经审核批准的林分改造提升方案和作业设计文件； 

（三）项目的材料采购合同； 

（四）项目的招、投标文件； 

（五）国家、省关于森林自然保护区、采伐和造林工程的法律、

法规、技术标准和规程等文件。 

四、监理工作的主要程序 

（一）建设单位向监理人员提交作业设计 (或施工方案)，监理

人员协助处理相关问题； 

（二）审查建设单位提交的作业设计或施工方案； 

（三）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竣工验收； 

（四）做好监理总结。 



五、项目监理的主要内容 

项目的监理的主要内容可分为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和

协调有关单位的工作关系几部分。其中质量控制是根本。必须对采伐、

林地清理、整地、表土回穴、苗木、栽植、抚育等项目的各个环节进

行质量控制，保证各个工序的施工质量得到控制并满足技术要求。 

项目工序质量控制的一般程序：在监理人员的指导下，工序施工

完毕后，施工单位进行自检，自检合格后向监理机构(人员)提交工序

报验单，监理人员现场查验后，出具监理文书。施工单位获得“工序

合格认可单”后可以进入下一道工序，否则应按照“工序整改通知单”

的要求，进行返工，重复以上程序。 

（一） 采伐工序质量控制 

1、控制重点 

采伐的小班和面积、采伐的目标树种。 

2、控制标准 

采伐小班和边界准确； 

采伐目标树种准确，严禁采伐非目标树种； 

采伐工艺符合采伐设计要求。 

3、控制方法 

①采用巡视和旁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理，控制采伐树种，发现

采伐非目标树种，立即纠正。 

②对照采伐作业设计图向施工方提醒采伐边界，确保采伐不过界。 

4、出具监理文书 



采伐工序符合采伐设计、作业设计、技术规程、规范、标准要求

时，监理机构(人员)出具采伐工序合格的监理文书；采伐工序不符合

设计要求，如出现采伐非目标树种、采伐过界等问题，则必须马上停

工，要求施工方重新培训施工人员，等明确学习掌握技术要求后再开

展采伐。 

（二） 林地清理工序质量控制 

1、控制重点 

林地清理的方式为块状清理、桉树萌芽和树头处理。 

2、控制标准 

林地清理方式和规格标准符合项目设计要求； 

桉树萌芽和树头的有效处理率达到 95%以上； 

清理的同时，注意保留木和缓冲植被带的保护。 

3、控制方法 

采用巡视和旁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理，控制林地清理强度和标

准。 

采用样标准地法调查林地清理效果，在具有代表性的地段设置半

径 12.62 米(水平距离)面积 500 平方米的圆形标准地或 20×25 米(水

平距离)的方形标准地，原则上标准地实测面积不小于小班面积 5﹪，

即 1 公顷以下设 2 块标准地，以后每增加 1 公顷增设 1 块标准地。调

查后，填写“现场查验表”。 

对所有桉树树头进行全查，保证所有桉树树树头得到处理不再萌

芽。 



4、出具监理文书 

林地清理工序符合作业设计、技术规程、规范、标准要求时，监

理机构(人员)出具工序合格的监理文书；工序不符合设计要求，如出

现清理未达标准，桉树树头还有萌芽等问题，则必须返工直到合格才

能进入下一工序。 

（三）整地工序质量控制 

1、质量控制点 

①栽植穴。栽植穴的密度(株行距)、栽植穴布局、栽植穴规格(长

宽深)、表土堆放等； 

② 面积； 

③ 生态环境保护； 

④表土回穴。 

2、控制标准 

①在作业设计文件确定地点整地，整地面积不低于设计面积的

95％； 

②栽植穴密度不低于设计密度的 98％，合格栽植穴密度不低于

设计密度的 95％： 

③注重生态保护，强化防灾减灾。保留山顶、山脊和山脚原有植

被缓冲带。 

④表土返穴时，先填表土，后填心土。 

3、控制方法 

采用巡视和旁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理，控制整地打穴质量标准。 



采用样标准地法调查整地打穴效果，在具有代表性的地段设置半

径 12.62 米(水平距离)面积 500 平方米的圆形标准地或 20×25 米(水

平距离)的方形标准地，原则上标准地实测面积不小于小班面积 5﹪，

即 1 公顷以下设 2 块标准地，以后每增加 1 公顷增设 1 块标准地。调

查后，填写“现场查验表”。 

4、出具监理文书 

整地现场查验后，监理机构(人员)向施工方提供整地挖穴工序的

监理文书。 

①整地地点、整地面积、栽植穴密度和规格等符合工序质量标准，

监理人员出具“工序合格认可单”，进入下一施工工序。 

②如果整地工序质量不符合要求，监理人员出具“工序整改通知

单”，注明存在的主要问题，如密度不够，栽植穴规格不够，整地地

点错误等，督促施工方返工。 

（四）苗木质量控制 

1、控制重点 

①品种； 

②苗木等级和规格； 

③起苗时间、病虫危害状况与苗木外观。 

④是否具有有生产经营许可证、质量检查合格证和标签。 

2、控制标准 

①使用项目设计文件指定的品种； 

②一级苗比例达到 100％，规格不低于设计文件中对苗木的规格



要求： 

③起苗时间和运输距离较短，苗木外观良好，未见病虫危害、干

枯或严重脱水现象。 

④具有有生产经营许可证、质量检查合格证和标签。 

3、控制方法 

①查看苗木的种源证明、检疫证明、起苗时间、苗木种类数量； 

②起苗时监理人员在苗圃现场监理选苗，非合格苗不得运往造林

地； 

③现场随机抽取 5％的苗木，根据苗木分级标准，确定各等级苗

木的数量，计算一、二级苗木比例，填写“现场查验表”； 

④监理人员根据造林劳力情况，监督小批量起苗，做到当天起苗

当天完成栽植，特殊情况下当天没有栽完的苗木，督促施工方进行假

植。 

4、出具监理文书 

苗木查验结束后，监理机构出具苗木查验的监理文书。 

①苗木整体质量合格，出具“苗木质量合格认可单”，允许栽植。 

②苗木整体质量不合格，出具“苗木整改通知单”，更换合格苗

木或剔除不合格苗木后栽植。 

（五）栽植工序质量控制 

1、控制点 

①栽植穴植苗比例； 

②栽植深度、松紧度，苗木直立性； 



③苗木种类和配置； 

④栽植天气。 

2、控制标准 

①栽植穴植苗比例达到 99％以上； 

②苗木栽植深度适宜，轻提不出土，苗正根舒，符合该条件的植

株比例应达到 95％以上： 

③苗木种类、不同苗木配置方式及面积比例与设计基本一致； 

④栽植前期降雨量充足，栽植时为阴、雨天气。 

3、控制方法 

①采用巡视和旁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理。 

②采用样圆法调查栽植穴植苗情况和栽植效果，填写“现场查验

表”，计算栽植穴植苗比例、合格植株比例、树种配置比例。样圆大

小、数量、布设、调查方法和计算方法参照整地工序中的样圆法。 

③使用 1：10000 地形图或作业设计图勾绘栽植界线，求算栽植

面积。 

4、出具监理文书 

①栽植质量合格，出具“栽植工序合格认可单”。 

②栽植质量不合格，出具“栽植工序整改通知单”，记载存在的

主要问题，督促补栽或局部重栽，直至合格。 

（六）抚育工序质量控制： 

1、控制重点 

①抚育时间； 



②抚育内容：除草、松土、扩穴、追肥等； 

③面积。 

2、控制标准 

①抚育时间、抚育内容与作业设计要求一致； 

②各种抚育形式的抚育面积(或抚育株数)占总面积(或总株数)的

95％以上； 

③抚育过程幼树损伤率不超过 1％。 

3、控制方法 

使用样圆法调查样圆内除草、松土、扩穴、追肥的面积(株数)、

损伤幼树株数，填写“现场查验表 ，计算抚育的面积比例或株数比

例，损伤幼树株数。样圆大小、面积、数量、布设和计算方法与其他

工序基本相同 

4、出具监理文书 

①经查验，抚育质量合格时，监理机构(人员)出具“抚育工序合

格认可单”。 

②经查验，抚育质量不合格时，监理机构(人员)出具“抚育工序

整改通知单”，注明存在的问题，督促施工方整改。 

（七）工程进度控制。 

督促建设或施工单位按审核批准的工程施工进度计划，按时完成

工程施工任务。 

（八）资金控制 

监督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本着经济合理的原则，控制并降低工



程的实际造价，将投资控制在经有关方面批准的投资总额以内，并按

施工工序进行合理分解投资，计算各工序中的人工费、苗木种子费、

材料费、机具费及其分摊的间接费用等，确定各工序或工期投资的控

制目标值。 

六、中期检查和竣工验收 

1、中期检查 

由建设单位组织和主持有监理人员参加的中期检查，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林业工程建设标准、设计文件，监理人员对施工单位报送

的验收资料进行审查，对存在的问题，要求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及时

进行整改。 

2、竣工验收 

由建设单位组织和主持有监理人员参加的竣工验收，监理人员要

提供相关的监理资料，对达到质量要求的建设工程，由建设单位、监

理人员会同参加验收的各方共同签署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七、监理报告 

监理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1、工程施工情况综述; 

2、工程进度：实际完成情况与计划进度比较，完成情况及采取

措施的效果分析； 

3、工程质量：工程质量情况分析，采取的工程质量措施及效果； 

4、监理工作总结：包括对进度、质量、资金等方面情况综合评

价，监理工作情况，有关本工程的意见和建议等。 



八、监理单位、监理人员和被监理单位的职责 

（一）监理单位职责 

1、执行有关监理规定、要求； 

2、安排、协调监理人员的工作； 

3、处理监理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与争议； 

4、复核、复查监理人员的监理工作。 

（二）监理人员职责 

1、对工程实施全过程监理的真实性负责； 

2、在监理过程中，对所发现的问题以书面报告形式及时向建设

单位提出建议 (包括要求建设单位限时进行修正或整改措施等)。 

（三）被监理单位职责 

1、工程建设监理过程中，被监理单位必须按要求接受监理； 

2、对监理人员提出的建议，必须及时落实相应的整改措施； 

3、从项目开工起，未经监理人员出具工序合格监理文书，不能

进行下一步工序。 

九、纠纷处理与责任 

（一）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与监理单位发生纠纷，应根据监理服

务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由建设单

位所在地人民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可申请当

地经济合同仲裁机关仲裁，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监理人员营私舞弊，或不认真履行职责，损害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利益，或者因监理人员失职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业



主和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有权追究监理单位的经济责任，并按实际发

生的经济损失进行索赔；情节严重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在监理过程中，监理人员发现质量等问题后，以书面形式

向建设单位报告而未能得到及时处理或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所造

成的经济损失，监理单位不承担经济责任。 



附件 2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商品
林问题初步解决方案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现有商品林 20392.3 亩，计划分两

部分解决。 

一、实验区 9998.4 亩商品林 

1、解决方式：对实验区 9998.4 亩商品林编制《改造提升方案》

进行改造提升，进行补偿赎买后调整为生态公益林。 

2、投资概算： 

（1）改造提升投资概算 1552.19 万元（具体见《改造提升方案》）： 

（2）调整为生态公益林补偿赎买金：1499.76 万元。（赎买标准

参照《江门市直属国有林场扩大生态公益林面积实施方案》，平均 1500

元/亩）。 

（3）合计投资概算 3051.95 万元。 

二、对其他 10393.9 亩商品林 

1、解决方式：对其他 10393.9 亩商品林，2025 年年底前通过赎

买方式赎回后直接转为生态公益林。 

2、投资概算：赎买标准参照《江门市直属国有林场扩大生态公

益林面积实施方案》，平均 1500 元/亩，投资概算 1559.09 万元。 

三、总投资概算和资金来源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 20392.3 亩商品林全部调整为生态

公益林总投资概算 4611.04万元（含 9998.4亩林分改造提升概算资金），



资金来源于“江门市直属国有林场扩大生态公益林面积专项资金”和

其他市级财政资金。 

 

江门市锦江源市级自然保护区商品林问题初步解决方案投资概算表 

措施 
面积 
（亩） 

投资概算（万元） 
合计 林分改造提升 青苗补偿林地赎买 

改造提升后赎
回,调整为生态

公益林 
9998.4 3051.95 1552.19 1499.76 

直接赎回,调整
为生态公益林 

10393.9 1559.09 不改造 1559.09 

合计 20392.3 4611.04 1552.19 30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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