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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ＬＹ／Ｔ１６６２《数字林业标准与规范》分为１１个部分：

———第１部分：森林资源非空间数据标准；

———第２部分：林业数字矢量基础地理数据标准；

———第３部分：卫星遥感影像数据标准；

———第４部分：林业社会经济数据标准；

———第５部分：林业政策法规数据标准；

———第６部分：林业文献资料数据标准；

———第７部分：数据库建库标准；

———第８部分：数据库软件规范；

———第９部分：数据库管理规范；

———第１０部分：元数据标准；

———第１１部分：退耕还林工程数据标准。

本部分为ＬＹ／Ｔ１６６２的第１部分，参考了ＧＢ／Ｔ１４７２１．１—１９９３《林业资源分类与代码森林类型》、

ＬＹ／Ｔ１４３８—１９９９《森林资源代码　森林调查》、ＬＹ／Ｔ１４３９—１９９９《森林资源代码　树种》。

本部分纳入并调整了ＬＹ／Ｔ１４３８—１９９９《森林资源代码　森林调查》、ＬＹ／Ｔ１４３９—１９９９《森林资源

代码　树种》中适用的内容，与ＬＹ／Ｔ１４３８—１９９９《森林资源代码　森林调查》、ＬＹ／Ｔ１４３９—１９９９《森林

资源代码　树种》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本部分对数字林业体系中森林资源非空间数据的分类、组织、编码进行了规定。适用于数字林业中

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简称一类调查）、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简称二类调查）及作业设计调查（简称

三类调查）数据的收集、分类和数字化存储，也可作为森林资源管理、资源环境信息系统建设等工作的参

考标准。

本部分在广泛参考现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前提下，目前将森林资源数据分为１３个类目，并用

两位数字作为类目标识码，在此基础上采用层次编码与顺序编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编码。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林业从木材生产向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的转变，原有对森林植物按利用类型和林

型分类的“主要树种及树种组”的记录体系，可能使同一树种在不同的利用类型组中出现，不能满足数据

项编码的“唯一性”要求，因此本部分规定此类数据按植物分类学的科、属、种分层和编码。目前包括了

ＬＹ／Ｔ１４３９—１９９９《森林资源代码　树种》类目中的全部的条目，并增加了部分乔木、灌木、草本、竹类条

目，使该类数据目前包括１０３个科、２６８个属、１５１０个种。为了便于使用，该类数据按科、属、种的中文

名汉语拼音顺序进行排列管理。

由于各地在森林资源调查中对树种组的分类不统一，难以满足唯一性和完整性的要求，所以本部分

不再划分“主要树种组”。

本部分的附录Ａ至附录Ｎ均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提出。

本部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陆元昌、雷相东、张会儒、洪玲霞、刘丹、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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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林业标准与规范

第１部分：森林资源非空间数据标准

１　范围

ＬＹ／Ｔ１６６２的本部分规定了数字林业体系中森林资源非空间数据的分类、组织和编码。

本部分适用于数字林业中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简称一类调查）、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简称二

类调查）及作业设计调查（简称三类调查）数据的收集、分类和数字化存储，也可作为森林资源管理、资源

环境信息系统建设等工作的参考标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ＬＹ／Ｔ１６６２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Ｔ１４７２１．１—１９９３　林业资源分类与代码　森林类型

ＬＹ／Ｔ１４３８—１９９９　森林资源代码　森林调查

ＬＹ／Ｔ１４３９—１９９９　森林资源代码　树种

ＬＹ／Ｔ１６６２．７—２００８　数字林业标准与规范　第７部分：数据库建库标准

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２００４）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主要技术规定（２００３）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ＬＹ／Ｔ１６６２的本部分。

３．１

　　森林资源　犳狅狉犲狊狋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３．２

　　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犻狀狏犲狀狋狅狉狔犳狅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犳狅狉犲狊狋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犿狅狀犻狋狅狉狔

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简称一类清查，是全国森林资源监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采用系统抽

样方法在总体范围内布设固定样地，定期实测的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方法。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

位，每５年复查一次。

３．３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　犻狀狏犲狀狋狅狉狔犳狅狉犳狅狉犲狊狋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狆犾犪狀狀犻狀犵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简称二类调查，是地方森林资源监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国有林业

局（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森林经营单位或县级行政区划为调查单位，主要是采用小班区划调查

方法，分别山头地块查清总体范围内的森林资源，为满足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总体设计、林业区划与规划

设计等需要进行的森林资源清查。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间隔期一般为１０年。

３．４

　　作业设计调查　犻狀狏犲狀狋狅狉狔犳狅狉犳狅狉犲狊狋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犱犲狊犻犵狀

作业设计调查简称三类调查，是为作业设计而进行的调查。应在二类调查的基础上，根据规划设计

的要求逐年进行，森林资源应落实到具体的伐区或一定范围的作业地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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