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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分等定级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林地分等定级的技术原则，确定了林地分等、林地定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的现状林地的分等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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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6424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GB/T  38590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程 

TD/T  1055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TD/T  1060    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林地  forest land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确定的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 
注： 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

等。在实践中，林地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包括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和其他林地，不包括

生长林木的湿地，城镇、村庄范围内的绿化林木用地，铁路、公路征地范围内的林地，以及河流、沟渠的护堤

林用地。 

 

公益林（地）  public welfare forest land 

以发挥生态效益为主要目的，以森林生态区位重要或者生态状况脆弱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为主

要对象，国家根据生态保护的需要划定且管制的林地（3.1）。 
注： 包括防护林、特种用途林。 

 

商品林（地）  commodity forest land 

以生产木材、竹材、薪材、干鲜果品和其他工业原料等为主要经营目的的林地（3.1）。 
注： 商品林（地）通常包括用材林、能源林和经济林。 

 

林地等别  forest land grade 

在全国尺度下，对林地及地表覆盖的自然属性综合差异的量化排序。 
注： 林地等别侧重体现林地的自然质量水平差异。 

 

林地级别  forest land class 

在区域尺度下，对林地的自然、社会经济、区位等属性综合差异的量化排序。 
注： 根据目的不同，林地级别可侧重反映林地的综合质量差异或区域内自然质量精细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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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分等  gradation of forest land 

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全国自然资源分等定级分区，综合分析影响林地质量的气候、地形、地貌、土

壤、生态条件等各项自然因素，揭示林地自然质量的全国差异，划分林地质量等别的活动。 

 

林地定级  classification of forest land 

在区域内，依据构成林地质量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根据地方林地管理和实际需要，按照规

定的方法和程序进行林地质量综合评定，揭示区域内部林地利用差异和地域差异，评定林地质量级别的

活动。 

4 技术原则 

分区分类原则 

林地分等定级按分区开展。全国林地分等定级一级分区依据TD/T 1060附录A的相关要求，各地依据

需要可细化分区。林地定级可区分公益林（地）和商品林（地）分别开展，有条件的地方可进一步细化

分类。 

综合分析原则 

林地等别、级别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建立指标体系和选取因子时需充分反映林地的自然、社

会经济等综合属性，并与其他成果做好衔接。林地分等侧重林地自然质量，林地定级侧重林地综合质量。 

主导因素原则 

林地分等定级重点分析对林地质量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突出主导因素的影响。 

定量定性相结合原则 

林地分等定级以定量评价为主，对现阶段难以量化的因素进行必要的定性分析，将定性分析的结果

进行量化，提高工作精度。 

可行性原则 

林地分等定级需要考虑指标获取的可行性，优先利用已有的调查成果和监测数据，采用现有成果中

的指标或经过简单处理可获取的指标构建林地质量评价体系。 

5 林地分等 

分等对象 

林地分等对象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的林地。 

技术组织工作 

技术组织工作按照TD/T 1060中6.2技术工作组织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分等技术方法 

林地分等采用因素法。 

分等技术流程 

林地分等技术流程如下： 

a) 建立林地分等指标体系，确定权重、影响因素及评价标准； 

b) 收集相关资料，进行外业调查，并整理、量化； 

c) 划分分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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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计算分等单元综合分值； 

e) 初步划分林地等别； 

f) 验证、调整和确定林地等别； 

g) 分等成果汇总； 

h) 编制林地分等成果。 

分等工作程序与要点 

5.5.1 工作准备 

5.5.1.1 编写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a) 林地分等区域和范围； 

b) 工作程序、技术路线和方法； 

c) 基础资料收集与整理分析； 

d) 组织措施和人员安排； 

e) 工作进度和经费预算； 

f) 预期成果。 

5.5.1.2 资料收集与整理 

收集最新的成果资料并整理，收集时限由具体资料数据情况决定，宜为3年(其中气象数据为近30年

平均数据)。收集资料清单见附录A的A.1。 

工作资料的整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现有资料数据根据林地性质、来源和全国自然资源分等分区，进行统一编码和分类，妥善保管，

在分等工作结束后汇编成册，存入档案； 

b) 对不能满足分等工作要求的资料，做好记录，以便进行外业补充调查； 

c) 对分等数据进行整理，按照分等的工作需要，逐项分析分等单元的各项指标及分等指数； 

d) 资料数据有多个来源的，经实地验证后，保证有效性和时效性的前提下，选择精确度相对较高

的。 

5.5.2 外业补充调查 

5.5.2.1 调查范围与对象 

在林地分等工作范围内，根据工作需要可开展实地调查，完善数据。调查对象为气候、地形、地貌、

土壤和生物多样性等因子。 

5.5.2.2 调查方案设计 

补充调查的路线宜穿越所有需要补充资料的分等区域。在选定的路线上，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查样

点设置，在因素特征变异明显的地带可加密布点。 

调查中，可实地调查或会同当地专业技术人员对林地分等单元的林地质量状况进行定性描述，作为

分等验证或成果检验的参考。 

5.5.3 内业处理 

5.5.3.1 确定林地分等分区 

林地分等工作按分区开展，按照TD/T 1060附录A的相关规定，查表确定林地所在自然资源分等分

区。 

5.5.3.2 划分分等单元和编制分等单元图 

分等单元采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的现状林地图斑。 

分等单元图编制的主要内容包括林地分等单元的确定情况，以及能够反映林地等别划分的基本空

间情况。主要编制要素包括分等单元、分等单元编号、图名、图例、指北针、比例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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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3 确定分等指标体系和指标分值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分等指标体系。林地分等指标体系主要考虑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地形、地

貌、土壤和生物多样性因子。林地分等指标体系包括必选指标和备选指标，必选指标宜全部纳入分等指

标体系，备选指标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纳入分等指标体系。林地分等指标体系宜符合附录B的B.1的规定；

林地各项分等指标在不同分区的分值宜符合附录B的B.2的规定。 

5.5.3.4 确定指标权重 

具体内容如下。 

a) 权重确定方法：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与因素成对比较法。林地分等指标权重确定方法按照附

录 C的规定。 

b) 推荐指标权重：为提高全国分等成果的可比性，建议使用推荐指标权重，分等指标宜符合附录

D的规定。其中，单项备选指标的权重不超过 0.10，备选指标权重之和不超过 0.20。 

5.5.3.5 计算各分等单元分值 

根据所在区域的指标等级划分标准，计算各分等单元分值。采用加权求和法计算分等单元分值，其

数学模型见公式（1）： 

 

  

𝑃𝑃𝑖𝑖 = ��𝑊𝑊𝑗𝑗 × 𝑃𝑃𝑖𝑖𝑗𝑗�
𝑛𝑛

𝑗𝑗=1

 

 ……………………(1) 

式中： 
𝑃𝑃𝑖𝑖——第𝑖𝑖个分等单元的分值； 

𝑖𝑖——分等单元编号； 

𝑛𝑛——分等指标数量； 

𝑗𝑗——分等指标编号； 

𝑊𝑊𝑗𝑗——第𝑗𝑗个分等指标的权重； 

𝑃𝑃𝑖𝑖𝑗𝑗——第𝑖𝑖个分等单元内第𝑗𝑗个分等指标的分值； 

5.5.3.6 等别划分、验证调整与确定 

林地等别划分、验证调整与确定步骤与方法如下。 

a) 省内初步分等。各地根据林地分等单元分值和全国统一的等别划分实施方案，初步划分林地等

别。林地等别划分数量不超过十等。 

b) 全国初步分等。 

1) 分数标准化：使用极差标准化法或位序标准化法将汇交的全国的分等单元分值进行标准

化，使各分等单元分值在[0.00,1.00]区间内，分数标准化方法按照附录 E的规定。 

2) 划分等别：使用标准化后的分数，对照等别划分标准，对林地分等，可采用等间距法。 

c) 等别校验。通过对总体分析和抽样调查对初步分等结果进行校验。 

1) 校验内容：分等指标及权重、分等指标等级标准及其分值表、分等单元分值、初步分等结

果。 

2) 校验方法：在所有分等单元中随机抽取 5%进行内业检验，内业检验分等单元分值的正确

率为 100%，否则，按照工作步骤进行全面核查、校正。按照县级单位全覆盖，县级等别

全覆盖的原则，随机抽取相应数量单元进行野外实测，将实测统计的等别结果与计算结果

进行比较。如果与实际不符的单元数小于抽取单元总数的 5%，则认为计算结果总体上合

格，但对不合格单元的相应内容要进行校正；如果大于或等于 5%，则按工作步骤进行全

面核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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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等别调整与确定。结合林地资源状况，对于等别与实际差异较大、接边跳等明显等需要调整等

别的成果分等单元，进一步核实数据来源、指标权重、计算过程的可靠性，按照分等程序重新

计算，重点审查分等过程中可能造成的错误。对调整过程进行详细记录，并与原有计算资料一

并整理，归入档案。经校验合格后作为林地分等结果。林地等别的调整与确定在验证的基础上

进行，除符合林地分等相关原则外，还需要考虑管理需要。 

分等成果汇总 

为使分等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可比，分等成果需要逐级进行汇总。 

a) 省级汇总：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省内辖区内各县级林地分等结果进行复核、平衡，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汇总单位按照汇总接边方案，以分等结果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可比为

原则，统一对林地分等初步结果进行协调并汇总。 

b) 国家级汇总：由国务院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汇总接边方案，以分等结果全国可比为原则，

统一对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交的林地分等结果进行协调并汇总。 

分等成果编制 

5.7.1 文字成果 

文字成果主要包括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 

a) 工作报告。林地分等工作报告反映分等工作过程，包括分等工作的目的、任务、工作依据、人

员组成、工作进度安排、资料收集与整理、技术运用、经费开支、工作经验及相关建议等。 

b) 技术报告。林地分等技术报告包括的内容： 

1) 分等对象所在区域的自然概况； 

2) 分区情况； 

3) 分等技术方法，包括分等参数、分等单元、分等指标及权重的确定方法，等别划分方法，

分等成果检验与调整的方法与过程，等别结果的确定，其他需要说明的技术问题等； 

4) 分等结果及其分析，包括等别分布特点及规律、地域组合特点、差异原因、林地保护和利

用情况、林地质量主要限制因素等； 

5) 分等成果应用分析。 

5.7.2 图件成果 

5.7.2.1 图件成果类型 

林地分等成果图件包括中间成果图和最终成果图。其中，中间成果图为林地分等单元图、分等因子

分值图等图件；最终成果图为林地等别分布图。 

5.7.2.2 图件成果编绘要求 

按照GB/T 20257.2和TD/T 1055的相关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a) 数学基础如下。 

1) 平面坐标系统：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2) 投影方式：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若比例尺大于 1:10000，按 3°分带。 

3) 高程系统：1985 国家高程基准。 

4) 比例尺：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或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图的比例尺保持一致，可根

据管理需要确定。 

b) 上图要素：突出反映主题内容，包括省级、市级、县级行政界线，标志性地物、邻区名称和界

线等，图面配置包括图名、图廓、图例、指北针、比例尺、坐标系统、面积汇总表、编图单位、

编图时间等要素。 

c) 分等成果图件标注要求：用大写的罗马数字（Ⅰ、Ⅱ、Ⅲ……）分别表示各等别（一等、二等、

三等……）；用实线表示各等别界线；各地根据需要编绘彩色等别图，等别色差明显，图面色

调和谐。 

5.7.3 数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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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成果主要包括林地分等数据库和数据表。数据库根据国务院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要

求建立。数据表包括指标权重表、指标等级划分标准及其分值表、分等结果面积汇总表等，分等结果面

积汇总表按照附录H的规定。 

5.7.4 基础资料汇编 

林地分等基础资料汇编包括以下内容： 

a) 基本参数表； 

b) 指标权重打分表； 

c) 原始数据与资料； 

d) 中间成果资料； 

e) 相关的工作文件、技术文件等。 

采用计算机技术、地理信息技术、遥感技术开展林地分等工作，需要将基础资料信息数据库中的内

容作为基础资料进行整理，在基础资料汇编中设专门篇幅加以说明。 

分等成果验收 

5.8.1 验收条件 

工作实施单位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全面完成分等任务，形成完整成果，并采用抽样检验方法开展核

查和检验，通过后方可提出验收申请。 

5.8.2 验收内容 

验收内容包括分等工作程序、技术方法和成果等方面。重点检查林地分等工作程序、分等结果、工

作报告、技术报告、成果数据表、成果图件和基础资料汇编及相应的电子成果。各地可根据需要增加或

细化相应内容。 

5.8.3 验收组织 

省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也可根据需要委托设区的市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验收。 

5.8.4 验收项目与标准 

验收项目与标准如下： 

a) 分等因素、指标选择合理性检查； 

b) 分等单元划分合规性检查； 

c) 计算方法、过程、结果的完整性与合理性检查； 

d) 等别结果检查，可抽查评价单元总数的 5%～10%，核算分等单元分值，错误率不超过 5%； 

e) 统计面积和图斑量算面积核查，统计面积、图斑面积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最新年度国土变

更调查的现状林地保持一致； 

f) 文字成果、图件成果、数据成果及基础资料汇编的完整性、规范性检查，核查内容是否全面、

论述是否清楚、工作中的技术问题处理是否得当。 

符合以上各项要求的，评为合格。验收部门可根据需要增加验收内容。 

5.8.5 验收报告 

验收组编写验收报告，经验收组成员签字，报下达任务部门审查、确认。 

分等成果更新 

为保持林地等别成果的现势性和实用性，每年对新增林地更新，每5年进行全面更新，质量发生较

大变化的局部地区及时更新。成果更新按本文件规定的林地分等工作程序和要求开展。 

分等成果发布与应用 

5.10.1 成果发布 

国务院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统一发布全国林地质量等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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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成果应用 

可应用的成果应通过验收并经公布(公示)。 

林地分等成果主要应用于林地资源调查监测、林地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国土空间规划、用途

管制、生态修复、耕地保护监督等管理工作的相关方面。 

6 林地定级 

定级对象 

林地定级对象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中的林地。有条件的地方可按林木

（地）主导功能定级。 

技术组织工作 

技术组织工作按照TD/T 1060中7.2技术工作组织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定级技术方法 

公益林（地）定级采用修正法，商品林（地）定级采用因素法。 

定级技术流程 

林地定级技术流程如下： 

a) 建立林地定级指标体系，确定权重、影响因素及评价标准； 

b) 收集相关资料，进行外业调查，并整理、量化； 

c) 划分定级单元； 

d) 计算各定级单元综合分值； 

e) 初步划分林地级别； 

f) 验证、调整定级初步结果，落实级的边界； 

g) 编制林地定级成果。 

定级工作程序与要点 

6.5.1 编写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a) 林地定级区域和范围； 

b) 工作程序、技术路线和方法； 

c) 基础资料收集和整理分析； 

d) 组织领导和人员安排； 

e) 工作进度和经费预算； 

f) 预期成果。 

6.5.2 资料收集与整理 

收集相关资料并作整理。资料收集清单见附录A的A.2。 

工作资料整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现有资料数据根据林地性质、来源和全国自然资源分等定级分区，进行统一编码和分类，妥善

保管，在定级工作结束后，存入档案； 

b) 对不能满足定级工作要求的资料做好记录，以便进行外业补充调查； 

c) 对定级数据进行整理，按照定级的工作需要，逐项分析定级单元的各项指标及定级指数； 

d) 资料数据有多个来源的，经实地验证后，保证有效性和时效性的前提下，选择精确度相对较高

的。 

6.5.3 外业补充调查 

6.5.3.1 调查范围与对象 



TD/T XXXXX—XXXX 

8 

在林地定级工作范围内，根据工作需要可开展实地调查，完善数据。调查对象为生产力、功能因子、

地形、土壤、运输条件、经营水平等。 

6.5.3.2 调查方案设计 

补充调查的路线宜穿越所有需要补充资料的定级区域。在选定的路线上，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查样

点设置，在因素特征变异明显的地带可加密布点。 

调查中，可实地调查或会同当地专业技术人员对林地定级单元的生态因素、特殊因素、自然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区位因素等进行定性描述，作为定级验证或成果检验的参考。 

6.5.4 内业处理 

6.5.4.1 划分定级单元和编制定级单元图 

定级单元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中的林地图斑，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及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中的林地图斑不满足定级要求，可采用网格法、叠加法、图斑法进行细化。 

定级单元图编制的主要内容包括林地定级单元的确定情况，公益林（地）和商品林（地）界线以及

能够反映林地级别评定的基本空间情况。主要的编制要素包括定级单元、定级单元编号、图名、图例、

指北针、比例尺等。 

6.5.4.2 确定定级指标体系 

根据各地实际需求，酌情选择备选指标，确定适宜的定级指标体系。对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最新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的现状林地分别进行公益林（地）与商品林（地）定级，其定级指标体系宜符合附录

F的F.1的规定。 

6.5.4.3 确定定级指标分值 

林地定级指标分值确定方法宜符合附录F的F.3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结合地方平均水

平与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定级级别指标分值划分标准。 

6.5.4.4 确定指标权重 

采用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因素成对比较法等方法确定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权重确定方法按

照附录C的规定。 

6.5.4.5 计算各定级单元分值 

公益林（地）采用修正法计算定级单元分值；商品林（地）采用加权求和法计算定级单元分值。定

级单元分值计算方法按照附录G的规定。 

6.5.4.6 确定级别划分标准 

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使用等间距法或总分频率曲线法、总分数轴法、聚类分析法等方法划分适宜的

林地级别，级别数量以3～10级为宜。 

公益林（地）与商品林（地）分别定级。 

6.5.4.7 级别验证、调整与确定 

通过对总体进行分析或抽样调查的方法对级别划分结果进行验证与调整，确定级别划分结果。林地

级别的调整与确定除了符合林地定级相关原则外，还需要考虑管理需要。 

林地级别的调整和确定按以下原则进行： 

a) 林地级别的高低与林地质量相对优劣的对应关系基本一致； 

b) 各级别之间合理过渡； 

c) 保持自然地块的完整性； 

d) 边界尽量采用具有地域突变特征的自然边界及人工边界。 

对于不合格的定级单元，按照定级程序重新计算，结合管理需求进行调整。对调整过程进行详细记

录，并与原有计算资料一并整理，归入档案。经校验合格后作为林地定级结果，将级别落实到相应自然

资源一张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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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级成果编制 

6.6.1 文字成果 

文字成果主要包括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 

a) 工作报告。林地定级工作报告反映定级工作过程，包括定级工作的目的、任务、工作依据、人

员组成、工作进度、资料收集与整理、技术运用、经费开支、工作经验及相关建议等。 

b) 技术报告。林地定级技术报告包括的内容： 

1) 定级对象所在区域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概况等； 

2) 定级技术方法包括定级参数的确定； 

3) 定级单元划分； 

4) 定级指标及权重的确定方法； 

5) 级别划分方法； 

6) 定级成果检验与调整的方法； 

7) 其他需要说明的技术问题等； 

8) 定级结果及其分析，包括级别分布特点及规律、地域组合特点、差异原因、林地保护和利

用情况、林地质量主要限制因素等； 

9) 定级成果应用分析。 

6.6.2 图件成果 

6.6.2.1 图件成果类型 

林地定级成果图件包括中间成果图和最终成果图。其中，中间成果图为林地定级单元图等图件，最

终成果图为林地级别分布图。 

6.6.2.2 图件成果编绘要求 

按照GB/T 20257.2和TD/T 1055的相关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a) 数学基础如下。 

1) 平面坐标系统：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2) 投影方式：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若比例尺大于 1:10000，按 3°分带。 

3) 高程系统：1985 国家高程基准。 

4) 比例尺：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图的比例尺保持一致，可根据管

理需要确定。 

b) 上图要素：突出反映主题内容，包括省级、市级、县级行政界线，标志性地物、邻区名称和界

线等，图面配置包括图名、图廓、图例、指北针、比例尺、坐标系统、面积汇总表、编图单位、

编图时间等要素。 

c) 定级成果图件标注要求：用阿拉伯数字（1、2、3……）分别表示级别（一级、二级、三级……）；

用黑色实线表示级别界线；各地根据需要编绘彩色级别图，级别色差明显，图面色调和谐。 

6.6.3 数据成果 

数据成果主要包括林地定级数据库和数据表。数据库根据国务院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要

求建立。数据表包括指标权重表、指标等级划分标准及其分值表、定级结果面积汇总表等，定级结果面

积汇总表按照附录H的规定。 

6.6.4 基础资料汇编 

林地定级基础资料汇编包括以下内容： 

a) 基本参数表； 

b) 指标权重打分表； 

c) 原始数据与资料； 

d) 中间成果资料； 

e) 相关的工作文件、技术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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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计算机技术、地理信息技术、遥感技术开展林地定级工作，需要将基础资料信息数据库中的内

容作为基础资料进行整理，在基础资料汇编中设专门篇幅加以说明。 

定级成果验收 

6.7.1 验收条件 

工作实施单位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全面完成定级任务，形成完整成果，并采用抽样检验方法开展核

查和检验，通过后方可提出验收申请。 

抽检时抽取不少于5%的评价单元进行内业检验，并对抽检单元中不少于1%的评价单元进行外业核

查。 

6.7.2 验收内容 

验收内容重点检查林地定级工作程序、定级结果、工作报告、技术报告、成果数据表、成果图件和

基础资料汇编及相应的电子成果。各地可根据需要增加或细化相应内容。 

6.7.3 验收组织 

省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也可根据需要委托设区的市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验收。 

6.7.4 验收项目与标准 

验收项目与标准如下： 

a) 定级因素、指标选择合理性检查； 

b) 定级单元划分合规性检查； 

c) 计算方法、过程、结果的完整性与合理性检查； 

d) 级别结果检查，可抽查评价总数的 5%～10%，核算定级指数，错误率不超过 5%； 

e) 统计面积和图斑量算面积核查，统计面积、图斑面积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最新年度国土变

更调查的现状林地保持一致； 

f) 文字成果、图件成果、数据成果及基础资料汇编的完整性、规范性检查。核查内容是否全面、

论述是否清楚、工作中的技术问题处理是否得当。 

符合以上各项要求的，评为合格。验收部门可根据需要增加验收内容。 

6.7.5 验收报告 

验收组编写验收报告，经验收组成员签字后，报下达任务部门审查、确认。 

定级成果更新 

为保持林地级别成果的现势性和实用性，每年对新增林地更新级别，每5年进行全面更新，质量发

生较大变化的局部地区及时更新。成果更新按本文件规定的林地定级工作程序和要求开展。 

定级成果发布与应用 

6.9.1 成果发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自然资源管理职能建立林地级别信息发布制度。 

6.9.2 成果应用 

可应用的成果应通过验收并经公布(公示)。 

林地定级成果主要应用于林地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所有者权益管理及相关税费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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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林地分等定级收集资料清单 

A.1 林地分等资料收集清单如下： 

基本资料：包括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资料、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资料、

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数据、森林资源一类调查成果资料、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资料、林草生态综合监

测评价工作成果资料、林地年度变更调查成果资料、全国土壤普查成果资料、最新遥感影像等。 

图件资料：包括土地利用现状图、行政区划图、地形图、林地专项规划图、土壤图及其他相关图件。 

要素资料：主要包括气候资料（年均降水量、积温等）；地形资料（海拔、坡度、坡位）；地貌资

料（地貌类型等）；土壤资料（土层厚度等级、腐殖质厚度、土壤质地等）；生态资料（群落结构等）。 

A.2 林地定级资料收集清单如下： 

基本资料：包括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资料、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数据、森

林资源一类调查成果资料、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资料、林草生态综合监测评价工作成果资料、林地年

度变更调查成果资料、全国土壤普查成果资料、林草湿资源图、最新遥感影像图等；已完成林地质量分

等工作的，收集林地质量分等基础资料汇编、中间成果资料和最终成果资料。 

图件资料：包括地形图、国土空间规划图、林地专项规划图、最新行政区划图、林地质量分等单元

等别图以及其他相关图件。 

要素资料：包括地形资料（坡度、坡向、坡位等）；土壤资料（土层厚度等级、腐殖质厚度等）；

生态资料（森林群落结构、林龄、自然度、郁闭度、森林蓄积量等）；社会经济资料（经营水平、人为

干扰度、林地权利状况、规划条件、基础设施条件等）；区位条件资料（集材距离、运输距离、可及度、

交通区位、采伐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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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林地分等指标体系 

B.1 林地分等指标体系 

B.1.1 林地分等指标体系表见表B.1。 

表B.1  林地分等指标体系 

因素 因子 评价指标 选择要求 数据来源 

自然因素 

气候 
积温 必选 气候资料等 

年均降水量 必选 气候资料等 

地形 

海拔 备选 森林资源调查或监测成果等 

坡度 必选 森林资源调查或监测成果等 

坡位 备选 森林资源调查或监测成果等 

地貌 地貌类型 备选 森林资源调查或监测成果等 

土壤 

土层厚度等级 必选 森林资源调查或监测成果等 

腐殖质厚度 必选 森林资源调查或监测成果等 

土壤质地 备选 森林资源调查或监测成果等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 

（群落结构） 
必选 森林资源调查或监测成果等 

注1：表中数据来源作为主要数据参考，现渠道获取的各指标数据不完整或现势性差的，参考其他数据成果或通过

调查补充。 

注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因地制宜选择备选指标，如海拔、地貌类型、土壤质地、坡位等。 

B.1.2 林地分等指标说明 

林地分等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6个必选指标和4个备选指标。 

a) 积温（必选）：逐日积温大于或等于 10℃持续期间日积温的总和，从强度和作用时间两个方

面表示温度对生物有机体生长发育的影响，以近 30年平均值表示。积温数据可通过就近的气

象站或当地气象局观测资料获取。 

b) 年均降水量（必选）：降水量对林木的生长发育有着直接的影响。年均降水量越高，林地质量

越好。年均降水量数据可通过就近的气象站或当地气象局获取，以近 30年平均值表示。 

c) 海拔（备选）：指林地分等单元所在的高程。海拔数据可以通过森林资源调查或监测成果等资

料获取。 

d) 坡度（必选）：指分等单元的平均坡度值，坡度对土壤的厚度、土壤的水肥条件及树木的生长

有着很大的影响。坡度越大，土壤越容易发生水土流失，影响土壤营养物质的累积。坡度越小，

林地质量越好。坡度数据优先从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数据库中获取。 

e) 坡位（备选）。指能反映分等单元主要面积的具体坡位。坡位对土壤的发育、水肥条件影响较

大，因而对林木的生长发育的影响也很大，通常坡上的（特别是山脊）土层薄，林木生长较差，

而坡下的林地土层厚，水肥条件好，林木生长好。坡位数据可通过森林资源调查或监测成果等

资料获取。GB/T 38590将坡位划分为脊、上、中、下、谷、平地 6种类型。 

1) 脊：山脉的分水线及其两侧各下降垂直高度 15m的范围。 

2) 上：从脊部以下至山谷范围内的山坡三等分后的最上等分部位。 

3) 中：三等分的中坡位。 

4) 下：三等分的下坡位。 

5) 谷：汇水线两侧的谷地，若林地处于其他部位中出现的局部山洼，按山谷记载。 

6) 平地：处在平原和台地上的林地。 

f) 地貌类型（备选）：地貌通过影响降水、积温等因素影响林木生长,可根据海拔划分为极高山、

高山、中山、低山、丘陵和平原等类型，地貌类型数据可通过森林资源调查监测成果或其他地

形地貌资料等方式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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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土层厚度等级（必选）：土层是林木根系生长的场所，深厚的土层是林木正常生长的必要条件。

土层厚度影响植物根系生长以及土壤中水分与营养物质的分布。土层越厚，林地质量越好。土

层厚度可通过森林资源调查或监测成果等资料获取。GB/T 26424将土层厚度划分为 3个等级，

见表 B.2。 

表B.2  土层厚度等级表 

单位：厘米 

厚度等级 
Ａ层＋Ｂ层厚度 

亚热带山地丘陵、热带 亚热带高山、暖温带、温带、寒温带 

厚层土 ≥80 ≥60 

中层土 40～80 30～60 

薄层土 ＜40（不含） ＜30（不含） 

h) 腐殖质厚度（必选）：指土壤剖面顶部富含腐殖质且具有独特形态特征的土层，其厚度和腐殖

质含量是决定土壤肥力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腐殖质越厚，林地质量越好。腐殖质厚度数据可

通过全国土壤普查、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数据等资料获取。GB/T 26424 将腐殖质层厚度分为 3

个等级：厚（≥5.0cm）；中（2.0cm～5.0cm）；薄（＜2.0cm）。 

i) 土壤质地（备选）：土壤质地是按土壤中不同粒径颗粒相对含量的组成而区分的粗细度。土壤

质地数据可通过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数据等资料获取。 

j) 生物多样性（群落结构）（必选）：生物多样性是指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

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综合，反映物种的丰富程度，地方可以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获得该指标。

群落结构作为生物多样性指标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作为反映林地生物多样性的指标。群落结

构越完整，林地自然质量越好。群落结构可通过森林资源调查或监测成果等资料获取。GB/T 

38590将群落结构划分为 3个级别。 

1) 完整结构：林分内具有乔木层、下木层、地被物层（含草本、苔藓、地衣）等层次的。 

2) 较完整结构：林分内具有乔木层和其他 1个植被层的。 

3) 简单结构：林分内只有乔木 1个植被层的。 

B.2 各区域林地分等指标级别划分标准及分值表 

各区域林地分等指标级别划分标准及其分值见表B.3～表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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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温带、寒温带湿润区林地分等指标等级划分标准及其分值表 

指标 
等级值 

100分 80分 60分 40分 20分 

积温 

℃·d 
2000～2200 2200～2500 1500～2000 ≥2500 ＜1500（不含） 

年均降水量 

mm 
≥1000 800～1000 600～800 400～600 ＜400（不含） 

海拔 

m 
150～900 

100～150， 

900～1650 

＜100（不含）， 

1650～1680 
1680～1700 ≥1700 

坡度 

（°） 
＜5（不含） 5～15 15～25 25～35 ≥35 

土层厚度等级 厚层土 — 中层土 — 薄层土 

腐殖质厚度 

cm 
≥5.0 — 2.0～5.0 — ＜2.0（不含） 

生物多样性群落结

构） 
完整结构 — 较完整结构 — 简单结构 

土壤质地 壤土 砂壤土、黏壤土 砂质土 黏质土 砾质土 

地貌类型 平原 丘陵 低山 中山 高山、极高山 

坡位 平地 谷 下、全坡 中 上、脊 

注1：表中的“—”表示该分值下的某项指标不参与打分。 

注2：指标等级划分标准为一般规律，特殊情况造成分等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的，可在初步分等后依实际情况

对分等结果再做调整。 

表B.4  暖温带湿润、半湿润区林地分等指标等级划分标准及其分值表 

指标 
等级值 

100分 80分 60分 40分 20分 

积温 

℃·d 
≥4000 3500～4000 3000～3500 2500～3000 ＜2500（不含） 

年均降水量 

mm 
≥1200 1000～1200 800～1000 600～800 ＜600（不含） 

海拔 

m 
1200～2900 

100～1200, 

≥2900 
80～100 40～80 ＜40（不含） 

坡度 

（°） 
＜5（不含） 5～15 15～25 25～35 ≥35 

土层厚度等级 厚层土 — 中层土 — 薄层土 

腐殖质厚度 

cm 
≥5.0 — 2.0～5.0 — ＜2.0 

生物多样性群落结

构） 
完整结构 — 较完整结构 — 简单结构 

土壤质地 壤土 砂壤土、黏壤土 砂质土 黏质土 砾质土 

地貌类型 平原 丘陵 低山 中山 高山、极高山 

坡位 平地 谷 下、全坡 中 上、脊 

注1：表中的“—”表示该分值下的某项指标不参与打分。 

注2：指标等级划分标准为一般规律，特殊情况造成分等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的，可在初步分等后依实际情况

对分等结果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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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5  亚热带湿润区林地分等指标等级划分标准及其分值表 

指标 
等级值 

100分 80分 60分 40分 20分 

积温 

℃·d 
5500～6500 6500～7500 7500～8000 5000～5500 ＜5000或≥8000 

年均降水量 

mm 
≥2000 1600～2000 1200～1600 800～1200 ＜800（不含） 

海拔 

m 

400～600, 

1450～2900 

2900～3100, 

＜400（不含）, 

600～1450 

3100～3400 3400～3500 ≥3500 

坡度 

（°） 
＜5（不含） 5～15 15～25 25～35 ≥35 

土层厚度等级 厚层土 — 中层土 — 薄层土 

腐殖质厚度 

cm 
≥5.0 — 2.0～5.0 — ＜2.0（不含） 

生物多样性群落结

构） 
完整结构 — 较完整结构 — 简单结构 

土壤质地 壤土 砂壤土、黏壤土 砂质土 黏质土 砾质土 

地貌类型 平原 丘陵 低山 中山 高山、极高山 

坡位 平地 谷 下、全坡 中 上、脊 

注1：表中的“—”表示该分值下的某项指标不参与打分。 

注2：指标等级划分标准为一般规律，特殊情况造成分等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的，可在初步分等后依实际情况

对分等结果再做调整。 

表B.6  热带湿润区林地分等指标等级划分标准及其分值表 

指标 
等级值 

100分 80分 60分 40分 20分 

积温 

℃·d 
8500～9000 ≥9000 8000～8500 7000～8000 ＜7000（不含） 

年均降水量 

mm 
≥2200 1800～2200 1500～1800 1000～1500 ＜1000（不含） 

海拔 

m 
250～900 

160～250, 

900～1200 

110～160, 

≥1200 
90～110 ＜90（不含） 

坡度 

（°） 
＜5（不含） 5～15 15～25 25～35 ≥35 

土层厚度等级 厚层土 — 中层土 — 薄层土 

腐殖质厚度 

cm 
≥5.0 — 2.0～5.0 — ＜2.0（不含） 

生物多样性群落结

构） 
完整结构 — 较完整结构 — 简单结构 

土壤质地 壤土 砂壤土、黏壤土 砂质土 黏质土 砾质土 

地貌类型 平原 丘陵 低山 中山 高山、极高山 

坡位 平地 谷 下、全坡 中 上、脊 

注1：表中的“—”表示该分值下的某项指标不参与打分。 

注2：指标等级划分标准为一般规律，特殊情况造成分等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差较大的，可在初步分等后依实际情况

对分等结果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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