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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海省林业碳汇服务中心、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大学。

本文件起草人：仪律北、许文强、张法伟、李强峰、包安明、郑雪婷、毛春艳、三琴、董春霞。

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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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碳汇造林项目监测与计量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林业碳汇造林项目计量监测的术语和定义、碳库确定、计量监测、碳储量和碳变化、

监测要求的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开展胸径在 6cm以下林分碳汇计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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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T 2253   造林项目计量监测指南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碳库 

碳的储存库，通常包括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落物、枯死木和土壤有机质碳库。其单位为质

量单位。此外，木质林产品也可以视作是一个碳库。

[来源：LY/T 2252-2014，3.2]

3.2　

造林 
通过栽植、播种和/或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方式，将至少 50a 以来的无林地转化为有林地的人为直接

活动。

 [来源：GB/T 15776-2016，3.2]

3.3　

地上生物量

土壤层以上以干重表示的植被所有活体的生物量，包括干、桩、枝、皮、种子、花、果和叶及草本

植物。

[来源：LY/T 3253-2021，3.2.17]

3.4　

地下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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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活根的生物量，通常不包括难以从土壤有机成分或枯落物中区分出来的细根（直径≤2.0mm）。

[来源：LY/T 3253-2021，3.2.18]

3.5　

碳储量 

一个库中碳的数量，单位：吨碳（tC）。

[来源：LY/T 3253-2021，3.2.33]

3.6　

计量  
在项目开始前或科研报告阶段，对项目预期产生的项目减排量进行事前核算。

[来源：LY/T 2253-2014，3.2]

3.7　

监测 

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对项目实际产生的项目减排量进行事后核算。

[来源：LY/T 2253-2014，3.3]

4　碳库的确定

以胸径 6cm以下的林地为对象，选择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两个碳库，进行连续的碳汇计量和碳

汇监测。

5　监测

5.1　林地样地调查

5.1.1　样地设置

按照LY/T 2253执行。  

5.1.2　抽样方法

按照树种地径大小划分样木径阶，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将地径分为 0～1、1～2、2～3、3～4、4～

5、5～6cm 6 个径阶，每个径阶选取 3 株～5 株样木，根据每木检尺结果在样地内选择满足径阶要求且

分布均匀的样地作为采样地。

5.2　生物量获取方法

在生物量年积累最高时期，使用整株收获法获得生物量方程建模数据。在采样前，再次测量并记录

所有幼树样木的地径、树高和冠幅，由东西及南北向两次测量得到的冠幅取平均值作为该幼树冠幅数据，

同时记录树高达 1.3m的样木胸径数据，样地调查数据记录表见附录 A。

6　计量监测方法

6.1　地上、地下生物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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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生物量模型

6.1.1.1　独立模型

将各个组分生物量实测数据直接与自变量进行拟合，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拟合非线性模型，

其中，一元和二元方程按照公式（1）和（2）计算，自变量选择用逐步回归法确定，包括独立变量和组

合变量，模型评价指标见附录 B。

..........................(1)

式中：

——立木总生物量或分项生物量；

——自变量：地径（BD）、树高（H）、冠幅（C）；

——模型参数；

——是误差项。

评价评价指标确定系数（R2）、估算值标准误差（SEE）、平均预估误差（MPE）和总相对误差（TRE）

的评价指标，按照公式（3）～（6）计算。

   ............................(2)

      .............................(3)

.............................(4)

..............................(5)

式中：

——样本生物量实际观测值；

——模型预估值；

——样本平均值；

——样本单元数； 

——模型参数个数；

——置信水平α时的 t值，这里取α=0.05时 t的值。

6.1.1.2　比例总量直接控制模型

构建比例总量直接控制模型，计算出整株生物量模型，平差分配给树干、树枝、树叶、树根。使用

各组分生物量的独立模型的参数估计值作为初始值，利用非线性似乎不相关法（NSUR）进行联立方程组

参数的求解。以树高和地径为例，比例总量直接控制模型见公式（7）, 评价指标按照公式（3）～（6）

计算，模型参数及评价指标见附录 C和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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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式中：

——单木整株的生物量（kg）；

——树干的生物量（kg）；

——树叶的生物量（kg）；

——树枝的生物量（kg）；

——树根的生物量（kg）；

——生物量模型参数；

——生物量模型参数；

——生物量模型参数；

——生物量模型参数；

 ——地径（cm）；

——树高（m）；

——冠幅（m）；

——误差项。

6.1.1.3　代数和控制模型

该模型是计算出树干、树枝、树叶和树根的模型后，4 个组分模型相加得到单木整株生物量模型，

即各组分生物量与单木整株生物量联立成方程组，各组分的回归方程包含自身的自变量，而单木整株的

生物量是所有自变量的函数之和，以此来保证各组分之和等于总量。以树高和胸径为例，代数和控制模

型见公式（8），评价指标按照公式（3）～（6）计算，模型参数及评价指标见附录 C 和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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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式中：

——单木整株的生物量（kg）；

——树干的生物量（kg）；

——树叶的生物量（kg）；

——树枝的生物量（kg）；

——树根的生物量（kg）；

——生物量模型参数；

——生物量模型参数；

——生物量模型参数；

——生物量模型参数；

 ——地径（cm）；

——树高（m）；

——冠幅（m）；

——误差项。

7　碳变化计算方法

7.1　总碳储量

幼总碳储量是项目区域内地上生物量碳储量与地下生物量碳储量之和，其中地上、地下生物量碳储

量为地上、地下生物量与含碳率的乘积。按照公式（9）～（11）计算：：

  ....................................(8)

.....................................(9)

    ..................................(10)

式中：

——总生物量碳储量（tC）；

——总地上生物量碳储量（tC）；

CFBC  地上地上

总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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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地下生物量碳储量（tC）； 

——总地上生物量碳储量（tC）；

——总地下生物量碳储量（tC）；

——幼龄林树种含碳率（%）。

7.2　碳变化计算

采用库-差别法计算。通过测算 2 个时间点相应林分的碳库储量以估算生物量碳库（ ）变化。

生物量碳库年变化量（ ）的计算是采用时间 t1和 t2间的生物量碳库差额，除以相应时间段（年

数），按照公式（12）计算。

      ...............................(11)

8　监测要求

监测应基于样地开展，其中样地的复位率应达到 100%，样地的复位率应≥98%。一般植被层碳汇量

的监测间隔期小于等于 5年,其余监测要求按照 LY/T 2253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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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样地调查数据记录表

样地调查数据记录表见表 A.1。

表 A.1 样地调查数据记录表

样地号：       面积：        优势树种：    调查员：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样品编号 地径BD (厘米、cm)
（东西方向）冠幅

CE（米、m）

（南北方向）冠幅

CN（米、m）
树高H（米、m）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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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独立生物量模型拟合结果及评价指标

独立生物量模型拟合结果及评价指标表见表 B.1。

表 B.1独立生物量模型拟合结果及评价指标表

树种

Tree species

独立模型

Independent model
R2

估计值的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of

estimate (SEE,kg)

平均预估误差

Mean prediction

error (MPE,%)

总相对误差总 

Relative Error 

(TRE,%)

Y 叶= 0.0292BD2.3167 0.832 0.728 14.700 -0.033

Y 叶=0.0736BD1.4174H0.8874 0.888 0.603 12.180 -0.015

Y 叶=0.0566BD1.8808C0.400 0.838 0.731 14.660 -0.04

Y 枝= 0.0133BD2.5840 0.911 0.440 11.550 0.001

Y 枝=0.0105BD2.8034H-0.2157 0.913 0.439 11.550 0.001

Y 枝=0.0488BD1.7228C0,7957 0.936 0.377 9.889 0.000

Y 干= 0.0056BD2.8441 0.929 0.291 10.785 0.000

Y 干=0.0101BD2.0347H1.0277 0.969 0.195 7.230 2.160

Y 干=0.0172BD2.1072C0.6717 0.948 0.245 9.360 0.000

Y 根=0.038 BD2.617 0.827 0.412 14.778 0.003

Y 根=0.02BD2.191H0.02 0.827 0.417 14.983 0.000

Y 根=0.035BD1.8494C0.3224 0.828 0.416 14.952 0.004

Y 总=0.0638BD2.4580 0.960 1.018 7.142 0.001

Y 总=0.0975BD2.0482H0.4030 0.972 0.862 6.016 -0.001

青海云杉

Picea 

crassifolia

Y 总=0.1593BD1.8527C0.5570 0.972 0.863 6.060 0.000

Y 叶=0.0106BD2.5002 0.867 0.308 19.640 0.027

Y 叶= 0.523C1.776 0.884 0.287 18.310 0.000

Y 叶=0.0131BD2.2799H0.2271 0.864 0.320 20.300 0.070

Y 叶=0.0572BD1.4129C0.8408 0.925 0.236 15.080 0.008

油松

Pinus 

tabuliformis

Y 枝= 0.0045BD2.8083 0.835 0.286 23.88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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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独立生物量模型拟合结果及评价指标表（续）

Y 枝=0.358C2.016 0.945 0.166 13.870 -0.001

Y 枝=0.0068BD2.3661H0.4915 0.842 0.286 23.930 0.001

Y 枝=0.0668BD1.0731C1.3120 0.954 0.153 12.850 -0.009

Y 干 = 0.0038BD3.0850 0.974 0.168 9.790 0.042

Y 干 =0.512C2.016 0.845 0.408 23.850 -0.043

Y 干=0.0072BD2.3241H0.9052 0.982 0.143 8.360 0.007

Y 干=0.0112BD2.3979C0.5109 0.977 0.160 9.360 0.052

Y 根=0.007BD2.663 0.733 0.454 30.631 0.000

Y 根=0.451C1.98 0.827 0.364 24.604 -0.100

Y 根=0.015BD1.896H0.814 0.729 0.467 31.564 0.030

Y 根=0.239BD0.405C1.72 0.833 0.366 24.735 -0.070

Y 总=0.0244BD2.7656 0.915 0.971 16.363 0.010

Y 总=1.8415C1.9459 0.932 0.870 14.665 -0.020

Y 总=0.0431BD2.1606H0.6533 0.915 0.990 16.72 0.040

Y 总=0.2132BD1.3694C1.0667 0.975 0.543 9.147 0.000

Y 叶=0.2467H1.9446 0.866 0.248 16.100 -0.132

Y 叶=0.01C2.729 0.845 0.267 17.340 -0.103

Y 叶=0.1432BD0.4502H1.5075 0.878 0.242 15.740 -0.136

Y 叶=0.0635C1.1437H1.1830 0.881 0.238 15.510 -0.155

Y 枝= 0.1040H2.4482 0.918 0.147 15.520 -0.031

Y 枝=0.002C3.362 0.885 0.174 18.360 0.003

Y 枝=0.0867BD0.1533H2.2986 0.919 0.150 15.810 -0.035

Y 枝=0.0348C0.9302H1.8203 0.932 0.137 14.460 -0.050

Y 干= 0.1081H2.3846 0.909 0.157 16.800 -0.011

Y 干=0.002C3.309 0.903 0.162 17.310 0.020

Y 干=0.1030BD0.0495H2.3212 0.907 0.162 17.320 0.062

Y 干=0.0225C1.3266H1.4931 0.940 0.130 13.950 0.025

祁连圆柏

Juniperus 

przewalskii

Y 根=0.207H2.116 0.839 0.290 19.818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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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独立生物量模型拟合结果及评价指标表（续）

Y 根=0.009C2.801 0.767 0.348 23.812 0.000

Y 根=0.148BD0.274H1.856 0.846 0.290 19.815 -0.020

Y 根=0.195C0.059H2.067 0.8400 0.295 20.179 -0.050

Y 总=0.661H2.1768 0.950 0.519 10.673 -0.030

Y 总=0.021C2.9891 0.911 0.711 14.220 0.000

Y 总=0.0299BD0.5475H2.1574 0.901 0.750 15.329 0.070

Y 总=0.4838C0.2606H1.9232 0.952 0.524 10.634 -0.030

Y 叶= 0.0013BD3.3212 0.718 0.076 33.278 0.000

Y 叶=0.0008BD2.9057H0.1860 0.725 0.080 33.939 0.003

Y 叶=0.0777C3.8551BD-0.2747 0.906 0.047 19.891 -0.001

Y 枝= 0.0008BD4.1618 0.907 0.104 20.232 0.020

Y 枝=0.0004BD2.5967H1.3362 0.881 0.115 23.627 0.030

Y 枝=0.0121C1.5801BD1.7187 0.887 0.118 23.050 -0.023

Y 干= 0.0640BD2.3374 0.847 0.496 19.352 0.000

Y 干=0.01468BD1.7461H1.0621 0.895 0.423 16.552 0.007

Y 干=0.0343C1.9097BD0.7196 0.859 0.489 19.160 0.004

Y 根= 0.014BD2.5047 0.835 0.135 17.251 0.010

Y 根=0.006BD2.1563H0.4413 0.899 0.109 13.955 -0.001

Y 根=0.0107C-0.2131BD2.2169 0.889 0.114 14.603 0.030

Y 总=0.0656 BD2.6228 0.913 0.590 14.399 0.000

Y 总=0.0190BD2.0321H0.8878 0.953 0.447 10.954 -0.010

青杨

Populus 

cathayana

Y 总=0.0237C-0.15BD2.792 0.923 0.574 14.061 0.040

Y 叶= 0.0021BD2.6124 0.835 0.106 23.893 -0.020

Y 叶=0.0003BD2.2231H1.8284 0.856 0.102 23.038 0.040

Y 叶=0.0027C1.1978BD2.0277 0.868 0.098 22.095 0.003

Y 枝= 0.0590BD1.3509 0.739 0.235 21.271 0.009

Y 枝=0.0310BD0.6223H1.3959 0.809 0.207 18.803 0.030

白桦

Betula 

platyphylla

Y 枝=0.1161C1.2650BD0.5271 0.812 0.205 18.644 -0.030



DB63/ T XXX—2023

11

表 B.1独立生物量模型拟合结果及评价指标表（续）

Y 干= 0.0275BD2.2914 0.927 0.424 14.080 -0.020

Y 干=0.0025BD1.7796H2.2388 0.978 0.239 7.979 -0.040

Y 干=0.0237C-0.3038BD2.5137 0.931 0.422 14.071 0.000

Y 根=0.0072BD2.5343 0.950 0.153 11.777 0.010

Y 根=0.0052BD2.4341H0.3570 0.952 0.154 11.945 0.000

Y 根=0.0077C0.2105BD2.4225 0.952 0.155 11.980 0.030

Y 总=0.0686 BD2.1597 0.960 0.569 9.710 0.020

Y 总=0.0198BD1.7524H1.36 0.989 0.313 5.360 -0.010

Y 总=0.0732C0.1748BD2.0609 0.961 0.577 9.882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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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两种相容性模型参数

两种相容性模型参数见表 C.1。

表 C.1两种相容性模型参数估计值表

参数估计值 Parameter estimate

树种

Species

模型构建

方法

Model 

building 

method

变量

Varia

ble
a1 a2 a3 b1 b2 b3 m1 m2 m3 n1 n2 n3

BD
0.0

00 

2.7

82 
—

0.0

00 

2.62

3 
—

0.0

00 

2.89

8 
—

0.00

0 
2.218 —

BD, H
0.0

92 

1.2

44 

1.0

05 

0.0

08 

2.91

8 

-0.1

99 

0.0

09 

2.12

3 

0.96

9 

0.02

3 
2.136 

0.01

4 
公式（8）

BD, C
0.1

02 

1.5

48 

0.5

40 

0.0

44 

1.75

9 

0.85

8 

0.0

21 

1.94

5 

0.88

1 

0.02

9 
1.990 

0.16

0 

BD
0.0

68 

2.4

25 
—

1.4

66 

-0.0

32 
—

8.0

89 

-0.7

47 
—

3.26

5 

-0.59

3 
— 

BD, H
0.0

93 

2.0

23 

0.4

90 

0.9

43 

0.74

7 

-1.1

00 

10.

247 

-0.8

61 

0.00

7 

2.67

3 

-0.03

7 

-0.8

86 

青海云杉

Picea 

crassifo

lia

公式（7）

BD, C
0.1

83 

1.7

64 

0.6

25 

2.1

97 

-0.2

13 

-0.0

26 

4.8

53 

-0.3

96 

-0.3

44 

1.47

9 
0.010 

-0.7

23 

BD
0.0

07 

2.6

93 
—

0.0

04 

2.84

7 
—

0.0

02 

3.35

9 
—

0.00

7 
2.665 

—

C
0.5

26 

1.7

67 
—

0.3

61 

2.00

0 
—

0.5

78 

1.83

7 
—

0.51

7 
1.768 —

BD, H
0.0

05 

2.7

44 

0.2

28 

0.0

04 

2.26

9 

1.13

9 

0.0

03 

2.78

2 

0.76

2 

0.00

6 
2.474 

0.58

9 

公式（8）

BD, C
0.0

57 

1.3

47 

1.0

45 

0.1

19 

0.67

6 

1.63

7 

0.0

06 

2.74

9 

0.33

0 

0.32

1 
0.296 

1.60

0 

BD
0.0

19 

2.8

58 
—

4.0

98 

5.04

9 
—

6.3

76 

4.92

6 
—

6.75

0 
4.867 — 

C
1.9

77 

1.8

36 
—

0.6

23 

0.16

6 
—

0.9

08 

-0.0

67 
—

0.89

6 

-0.06

9 
— 

BD, H
0.0

15 

2.6

55 

0.7

15 

0.9

48 

-0.4

19 

0.47

2 

1.2

47 

0.03

9 

-0.4

76 

1.35

2 

-0.21

3 

-0.1

02 

油松

Pinus 

tabulifo

rmis

公式（7）

BD, C
0.2

30 

1.3

21 

1.0

95 

23.

193 

-2.1

71 

1.32

9 

10.

816 

-1.4

84 

0.73

5 

61.7

08 

-2.54

8 

1.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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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两种相容性模型参数估计值表（续）

H
0.2

99 

1.7

10 
—

0.1

18 

2.30

8 
—

0.0

85 

2.62

4 
—

0.23

2

1.977 —

C
0.0

17 

2.4

36 
—

0.0

02 

3.38

4 
—

0.0

01 

3.75

9 
—

0.00

7 
2.891 —

BD, H
0.2

06 

0.3

06 

1.4

20 

0.1

07 

0.08

0 

2.23

2 

0.1

00 

-0.1

28 

2.73

6 

0.16

2 
0.287 

1.71

8 

公式（8）

H, C
0.0

94 

0.9

93 

1.0

12 

0.0

29 

1.43

8 

1.22

0 

0.0

10 

1.25

1 

1.88

6 

0.12

9 
1.616 

0.51

3 

H
0.7

13 

2.0

80 
—

1.4

09 

-0.3

31 
—

3.6

51 

-0.9

50 
—

2.80

5 

-0.67

1 
— 

C
0.0

22 

2.8

90 
—

1.1

34 

4.60

6 
—

8.6

63 

3.66

2 
—

3.65

0 
4.131 — 

BD, H
0.5

75 

0.1

72 

1.9

24 

1.1

04 

0.19

9 

-0.5

15 

2.2

08 

0.40

9 

-1.3

31 

1.72

7 
0.387 

-1.0

21 

祁连圆柏

Juniperu

s 

przewals

kii

公式（7）

H, C
0.2

09 

1.3

09 

1.0

78 

2.9

52 

0.17

7 

-0.6

71 

9.4

98 

-0.3

13 

-0.8

57 

13.0

18 
0.353 

-1.3

77 

BD
0.0

00 

7.2

85 
—

0.0

00 

4.36

7 
—

0.0

30 

2.37

9 
—

0.01

1 
2.265 —

BD, H
0.0

01 

2.7

45 

0.2

60 

0.0

00 

2.63

1 

1.26

4 

0.0

15 

1.73

9 

1.06

3 

0.00

6 
2.118 

0.46

6 
公式（8）

BD, C
0.0

00 

0.0

70 

21.

019 

0.0

16 

1.53

2 

1.72

3 

0.0

06 

3.44

3 

-1.0

63 

0.02

3 
1.827 

0.20

8 

BD
0.0

28 

2.6

44 
—

1.6

17 

-1.4

08 
—

3.2

04 

-1.3

19 
—

0.00

0 
7.921 —

H,BD
0.0

19 

0.8

95 

2.0

26 

0.0

52 

-0.3

12 

0.63

5 

0.0

24 

0.78

3 

0.44

4 

0.37

7 

-0.39

7 

0.23

3 

青杨

Populus 

cathayan

a

公式（7）

BD, C
0.0

13 

3.0

73 

-0.

114 

36.

818 

-4.4

09 

5.37

2 

7.2

61 

-2.4

77 

2.88

6 

3.07

5 

-1.53

5 

1.29

0 

BD
-0.

016 

-16

.43

0 

—
0.0

58 

1.38

2 
—

0.0

27 

2.29

3 
—

0.00

7 
2.548 —

BD, H
0.0

00 

2.2

89 

2.0

95 

0.0

33 

0.67

4 

1.29

0 

0.0

03 

1.74

8 

2.11

3 

0.00

5 
2.443 

0.34

2 

公式（8）

C, BD
0.0

03 

4.2

39 

0.6

70 

0.1

22 

1.31

5 

0.48

4 

0.0

19 

-0.7

12 

2.73

5 

0.00

7 
0.094 

2.48

1 

BD
0.0

55 

2.2

30 
—

1.3

34 

-1.0

10 
—

0.0

00 

7.17

3 
—

0.93

9 

-0.33

1 
—

BD, H
0.0

17 

1.4

49 

1.7

49 

0.0

83 

-0.1

65 

0.41

2 

16.

936 

-0.9

12 

-1.2

66 

1.50

5 

-1.64

4 

0.62

2 

白桦

Betula 

platyphy

lla

公式（7）

C, BD
0.0

62 

0.1

18 

2.1

60 

0.0

74 

1.47

1 

-0.2

33 

5.8

54 

1.43

3 

-1.9

84 

0.30

7 
0.536 

-0.0

39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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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两种相容性模型的评价指标

两种相容性模型的评价指标见表 D.1。

表 D.1两种相容性模型的评价指标表

R2

树种

Tree species

模型构建方法

Model building 

method

变量

Variable
叶

Leaf

枝

Branch

干

Stem

根

Root

整株

Total tree

BD 0.840 0.912 0.929 0.827 0.960

BD, H 0.891 0.912 0.968 0.828 0.973公式（7）

BD, C 0.844 0.937 0.948 0.829 0.972

BD 0.865 0.789 0.905 0.551 0.898

BD, H 0.891 0.915 0.969 0.827 0.974

青海云杉

Picea 

crassifolia

公式（8）

BD, C 0.844 0.938 0.948 0.829 0.972

BD 0.728 0.656 0.864 0.628 0.906

C 0.884 0.945 0.851 0.837 0.935

BD, H 0.863 0.838 0.987 0.724 0.915
公式（7）

BD, C 0.929 0.959 0.979 0.840 0.975

BD 0.870 0.836 0.977 0.733 0.917

C 0.884 0.945 0.851 0.837 0.935

BD, H 0.867 0.842 0.987 0.729 0.918

油松

Pinus 

tabuliformis

公式（8）

BD, C 0.927 0.957 0.980 0.840 0.974

H 0.883 0.922 0.910 0.842 0.953

C 0.844 0.832 0.884 0.746 0.894

BD, H 0.893 0.922 0.911 0.848 0.956
公式（7）

H, C 0.903 0.938 0.943 0.845 0.969

H 0.880 0.922 0.911 0.842 0.934

C 0.858 0.885 0.908 0.767 0.911

BD, H 0.891 0.922 0.913 0.848 0.956

祁连圆柏

Juniperus 

przewalskii

公式（8）

H, C 0.899 0.938 0.944 0.846 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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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两种相容性模型的评价指标表（续）

BD 0.426 0.519 0.809 0.300 0.920

H, BD 0.720 0.878 0.894 0.896 0.953公式（7）

BD, C 0.904 0.890 0.862 0.886 0.926

BD 0.522 0.818 0.851 0.884 0.928

H, BD 0.725 0.881 0.895 0.899 0.954

青杨

Populus 

cathayana

公式（8）

BD, C 0.482 0.886 0.868 0.871 0.938

BD 0.601 -0.826 0.929 0.885 0.950

BD, H 0.854 0.823 0.976 0.951 0.988公式（7）

C, BD 0.863 0.821 0.931 0.951 0.960

BD -0.666 0.736 0.927 0.951 0.947

BD, H 0.855 0.808 0.978 0.952 0.990

白桦

Betula 

platyphylla

公式（8）

C, BD 0.730 0.812 0.928 0.952 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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