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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的术语和定义、监测内容、监测方法、质量保证和质量

控制、监测报告编制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管理和评估方面的生态指标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三江源国家公园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三江源国家公园2021年正式建园后的区域，面积19.07万平方公里，包括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

三个园区。

3.2　

生态监测 ecological monitoring
为评价和预测人类活动对生态活动的影响、合理利用资源、提供改善生态环境和自然保护相关决策，

应用可比的方法，利用生命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在时间或空间上对特定区域范围内的生态系统或

生态系统组合体的类型、结构和功能及其组成要素等进行的测定和观察。

[来源：DB63/T 1726，定义3.2]

3.3　

生态系统 ecosystem
一定空间范围内，生物群落与其所处的环境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的统一体。

[来源：GB/T 39738，定义3.3，有修改]

3.4　

物种多样性 species diversity
群落中物种的数目和每一物种的个体数目。

3.5　

生态服务功能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
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对人类生存和生活质量有贡献的原料、产品和生态功能，包括物种多样性维护、

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固碳等方面的服务。

[来源：HJ 1203，定义3.6，有修改]

3.6　

遥感监测 remote sensing monitoring
用仪器对一段距离以外的目标物或现象进行观测，是一种不直接接触目标物或现象而能收集信息，

对其进行识别、分析、判断的更高自动化程度的监测手段。

3.7　



水源涵养 water conservation
生态系统（如林地、草地等）通过其特有的结构与水相互作用，对降水进行截留、渗透、蓄积，并

通过蒸散发实现对水流、水循环的调控，主要表现在缓和地表径流、补充地下水、减缓河流流量的季节

波动、滞洪补枯、保证水质等方面。

[来源：HJ 1142，定义3.8]

3.8　

防风固沙 wind shielding and sand fixation
生态系统通过固定表土、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地表粗糙度、阻截等方式，减少土壤的裸露机会，提

高起沙风速，降低大风动能，从而提高土壤的抗风蚀能力，削弱风的强度和携沙能力，减少土壤流失和

风沙危害的重要功能。

[来源：HJ 1142，定义3.9]

3.9　

自然资源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生成、以自然状态存在并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可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物质和能量。

[来源：GB/T 39738，定义3.4，有修改]

3.10　

样方法 quadrat sampling method
按照统计学要求，布设长方形或正方形样地，观察并记录其中动物或其活动痕迹、植物种类及数量

特征的调查方法。

3.11　

样线法 transect line method
按照统计学要求布设的调查线路，调查人员在线路上按设定时间和速度行进，观察并记录线路两侧

动物种类、数量、性别或其活动痕迹以及空间坐标和距离线路中心线的垂直距离。

4　基本原则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监测活动的开展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a) 科学性：采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可靠，如实反映监测对象的实际

情况；

b) 统一性：监测方法、数据、格式等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制式、统一管理，以保证监测

成果的统一；

c) 规范性：监测采用的技术应参照已正式发布的标准或规范，运用的方法应为行业内成熟的监

测方法；

d) 可操作性：监测内容和方法应结合三江源国家公园实际，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易操

作性；

e) 数据标准化：在分析之前，对原始数据进行一定的处理，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无量纲、无数量

级差异的标准化数值，消除不同指标之间因属性不同而带来的影响，使结果更具有可比性。

5　监测内容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内容类别见表5-1，监测内容详情分别参见附录A中表A.1、A.2、A.3和

A.4。



表 5-1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内容

监测对象 监测内容

生态状况
生态状况监测内容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生态服务功能3类。详情参

见附录A中表A.1。

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

源、湿地资源、景观资源、遗产遗迹资源、冻土资源及冰川资源10类。详情参

见附录A中表A.2。

科学利用
科学利用监测内容主要包括产品生产、游憩体验、自然教育和特许经营4类。详

情参见附录A中表A.3。

保护管理
保护管理监测内容主要包括管护强度、社区参与、灾害管控、行政执法、环境

保护、资源保护、社会管理和意外伤害管控8类。详情参见附录A中表A.4。

其他
三江源国家公园在生态监测实施过程中，结合各部门、单位的不同需求及当地

实际情况，可新增符合自身的其他监测指标。

6　监测方法

6.1　遥感监测方法

6.1.1　卫星遥感监测

利用中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状况、自然资源等对象进行监测，通过人工解

译和自动识别的方法，提取生态系统、自然资源类型及面积等指标；对于重点区域采用2m或优于2m分辨

率的遥感数据。具体方法参照附录B。

综合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地面观测获取的波谱数据和野外调查数据，建立生态状况关键参数反演模

型，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植被状况、生态服务功能等指标开展周期性观测。具体方法参照附录B。

6.1.2　航空遥感监测

基于无人机航空遥感平台，运用高光谱、热红外等传感器，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特定监测目标进行精

细化提取。

6.2　地面观测与实地调查方法

6.2.1　地面观测

地面观测主要指利用地面上的传感器、观测设备、综合台站开展观测，通常设置相对长期、固定的

观测站点，对环境质量、气象条件、水文条件等方面指标进行定期或连续观测。

6.2.2　实地调查

实地调查主要采用固定、半固定的样地法/样方法/样线法，对调查目标进行监测，主要用于对物种、

植被状况等相关指标的定期调查与观测。

6.3　资料收集与调查统计方法



资料收集和调查统计方法主要是通过资料收集、问卷、问询、座谈等方式收集资料，利用归纳分析

方法对收集的资料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主要用于科学利用、保护管理等方面指标的获取。

7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7.1　总体原则

实行“全员、全工序”的质量控制。生态监测实施单位应具有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机制，对监测的

全过程，包括布点、采样、记录、分析、数据统计等进行质量控制。建立针对不同监测方法和对象的质

量控制程序文件，以保证监测全过程的有效性和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

7.2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内容

7.2.1　岗位责任制

配备质量管理人员监督管理各类监测活动，定期进行培训，实行岗位责任制。

7.2.2　质量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使质量工作程序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并保证其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切

实保证生态监测工作质量。

7.2.3　仪器设备

使用经过检定的仪器设备，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并在规定的检定周期内进行检定。

7.2.4　数据

数据记录应真实、准确，不得篡改和捏造数据内容。

7.2.5　成果

监测最终成果须进行完整性检查。

8　监测报告编制

8.1　年度监测报告

一般每年编制一次，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状况、自然资源、科学利用和保护管理4个方面进行评

价分析，应包括工作组织、生态监测概况、技术流程、监测内容、监测指标、监测方法、监测成果和质

量控制要求等内容，并对年度内出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监测报告对象为以日、月、年等为

监测频率的中短期指标项。生态监测年度报告编写格式参照附录C。

8.2　专项监测报告

专项监测报告无规范性编制频率要求，应结合三江源国家公园或各主管部门实际需求完成监测报告

编制。专项监测报告内容应包括监测工作概况、监测区域概况、生态监测结果与评价分析和主要结论等

内容。专项监测报告对象为应急、突发或其他高时效性要求等的监测指标。生态监测专项报告编写格式

及提纲参照附录D。



附 录 A

（资料性）

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指标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类型、类别、内容、监测时间和频率如下所示。

表 A.1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状况监测指标

类型 类别 指标 监测时间 监测频率

综合植被盖度 7-8月 每年一次

植被型面积变化率 7-8月 每年一次

叶面积指数 7-8月 每年一次
生态系统

植被长势 6-10月 每年五次

珍稀濒危物种种类 7-8月 每年一次

珍稀濒危物种数量 7-8月 每年一次物种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普查 7-8月 五年一次

水源涵养量 7-8月 每年一次

防风固沙量 7-8月 每年一次

固碳量 7-8月 每年一次

释氧量 7-8月 每年一次

土壤 37项 8-10月 五年一次

空气 8项 1-12月 连续监测

水质 22项 7-8月 每年一次

水文 13项 7-8月 每年一次

生态状况监测指标

生态服务功能

气象 9项 1-12月 连续监测



表 A.2 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监测指标

类型 类别 指标 监测时间 监测频率

土地资源 土地类型及面积 7-8月 每年一次

水资源 地表水资源类型及面积 7-8月 每年一次

各类矿产开采量 7-8月 每年一次
矿产资源

各类矿产储量 7-8月 每年一次

森林覆盖率 7-8月 每年一次

各林种面积 7-8月 每年一次

森林蓄积量 7-8月 每年一次
森林资源

林木密度 7-8月 每年一次

草原资源 草原类型及面积 7-8月 每年一次

湿地类型及面积 7-8月 每年一次
湿地资源

泥炭地面积 7-8月 每年一次

荒漠资源 荒漠类型及面积 7-8月 每年一次

景观资源 景观破碎度 7-8月 每年一次

遗产遗迹类型 7-8月 每年一次
遗产遗迹资源

遗产遗迹范围 7-8月 每年一次

冻土面积 7-8月 每年一次

冻土厚度 7-8月 每年一次冻土资源

冻土剖面范围 7-8月 每年一次

冰川面积 7-8月 每年一次

自然资源监测指标

冰川资源
冰川存量 7-8月 每年一次



表 A.3 三江源国家公园科学利用监测指标

类型 类别 指标 监测时间 监测频率

农产品产量 11-12月 每年一次

林产品产量 11-12月 每年一次

牧产品产量 11-12月 每年一次

渔产品产量 11-12月 每年一次

水资源产量 11-12月 每年一次

有机产品产量 11-12月 每年一次

科学利用监测指标 产品生产

绿色食品产量 11-12月 每年一次



表 A.4 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管理监测指标

类型 类别 指标 监测时间 监测频率

管护站点数量 11-12月 每年一次

管护人员数量 11-12月 每年一次

监测覆盖面积 11-12月 每年一次

人均管护面积 11-12月 每年一次

管护强度

野生动物损害数量 11-12月 每年一次

生物灾害类型、频次、强度及面积 1-12月 实时监测

气象灾害类型、频次、强度及面积 1-12月 实时监测灾害管控

地质灾害类型、频次、强度及面积 1-12月 实时监测

立案备案次数 11-12月 每年一次

执法人次 11-12月 每年一次行政执法

案件办结率 11-12月 每年一次

废弃物产生量 11-12月 每年一次

废水量 11-12月 每年一次

固体垃圾、废水无害化处理率 11-12月 每年一次

违法违规点状污染源排放 11-12月 每年一次

违法违规面状污染源排放 11-12月 每年一次

环境保护

超标排污治理 11-12月 每年一次

违法违规建设 11-12月 每年一次

超容量游憩 11-12月 每年一次

保护管理监测指标

资源保护

过度养殖 11-12月 每年一次



表 A.4 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管理监测指标（续）

类型 类别 指标 监测时间 监测频率

过度种植 11-12月 每年一次

盗伐活动发生频次及程度 11-12月 每年一次

盗猎活动发生频次及程度 11-12月 每年一次
保护管理监测指标 资源保护

违规开矿活动发生频次及程度 11-12月 每年一次



附 录 B

（资料性）

指标解释及监测方法

1.  综合植被盖度

综合植被盖度指植被冠层的垂直投影面积占对应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监测方法：主要以卫星遥感监测为主，基于遥感影像进行计算。

𝐹 =
(𝐷n ― 𝐷mi)

(𝐷𝑚𝑎 ― 𝐷mi)
式中：F——植被覆盖度

Dn——所求像元的植被指数 NDVI
𝐷mi——区域内植被指数 NDVI 的最小值

𝐷m 𝑎——区域内植被指数 NDVI 的最大值

综合植被盖度为植被覆盖度的加权平均值。

2.  植被型面积变化率

植被型是指植被分类的主要高级单位。由建群种生活型相同或近似，对温度、水分条件生态关系

一致的植物群落联合而成。

监测方法：主要以卫星遥感监测为主，基于遥感影像进行植物群落面积提取，并通过两期数据对

比计算出面积变化率。

3.  叶面积指数

叶面积指数指单位土地面积上植物叶片总面积与土地面积的比值，主要表征了植被垂直结构复杂性。

[来源：HJ 1172，解释 3]
监测方法：主要以卫星遥感监测为主。

叶面积指数：

𝐻𝐿 =
ln (1 ―

𝐷n

𝐴 )

𝐵𝐶
式中，A、B、C 均为经验系数。A、B 通常接近于 1。
其中：A——由植物本身的光谱反射确定

B——与叶倾角、观测角有关

C——取决于叶子对辐射的衰减，这种衰减呈非线性的指数函数变化

𝐷n——所求像元的植被指数 NDVI
𝐻𝐿——叶面积指数

4.  植被长势

植被长势指植物的生长状态。

监测方法：主要以卫星遥感监测为主。NDVI 与叶面积指数、绿色生物量、植被覆盖度、光合作用

等植被参数有密切关系，是植被生长状态及植被覆盖度的最佳指示因子，在植被遥感中，应用最为广泛。

𝐷n =
(𝜌 𝑁𝐼𝑅 ― 𝜌 𝑅)
(𝜌 𝑁𝐼𝑅 + 𝜌 𝑅)

其中：𝐷n——所求像元的植被指数 NDVI
𝜌 𝑁𝐼𝑅——近红外通道的反射率



𝜌 𝑅——红外通道的反射率

5.  珍稀濒危物种种类

珍稀濒危物种泛指珍贵、濒危或稀有的野生动植物。

监测方法：一般采用航空遥感监测和野外实地调查。

6.  珍稀濒危物种数量

珍稀危物种数量指珍贵、濒危或稀有的野生动植物数量。

监测方法：一般采用航空遥感监测和野外实地调查。

7.  生物多样性普查

监测方法：资料收集与调查统计。

8.  水源涵养量

水源涵养量指单位面积上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量，反映区域内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调节服务功

能。

监测方法：主要基于降水贮存量法进行测算。具体参照 HJ 1173、LY/T 1721 中的方法执行。

9.  防风固沙量

防风固沙量指单位面积上生态系统的防风固沙量，反映区域内生态系统的防风固沙调节服务功

能。

监测方法：主要基于风蚀模型进行测算。具体参照 GB/T 38582、HJ 1173、LY/T 1721 中的方法

执行。

10. 固碳量

固碳量指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固定成有机物的量。

监测方法：主要基于光能利用率模型进行测算。具体参照 HJ 1173、LY/T 1721 中的方法执行。

11. 释氧量

释氧量指植物通过光合作用释放出氧气的量。

监测方法：站点监测和实验分析。

12. 土壤 37 项

土壤监测指标包括土壤侵蚀量、侵蚀模数、颗粒组成、容重、含水量、坚实度、渗透系数、温

度、饱和导水率、孔隙度、PH 值、有机质、总磷、有效磷、全氮、亚硝态氮、全钾、速效钾、全镁、

有效镁、全硫、有效硫、全钙、有效钙、有效硼、有效锌、有效锰、有效钼、有机碳、重金属元素

（镉、铅、铬、汞、铜、锌）、微生物量碳、微生物量氮共 37 项指标。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实地取样和室内分析的法。具体参照 HJ/T 166 中的方法执行。

13. 空气 8 项

空气监测指标包括 PM10、PM2.5、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臭氧、一氧化碳、空气负氧离子含量、

氧气浓度共 9 项指标。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站点观测的方法。具体参照 HJ 193 中的方法执行。

14. 水质 22 项

水质监测指标包括温度、溶解氧含量、pH、矿化度、总悬浮性固体、总氮、硝态氮、亚硝态氮、

氨态氮、总磷、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硫化物、表面活性剂、重金属元素（镉、铅、铬、

汞）、微量元素（锌、铜）、氟化物、高锰酸盐指数共 22 项指标。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站点观测、站点取样和室内化验分析的方法。具体参照 GB/T 14848 和 GB 



3838 中的方法执行。

15. 水文 13 项

水文监测指标包括河流干流长度、河流一级支流长度、河流最大宽度、河流最小宽度、河流平均

宽度、河水流量、河水流速、河水含沙量、河流水位、湖泊水面面积、湖泊水位、湖水流速、沼泽淹

水面积共 13 项指标。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站点取样和室内分析的方法。具体参照 GB 50179、GB/T 50138、GB/T 
50159、SL 59、SL 219 等标准中的方法执行。

16. 气象 9 项

指标解释：气象观测指标包括指风向、风速、气温、气压、湿度、降水、日照时间、总辐射量、

日蒸发量共 9 项指标。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站点观测的方法。具体参照 GB/T 33703 中的方法执行。

17. 土地类型及面积

土地类型按照 GB/T 21010 执行。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的方法。

18. 地表水资源类型及面积

本标准中地表水资源指陆地上各种可以被人们利用的淡水资源。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的方法。

19. 各类矿产开采量

矿产开采量指矿山年度开采量，即矿山在一年中开采出的矿产物的总量。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实地调查和调查访问的方法。

20. 各类矿产储量

矿产储量是埋藏在地下或分布于地表 (包括地表水体) 内经过地质勘探发现或查明达到一定富集

程度,具有工业利用价值的矿产数量。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实地调查和实验分析的方法。

21. 森林覆盖率

森林覆盖率是指森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率。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和固定样地的方法。

22. 各林种面积

各林种面积指各个种类森林的面积。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和固定样地的方法。

23. 森林蓄积量

指区域内现存的各种活立木的材积总量。

监测方法：主要以卫星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监测。

24. 林木密度

林木密度是指单位面积上的林木株数。通过对群落内各个种的密度的测定，可以计算全部个体

（不分种）的密度和平均面积，在此基础上又可推算出个体间的距离。

[来源：生态监测指标体系（试行）森林生态系统，解释 24]
监测方法：以实地调查方法为主。

在林内有代表性的标准地内用绳圈起 20×20m2 的样方，在其内直接点数各种群的个体数目。



某种林木的密度计算用公式为： 

m =
𝑆
𝑁

式中：m——林木密度

N——样方内某种林木的个体数目

S——为样地面积

25. 草原类型及面积

草原类型有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及高寒草原四个类型。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法。

26. 湿地类型及面积

湿地类型包括沼泽湿地、河流湿地和湖泊湿地。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和野外实地调查的方法。具体参照 GB/T 24708。

27. 泥炭地面积

植物体死亡后，经微生物和土壤动物的作用而分解。在潮湿或地表积水的环境中，由于氧的缺

乏，好氧微生物数量减少，使死亡植物体的分解缓慢，形成有机物的积累现象。这些积累的有机物被

称为泥炭。自然状态下，有机物生产和贮存远大于分解，积累泥炭的土地被称为泥炭沼泽或泥炭地。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和野外实地调查的方法。

28. 荒漠类型及面积

荒漠类型包括沙漠、沙地。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法。

29. 景观破碎度

景观破碎度是由于自然或人文因素的干扰所导致的景观由单一、均质和连续的整体趋向复杂、异

质和不连续的程度。

[来源 ：GB/T 39738，解释 29]
监测方法：主要基于生态系统类型数据，利用模型进行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𝑍𝑖 =
𝑋i

𝑌𝑖

式中：Zi——景观 i 的破碎度

Xi ——景观 i 的斑块数

Yi ——景观 i 的总面积

30. 遗产遗迹类型

本标准中遗产遗迹类型即地质遗迹类型，包括基础地质、地貌景观和地质灾害三大部分，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野外调查及资料收集的方法，具体参照 DZ/T 0303 中的方法执

行。

31. 遗产遗迹范围

本标准中遗产遗迹范围指各遗迹的覆盖范围。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实地调查及资料收集的方法。

32. 冻土面积

冻土面积指区域内冻土的面积。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实地调查的方法。



33. 冻土厚度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资料收集与调查统计的方法。

34. 冻土剖面范围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资料收集与调查统计的方法。

35. 冰川面积

冰川面积指区域内冰川的面积。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的方法。

36. 冰川存量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资料收集与调查统计的方法。

37. 产品生产指标

产品生产指标包括农产品产量、林产品产量、牧产品产量、渔产品产量、水资源产量、有机产品

产量、绿色食品产量 8 项指标。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调查统计的方法。

38. 管护强度指标

管护强度指标包括管护站点数量、管护人员数量、监测覆盖面积、人均管护面积、野生动物损害

数量 5 项指标。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调查统计的方法。

39. 生物灾害类型、频次、强度及面积

生物灾害分为动物灾害、植物灾害以及微生物灾害。具体有鼠灾、蝗灾等，根据灾害实际发生情

况进行监测。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航空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法。

40. 气象灾害类型、频次、强度及面积

气象灾害主要包括火灾、涝灾、干旱、高温热浪、干热风、冷害、霜冻、冻雨、结冰、雪害、雹

害、风害等，根据灾害实际发生情况进行监测。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法。

41. 地质灾害类型、频次、强度及面积

地质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地质作用或人为地质作用，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从而导致人类生命、物

质财富造成损失的事件。例如，崩塌、滑坡、岩爆、泥石流、地裂缝、地面沉降和塌陷、坑道突水突

泥、突瓦斯、煤层自燃、黄土湿陷、岩土膨胀、沙土液化、土地冻融、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及沼泽

化、土壤盐碱化以及地震、火山等。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法。

42. 行政执法指标（立案备案次数、执法人次、案件办结率）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调查统计的方法。

43. 废弃物产生量

废弃物生产量指监测对象废弃物年生产总量。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站点监测和访问调查的方法。

44. 废水量

废水量指监测对象废水年生产总量。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站点监测和访问调查的方法。

45. 固体垃圾、废水无害化处理率

固体垃圾、废水无害化处理指采用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分离垃圾和废水中的污染物质。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访问调查的方法。

46. 违法违规点状污染源排放

违法违规点状污染源指不合法不合规的有固定排放点的污染源。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和访问调查的方法。

47. 违法违规面状污染源排放

违法违规面状污染源指不合法不合规的没有固定污染排放点的污染源。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遥感监测和访问调查的方法。

48. 超标排污治理

超标排污治理指超出标准的污染排放治理情况。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访问调查的方法。

49. 违法违规建设

违法违规建设指在规划区范围以外建设，未经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违反建设审批规定

的建设项目，未按规定取得有关建设许可证的建设行为。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航空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的方法。

50. 超容量游憩

超容量游憩指超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个人或团体在闲暇时间从事的活动。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访问调查的方法。

51. 过度养殖

过度养殖指超过环境承载力的养殖活动。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访问调查的方法。

52. 过度种植

过度种植指超过环境承载力的种植活动。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访问调查的方法。

53. 盗伐活动发生频次及程度

盗伐指违反森林法和其他保护森林的法规，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擅自砍伐国家、集体或他人

所有的森林和林木或本人承包经营的国家或集体的森林和林木的行为。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访问调查的方法。

54. 盗猎活动发生频次及程度

盗猎指非法捕猎。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访问调查的方法。

55. 违规开矿活动发生频次及程度

违规开矿指不合规的矿产开采行为。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访问调查、实地调查和航空遥感监测的方法。

56. 其他违规违法活动发生频次及程度

其他违规违法活动指除了盗伐、盗猎、违规采矿之外的其他不合规不合法活动。



监测方法：主要采用航空遥感监测、实地调查和访问调查的方法。



附 录 C

（资料性）

生态监测年度报告编写格式

《20XX 年度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报告》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报告由封面、目录、正文、附件等组成。

1. 封面

包括标题、编写单位及编写时间。

2. 目录

一般列出二到三级目录。

3. 正文

1) 前言

2) 工作组织

3) 生态监测概况

4) 技术流程

5) 监测内容

6) 监测指标

7) 监测方法

8) 监测成果

9) 质量控制要求

4. 附录



附 录 D

（资料性）

生态监测专项报告编写格式及提纲

《三江源国家公园 XX专项生态监测报告》

1. 摘要

2. 监测工作概况

3. 监测区域概况

4. 生态监测结果与评价分析

5. 主要结论

6. 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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