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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城市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雄安新区城市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术语、定义、数据

来源、基本要求、评估指标体系、指标观测方法和评估技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雄安新区城市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但不涉及林木资

源价值、林副产品和林地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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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3027  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 

HJ 1167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森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LY/T 1721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城市森林  Urban Forest 

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主，促进人与自然协调，满足社

会发展需求，由以树木为主体的植被及其所在的环境所构成的森林生态系统。 

3.2 生态服务功能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城市森林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

与效用。 

3.3 森林康养  Forest Hhealth-care 

森林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森林医疗、疗养、康复、保健、养生、休闲、游憩

和度假等消除疲劳、愉悦身心、有益健康的功能。 

4 基本要求 

4.1 原则 

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适宜性原则。 

4.2 评估周期 

每5年评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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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来源 

（1）雄安新区城市森林实地观测数据； 

（2）权威机构公布的社会公共资源数据集； 

（3）相关区域的遥感数据。 

6 评估指标体系 

雄安新区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按表 6-1 的规定确定。 

表 6-1 雄安新区城市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指标体系 

7 观测指标与方法 

7.1 样地选择与设置 

样地选择与设置参照 HJ 1167-2021 中的“7 野外观测样地选择与样方设置”

要求执行。 

7.2 观测指标与观测方法 

观测指标与观测方法按表 7-1 的规定确定。 

表 7-1 评估指标及观测方法 

序

号 
评估指标 观测指标 观测方法 

1 
土壤养分

累积量 

土壤含水量 

参照 GB/T33027 中的“5.1 土壤理化性质观测”规定

执行 

 

土壤容重 

土壤全氮含量 

土壤全磷含量 

土壤全钾含量 

2 植物养分 胸径 参照 HJ 1167 中的“9.15 胸径”规定执行 

功能类别 指标类别 指标解释 

积累营养物质 
土壤养分累积量 土壤氮、磷、钾累积量 

植物养分固持量 植物氮、磷、钾固持量 

固碳释氧 
固碳量 土壤固碳量与植物固碳量之和 

释氧量 林分释放的 O2 量 

涵养水源 调节水量  通过水量平衡方程计算的水资源量  

改善空气质量 

提供负氧离子量 林分中大气负氧离子浓度 

滞尘量 滞纳 TSP、PM2.5、PM10 量 

吸收气体污染物量 吸收 SO2、NOx、氟化物量 

调节小气候 
温度调节 林外林内温度差值 

湿度调节 林外林内湿度差值 

生物多样性保护 物种保育 生态系统中植物种类的数量（植物多样性指数） 

森林康养 产业产值 旅游、休闲、康养等产业依托城市森林获得的产值 



 

  3 

序

号 
评估指标 观测指标 观测方法 

固持量 树高 参照 HJ 1167 中的“9.16 树高”规定执行 

生物量 参照 HJ 1167 中的“9.19 生物量”规定执行 

3 固碳量 

土壤固碳量 
参照 GB/T33027 中的“5.2 土壤有机碳储量观测”规

定执行 

植物固碳量 
参照GB/T33027中的“7.3 植被层碳储量观测”规定

执行 

4 调节水量 

降雨量 参照GB/T3302中的“4.2.3.3 降水量观测”规定执行 

蒸散量 参照 GB/T33027 中的“4.1 蒸散量观测”规定执行 

径流量 
参照 GB/T33027 中的“4.2.3.7 地表径流量观测”规

定执行 

5 
提供负氧

离子量 
负氧离子量 

参照 GB/T33027 中的“6.6.3.3 森林负离子观测”执

行 

6 滞尘量 

TSP 滞纳量 
参照 GB/T33027 中的“8.3.2 固体颗粒物观测”规定

执行 
PM10 滞纳量 

PM2.5滞纳量 

7 
吸收气体

污染物量 

吸收 SO2量 

参照 GB/T33027 中的“8.3.3 气体污染物”规定执行 吸收 NOx 量 

吸收氟化物量 

8 温度调节 温度 参照GB/T33027中的“6.2 森林小气候观测”规程执

行 9 湿度调节 湿度 

10 物种保育 植物多样性指数 
在设置的样方中查找记录所有物种及其数量，采用

Shannon-Wiener 指数表示 

11 森林康养 产业产值 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 

8 物质量评估 

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物质量评估的公式及参数设置按表8-1的规定确

定。 

表 8-1 雄安新区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物质量评估公式及参数设置 

服

务 

类

别 

功

能 

类

别 

指标

类别 
计算公式和参数说明 

生

态 

服

务 

积

累

营

养

物

质 

土壤

养分

累积

量 

G 氮=A×N 土×G 土 ；G 磷=A×P 土×G 土；G 钾=A×K 土×G 土 

式中：G 氮——林分土壤氮年累积量（t/a）； 

G 磷——林分土壤磷年累积量（t/a）； 

G 钾——林分土壤钾年累积量（t/a）； 

A ——林分面积（hm2）； 

N 土——土壤全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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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类

别 

功

能 

类

别 

指标

类别 
计算公式和参数说明 

P 土——土壤全磷含量（%）； 

K 土——土壤全钾含量（%）； 

G 土——单位面积实测林分固土量（t/hm-2·a-1）。 

植物

养分

固持

量 

G 氮=A×N 植物×B ；G 磷=A×P 植物×B；G 钾=A×K 植物×B 

式中：G 氮 ——林分植物氮年固持量（t/a）； 

G 磷 ——林分植物磷年固持量（t/a）； 

G 钾 ——林分植物钾年固持量（t/a）； 

A   ——林分面积（hm2）； 

N 植物——植物全氮含量（%）； 

P 植物——植物全磷含量（%）； 

K 植物——植物全钾含量（%）； 

B  ——单位面积植物年生物量（t/hm-2·a-1）。 

固

碳

释

氧 

固碳

量 

G 碳=G 植物固碳+G 土壤固碳； G 土壤固碳=A×G 土×C 土； G 植物固碳=B×0.5； 

式中：G 碳     ——城市森林年固碳量（t/a）； 

G 植物固碳——植物年固碳量（t/a）； 

G 土壤固碳——土壤年固碳量（t/a）； 

A     ——林分面积（hm2）； 

G 土     ——单位面积实测林分固土量（t/hm-2·a-1）； 

C 土     ——土壤有机碳含量（%）； 

B     ——单位面积植物年生物量（t/hm-2·a-1）； 

0.5    ——碳转换系数。 

释氧

量 

G 氧=1.19×G 植物固碳 

式中：G 氧    ——年释氧量（t/a）； 

G 植物固碳——林分植物年固碳量（t/a）； 

1.19  ——转换系数。 

涵

养

水

源 

调节

水量 

G 水=A×（P-R-ET）×10-3 

式中：G 水——年水源涵养量（m3/a）； 

P  ——林外年均降水量（mm/a）； 

R  ——林分年均地表径流量（mm/a）， 

ET ——林分年均蒸散发量（mm/a）； 

A  ——林分面积（m2）。 

改

善

空

气

质

量 

提供

负氧

离子

量 

G 负氧离子=5.256×1015×Q 负氧离子×A×H/L 

式中：G 负氧离子——林分年提供负氧离子数（个/a）； 

Q 负氧离子——实测林分负氧离子浓度（个/cm3）； 

A     ——林分面积（hm2)； 

H     ——林分实际影响的近地面空气高度（m，取值 2.0）； 

L     ——负氧离子寿命（min/个，取值 10）。 

滞尘

量 

GTSP=QTSP×A；GPM2.5=QPM2.5×A；GPM10=QPM10×A 

式中：GTSP、GPM2.5、GPM10——林分 TSP、PM2.5、PM10 年滞纳量（kg/a）； 

QTSP、QPM2.5、QPM10——实测林分单位面积 TSP、PM2.5、PM10 年滞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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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类

别 

功

能 

类

别 

指标

类别 
计算公式和参数说明 

量（kg/（hm2·a））； 

A              ——林分面积（hm2）。 

吸收

气体

污染

物量 

G 二氧化硫=Q 二氧化硫×A；G 氟化物=Q 氟化物×A；G 氮氧化物=Q 氮氧化物×A； 

式中：G 二氧化硫、G 氟化物、G 氮氧化物——林分年吸收二氧化硫量、氟化物、氮 

氧化物量（kg/a）； 

Q 二氧化硫、Q 氟化物、Q 氮氧化物——单位面积实测林分年吸收二氧化硫量、 

氟化物量、氮氧化物量（kg/hm-2·a-1）； 

A                   ——林分面积（hm2）。  

调

节

小

气

候 

温度

调节 

ΔT 温度=T 林外-T 林内   

式中：ΔT 温度——年均气温差值（℃/a）； 

T 林外  ——林分外区域年均气温（℃/a）； 

T 林内  ——林分内区域年均气温（℃/a）。 

湿度

调节 

Δf 湿度=f 林内-f 林外 

式中：Δf 湿度——年均空气湿度差值（%/a）； 

f 林外  ——林分外区域年均湿度（%/a）； 

f 林内  ——林分内区域年均湿度（%/a）。 

9 价值量评估 

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评估的公式及参数设置按表9-1的规定确

定。 

表 9-1 雄安新区城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评估公式及参数设置 

服务 

类别 

功

能 

类

别 

指标类

别 
计算公式和参数说明 

生态

服务 

积

累

营

养

物

质 

土壤 

养分 

累积量 

U 土=C1×G 氮×R1+C1×G 磷×R2+C2×G 钾×R3； 

式中：U 土——年土壤养分累积价值（元/a）； 

C1  ——磷酸二铵化肥价格（元/t）； 

C2  ——氯化钾化肥价格（元/t）； 

G 氮——林分土壤氮年累积量（t/a）； 

G 磷——林分土壤磷年累积量（t/a）； 

G 钾——林分土壤钾年累积量（t/a）； 

R1  ——磷酸二铵含氮量（%）； 

R2  ——磷酸二铵含磷量（%）； 

R3  ——氯化钾含钾量（%）。 

植物 

养分 

固持量 

U 植物=C1×G 氮×R1+C1×G 磷×R2+×C2×G 钾×R3； 

式中：U 植物——年植物养分累积价值（元/a）； 

C1   ——磷酸二铵化肥价格（元/t）； 

C2   ——氯化钾化肥价格（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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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类别 

功

能 

类

别 

指标类

别 
计算公式和参数说明 

G 氮  ——植物氮年累积量（t/a）； 

G 磷  ——植物磷年累积量（t/a）； 

G 钾  ——植物钾年累积量（t/a）； 

R1   ——磷酸二铵含氮量（%）； 

R2   ——磷酸二铵含磷量（%）； 

R3   ——氯化钾含钾量（%）。 

固

碳

释

氧 

固碳量 

U 碳=G 碳×C 碳； 

式中：U 碳——年固碳价值（元/a）； 

G 碳——年固碳量（t/a）； 

C 碳——固碳价格（元/t）。 

释氧量 

U 氧=G 氧×C 氧 

式中：U 氧——年释放氧气价值（元/a）； 

G 氧——年释氧量（t/a）； 

C 氧——氧气价格（元/t）。 

涵

养

水

源 

调节 

水量 

U 水=G 水×C 水 

式中：U 水——年调节水量价值（元/a）； 

G 水——年调节水量（m3/a）； 

C 水——水资源市场交易价格（元/m3）。 

改

善

空

气

质

量 

提供负

氧离子

量 

U 负氧离子=G 负氧离子×K 负氧离子 

式中：U 负氧离子——年提供负离子价值（元/a）； 

G 负氧离子——林分年提供负离子数（个/a）； 

K 负氧离子——负氧离子生产费用（元/个）。 

吸收气

体污染

物量 

U 二氧化硫=G 二氧化硫×K 二氧化硫；U 氟化物=G 氟化物×K 氟化物； 

U 氮氧化物=G 氮氧化物×K 氮氧化物 

式中：U 二氧化硫、U 氟化物、U 氮氧化物 ——年吸收二氧化硫价值、氟化物

价值、氮氧化物价值（元/a）； 

G 二氧化硫、G 氟化物、G 氮氧化物 ——林分年吸收二氧化硫量、氟化

物量、氮氧化物量（kg/a）； 

K 二氧化硫、K 氟化物和 K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氟化物和氮氧化物

的治理费用（元/kg）。 

滞尘量 

U 滞尘=GTSP×CTSP+ GPM2.5×CPM2.5+ GPM10×CPM10 

式中：U 滞尘——年滞尘价值（元/a）； 

GTSP——林分 TSP 年滞纳量（kg/a）； 

CTSP——TSP 清理费用（元/kg）； 

GPM2.5——林分 PM2.5 年滞纳量（kg/a）； 

CPM2.5——PM2.5清理费用（元/kg）； 

GPM10——林分 PM10 年滞纳量（kg/a）； 

CPM10——PM10 清理费用（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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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类别 

功

能 

类

别 

指标类

别 
计算公式和参数说明 

调

节

小

气

候 

温度 

调节 

U 温度=ΔT 温度×C 温度×K 电 

式中：U 温度  ——年调节温度价值（元/a）； 

ΔT 温度——年均气温差值（℃/a）； 

C 温度  ——年调节温度所耗电能（度/（℃·a））； 

K 电    ——雄安新区平均电价（元/度）。 

湿度 

调节 

 U 湿度=Δf 湿度×C 湿度×K 标准煤 

式中：U 湿度 ——年调节湿度价值（元/a）； 

Δf 湿度——年均空气湿度差值（%）； 

C 湿度 ——年调节湿度所耗电能（度/%-1·a-1）； 

K 电   ——雄安新区平均电价（元/度）。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物种 

保育 

U 生物=S 生物×A

 式中：U 生物——林分年物种保育价值（元/a）； 

S   ——单位面积年物种损失的机会成本（元/hm-2·a-1）； 

A   ——林分面积（hm2）（参照“LY1721-2008”规定执行）。
 

 森林康养 

U 康养=U 产值 

式中：U 康养——城市森林年康养价值（元/a）； 

U 产值——城市森林区域内旅游、休闲、康养等产业的年产值

（元/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