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眉县 
林地变更调查报告 

（2019 年） 
 
 
 
 
 
 
 
 
 
 
 
 

 
眉 县 林 业 局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0 年 03 月 



 
 

项目名称：陕西省眉县 2019 年林地变更调查 

委托单位：陕西省眉县林业局 

调查单位：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087728482C 

资质证书：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证书丙 27-063 号 

 

调查人员：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张学礼（高级工程师）张甲伟（工程师） 

            谢   聪（工程师）    雷  冰（工程师） 

张瑞启（助理工程师）白洁冰（工程师） 

眉县林业局参与人员 

黄文哲   赵守宗   宋晓军   杨利利   梁振山 

郭眉生   高晓栋   袁  琳   于晓亮   肖  勇   

李  智   张  涛   解渭琼   蒋永军   杨文辉 

赵  伟   李军平   邹玉茹   朱飞畅   王筠皓 

 

  



 
 

 

前     言 

林地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林地管理是各级林

业主管部门的核心职能工作之一。加强林地保护管理，构建林地

“一张图”是坚守林地生态红线、强化林地监管的重要举措，林地

变更调查是保障林地“一张图”现势性的基础工作。为推进林地

“一张图”的更新应用，国家林业局决定自201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

分批开展林地变更调查工作。 

按照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19年森林督查暨森林资

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工作的通知》（办资字〔2019〕30号）

陕西省开展2018年度林地变更调查工作。为确保林地变更调查工

作顺利开展并按期完成任务，眉县林业局特委托陕西森工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完成该项工作。 

本次林地变更调查是在林地“一张图”的基础上，开展的林地

范围、林地保护利用以及林地管理属性等变化情况的调查分析，

旨在通过调查，进一步摸清森林资源家底，规范森林资源数据管

理标准，扩展森林资源信息内涵；更新森林资源空间及属性变化

信息；形成结构完整、内容齐全、现势性更强的森林资源基础数

据库及森林资源“一张图”，为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奠定基础。 

眉县林地变更调查重点对林地范围、林地利用状况（地类）以及林地

管理属性等内容进行变更调查。本次林地变更调查范围为眉县管辖范

围内所有林地和规划用于林业发展的其它土地。具体范围包括首善街



 
 

办、横渠镇、齐镇、常兴镇、槐芽镇、汤峪镇、营头镇、金渠镇 8 个

镇（街）和营头、太白风景 2 个国有林场共 10 个县辖单位，涉及 86

个行政村。土地总面积共 85714.24 公顷。 

变更时点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 

主要工作内容是全面掌握行政区划界线、国有森林经营单位

等界线的变化情况；修改完善林地“一张图”小班界线，核对各类

林地的面积；林地范围、林地利用状况（地类）以及林地管理属

性的变更调查，重点是林地和森林的转入转出情况调查；摸清林

地地类、权属、森林类别、林种、工程类别、事权等级、林地保

护等级、起源等变化情况；结合2018年度公益林落界工作更新林

地相关因子。 

本次林地变更调查工作于2019年3月初开始，至2019年12月

底结束，历时9个月。最终形成眉县2018年度林地变更调查成果，

为实现林地“一张图”的应用和长效管理及进一步落实《眉县林地

保护利用规划》（2010-2020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次林地变更调查工作，得到了陕西省林业厅、宝鸡市林业

局、眉县林业局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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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工作概况 

一、工作基本情况 

（一）工作组织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经过公开招投标承担了眉

县 2018 年度森林督查暨“林地一张图”变更工作，在眉县林业

局的协助下完成了此次眉县 2018 年度林地变更调查工作。 

成立领导小组，全面组织协调此次林地变更调查工作：眉

县林业局和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以县林

业局黄文哲局长为组长、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杨磊

工程师为技术总负责，赵守宗副局长为副组长，以及其他人员

为成员的“眉县 2018 年度林地变更调查工作领导小组”，提前

部署由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工作组织、技术培

训、外业调查、成果编制等环节，眉县林业局负责工作协调、

后勤保障、质量检查等环节，保证本次林地变更调查工作按拟

定的时间有序进行。 

责任到人，确保工作质量：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安排了 9 名专业技术人员，承担完成了资料收集整理、图纸

矢量化、遥感判读区划、数据录入、林地更新、统计分析、成

果编制等一系列工作；县林业局抽调 5 名技术骨干，负责完成

外业核实调查工作；成立由质量检查组，联合开展内、外业质

量检查工作，确保成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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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开展情况 

本次变更调查工作以 2017 年度（即 2018 年）林地变更成果

数据为基础，应用最新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通过判读区划、

现地核查，查清森林、林地和林木资源的种类、数量、质量与

分布，并依据两期卫星影像对比分析，结合林地征占用、造林

等经营管理资料，重点分析林地和森林的转入转出变化原因，

更新林地资源数据库。调查工作自 2019 年 3 月开始至 2019 年

12 月底完成，历时 6 个月。总体上分为前期准备、资料收集整

理、遥感判读区划、外业调查验证、数据统计汇总、成果产出

六个阶段。 

1、准备工作阶段 

（1）前期准备 

准备基础数据，遥感影像处理，明确本期调查工作范围、

内容、目标等。 

（2）技术培训 

2019 年 3 月初，陕西省林业局举办了 2018 年度（即 2019

年）陕西省林地变更调查工作业务技术培训会议，重点介绍了

林地变更调查工作目的、意义、任务和流程，以及时间、进度、

质量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对《陕西省林地变更调查操作细则》

和遥感判读区划、资料收集及矢量化、调查验证的技术标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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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等进行了培训。 

（3）资料收集整理 

2019 年 8 月下旬，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抽调 4

名技术人员协助眉县林业局相关人员协同进行了资料收集和整

理工作。主要收集到林业工程作业设计与检查验收资料、图纸

资料；相关审核审批资料；森林灾害等调查资料等。 

2、遥感判读区划阶段 

2018 年 9 月上旬，开展前期遥感影像判读区划工作，通过

应用前后期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进行对比变化分析，结合林

业经营管理资料，区划出林地发生变化的图斑。 

3、外业调查验证阶段 

2018 年 9 月底至 2019 年 10 月初，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与眉县林业局共同组建外业工作小组，抽调 13 名业务

骨干共同完成外业调查验证工作。 

4、统计汇总与成果产出阶段 

2019 年 10 月中旬至 2019 年 12 月底，在区划和调查验证的

基础上，重点对造林更新、森林采伐、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等因

素引起变化的小班进行了统计、汇总和分析。眉县林业局配合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完成了工作质量检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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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调查成果产出和报告编写以及成果审定、数据库修改完

善等各项工作。 

（三）有关情况说明 

本期林地变更调查，是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应用最新高

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进行判读区划、现地核查，查清森林、

林地和林木资源的种类、数量、质量与分布；依据两期卫星影

像对比，进行全面对照、复核；分析林地和森林的转入转出变

化原因，更加全面地掌握林地变化及森林空间的分布情况。 

眉县林地变更调查范围为全县范围内的所有林地和非林地。 

本期变更，眉县大部分区域采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影像，

影像清晰度较高，对 2018 年度（即 2019 年）林地“一张图”数

据进行了的订正，发生变化的小班 35 个，总面积 21.4685 公顷。 

其中：造林更新小班 4 个，面积 1.0224 公顷。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未经审核（批）小班 1 个，面积 0.1101

公顷。 

林地开垦小班 6 个，面积 2.2291 公顷。 

灾害因素小班 1 个，面积 0.0517 公顷。 

人为调查因素小班 23 个，面积 18.0552 公顷。 

（四）调查成果质量 

变更工作实行全面质量管理，严格遵守事先指导、中间检

查、成果验收制度，技术指导和质量检查贯穿于调查工作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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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质量控制体系包括工组自查、县级检查和省级联合检查。 

1、工组自查 

调查工组内部全面检查，自查内容为工组负责的所有区划

调查小班和因子，自查合格率达 100%。 

2、县级自查 

眉县林业局与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联合对本次

调查的内业与外业工作质量进行了自查。 

内业检查：检查过程中发现有未区划的变化图斑，通过再

次判读区划和外业调查验证，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修改完善。 

外业检查：针对有疑问的变化图斑，逐个进行了实地检查，

未出现错误图斑。 

3、省级检查 

陕西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变更质量检查组对眉县 2018 年度

（即 2019 年）林地变更调查内业检查并反馈。 

内业检查：经过检查，图斑的空间拓扑和属性数据逻辑性、

图斑和属性数据的关联性、面积等检查项目完全合格。 

 

二、投入工作量 

眉县本次林地变更调查工作，共涉及首善街办、横渠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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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镇、常兴镇、槐芽镇、汤峪镇、营头镇、金渠镇 8 个镇（街）

和营头、太白风景 2 个国有林场共 10 个县辖单位，涉及 86 个

行政村。累计投入工作量 140 人日，各主要工作环节累计投入

工作量见表 1-1。 

投入工作量一览表 

表1-1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单位 
工作量 

(工日) 

1 林业经营资料收集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5 

2 2016 年林地数据库检查、修正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0 

3 遥感判读区划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0 

4 林业经营资料矢量化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0 

5 内业核实调查、属性因子记录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0 

6 外业核实调查、属性因子记录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5 

7 本期林地数据库生成、检查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30 

8 本期林地变化数据库生成、检查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25 

9 林地变更调查成果统计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0 

10 林地变更调查成果报告撰写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0 

11 自查验收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5 

合计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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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经验、问题与建议 

（一）主要经验 

1、前期准备充分，确保了工作的良好开端 

林地变更调查工作在省林业局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在准备

工作阶段开展了政策学习、细则研究、技术培训等一系列工作，

对遥感判读区划、外业现地验证、统计汇总与成果产出、报告

编写等方面，均进行了具体的方法指导。 

在资料收集时，省林业局统一安排，眉县林业局协同配合

进行资料汇总和调集，为后续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集中技术力量，确保了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陕西森工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和县林业局抽调技术骨干

负责本次林地变更调查工作，并联合其他部门配合调查，参与

此次调查的人员对现地情况熟悉，技术熟练，业务能力突出，

为变更调查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3、技术服务到位，方法科学，确保了变更数据的准确性 

国家林业局为本次调查下发了专门的调查软件，并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持，为数据处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内业判读对

于遥感影像不清晰、云层覆盖的区域，借助谷歌地图和奥维地

图等辅助软件，提高了判读的准确性。外业验证采用了安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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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变更外业调查系统”的平板电脑，极大地提高了外业验证的

效率和准确性。 

4、全程检查验收，确保了调查成果的可靠性 

采用县级自检、省级复查、国家级核查的方式，对变更调

查内、外业进行全面检查，全程跟踪，在促进质量管理高效性

的同时，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 

（二）存在问题和建议 

1、存在问题 

（1）基层专业技术力量薄弱 

一是相关林业单位人员有限，尤其是乡镇林业站人员有限；

二是基层人员技术力量相对薄弱，个别地方存在技术人员标准

把握不准确、计算机操作人员匮乏等现象，对 ArcGIS 软件和全

国林地年度更新软件不能灵活高效的使用；三是硬件设施不完

备，林地变更工作需要安装 ArcGIS 软件和全国林地年度变更软

件，对电脑的性能要求较高，基层电脑硬件配套比较薄弱；四

是 GPS、平板电脑、扫描仪等工作设备不足，很难满足现实工

作的需要。 

（2）林业管理经营资料电子化、矢量化问题 

林地年度变更调查工作需要依靠平时资料的积累，该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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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涉及到林业工作的方方面面，如造林、森林抚育、林地征占、

林权变更、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等，但是由于基层工作条件

及相关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影响，部分档案资料仍处于纸质化管

理阶段，既不利于长久保存，也不利于整合利用，在很大程度

上增加了工作难度。 

2、建议 

（1）加强技术人员培训，提高调查人员业务水平，加大跟

踪技术指导力度，提高操作技能 

建议邀请相关技术人员，在调查前进行操作细则和电脑操

作技能集中培训，在调查中现场跟踪指导，通过现教现学，现

学现用，增强操作技能，掌握调查技术和方法，确保调查质量

与进度，从而使林地变更调查工作能够长期的、可持续的开展。 

（2）加快林业信息电子化，提升数据信息化水平 

加强林业管理经营资料管理，建议定期整理相关档案资料，

并将调查数据上图入库，及时更新，形成电子化、矢量化的档

案，为今后的林地变更调查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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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调查成果 

一、林地资源现状 

（一）地理位置及自然概况 

1、地理位置 

眉县，隶属于陕西省宝鸡市，古称“眉坞”，位于秦岭主峰

太白山脚下，北跨渭河。介于东经 107°39′—108°00′，北纬

33°59′—34°19′之间，总面积 863 平方千米。 

眉县下辖首善街办、横渠镇、齐镇、常兴镇、槐芽镇、汤峪

镇、营头镇、金渠镇 8 个镇（街）和营头、太白风景 2 个国有林

场共 10 个县辖单位，涉及 86 个行政村，总人口 32.6177 万人。 

2、自然概况 

（1）地形地貌 

眉县地形地貌复杂，大体为南北高中间低的不对称“U”型

地形，东西向延伸略长，南北向起伏较短。全县最高点为太白山

次高峰，海拔 3771.2 米；最低点为位于横渠镇青化社区与扶风交

界的渭河东流出境处，海拔 442 米。依照地貌特征，全县可分为

秦岭山地（海拔 700 米以上）、黄土梁原、山前洪积平原、渭河

冲积平原、渭北黄土台原五种地貌类型。概括而言，全县呈现“七

河九原一面坡，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地貌形态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95%E8%A5%BF%E7%9C%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95%E8%A5%BF%E7%9C%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95%E8%A5%BF%E7%9C%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C%89%E5%9D%9E/17994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A6%E5%B2%AD/13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AD%E6%B2%B3/93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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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候 

眉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气候，海拔高度在 442—3767 米

之间，年平均气温 12.9℃，平均降水 609.5mm，平均日照 2015.2

小时，无霜期 218 天。每年 3—5 月，回暖较快，秋季受冷空气

影响，昼夜温差较为明显，是关中地区秋雨最多的区域之一。 

（4）水文 

眉县属黄河流域渭河水系，有大小河流 19 条。境内最大河

流为东西向渭河，流长 25 千米，水域面积 79.13 平方千米，河面

东宽而多夹心滩，西窄而少弯曲，最窄处仅 100 米，最宽处达 1.5

千米，年平均流量为 124.2 立方米/秒，最大洪峰流量为 6400 立

方米/秒（1933 年）。以石头河、霸王河等五条渭河一级支流为统

计口径，总流域积水面积为 795.34 平方千米，总流长为 241.15

千米，南北向流入渭河。 

（5）动植物 

①植物资源 

眉县野生植物有数千种。在“太白山自然保护区”的 54000

公顷土地上，有种子植物 1550 多种，分属 121 科，640 属。苔藓

植物有 300 余种，分属 63 科，142 属。各类植物中，属于首位的

是菊科 172 种；其次是禾本科 138 种；蔷薇科 132 种；豆科 87

种。占秦岭植物总数的 60%。另外，还有 60 余种特有植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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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反萼银莲花和独叶草在植物分类上有着珍贵的科学价值。野生

植物中具有经济价值的，一是野生药材，有 400 多种。以党参、

黄芪、丹皮、五味子、苍术、猪苓、毛柏子、柴胡、茵陈、金银

花、太白米等为主。二是野生油料，主要有柏树籽、椿树籽、五

角枫、野生大豆、苍耳籽等。三是野生淀粉，主要有百合、橡籽

等。四是野生纤维，主要有葛藤、枸皮、皱丝麻、蝙蝠藤等。另

外，还有野生牧草类植物数百种，主要以禾本科类为多，营养价

值较高的野生大豆、野生黑豆、野生豌豆类也有分布，但比重较

少。 

②动物资源 

眉县动物资源丰富。野生兽类有黑熊、云豹、金毛扭角羚、

麝、鹿、野猪、刺猬、獾、豺狼、岩羊、狐狸等。其中云豹、金

毛扭角羚、麝、锦鸡等系国家保护动物。野生鸟类有山鹰、啄木

鸟、白脸山鹊、灰喜鹊、灰顶伯芬、黄鹂、白鹤、画眉、锦鸡、

绿头鸭、大雁、鹭鸶、斑鸠等。昆虫类中属捕食性天敌有 14 科

56 种，以瓢虫科最多，有 34 种，草蛉科的有大草蛉等 4 种；属

寄生性天敌有 8 科 17 种，主要有螟蛉瘤姬蜂、稻苞虫金小蜂、

澳洲赤眼蜂等；蜘蛛类有草间小黑蛛、丁纹豹蛛等 10 种，药用

昆虫有土鳖虫、蝎子等。水生动物有野生鲤科、鳅科、鲶科等鱼

类 10 余种，龟类 3 种，其余水生小动物上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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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矿产 

眉县南部山区矿产资源丰富，总储量 8000 多万吨，金属矿

藏品种有铜、铅锌、铁、钛，非金属矿藏有石英、石墨、红柱石、

大理石、石灰石、白云石、滑石、钾长石、蛇纹石、绿宝石等，

其中红柱石总储量达 66 万吨。 

（二）资源现状 

眉县土地总面积 85714.24 公顷，其中陕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蒿坪保护站）经营范围国土面积为 4936.1 公顷，其余行

政范围由县级经营，国土面积为 80641.5 公顷。全县林地总面积

为 43688.15 公顷，其中陕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蒿坪保护

站）全部为林地，林地面积为 4929.17 公顷，眉县县级经营范围

内林地面积为 38758.98 公顷。全县林地总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51.05%；非林地面积 41889.45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48.95%。全

县森林面积 41457.44 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48.37%。由于眉县辖区

内陕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蒿坪保护站归陕西太白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管理，本次林地变更调查范围为眉县管辖的

范围内的林地。本报告之后所列数据为眉县管辖范围的林地数据。 

（三）林地管理 

根据林地变更调查统计结果，眉县林地总面积 38758.98 公顷，

土地管理类型全部属于按林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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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地结构 

1、地类 

林地中，有林地 36438.63 公顷，疏林地 9.88 公顷，灌木林地

1693.59 公顷，未成林地 150.04 公顷，无立木林地 132.15 公顷，

苗圃地 101.93 公顷，其他林地 232.76 公顷。 

各地类面积情况详见表 2-1，各镇（场）地类面积情况见附

表 1。 

各地类面积统计表 

表2-1  单位：公顷、% 

项目 合计 有林地 疏林地 
灌木  

林地 

未成   

林地 
苗圃地 

无立  

木林地 

其他林

地 

面积 38758.98 36438.63 9.88 1693.59 150.04 101.93 132.15 232.76 

% 100 94.01 0.03 4.37 0.39 0.26 0.34 0.6 

2、权属 

在 38758.98 公顷林地中，权属为国有的林地面积 26245.46 公

顷，占林地面积的 67.71%；权属为集体的林地面积 12513.52 公顷，

占林地面积的 32.29%。 

各地类权属情况详见表 2-2，各镇（场）地类面积权属情况

见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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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类面积权属情况统计表 

表2-2单位：公顷、% 

权属 合计 有林地 疏林地 
灌木 

林地 

未成 
苗圃地 

无立木 

林地 

其他 

林地 林地 

合计 38758.98 36438.63 9.88 1693.59 150.04 101.93 132.15 232.76 

国有 26245.46 25204.93 9.6 936.77 3.7 0 23 67.46 

% 67.71 69.17 97.17 55.31 2.47 0 17.4 28.98 

集体 12513.52 11233.7 0.28 756.82 146.34 101.93 109.15 165.3 

% 32.29 30.83 2.83 44.69 97.53 100 82.6 71.02 

3、起源 

全县森林面积 36545.71 公顷，其中，天然林面积 23183.88 公

顷，占全县森林总面积的 63.44%；人工林面积 13361.83 公顷，占

全县森林总面积的 36.56%。 

4、林种 

全县森林面积 36545.71 公顷，其中防护林面积为 8544.33 公

顷，占森林面积面积的 23.38%；特用林面积为 16711.4 公顷，占

森林面积面积的 46.73%，用材林面积为 10283.33 公顷，占森林面

积的 28.14%；经济林面积为 1006.65 公顷，占森林面积的 2.75%。 

5、森林类别 

在林地中，公益林地面积 27016.74 公顷，占林地面积的

69.70%；商品林地面积 11742.24 公顷，占林地面积的 30.30%。 

在公益林地中，国家级公益林地面积 14850 公顷，占公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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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的 54.97%；地方公益林地面积 12166.74 公顷，占公益林地

面积的 45.03%。 

商品林地中重点商品林面积 1005.41 公顷，占商品林面积的

8.56%；一般商品林面积为 10736.84 公顷，占商品林面积的 91.44%。 

全县森林类别面积、占比情况见表 2-5。 

森林类别情况统计表 

表 2-5                                                             单位：公顷、% 

森林类别 总计 

公益林 商品林 

合计 
国家级公益林 地方 

合计 重点商品林 
一般 

小计 一级 二级 公益林 商品林 

面积 38758.98 27016.74 14850 3860.13 10989.87 12166.74 11742.24 1005.41 10736.84 

% 100 69.7 38.31 9.96 28.35 31.39 30.3 2.59 27.7 

 

6、林地保护等级 

眉县林地总面积 38758.98 公顷，其中：Ⅰ级保护林地 4088.67

公顷，占全县林地总面积的 10.55%；Ⅱ级保护林地 19513.99 公顷，

占全县林地总面积的 50.35%；Ⅲ级保护林地 4420.01 公顷，占全

县林地总面积的 11.4%；IV 级保护林地 10736.31 公顷，占全县林

地总面积的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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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地动态变化分析 

在本次变更调查工作中，眉县地类变更图斑共计 35个图斑，

变化面积 21.4685 公顷，各镇（场）均有分布。 

（一）林地范围变化 

眉县由非林地转为林地增加的林地面积 0.7 公顷，由林地转

为非林地减少的林地面积 5.99 公顷，林地面积净增加-5.29 公顷。

详见表 2-7。 
林地与非林地动态转移面积统计表 

表 2-7  
    

       单位：公顷 

项目 合计 有林地 灌木林地 未成林地 无立木林地 其他地类 

增加林地到 0.7 0.7      

减少林地自 5.99 5.61    0.37 

林地净增/减（+/-） -5.29 -4.91     

1、非林地转为林地新增的林地 

非林地转为林地新增的林地面积 0.7 公顷。全部为非林地转

为有林地，面积 0.7 公顷，变化原因为造林更新。 

2、林地转为非林地减少的林地 

林地转为非林地减少的林地面积 5.99 公顷。其中，有林地

转为非林地的面积 5.61 公顷；其他林地林地转为非林地的面积

0.37。 

林地转为非林地，其中，建设项目使用林地 0.11 公顷，为

未经审核（批）使用林地，林地开垦面积 1.43 公顷；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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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公顷。 

（二）地类变化 

本期调查，眉县有林地面积减少 5.61 公顷，增加 0.7 公顷；

其他林地面积减少 0.37 公顷。详见表 2-10。 

各地类变化情况统计表 
表 2-10 

 
单位：公顷 

项目 林地 有林地 疏林地 
灌木 

林地 

未成 

林地 

无立木 

林地 
其他林地 

新增 0.7 0.7       

减少 5.99 5.61    0.37 5.99 

净增/减
（+/-） 

-5.29 -4.91     -5.29 

（三）林地权属变化 

在本次林地变更中，林地权属为无变化。 

（四）公益林（地）和商品林（地）变化 

本次调查公益林地面积无变化。 

本次调查，商品林地减少 5.29 公顷。其中重点商品林减少

0.14 公顷，一般商品林减少 5.15 公顷。 

（五）林地保护等级变化 

本次林地变更调查中，林地保护等级发生变化情况为： 

Ⅰ级保护林地无变化。 

Ⅱ级保护林地净减少 5.34 公顷。Ⅲ级保护林地净减少 0.47

公顷。Ⅳ级保护林地净减少 6.41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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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地变化原因分析 

本次林地变更，涉及变化图斑面积 15.33 公顷。其中，人工

造林 0.7 公顷，造林更新变化面积 0.32 公顷；未经审核（批）使

用林地变化面积 0.11 公顷；毁林开垦 1.43 公顷；灾害因素变化

面积 0.05 公顷；人为调查因素 12.7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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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型事例分析 

（一）林地管理中取得的经验 

眉县从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健全完善管理体系等几方面，

采取了有力的保障措施，强化了林地管理制度，并取得了明显

成效。 

1．加强森林资源培育力度 

眉县历来十分重视森林资源培育工作，并始终把培育和增

加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作为首要任务，采取多种森林培育

和生态修复措施，实现了对现有森林的保护。同时，加大营造

林工作力度，通过依托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国家重点林业

生态工程，积极开展人工造林，提高造林质量，确保森林面积

稳步增加。 

2．加强森林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治力度 

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严格落实防火责任制，加强火险

预警和应急响应，及时处理火灾火情；切实做好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加强预测预报，实施有效防治，减少森林资源损失。 

3．强化林地林权管理制度 

林权管理是林地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眉县林业局一直以

来高度重视，依法做好林地林权管理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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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确认的林地，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统一确权发放林权

证，做到图、文、表一致，人、地、证相符。对已发放林权证

的，按照《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管

理，稳定林权；对尚未发放林权证的，组织林地林权的实地勘

界和林权证核发，明确林地林木性质和权属，并将权属落实到

地块，将面积与空间位置和权属证书落实到明确的主体。 

凡发生使用权的变更流转，县林业局要求双方须签订流转

合同，并依法申请办理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或换发林权证。 

4．强化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制度 

随着眉县经济的快速发展，林地保护的形势日趋严峻。对

此，眉县林业局严格征占用林地审批及林地用途管制，依法落

实林地占补平衡制度。着力加强林地用途监管，规范各类工程

建设项目征占用林地的审核审批程序，强化森林植被恢复费的

征收，促进了林地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强化林地保护管理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坚决

遏制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的行为，杜绝了林地的非法流失。 

（二）存在问题 

1．林业专业整体水平有待提高 

全县林业科技的整体水平及能力对林业生态和产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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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作用不强。主要表现为：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和手段不适

应新形势的要求；科技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缺乏专业技术人员，

先进适用技术应用率不高，故阻碍了生态林业建设速度及造林

质量的提高。 

2.林地保护利用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 

森林及林地资源是广大群众的主要生产资料，是林业产业

发展及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也是山区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重要经济来源。但是多数农村地区对林业的基础地位认识不足，

对林地保护利用的关系认识不清，只重利用开发，不重保护投

入。群众对林地保护的积极性得不到提高，严重影响了林地资

源的保护和利用的效果。 

3.林业投入资金不足，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贡献

不高 

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公益性事业和基础产业，承担着生态建

设、林产品供给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长期以来，眉县

林业建设投资主要依靠国家和省财政采取补助的形式投入，单

位面积投资偏低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不能满足市场经

济条件下造林成本的需求，造成建设与巩固、造林与保护的力

度不协调。 

由于地方财力有限，长期对林业投入不足，发展力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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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目前重保护、轻利用，林业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眉县林业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与林业在全县的地位不相符，对农民

增收的带动作用仍然不足。 

（三）潜在风险及效益 

1.潜在风险 

眉县林地需求与林地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日趋突出，目前林

地资源正在承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压力，即：城镇化进程加快使

得林地需求增加对林地保护所形成的矛盾；工业化和区域经济

快速发展对林地资源需求的矛盾；优势资源开发对林地资源的

矛盾；人口的急速增加对林地资源需求的矛盾。 

2.潜在效益 

为了确保区域内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将林地保护利

用规划与森林分类经营、林业产业化结构调整相结合，在确保

生态建设用地的前提下，适当发展多种商品林业，充分发挥林

地的功能与效益，实现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通过实施多种林业资源重点工程，调整了农村土地利用结

构，推动了农业集约经营和结构转变，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

步伐，增加了就业机会，农民收入得以增长，为促进区域经济

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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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实施成效 

林地是森林生态系统的载体和林业生产的基础。明确区域

林地范围，落实林地用途管制，依法严格保护林地；优化林地

布局、利用结构，实施森林分类经营；调整林地保护利用管理

政策和措施，实现差别化、精细化管理，是适应区域可持续发

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划的必然要求。 

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重点公益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

程等林业重点生态工程的全面实施，林业继而转向以生态环境

建设为主的发展之路。眉县及时调整林业发展战略，以工程为

带动，一方面建立了高效的管护机制，使森林资源得到全面的、

有效的保护，并使其数量得到恢复性的增加、质量有了明显的

提高；另一方面强化了监管力度，较好地保护了林地，使当地

林业稳步健康的发展；第三方面完善了相关考核管理机制，有

力的保障和确保了规划目标的实现。 

（一）为林地资源提供了有力保障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划定了林地范围、确立了目标、严格了

占用指标、建立了保护措施，为林地资源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 

加大了国家、省林业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力度；进一步加

大林业执法力度，严格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管理，严厉

打击各种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林业执法监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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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设，完善各项监督管理措施，依托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国家

级公益林管护，实行目标责任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三）建立了林地保护利用协作管理机制 

县林业、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建

立了协作机制，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了林地保护利用管

理工作的合力。 

各部门编制的相关规划，与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充分衔接，

符合林地保护利用的方向和要求，落实了各项林地保护利用制

度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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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存在问题 

1.区域建设对林地需求量日益增加，林地保护压力大 

眉县作为国家级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实施区，又是全国农

村创新创业典型县，随着近几年来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

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的不断推进，城镇化建设、工矿企业

及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越来越依赖林地供应，对林地的

使用量也越来越大，增加了林地保护管理的难度。 

2.林分结构不尽合理，林分稳定性不高 

林分结构反映了林地的利用状况，林分结构的合理分布，

能充分发挥林地的利用效能。眉县森林群落结构主要以乔木林

为主，植被群落层次不明显，且多为密林、幼龄林，林分稳定

性不高。 

3.中幼林面积过大，增加了抚育的难度 

眉县中幼林面积过大，约占到有林地面积的 51.96%，增大

了工作任务量，抚育难度增加。同时，由于部分中幼林抚育工

作不及时，也影响到林木正常生长。 

（二）建议 

1、落实林地用途管制、林权登记等基本制度，完善林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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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林地档案和保护利用管理制度。生态建设使用林地和建设

工程占用征收用地必须符合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强化规划调控

能力。实施精细化管理，建立完善全县林地“一张图”，实现“以

数管地”到“以图管地”的转变。 

2、积极争取国家对林地保护利用的大力支持，对生态地位

极为重要的林地，加大保护资金投入力度，防止毁林和森林退

化；对退化林地修复、规划的宜林地造林的，按照其恢复难度，

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用于补充森林

及林地资源。确保林地确权、定界、调查、监测、档案管理以

及林地执法、管护、用地审核等资金投入。 

3、加强中幼林地抚育工作，及时进行抚育间伐，以改善林

木生长环境，促进林木生长，提高林地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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