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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防沙治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65)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崔向慧、卢琦、郭浩、却晓娥、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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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生态系统观测场及长期固定样地的
分类和编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荒漠生态系统综合观测场、气象观测场、风沙观测场、水分观测场和辅助观测场,以及

小气候、土壤、水文和生物等长期固定样地的分类和编码方法,并提出了观测场及长期固定样地的信息

文档填报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的观测场(样)地建设及其信息档案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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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X/T61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17部分:自动气象站观测

3 观测场的分类和编码

3.1 分类和编码原则

分类和编码原则如下:

a) 应综合考虑各荒漠生态站、各学科、各类型的观测场及长期固定样地设置情况和案例,给出统

一的概念定义和分类方法;

b) 应基于分类体系、在满足计算机信息表示和处理方便、人工记忆方便、唯一性、简单性、完整

性、确定性的基础上,给出一个编码体系,使得每个观测场及长期固定样地具有唯一确定的

代码。

3.2 观测场分类

根据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的内容和任务,观测场可分为综合观测场、气象观测场、风沙观测场、水
分观测场和辅助观测场等5种类型:

a) 综合观测场:用来观测荒漠生态系统生物、土壤、水分、气象等综合要素长期演变过程的观测

场地;

b) 气象观测场:通过在代表性地点安装气象仪器设备进行地面气象要素观测的场地;

c) 风沙观测场:用来开展风、沙、温度、湿度和气压等与风沙活动密切相关要素观测的场地。在观

测场内,可根据观测目的的不同,再分设风沙运动、沙尘暴、风沙地貌动力观测区和防沙工程、
风沙危害实验区;

d) 水分观测场:以观测植被演替过程中的水量平衡各要素为主的场地,观测内容包括土壤水分、
植物蒸腾、冠层截留、生态系统碳水通量等;

e) 辅助观测场:作为综合观测场的重复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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