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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野外观测过程的质量控制
来

野外观测是生物观测数据质量控制实施过程最重要的环节。在 20o7年出版的 《陆地
生态系统生物观测规范》(吴冬秀等,2007)对不同观测项目的观测方法和具体操作技术
规范,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在已有技术规范文件基础上,本章重点针对生态站近几年观测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相关方法进展,对部分项目的观测方法和质控措施进行补充阐述,包
括:乔木每木调查、乔灌木生物量模型、林冠郁闭度、凋落物生物量、土壤种子库、鸟类
种类与数量、作物叶面积、作物根生物量。此外,鉴于植物图像采集技术日趋成熟,补充
制定了植物数字图像标本制作规范。

5.1共性质控措施

在整个生物长期观测工作过程实施切实有效的措施 , 确保各个观测项目按照统一、规
范的观测规程来完成是质量控制的重点工作。多年来,CⅢN积累了丰富的质量控制经验 ,

现将一些共性的质控措施总结如下 :

(1)严格执行统一的技术操作规范

各个生态站需严格遵照 《陆地生态系统生物观测规范》
可比性和延续性。重点做到以下几点 :

实施生物观测,以保证数据的

1)基于 CERN观测规范和本站实际情况编制观测工作质量管理手册,形成各级工作
人员操作蓝本,使观测工作更加具体化、规范化、文本化。

2)加强对一线观测人员的技术培训和现场操作演练指导,提高工作技能。
3)加强观测任务管理,做好各方面准各,以保证在规定时间内获得完整、规范的数

据。

4)观测与采样过程中,严格按照观测规范要求进行操作和记录。
(2)实施合理的调查顺序

生物观测项目繁多,统筹安排调查时间非常必要。野外观测可分为非破坏性观测和破
坏性观测两种。前者对观测主体不进行破坏性采样,比如高度、直径等的测量;后者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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