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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树种通用二元材积模型与推导形数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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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全国主要树种的二元材积模型、各省市一元材积表为基础材料，以取样径阶为１ｃｍ间隔所生成的２０８２组

胸径（Ｄ）、树高（Ｈ）、材积（Ｖ）数据为基础数据，构建通用二元材积模型与推导形数模型。其中，通用二元材积模型

利用 ＳＰＳＳ软件进行回归建模，构建形式为山本式的 １个全国通用二元材积模型、２个全国通用针／阔叶二元材积模

型及 ６个全国分地区通用二元材积模型。结果表明，各模型的拟合决定系数 Ｒ２均在 ０９８４以上，选取 ６种回归模

型评价指标进行模型验证，验证结果表明各模型的总相对误差和平均系统误差基本都不超过 ３％，在特定情况下，

可以取代现有规模庞大的分地域树种一／二元立木材积模型库进行材积估算。推导形数模型采用二元材积式之一

的斯泊尔式，该公式利用基础数据对形数 ｆ进行推导，得到全国六大区域总体／针叶／阔叶 １６个通用推导形数。结

果表明，各模型的决定系数 Ｒ２在０９８３以上，验证结果表明各模型的总相对误差基本都控制在 ±３％内，总体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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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立木材积表是我国森林资源清查的重要工具之

一，其主要包括一元材积表和二元材积表，其中一元

材积表又分为胸径一元表和地径一元表
［１］
。３０多

年前，农林部编制并颁布实施了二元立木材积

表
［２］
。通过一／二元材积表可计算立木材积进而求

得林木蓄积量，即区域内活立木的材积总和
［３－６］

。

立木材积是反映单株木体积的指标，立木材积的变

化则是该地区森林生态变化、健康状况和森林经营

利用的最重要的反映
［７］
。

在实际森林调查中，通常使用材积表来进行立

木材积的测算
［８－９］

，从全国到各省市甚至到林场级

别基本都有各自对应的一元材积表以及个别单位单

独编制的二元材积表供使用，有样本数量大、精度高

等特点，同时也因为模型数量众多、形式不统一、现

地树种识别难度较大等原因，导致查表效率低下。

对于很多精度要求不高的用途，例如木材商粗算木

材价值、无人机蓄积量估算和大范围地区林分参数

遥感反演等
［１０］
，常用的查表方法就显得过于烦琐，

需要一个简单快捷的立木材积估算模型
［１１］
。为此

本文建立通用二元材积模型和推导形数模型，以适

用于某地区所有针／阔树种统一的材积预估。在保
证精度的前提下，共研究和建立 １个全国通用二元
材积模型、２个全国通用针／阔叶二元材积模型、６个
区域性通用二元材积模型以及全国六大区域总体／
针叶／阔叶１６个通用推导形数模型。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数据资料
通过收集全国主要树种的二元材积模型、各省

市一元材积表作为数据基础来源，其中作为行业标

准的二元材积模型形式为 Ｖ＝ａＤｂＨｃ，该式是在全国
各地１９７０００株样木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编制
的，涵盖了我国 １８０个树种，最终形成了 ３５个针叶
树二元立木材积表和２１个阔叶树二元立木材积表，
共 ５６个二元立木材积表，编表系统误差一般在
±１％以内，少数在 ±３％范围内［１２－１３］

。

各省市一元材积表多以印刷表格的形式呈现，

通过对各省市材积表内各个树种的样木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将每个树种回归至形式为Ｖ＝ａＤｂ的模型［１４］
。

１１１　全国区域划分
模型的划分按照全国建立一个统一的二元材积

模型、分树种建立全国针叶／阔叶二元材积模型及分
区域建立６个通用二元模型展开，其中分区域模型
综合考虑各树种（组）林木的蓄积、分布、行政边界、

生态区域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六大区域：东北地区

（黑龙江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辽宁）、华北地区（北

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及内蒙古中部）、西

北地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及内蒙古西

部）、南方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

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贵州）、西南地区

（四川、云南）、西藏地区，区域划分如图１［１５］所示。

图 １　六大区域划分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ｉｘｒｅｇ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１１２　基础数据构建

将全国二元材积表中的每一个树种的胸径（Ｄ）
从５ｃｍ起，每间隔 １ｃｍ建立一个样本，根据各省市
的一元材积表确定各地最大样本胸径（Ｄ）及相对应
的材积（Ｖ）范围，将得到的胸径（Ｄ）、材积（Ｖ）数据
通过二元材积表反推出对应的树高（Ｈ），共生成
２０８２组Ｄ、Ｈ、Ｖ数据［１６］

。其中，从各省市每个树种

的 Ｄ、Ｈ、Ｖ数据中随机选择 ７５％的数据作为建模样
本，剩余的２５％数据为验证样本。
１２　建模方法
１２１　回归模型拟合

为了便于模型的实际使用，确保模型的应用价

值，中国主要树种通用二元材积模型选择与国家二

元材积模型相同的形式，即 Ｖ＝ａＤｂＨｃ，同时提出推
导形数模型，其采用的模型形式为二元材积式之一

的斯泊尔式，即 Ｖ＝ｆＤ２Ｈ，其中参数 ｆ在本文中被定
义为推导形数，利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的“非线性回
归”功能进行模型的回归分析，将参数 ａ、ｂ、ｃ及 ｆ值
初始化为 １［１７－１８］，选择 Ｌｅｖｅｎｂｅｒｇ Ｍａｒｑｕａｒｄｔ估计
方法对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最终求得 ａ、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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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ｆ的参数值。
１２２　回归模型评价

评价模型是否最优的方法有很多，但在林业当

中通常用决定系数（Ｒ２）、估计值标准差、总相对误
差、平均系统误差、平均预估误差和平均百分标准误

差等６项指标作为基本评价指标，指标具体计算公
式如表１所示。式中：ｙｉ为实际观测值；^ｙｉ为模型预
估值；ｙｉ为样本平均值；ｎ为样本单元数；ｐ为参数个

数；ｔα为置信水平 α时的 ｔ值
［１９－２０］

。

在这６项评价指标中，决定系数和估计值标准

表 １　基本检验指标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检验指标 计算公式

决定系数 Ｒ２＝１－∑（ｙｉ－ｙ^ｉ）
２ ∑（ｙｉ－ｙｉ）

２

总相对误差 ＲＴＲＥ＝∑（ｙｉ－ｙ^ｉ） ∑ ｙ^ｉ×１００

估计值标准差 ＲＳＥＥ＝ ∑（ｙｉ－ｙ^ｉ）
２／（ｎ－ｐ槡 ）

平均系统误差 ＲＭＳＥ＝∑（ｙｉ－ｙ^ｉ）／^ｙｉ／ｎ×１００

平均百分标准误差 ＲＭＰＳＥ＝∑ ｜（ｙｉ－ｙ^ｉ）／^ｙｉ｜／ｎ×１００

平均预估误差 ＲＭＰＥ＝ｔα（ＲＳＥＥ／ｙ）槡／ｎ×１００

差是反映回归模型拟合优度的最常用指标；总相对

误差和平均系统误差是评价回归模型的重要指标，

反映了模型的拟合，二者都应在一定的误差允许范

围之内（如 ±３％或 ±５％），值越接近于零效果越
好；平均预估误差和平均百分标准误差分别是反映

平均材积和单株材积估计值的精度指标
［２１］
。除此

之外，拟合好的模型还要求具备参数稳定、残差分布

随机等条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全国通用性模型
由于西藏地区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使其树木

生长条件与全国其它地区差异较大，即西藏地区的

样本数据与其它地区有所差别，为了提高模型的精

度，所建立的全国主要树种通用模型都不包括西藏

地区，利用 １３７３组全国各地区（不包括西藏地区）
主要树种的样本数据，采用非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

对模型 Ｖ＝ａＤｂＨｃ进行拟合，得到了１个适用于全国
（不包括西藏地区）主要树种的通用二元材积模型。

由６项指标对模型进行评价，其指标评价和参数估
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 ２　全国主要树种通用二元材积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和统计指标

Ｔａｂ．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ｖｏｌｕｍｅ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ｍａｊｏｒ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模型类型 ａ ｂ ｃ 决定系数
总相对

误差／％

估计值

标准差／ｍ３
平均系统

误差／％

平均百分标

准误差／％

平均预估

误差／％
全国 ５９１７３×１０－５ １９１８７ ０９２９４４ ０９８４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４８ ６２４ ０６４

　　注：ａ、ｂ、ｃ参数估计值统一保留５位有效位数，下同。

　　从表２的统计指标可以看出，全国主要树种通
用二元材积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 ９８％，计算的总相
对误差和平均系统误差分别为 ００１％、－０４８％，
两者都很好地控制在 ±３％的范围内，模型拟合效果
较好。预估误差仅为 ０６４％，说明其对林分材积的
总体预估精度可达到 ９９％以上，百分标准误差为
６２４％，说明其对单株木材积的预估准确度可达到
９３％以上，无论是针对林木群体还是单株木，其对材
积的预估效果均良好。

２２　针／阔叶通用性模型
通过估计，得到了 １个全国针叶通用二元材积

模型和１个全国阔叶通用二元材积模型（不包括西
藏地区）。并对这２个模型按照表 １给出的 ６项指

标公式进行计算，其指标结果和 ａ、ｂ、ｃ的参数估计
值如表３所示。

根据表 ３的指标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针叶和阔
叶通用模型的总相对误差均为 －００５％，平均系统
误差 分 别 为 －１２１％、－１０４％，２项 指 标 均 在
±３％以内，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其平均百分
标准误差都控制在 ±６％以内，模型总体精度较高。
２３　区域通用性模型

将样本数据以大区分类建立全国六大区域的通

用二元材积模型，通过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拟合得到各
大区域的二元材积通用方程，并由评价指标分别对

这六大区域的模型进行计算，其参数估计结果和指

标评价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 ３　全国主要树种针／阔叶通用二元材积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和统计指标

Ｔａｂ．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ｖｏｌｕｍｅ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ｎｅｅｄｌｅａｎｄ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ｓ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模型类型 ａ ｂ ｃ 决定系数
总相对

误差／％

估计值

标准差／ｍ３
平均系统

误差／％

平均百分

标准误差／％

平均预估

误差／％
针叶 ７０８２８×１０－５ １９５５５ ０８３２１２ ０９８６ －００５ ００７ －１２１ ５９０ ０７９
阔叶 ６７４５３×１０－５ １９６００ ０８１４４３ ０９９０ －００５ ００４ －１０４ ４７０ ０７８

７４２第 ３期　　　　　　　　　　　程文生 等：中国主要树种通用二元材积模型与推导形数模型研究



表 ４　全国主要树种分地区通用二元材积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和统计指标

Ｔａｂ．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ｖｏｌｕｍｅ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ｍａｊｏｒ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ｂｙｒｅｇｉｏｎ

模型类型 ａ ｂ ｃ 决定系数
总相对

误差／％

估计值

标准差／ｍ３
平均系统

误差／％

平均百分

标准误差／％

平均预估

误差／％
东北地区 ８０６５２×１０－５ １９５４７ ０７６５２８ ０９８７ －００６ ００６ －１７４ ５９４ １０９
华北地区 ６１４９９×１０－５ ２０１２４ ０７８４９０ ０９９８ ０２９ ００１ １７６ ３９２ １０８
南方地区 ３２９９４×１０－５ １７８２１ １２９５８ ０９９３ ０１６ ００４ ２５０ ６１２ ０８４
西南地区 ７００１２×１０－５ ２００７１ ０７７９７６ ０９８９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４８ ５２９ ０８６
西北地区 ６７１７５×１０－５ １８６７５ ０９２８７２ ０９８８ －００４ ００５ －１２９ ６００ １８０
西藏地区 ４２３７９×１０－５ １６４６８ １３６７５ ０９９２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８９ ４７０ １５６

　　从表４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东北、华北、南方、
西南、西北和西藏地区的通用二元材积模型的平均

预估误差均控制在 ±２％以内，这对林分材积总体平
均状况的估测已经达到了技术规定的精度要求，但

是要准确地计算单株木的材积则要考虑平均百分标

准误差这一重要评价指标。５个地区材积方程的平
均百分标准误差均在 ６％以内，只有南方地区超出
范围，但其平均百分标准误差非常接近 ６％，总体影

响较小。不管是针对单株木还是林分材积的估算，

模型总体精度较高。

２４　通用推导形数模型
将样本数据以大区分类建立全国六大区域的总

体／针叶／阔叶通用推导形数模型，通过 ＳＰＳＳ软件拟
合得到六大区域的通用推导形数 ｆ值，对这六大区
域的模型进行统计指标计算，结果如表５所示。

从表５的统计指标可以看出，东北、华北、南方、

表 ５　推导形数模型统计指标

Ｔａｂ．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ｏｒｍｆａｃｔｏｒｍｏｄｅｌ

模型 推导形数 ｆ 决定系数
总相对

误差／％

残差平方

和／ｍ３
平均系统

误差／％

平均百分

标准误差／％

平均预估

误差／％
东北地区总体 ３３７２９×１０－５ ０９８５ ０９４ ００７ ６５９ ９９３ １１７
东北地区针叶 ３５０１７×１０－５ ０９８３ １９９ ００７ ７９４ １１４３ １７６
东北地区阔叶 ３２４７６×１０－５ ０９９４ ３０６ ００４ ８３３ ９６２ １０９
华北地区总体 ３５４３５×１０－５ ０９９４ ５６６ ００１ １２６９ １３２２ ２１１
华北地区针叶 ３８６８１×１０－５ ０９９７ １３３ ００１ ６９７ ８２７ １７２
华北地区阔叶 ３４５４９×１０－５ ０９９８ １６９ ００１ ９２３ １０３４ １６４
南方地区总体 ３４９９８×１０－５ ０９９１ ０９８ ００５ ５６２ ８５０ ０９９
南方地区针叶 ３５６０６×１０－５ ０９９１ ００８ ００５ ５２７ ８４６ １３６
南方地区阔叶 ３４０９９×１０－５ ０９９３ １２３ ００４ ５５５ ８１９ １２３
西南地区总体 ３７２１９×１０－５ ０９８６ ２４３ ００６ ７０３ ９２８ ０９８
西南地区针叶 ３７４４９×１０－５ ０９８６ ３３３ ００７ ８４０ １０２２ １１８
西南地区阔叶 ３６３０９×１０－５ ０９８８ ２４５ ００５ ６２１ ８２５ １６５
西北地区总体 ３３３４１×１０－５ ０９８６ ３１７ ００６ ８９８ １０８８ １９４
西北地区针叶 ３３３６８×１０－５ ０９８３ ３７７ ００６ １０１３ １１７３ ２２２
西北地区阔叶 ３３３４９×１０－５ ０９９１ １６９ ００４ ６４６ ８７８ ２０６
西藏地区总体 ３６５５９×１０－５ ０９８６ ０６９ ００９ ７２２ １０９４ ２０８

　　注：ｆ保留５位有效位数。

西南、西北和西藏地区的总体／针叶／阔叶通用推导
形数模型的平均预估误差都在 ±３％以内，达到了技
术规定的精度要求。考虑平均百分标准误差这一重

要指标，除了华北地区总体的推导形数模型的平均

百分标准误差达到了 １３２２％，其余 １５个推导形数
模型的平均百分标准误差均接近 １０％，但都控制在
１５％以内，模型总体效果良好。
２５　模型验证

为了检验各通用性二元材积方程的适用性，利

用各省市主要树种的建模样本和检验样本分别按照

区域和树种计算总相对误差和平均系统误差。从

表６建模样本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将全国模型用
于六大区域估计时，总相对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６００％ ～５６５％，平均系统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５１５％ ～４５９％，用于 ２３个树种估计时，总相对
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１３７４％ ～１５０８％，平均系统
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１２１６％ ～１４５８％；将针／阔模
型用于六大区域估计时，针叶模型总相对误差的变

化范围是 －１０１７％ ～２４３％，平均系统误差的变化
范围是 －１０６４％ ～０８１％，阔叶模型总相对误差的
变化范围是 －２５９％ ～１１３６％，平均系统误差的变
化范围是 －２２４％ ～８５３％；用于 ２３个树种估计
时，针叶模型总相对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９４７％ ～
１２１４％，平均系统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９５０％ ～
９１３％，阔 叶 模 型 总 相 对 误 差 的 变 化 范 围 是
－１００２％ ～３４４％，平均系统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８２３％ ～２２８％。区域模型用于其所在区域估计
时，其总相对误差和平均系统误差都很好的控制在

８４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３％的范围内，将区域模型用于２３个树种估计时，
总相对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１２９５％ ～１７７９％，平

均系统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１０７０％ ～１５７２％。从
表７检验样本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将全国模型用

表 ６　各二元材积模型建模样本检验结果

Ｔａｂ．６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ｖｏｌｕｍｅｍｏｄｅｌ ％

分类 类别
全国模型 针／阔模型 区域模型

总相对误差 平均系统误差 总相对误差 平均系统误差 总相对误差 平均系统误差

区域

东北

华北

南方

西南

西北

西藏

针

阔

针

阔

针

阔

针

阔

针

阔

－４１６ －３７３

－３５８ －１９９

－１５５ －２３８

５６５ ４５９

－６００ －５１５

－６７２ －７１９
１４９ １２７
－７８７ －８３２
－０２２ －０３９
－４５５ －６５３
３７７ １７４
２４３ ０８１
１１３６ ８５３
－１０１７ －１０６４
－２５９ －２２４

－００６ －１７４

０２９ １７６

０１６ ２５０

－００３ －０４８

－００４ －１２９

－００６ －０８９

树种

冷杉

云杉

落叶松

红松

樟子松

柏类

杉木

马尾松

黄山松

云南松

思茅松

高山松

油松

华山松

柞树

白桦

黑桦

刺槐

桉树

山杨

桦木

栎类

阔叶树

东北

西南

西北

西藏

东北

华北

西南

西北

西藏

东北

华北

西北

东北

东北

华北

南方

南方

南方

西南

西南

西南

西藏

西南

西南

东北

东北

东北

华北

南方

东北

华北

西北

华北

西南

西北

西南

西北

东北

华北

南方

西南

西北

１４４３ １４５８ ９８０ ９１３

０５３ ２０４ －２６８ －２１７

－７１８ －４６４ －９３３ －７９７

６８５ ６５４ ３７４ ２４７
－２６３ －１１８ －６０２ －５２７
３６１ ６９３ －２９２ ０６３
５０３ ３８８ １５９ －０６７
－６４１ －４９９ －９４７ －９５０
４９０ ４０９ ３７７ ２７４
１５０８ １２４０ １２１４ ８７９
７９８ ４８４ ５９２ ２２２

１３９３ １１４１ １１１４ ７９３

－４９５ －２６３ －５４９ －４３９
１２７ ２５２ ００３ ０１４
－５８９ －４４７ －１３５ －０１２
－１２０４ －１０８９ －６７２ －５９１
－１３４７ －１０８７ －８２４ －５９１
－２６１ －１０７ ０１２ ０６３
－１３７４ －１２１６ －１００２ －８２３

－２８９ －２９５ ３４４ ２２８

０１８ －２８８ ３１２ －０１３

－７７４ －６１０ －４０３ －３０７

－２９５ －３８９ １３２ －０３４

８３０ ６２４
７４９ ８０１
１７７９ １５７２
０５９ ２０３
８３０ ６２４
０５５ ３７９
－０６８ ０５６
－１７９ －１９２
－７１５ －３８８
－０８８ －０７４
１４４ ３５１
－１８１ －２２５
１０９７ ７６４
０１２ －０７８
４４２ ７５０
７８５ １１９１
－３９４ ４１５
－０９８ －０８０
９７６ ７６７
４０４ １５６
８８３ ６８８
６２２ ０２５
－６５２ －４５４
－１４１ －０３１
－３３０ －３２４
－８０９ －８４６
－９５９ －８４９
１３２ ２７６
－９２４ －８２２
２３６ －００７
０９４ ２４１
６９０ ３１３
－６６３ －３１０
－３４３ －５６３
－５２４ －６２３
－１２９５ －１０７
－４０７ －４６０
－０３４ －３７１
－２６２ －２２６
２１７ ３１４
－６８７ －７０９
－１０３２ －１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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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各二元材积模型检验样本检验结果

Ｔａｂ．７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ｖｏｌｕｍｅｍｏｄｅｌ

分类 类别

全国模型 针／阔模型 区域模型

总相对

误差／％

平均系统

误差／％

总相对

误差／％

平均系统

误差／％

总相对

误差／％

平均系统

误差／％

区域

东北

华北

南方

西南

西北

西藏

针

阔

针

阔

针

阔

针

阔

针

阔

－４１２ －３６７

－３３０ －０９５

－１５６ －２３８

５６３ ４４９

－６０３ －５２０

－６６８ －７４４

１５３ ０９６

－７１２ －６５９

０７１ １３５

－４５７ －６８９

３７５ １３３

２３９ ０５８

１１３１ ８２８

－１０２８ －１１２１

－２７４ －２８８

－００５ －２４６

０９０ ３１５

０１６ ３５１

－００３ －０４７

－０２３ －１９６

－００７ －１０１

树种

冷杉

云杉

落叶松

红松

樟子松

柏类

杉木

马尾松

黄山松

云南松

思茅松

高山松

油松

华山松

柞树

白桦

黑桦

刺槐

桉树

山杨

桦木

栎类

阔叶树

东北

西南

西北

西藏

东北

华北

西南

西北

西藏

东北

华北

西北

东北

东北

华北

南方

南方

南方

西南

西南

西南

西藏

西南

西南

东北

东北

东北

华北

南方

东北

华北

西北

华北

西南

西北

西南

西北

东北

华北

南方

西南

西北

１３７３ １３８６ ８７９ ７９１

－２３１ －０３８ －５６７ －４９５

－７１６ －４５３ －９８５ －８７２

６８３ ６５３ ３７１ ２１４
－２６０ －０８４ －５９９ －５１２
４２０ ７８８ －２３８ ０４０
４９９ ３７３ １５４ －１２０
－６３６ －４８２ －９４３ －９８８
４８７ ４００ ３７５ ２４６
１４９９ １１９ １２０３ ８１７
７８７ ４２６ ５８０ １５４

１３８５ １０９５ １１０３ ７３４

－４８８ －２１８ －５４６ －４１９
１３１ ２７６ ００３ ０１６
－５８４ －４２２ －１２９ －０２４
－１１９９ －１０７８ －６６６ －６０９
－１３３７ －１０６ －８１２ －５９１
－２５２ －０５６ ０２０ ０８１
－１３７２ －１１４９ －９９８ －７７３

－２４５ －２９６ －２４５ －３１０

－３６５ －５４９ －０８５ －２７４

－８２４ －６３７ －５１１ －４０８

－４０６ －５１０ －０３２ －２５０

８２９ ５５１
７５１ ８０８
１７５７ １４９７
０６４ ２３２
８２９ ５５１
１２２ ３９５
－０６４ ０７８
－１７２ －１９２
－７０５ －３２１
－０７９ －１４０
１５２ ２８４
－１７８ －２４２
１０８９ ６８４
０１１ －０９９
５２４ ９２６
７８６ １３７６
－３８３ ７４３
－１０６ －００９
９６９ ７２９
３９６ １１０
８７７ ６５２
６０２ －０８２
－６４６ －４１５
－１３７ －０１０
－３２６ －３６９
－８０６ －８９２
－９５０ －８７９
１５７ ３２９
－９３０ －６８９
２３５ －１１７
１２０ ２５４
６５９ ２２４
－５８７ －２４４
－３５１ －６０４
－５２７ －６４２
－１２８８ －１０２６
－４１１ －４７５
－０３９ －４７６
－２２９ －２３３
２１５ ３６７
－６８８ －７１４
－１０２６ －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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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六大区域估计时，总相对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６０３％ ～５６３％，平均系统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５２０％ ～４４９％；用于 ２３个树种估计时，总相对
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１３７２％ ～１４９９％，平均系统
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１１４９％ ～１３８６％。将针／阔
模型用于六大区域估计时，针叶模型总相对误差的

变化范围是 －１０２８％ ～２３９％，平均系统误差的变
化范围是 －１１２１％ ～０５８％，阔叶模型总相对误差
的变化范围是 －２７４％ ～１１３１％，平均系统误差的
变化范围是 －２８８％ ～８２８％；用于２３个树种估计
时，针叶模型总相对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９８５％ ～
１２０３％，平均系统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９５０％ ～
９１３％，阔 叶 模 型 总 相 对 误 差 的 变 化 范 围 是
－９９８％ ～０２０％，平均系统误差的变化范围是
－７７３％ ～０８１％。区域模型用于其所在区域估计
时，其总相对误差和平均系统误差都基本控制在

±３％范围内，个别超出范围的也都比较接近 ３％，
将区域模型用于２３个树种估计时，总相对误差的变
化范围为 －１３７４％ ～１５０８％，平均系统误差的变
化范围是 －１２１６％ ～１４５８％。从表 ６和表 ７共同
看出，按区域进行验证时，全国模型和针阔模型的指

标大部分都在 ±５％以内，个别地区的平均系统误差
和总相对误差超出了 ±５％，区域模型的平均系统误
差和总相对误差基本都控制在 ±３％以内，总体验证
效果良好；按树种进行验证时，大部分模型的平均系

统误差、总相对误差值在 ±５％的范围内，超出部分
也都控制在 ±１５％的范围。总体来看，建模所取样
本范围越小精度越高，即区域模型的精度优于针阔

模型和全国模型，检验结果比较满意。通过检验样

本对所得的推导形数进行独立性检验，从表 ８的检
验结果可以看出，各推导形数模型的总相对误差基

本都位于 ±３％范围内，平均系统误差基本都控制在
±１５％范围内，检验结果良好。

３　结束语

基于我国二元立木材积模型、各省市一元材积

表得到的２０８２组样本数据构建了 １个全国通用二
元材积模型、２个全国针／阔叶通用二元材积模型、
　　　

表 ８　各推导形数模型的检验结果

Ｔａｂ．８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ｏｒｍｆａｃｔｏｒｍｏｄｅｌ　％

模型类型 总相对误差 平均系统误差

东北地区总体 １９５ １０８２

东北地区针叶 ２１５ １１６３

东北地区阔叶 １７５ ９８２

华北地区总体 ２９６ １３７６

华北地区针叶 ３２１ １２０８

华北地区阔叶 ２１１ １０５９

南方地区总体 １１４ ８４０

南方地区针叶 １３６ ９３１

南方地区阔叶 １０８ ７６５

西南地区总体 ２００ ９０８

西南地区针叶 ２２７ １０１８

西南地区阔叶 １７１ ７２４

西北地区总体 ２５０ １２１１

西北地区针叶 ３１５ １５９１

西北地区阔叶 １６２ １０７２

西藏地区总体 ２１９ １３４７

６个全国分区域通用二元材积模型以及全国六大区
域总体／针叶／阔叶 １６个通用推导形数模型。对二
元材积模型进行自检和独立性检验，结果表明，随着

模型地域范围的缩小，模型的拟合系数 Ｒ２逐渐增
大，按区域验证，各模型的总相对误差及平均系统误

差基本都不超过 ±３％，对各材积模型划分树种检
验，大部分模型的平均系统误差、总相对误差值在

±５％范围内，超出部分也都控制在 ±１５％范围内。
根据推导形数模型的适用性验证结果，除了华北地

区总体和西北地区针叶模型的总相对误差指标分别

为７３０％、４３０％，其余各模型的总相对误差基本
都在 ±３％范围内或是接近于 ３％，平均系统误差指
标大部分都在 １０％以内，但均未超出 １５％，模型总
体验证效果良好。从通用二元材积／推导形数模型
的验证结果可以看出，将现有规模庞大的一／二元立
木材积模型库整合出的通用树种三类９个材积模型
和１６个推导形数模型，在特定精度情况下，可以取
代现有分地域分树种的一／二元立木材积模型进行
材积估算。该方法因避免了树种识别及查表，对于

木材商粗算木材价值、无人机蓄积量估算和大范围

地区林分参数遥感反演等精度要求不高的用途，该

方法更加简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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