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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以下简称连清）是国家掌握森林资源消长动态变化情况的一种有效方式，准确复位固定样地

才能实现连清数据的连续可比、动态评价功能。在对比 RTK 技术与传统复位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连清样地的特点，探析 RTK

复位的优势。

Abstract: Continuous forest inventory is an effective manner to mastering dynamic changes of forest resources in China, resetting 
permanent plot accurately could be realized the function of continuous comparable and dynamic evaluation for continuous forest 

inventory. Based on comparing RTK technology with traditional parking position method an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ous forest inventory plot,the paper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of RTK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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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以宏观掌握森林资源现状及其动态变

化，客观反映森林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功能为目的，设置

固定样地为主进行定期（五年）复查的森林资源调查方法。

在复位固定样的过程中，引用工程测量中的 RTK 技术代替

以森林罗盘和皮尺为主的传统复位方法，浅析其复位精度、

速度方面的优势。

2 RTK 概述
RTK（Real-time kinematic）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是实时

处理两个测量站载波相位观测量的差分方法，将基准站采集

的载波相位发给用户接收机，进行求差解算坐标 [1-3]。只要

能保持四颗以上卫星相位观测值的跟踪，RTK 就能在野外

实时测得厘米级精度数据，它为森林资源调查带来了思路创

新和技术变革。

3 传统复位与 RTK 复位

固定样地是以样点为西南角点的一亩方形样地，是实现

森林资源清查信息连续可比、动态评价的重要基础。复位固

定样地，才能保证森林资源清查数据的连续性和准确性，从

而科学反映森林资源的消长和变化情况，实现森林资源的动

态监测 [4-6]。

3.1 角点与周界复位

为使周界复位后与上期周界尽量吻合，确保不会因为周

界位移而出现漏测木和多测木，角点的精确复位尤为重要。

传统角点与周界复位法是：找到上期设置的定位物，根据上

期记录卡片上定位物的方位角和水平距离，利用森林罗盘

仪、测绳、花杆等常规仪器进行反测，确定样地的西南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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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采用闭合导线法，用罗盘仪和皮尺，按 0°、90°、

180°、270°坐标方位角和 25.82m 的水平距，依次复位西

北角、东北角、东南角。当坡度≥ 5°时，样地边长应当根

据坡度改算；当遇到陡坡，不能满足 25.82m 的通视距离时，

则需在可视范围内设置罗盘转站点 [7]。

RTK 技术的应用，极大简化了角点与周界复位工作量。

当上期角点坐标是 RTK 测得的 CGC2000 坐标，可直接根据

坐标值进行点放样，从而复位四个角点，顺时针依次连接四

个角点形成的正方形即为周界。若上期未使用 RTK 测量角

点坐标，本期只需在找到西南角桩后，用 RTK 测得西南角

实际坐标（x，y），再通过坐标计算得到西北角理论坐标

（x+25.82，y）、东北角理论坐标（x+25.82，y+25.82）、

东南角理论坐标（x，y+25.82）。将理论坐标放样后，通过

附近角点定位物复位角点。并用 RTK 测量角点的实际坐标，

以便下期直接利用坐标放样出角点位置。RTK 测量的角点

坐标通过手薄中的坐标反算功能，可以计算出角点之间的空

间距离和平面距离，从而得出复位后的周界长度。

3.2 样木复位与定位

样木复位与定位的目的是使固定样木保持稳定性和连续

性。当样地内出现进界木或漏测木时，常规样木定位是用罗

盘仪和皮尺，实测样地角点到样木的水平距离和坐标方位

角。当样地内出现找不到标识牌的保留木时，样木的复位参

照定位方法找到与上期数据相一致的样木号。

RTK精确定位功能可以准确测定样地内各样木的位置，

能够准确反映每株样木与样地四个角点、临近边界的空间

位置关系，也能准确反映样木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 [8-9]。只

需将 RTK 放置树根处，短短几秒的时间即可测定一棵树的

位置。

4 RTK 在连清样地中的实际应用

4.1 角点复位

由于连清样地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设置的，受限于当

时仪器设备的精准度，以样点为西南角点的样地四边与理论

边界存在偏移，为了保证连清数据的连续性和准确性，即使

样地实际设置成菱形，在复位时也要保持与上期一致，俗称

“将错就错”。经测试，当连清样地前期没有 CGC2000 坐

标且设置成菱形时，简单的西南角点坐标值加 25.82m，角

点放样位置与实际位置距离过大。利用消除坐标系统误差法

[10]，可极大程度缩小放样位置与实际位置的距离。

目前连清样地已有矢量数据库，在 Arcgis 软件中将图层

定义为样地所在位置的 CGC2000 坐标系 3 度带投影，加载

样地矢量后求算（X 西南，Y 西南）、（X 西北，Y 西北）等四个

角点的矢量坐标。当复位西南角点后，用 RTK 测得西南角

点的真实坐标（X’西南，Y’西南），系统误差△ X=X’西南 -X西南、 

△ Y=Y’ 西南 -Y 西南。西北角点的理论真实坐标即为（X 西北 + 

△ X，Y 西北 + △ Y），东北角和东南角的理论真实坐标同理

可得。经实地验证，计算得到的理论真实坐标与角点实际坐

标距离不超过 1.5m。

4.2 样木复位

RTK可以准确测定样木是否处于复位后样地的周界内，

精度达到厘米级，但因前期一直是用罗盘、皮尺复位的周界，

处于界线附近的样木很大概率会因传统复位方法的精度影

响，本处于周界内（外）的样木前期判定处于界外（内）。

这类情况不能因 RTK 的精度高就按照实际情况判定样木的

位置，这样会因与前期数据不同而破坏连清数据连续可比的

性质，造成数据突变。对于保留木以前期判定为准，对于进

界木以 RTK 实际复位周界为准。

5 结语

RTK技术定位精度高，测量便捷、操作简单，且不受坡度、

通视等条件影响，既能缩短外业时间，又能提高准确性和测

量精度，运用得当，非常适用于固定样地复位与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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