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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森林是“地球之肺”，大自然的卫士，在应对气候变化，涵养水

源、保育土壤、改善空气质量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同时，森林的主要产品木材是当今世界四大材料之一，且是唯一

可再生的、又可以多次使用和循环使用的生物资源，在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了“着力提高森林质量”“实施森林质量

精准提升工程”的重要指示。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

意见，明确要求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省委袁家军书记对森林

覆盖率和森林质量提升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2021年 5 月，经省

政府同意，省林业局印发《浙江省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方案

（2021—2025年）》，全面启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作。着力加强工

程规划设计，明确工程以县级五年实施方案编制为基础，统筹生态保

护修复，全面实行“落地上图”规划，省、市、县协调推进方案编制

与审查。积极争取、统筹国家国土绿化试点示范、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性综合保护修复、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项目，持续开展高质量

国土绿化和森林质量提升示范项目建设，系统化推进森林质量提升和

美丽生态廊道建设。根据省林业局印发《浙江省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

提升工程方案（2021—2025年）》通知有关规定，按照宜封则封、宜

抚则抚、宜补则补、宜改则改的原则，对沿线重要生态保护区位开展

生态修复提升，全面落实生物防控、森林防火措施。加强廊道内松材

线虫病主动除治，开展美丽林相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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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1 项目名称

平阳县 2024年南雁镇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美丽林相

改造）

1.2 项目建设单位

平阳县南雁镇人民政府

1.3 项目主管部门

平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4 项目建设指导思想

浙江省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中美丽林相建设的指导思

想是“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近自然经营、多功能兼顾 ”，旨在通

过林相改造和提升，优化森林结构，提高森林质量，增强森林生态功

能，在重要生态区位通过补植、抚育、封育、更新等营林技术措施，

营建以景观功能为主的风景林或兼有景观功能的多功能林的经营活

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5 项目建设背景

温州市平阳县作为浙江省的一个重要城市，拥有丰富的森林资

源。然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森林资源面临着一系

列的问题，如林分结构不合理、森林质量不高、生态功能弱化等。

近年来，平阳县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响应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的理念，致力于推动绿色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美丽

林相建设成为温州市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美丽林相建设不仅可以提高森林质量，增加森林碳汇，还能美化

林相，提升森林的观赏价值，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环境。

这对于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另外，美丽林相建设还

能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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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

综上所述，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中

美丽林相建设的背景是基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求，以及对地方

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的综合考虑。通过美丽林相建设，平阳县旨在实

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1.6设计目的

美丽林相改造通过割灌除草、补植、抚育间伐等综合抚育措施，

调整林分结构和丰富林分林相季相，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

样性。通过林相改造，形成多林种、多树种、多色彩、多层次的林相

结构，实现四季有花、四季有景的目标。改造过熟林、病枯木等，补

植花色树种、观景树种和观赏灌木，提升森林的景观效果。

1.7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美丽林相改造总面积 919.57亩，项目区位于南雁镇河道两侧山

林地区，主要涉及 5个村庄，分别为蒲岭村、东门社区、前山村、五

十丈村、迢岩村等村，根据实际位置划分 6个作业区，采取补植、割

灌除草、抚育间伐等综合抚育技术措施对项目区进行改造，补植的主

要树种为木荷、枫香、无患子，株数共计 19345株。大苗无患子对道

路两侧和节点位置进行点缀。

1.8 建设期限及进度

为合理安排森林抚育作业的施工，提高抚育的质量目的，科学安

排时间显得非常重要。

割灌除草、补植、抚育间伐作业于 2024年 11月 30日前完成，

补植苗木抚育于 2025年 4月 30日前完成。确保如期、保质、保量完

成森林抚育工作任务。

1.9 投资规模

该项目验收费为 13794 元，监理费为 8982 元，设计费为 11954

元，建安费为 598804 元。总投资共计 6335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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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依据和原则

2.1 设计依据

2.1.1规范与标准

（1）《造林技术规程》（GB/T15776-2016）；

（2）《森林抚育规程》（GB/T15781-2015）；

（3）《营造林总体设计规程》（GB/15782-2009）；

（4）《森林采伐作业规程》（LY/T 1646-2005）

（5）《造林作业设计规程》（LY/T1607-2023）；

（6）《浙江省营造林建设工程造价编制规范》（2019版）；

（7）《浙江省营造林工程预算定额》（2019版试行版）

（8）《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等级》（DB33/T177-2014）；

（9）《浙江省公益林建设规范》（DB33T379.3-2014）；

（10）《松材线虫病疫木清理技术规范》（LY/T1865-2009）；

（11）《浙江省松材线虫病山场除治技术规范（试行）》。

2.1.2文件与规划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

办发明电〔2020〕24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

19号）；

（3）浙江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浙江省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工程方案（ 2021—2025 年）》 的通知（浙林绿〔2021〕30号）；

（4）浙江省林业局关于印发《浙江省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工程县级五年实施方案编制提纲》及相关技术指导意见的通知（浙林

绿〔2021〕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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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计原则

（1）生态优先，保护为主的原则：在进行美丽林相改造时，首

要考虑的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改造活动应基于生态系统的自然

演替规律，尊重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

（2）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制定科学的改造规划和合理

的布局方案，确保改造活动符合自然规律和生态需求。规划应综合考

虑森林资源的现状、生态功能需求、景观美学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因素。

（3）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地

形等自然条件，选择适宜的本土树种和植被类型进行改造。适地适树

的原则有助于提升改造后的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适应性。

（4）注重景观效果，提升美学价值：美丽林相改造不仅要关注

生态功能，还要注重景观效果和美学价值。通过合理的植被配置和景

观设计，打造具有观赏性和吸引力的森林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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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区域概况

南雁，因山得名，因景闻名。位于温州南部、平阳西南部的南雁

镇，是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南雁荡山的旅游中心镇，东邻水头镇，南

连闹村乡和青街畲族乡，西接顺溪镇，北与山门镇隔溪相望，2023

年末全镇总面积 43.51平方公里，共有耕地面积 9339亩，总人口 2.8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 800余人，下设南雁、雁荡、矾岩三个社区，辖

16个行政村（社）。

五代时期，高僧愿齐在明王峰结芦，见秋科时节大雁栖息，故而

得名南雁荡山。而南雁荡山的两大核心：东西洞景区和碧海天城景区

就在南雁镇境内。前者以秀溪、幽洞、奇峰、景岩、银瀑、石堑等自

然风光六胜而闻名遐迩，后者峰崖矗立，环抱如城，山上巨石如百犬

嬉戏，又有“石犬城”之称。“不游雁荡是虚生”，学者朱熹、王十朋

都曾游历于此，被南雁荡山的奇山秀水所深深折服。

南雁镇项目区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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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林相改造作业设计

4.1 外业调查

设计调查依据“森林资源一张图数据库”为基础，利用 1：10000

比例尺地形图为作业图纸，采取无人机正摄航拍与实地勘察、结合小

班的立地条件、地形地貌、交通、劳力等现有资源进行外业标准地调

查，并按“林相改造设计表”格式逐项登记，确定符合条件的地块。

标准地主要调查因子包括环境因子（地形、立地、土壤、植被等），

林分因子（权属、林种、起源、郁闭度、平均年龄、平均胸径、平均

树高、株数、蓄积量、树种组成、灾害情况等）。各林木树高、平均

树高采用实测或利用树高生长方程计算。按调查结果填写小班调查表

内容，并分别对保留木和采伐木进行每木检尺，填写每木检尺记录。

最后在每个标准地内，分别按不同径阶选取标准木测量平均树高并记

录，根据林分因子相似、作业方式相同的相邻小班合并成新的小班。

以地形地貌界线为区划的主要条件，划分为 6个作业区。

图 4-1 现场调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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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作业区概况

经调查，6个作业区涉及南雁镇 15个小班，作业面积 919.57亩，

补植苗木 19345株。本次林相改造方式为综合抚育（抚育措施为割灌

除草、补植）。

改造方式为割灌除草＋补植的作业区共有 4个，涉及蒲岭村、东

门社区、五十丈村等 3村，合计面积为 635.56亩。

改造方式为割灌除草＋补植+抚育间伐（卫生伐）的作业区共有

2个，涉及前山村、迢岩村等 2村，合计面积为 284.01亩。

作业区面积一览表

单位：亩

序号 乡镇 村 面积

1 南雁镇 蒲岭村 424.79

2 南雁镇 东门社区 52.11

3 南雁镇 前山村 190.84

4 南雁镇 五十丈村 158.66

5 南雁镇 迢岩村 93.17

合计 919.57

项目技术指标一览表

单位：亩、%、株

村

作

业

区

涉及小班 面积

郁

闭

度

优势

树种
建设措施类型 补植树种

补植

株数

蒲岭村 1 00272,00284 369.01 0.7
针阔混

交林
割灌除草＋补植 木荷,枫香 7380

蒲岭村 2 00239,00262 55.78 0.5
其它硬

阔类
割灌除草＋补植 木荷,枫香,无患子 1116

东门社

区
3 00305,00276 52.11 0.7 其它硬

阔类
割灌除草＋补植 木荷,枫香 1042

前山村 4 00036,00006 190.84 0.6 针阔混

交林

割灌除草＋补植

＋间伐
木荷,枫香 4771

五十丈

村
5

00291,00343

00341,00346,00327
158.66 0.6 其它硬

阔类
割灌除草＋补植 木荷,枫香 3173

迢岩村 6 00122,00152 93.17 0.4
针阔混

交林

割灌除草＋补植

＋间伐
木荷,枫香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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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技术措施

4.3.1割灌除草

（1）抚育对象和方式

林中灌草覆盖度较大，灌木杂草高度超过目的树种幼苗幼树并对

其生长造成严重影响时，进行割灌除草、除萌、除蘖。一般情况下，

割除目的树种幼苗幼树周边 1 米左右范围的灌木杂草，同时进行培

埂、扩穴，以促进幼苗幼树的正常生长。

（2）技术措施设计

全人工手割，割除影响目的树种幼树幼苗生长的杂灌杂草和藤本

植物，注意保护珍稀濒危树木，保留有生长潜力的乔木阔叶幼树，避

免全面割灌。作业后林木生长环境充分改善，割灌除草效果明显。

a.强度要求：作业强度指标要求≥50%。

b.留桩高度：要求劈抚后狼衣、芒杆根茎高度小于 10cm，灌木

类劈抚后留桩高度小于 10cm。

4.3.2 补植

（1）抚育对象和方式

郁闭度<0.5或有林中空地的林分采用补植，利用苗木作为种植材

料直接栽植，补植地点位于林窗、林中空地、林隙等地呈小簇团状、

小块状分布。

（2）造林密度

原则上设计木荷、枫香、无患子种植株行距为 2.0m×3.0m，如

遇裸岩或原生树木的林冠内位置等特殊情况时，苗木定植位置可前后

适当移动，做到灵活掌握，不损害林分中原有的幼苗幼树、尽量不破

坏原有的林下植被，减少对土壤的扰动。

（3）挖穴要求

根据作业设计图中的地形图、明显地标物进行放线，确定种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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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规避土层特别瘠薄、裸岩、或已有植株等区域，合理调整种植穴位

置。木荷、枫香：种植穴规格 40cm×40cm×30cm；无患子：种植穴

规格 50cm×50cm×40cm。

（4）苗木定植

严禁表层草根土回穴，应将新土打细回穴。做到苗木适度深栽，

填土夯实，根系舒展，苗木扶正不斜。苗木栽植时剥去厚质容器杯，

做到适度深栽、填土夯实，覆土时表土先回穴，苗木定植后回穴土要

成土墩形。

（5）苗木抚育

在管护期内对补植苗木进行块状松土除草（以栽植苗木为中心，

半径 0.5m，深度 5-10cm）抚育等行为。

4.3.3抚育间伐

（1）抚育对象和方式

采用抚育间伐（卫生伐）的方式对小班内枯死木、濒死木和林业

有害生物危害的疫木，其群状分布特征明显的区域实行群状择伐:群

状分布特征不明显且呈零散分布的区域实行单株择伐。

（2）技术措施设计

a.采伐对象：成林层以马尾松为主要采伐树种，阔叶树为次要采

伐树种，砍伐清理抚育林分中的枯立木、倾倒木，以及平均胸径及以

下的被压木、濒死木等劣质木；伐除过密林团中的下层针叶劣质木或

同一丛中长势弱的萌芽条等;注意保留有生态价值的林木（生态目标

树），如能为鸟类或其他动物提供栖息场所的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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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枯立木、劣质木、“生态目标树”

b.质量要求：间伐木伐桩高度离地面不得＞10cm；作业后保持林

相整齐，林木分布均匀，不造成林窗、林中空地等。

c.采伐剩余物处理：疫木伐后要及时清理剩余物产生的枝丫残留

物，沿路周边 30米范围内考虑到防火要求需将剩余物往山上 30米以

上堆放或集中堆放，不得平铺。

图 4-3采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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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造林树种选择

4.4.1 树种选择原则

依据《中国主要栽培珍贵树种参考名录（2017年版》、《2008-2020

年浙江省珍贵树种资源发展纲要》，遵循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

优先选择符合作业区立地条件且效益好的乡土树种和珍贵树种，同时

兼顾选择生态、景观效益并结合业主意愿与当地育苗情况进行综合分

析。

4.4.2 树种选择结果

根据上述原则，设计推荐建设苗木采用二年生无纺布容器苗的木

荷、枫香，苗木和多年生地栽苗无患子。

木荷：山茶科，属大乔木，嫩枝通常无毛。喜光，幼年稍耐庇荫。

是绿化、用材树种，是较好的耐火、抗火、难燃树种。树干通直，材

质坚韧，结构细致，耐久用，易加工。对土壤适应性较强且在肥厚、

湿润、疏松的沙壤土生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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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香：落叶乔木，高达 30 米，胸径最大可达 1 米，树皮灰褐

色。喜温暖湿润气候，性喜光，耐干旱瘠薄。喜温暖湿润气候，性喜

光，幼树稍耐阴，耐干旱瘠薄土壤，不耐水涝。在湿润肥沃而深厚的

红黄壤土上生长良好。深根性，主根粗长，抗风力强，不耐移植及修

剪。

无患子：无患子树树体高大，枝叶稠密，冠大荫浓，是绿化的优

良观叶、观果树种。其树喜光、喜温暖湿润、耐寒耐旱，对土壤要求

不严，在微酸性、中性土上均能生长。



17

4.4.3苗木规格

为提高造林成活率，造林苗木选用 2 年生容器苗和多年生地载

苗，优先选用当地优良种源培育的良种壮苗造林，要求苗木树干通直、

充分木质化、色泽正常、无损伤。

苗木规格（详见下）：

序号
苗木

名称

苗木

年份
苗木容器

质量指标 数量

（株）

单价

（元）

金额

（元）地径 苗高

合计 19345 157448

1 木荷 二年生 无纺布育苗袋 ≥0.7cm ≥70cm 9562 8 76496

2 枫香 二年生 无纺布育苗袋 ≥0.7cm ≥70cm 9559 8 76472

3 无患子 多年生 地载苗 ≥4cm 224 20 4480

4.4.4苗木管理

本次造林苗木按照种源地、培育地就近的原则，建议优先选用温

州本地培育的苗木。苗木送达后由县林业部门进行检疫（复检）、产

地、数量与质量登记，对有检疫对象的不合格苗木一律就地销毁；对

规格不符的不合格苗木，由施工方、监理方、建设方等三方协商另行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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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投资概算

5.1概算依据

（1）苗木、材料等价格按 2024年的当地市场平均价计算；

（2）林业生产劳动定额根据《浙江省营造林工程预算定额（2019

版）》。

5.2概算范围

包括苗木、劳务 2大类。种苗费用按需苗量、苗木市场价、运输

费用测算；劳务包括：采伐林木、清理伐倒木、林地清理、栽植、抚

育、管护、补植。

5.3投资概算

5.3.1投资概算

经估算，该项目验收费为 13794元，监理费为 8982元，设计费

为 11954元，建安费为 598804 元。总投资共计 633534元。

5.3.2资金管理

美丽林相改造建设是一项社会公益性综合生态项目,项目实施不

仅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还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为了切实加强资金

的管理,对项目资金要做到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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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相改造作业设计汇总表
单位：亩、公里、平方米、立方米、工、元

南雁镇

作业面积

采伐蓄

积
出材量 用工量

投资概算

合计 透光伐 疏伐 生长伐 卫生伐 补植
人工促进

天然更新

割灌

除草

综合

抚育
小计

国家补贴资

金
地方配套资金

合计 919.57 919.57 42.9 25.74 2092 598804 598804

蒲岭村 424.79 424.79 936 268087 268087

东门社区 52.11 52.11 110 31584 31584

前山村 190.84 190.84 40.1 24.06 511 145920 145920

五十丈村 158.66 158.66 335 96175 96175

迢岩村 93.17 93.17 2.8 1.68 200 57038 57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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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相改造作业设计一览表
单位：亩、厘米、立方米

乡镇 村

作

业

区

小班

面积
抚育方式 林种

郁闭度 平均胸径 林木株数 间伐强度 补植 施肥

用工

量

投资概

算
作

业

前

作

业

后

作

业

前

作

业

后

作业

前

作业

后

株

数

蓄

积
树种 比例

亩株

数

种

类

数

量

合计 919.57
1352

6

1257

6
2092 598804

南雁

镇
蒲岭村 1 369.01

割灌除草＋补

植

水土保持

林
0.7 0.7 14.6 14.6

木荷,枫

香
1:1 20 813 230474

南雁

镇
蒲岭村 2 55.78

割灌除草＋补

植

一般用材

林
0.5 0.5 11.1 11.1

木荷,枫

香

无患子

2:2:

1
20 123 37613

南雁

镇

东门社

区
3 52.11

割灌除草＋补

植

一般用材

林
0.7 0.7 14.8 14.8

木荷,枫

香
1:1 20 110 31584

南雁

镇
前山村 4 190.84

割灌除草＋补

植

＋间伐

水源涵养

林
0.6 0.6 14.2 14.4 8588 7824 8.9 5.1

木荷,枫

香
1:1 25 511 145920

南雁

镇

五十丈

村
5 158.66

割灌除草＋补

植

一般用材

林
0.6 0.6 14.9 14.9

木荷,枫

香
1:1 20 335 96175

南雁

镇
迢岩村 6 93.17

割灌除草＋补

植＋间伐

水源涵养

林
0.4 0.4 8.1 8.1 4938 4752 3.8 2.9

木荷,枫

香
1:2 20 200 57038

备注：抚育方式分为卫生伐、定株抚育、割灌除草、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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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相改造设计表

调查人员 苏阳、苏霞、张威、张琪 调查日期 2024年 4月

一、作业小班基本情况调查

位置 蒲岭村 二类小班号 00272,00284

作业区编号 1 地理坐标 X 120.27500969 地理坐标 Y 27.6102509961

林种 水土保持林 林分起源 天然 林地权属 集体

优势树种 针阔混交林 土壤类型 红壤 土层厚度 薄

海拔 111m 坡度 陡 坡向 东北

作业小班与林区四级公路相对高差 ＜200m 作业小班与林区四级公路相对距离 ＜400m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 幼苗、幼树更新频度：11株/亩，平均年龄：6年，生长情况：一般。

地貌类型 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丘陵⑥岗地⑦阶地⑧河漫滩⑨平原⑩其他

林下植被调查 植被名称 总盖度（％） 高度（m） 分布状况

主要植被种类 狼衣 60 0.6 均匀

珍稀物种 未发现

抚育方式 割灌除草＋补植

二、作业小班抚育设计

（一）林分前后状况 （二）设计措施与指标

林分植被因子等 作业前 作业后 设计内容 相应措施与指标

林龄（年） 37 37 作业面积（亩） 369.01

郁闭度 0.7 0.7 培育目的树种 阔

树种组成 6阔,4松 6阔 4松 采伐株数（株数/亩） 0

平均胸径（cm） 14.6 14.6 采伐蓄积（立方米/亩） 0

平均树高（m） 10.8 10.8 株数强度（%） 0

株数/亩 65 65 蓄积强度（%） 0

蓄积/亩 6.22 6.22 补植树种 木荷,枫香

灌草总盖度（％） 60 30 补植株数（株数/亩） 20

林木生长状况 一般 生长环境改善 补植树种比例 1:1

目标树亩株数 苗木数量 7380

辅助树亩株数 割灌除草强度（%） 50

采伐对象

技术标准：1、割灌除草：割除影响目的树种生长的杂灌杂草、藤本、结合开展除萌除孽间苗定株等措施。方式：全人工手

割。留桩高度：杂草类劈扶后根茎高度小于 10cm,灌木类劈扶后留桩高度小于 10cm。2、补植造林：在作业小班内对空窗

地块、林下树木简单区域进行补植。



22

1小班标准地每木调查表

一、标准地设置情况

调查人员 苏阳、苏霞、张威、张琪 调查日期 2024年 4月

位置 蒲岭村 二类小班号 00272,00284

标准地编号 1 标准地面积（亩） 1

二、标准地每木胸径调查记载

树

种
松 杉 阔

保留木 采伐木 保留木 采伐木 保留木 采伐木

径

阶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6 1 0.0077 1 0.0075

8 2 0.0353 1 0.0172

10 2 0.0674 5 0.1641

12 2 0.1147 9 0.5028

14 8 0.6724 10 0.8190

16 4 0.4705 5 0.5730

18 3 0.5061 5 0.7736

20 2 0.4411 4 0.7640

22 1 0.2817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合

计

25 2.60 40 3.62

平均胸径 14.6 平均树高 10.8 每亩蓄积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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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相改造设计表

调查人员 苏阳、苏霞、张威、张琪 调查日期 2024年 4月

一、作业小班基本情况调查

位置 蒲岭村 二类小班号 00239,00262

作业区编号 2 地理坐标 X 120.270324473 地理坐标 Y 27.6139106114

林种 一般用材林 林分起源 人工 林地权属 集体

优势树种 其它硬阔类 土壤类型 红壤 土层厚度 中

海拔 49m 坡度 斜 坡向 北

作业小班与林区四级公路相对高差 ＜100m 作业小班与林区四级公路相对距离 ＜100m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 幼苗、幼树更新频度：11株/亩，平均年龄：6年，生长情况：一般。

地貌类型 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丘陵⑥岗地⑦阶地⑧河漫滩⑨平原⑩其他

林下植被调查 植被名称 总盖度（％） 高度（m） 分布状况

主要植被种类 草丛 50 0.5 均匀

珍稀物种 未发现

抚育方式 割灌除草＋补植

二、作业小班抚育设计

（一）林分前后状况 （二）设计措施与指标

林分植被因子等 作业前 作业后 设计内容 相应措施与指标

林龄（年） 10 10 作业面积（亩） 55.78

郁闭度 0.5 0.5 培育目的树种 阔

树种组成 7阔,2松,1杉 7阔 2松 采伐株数（株数/亩） 0

平均胸径（cm） 11.1 11.1 采伐蓄积（立方米/亩） 0

平均树高（m） 8.4 8.4 株数强度（%） 0

株数/亩 45 45 蓄积强度（%） 0

蓄积/亩 2.15 2.15 补植树种 木荷,枫香,无患子

灌草总盖度（％） 50 25 补植株数（株数/亩） 20

林木生长状况 一般 生长环境改善 补植树种比例 2:2:1

目标树亩株数 苗木数量 1116

辅助树亩株数 割灌除草强度（%） 50

采伐对象

技术标准：1、割灌除草：割除影响目的树种生长的杂灌杂草、藤本、结合开展除萌除孽间苗定株等措施。方式：全人工手

割。留桩高度：杂草类劈扶后根茎高度小于 10cm,灌木类劈扶后留桩高度小于 10cm。2、补植造林：在作业小班内对空窗

地块、林下树木简单区域进行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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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班标准地每木调查表

一、标准地设置情况

调查人员 苏阳、苏霞、张威、张琪 调查日期 2024年 4月

位置 蒲岭村 二类小班号 00239,00262

标准地编号 2 标准地面积（亩） 1

二、标准地每木胸径调查记载

树

种
松 杉 阔

保留木 采伐木 保留木 采伐木 保留木 采伐木

径

阶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6 1 0.0077 4 0.0301

8 1 0.0176 2 0.0380 6 0.1031

10 3 0.1011 2 0.0726 6 0.1970

12 2 0.1147 2 0.1235 7 0.3911

14 2 0.1681 3 0.2457

16 2 0.2292

18 2 0.3094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合

计

9 0.41 6 0.23 30 1.51

平均胸径 11.1 平均树高 8.4 每亩蓄积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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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相改造设计表

调查人员 苏阳、苏霞、张威、张琪 调查日期 2024年 4月

一、作业小班基本情况调查

位置 东门社区 二类小班号 00305,00276

作业区编号 3 地理坐标 X 120.269414051 地理坐标 Y 27.6145302753

林种 一般用材林 林分起源 人工 林地权属 集体

优势树种 其它硬阔类 土壤类型 红壤 土层厚度 薄

海拔 58m 坡度 斜 坡向 东

作业小班与林区四级公路相对高差 ＜200m 作业小班与林区四级公路相对距离 ＜200m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 幼苗、幼树更新频度：11株/亩，平均年龄：6年，生长情况：一般。

地貌类型 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丘陵⑥岗地⑦阶地⑧河漫滩⑨平原⑩其他

林下植被调查 植被名称 总盖度（％） 高度（m） 分布状况

主要植被种类 草丛 40 0.4 均匀

珍稀物种 未发现

抚育方式 割灌除草＋补植

二、作业小班抚育设计

（一）林分前后状况 （二）设计措施与指标

林分植被因子等 作业前 作业后 设计内容 相应措施与指标

林龄（年） 53 53 作业面积（亩） 52.11

郁闭度 0.7 0.7 培育目的树种 阔

树种组成 7阔,2杉,1松 7阔 1松 2杉 采伐株数（株数/亩） 0

平均胸径（cm） 14.8 14.8 采伐蓄积（立方米/亩） 0

平均树高（m） 10.3 10.3 株数强度（%） 0

株数/亩 48 48 蓄积强度（%） 0

蓄积/亩 4.83 4.83 补植树种 木荷,枫香

灌草总盖度（％） 40 20 补植株数（株数/亩） 20

林木生长状况 一般 生长环境改善 补植树种比例 1:1

目标树亩株数 苗木数量 1042

辅助树亩株数 割灌除草强度（%） 50

采伐对象

技术标准：1、割灌除草：割除影响目的树种生长的杂灌杂草、藤本、结合开展除萌除孽间苗定株等措施。方式：全人工手

割。留桩高度：杂草类劈扶后根茎高度小于 10cm,灌木类劈扶后留桩高度小于 10cm。2、补植造林：在作业小班内对空窗

地块、林下树木简单区域进行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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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班标准地每木调查表

一、标准地设置情况

调查人员 苏阳、苏霞、张威、张琪 调查日期 2024年 4月

位置 东门社区 二类小班号 00305,00276

标准地编号 3 标准地面积（亩） 1

二、标准地每木胸径调查记载

树

种
松 杉 阔

保留木 采伐木 保留木 采伐木 保留木 采伐木

径

阶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6 2 0.0166 2 0.0150

8 1 0.0176 5 0.0860

10 1 0.0337 2 0.0657

12 1 0.0529 1 0.0570 5 0.2579

14 2 0.1810 5 0.4095

16 1 0.1255 2 0.2702 4 0.4890

18 1 0.1710 4 0.6189

20 1 0.2205 1 0.2507 5 0.9550

22 1 0.2456

24 1 0.2922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合

计

5 0.45 9 0.95 34 3.43

平均胸径 14.8 平均树高 10.3 每亩蓄积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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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相改造设计表

调查人员 苏阳、苏霞、张威、张琪 调查日期 2024年 4月

一、作业小班基本情况调查

位置 前山村 二类小班号 00036,00006

作业区编号 4 地理坐标 X 120.243407186 地理坐标 Y 27.5893667562

林种 水源涵养林 林分起源 人工 林地权属 集体

优势树种 针阔混交林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中

海拔 121m 坡度 陡 坡向 东

作业小班与林区四级公路相对高差 ＜100m 作业小班与林区四级公路相对距离 ＜100m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 幼苗、幼树更新频度：11株/亩，平均年龄：6年，生长情况：一般。

地貌类型 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丘陵⑥岗地⑦阶地⑧河漫滩⑨平原⑩其他

林下植被调查 植被名称 总盖度（％） 高度（m） 分布状况

主要植被种类 狼衣 50 0.5 均匀

珍稀物种 未发现

抚育方式 割灌除草＋补植＋间伐

二、作业小班抚育设计

（一）林分前后状况 （二）设计措施与指标

林分植被因子等 作业前 作业后 设计内容 相应措施与指标

林龄（年） 51 51 作业面积（亩） 190.84

郁闭度 0.6 0.6 培育目的树种 阔

树种组成 5松,5阔 6阔 4松 采伐株数（株数/亩） 4

平均胸径（cm） 14.2 14.4 采伐蓄积（立方米/亩） 0.21

平均树高（m） 9.9 10 株数强度（%） 8.9

株数/亩 45 41 蓄积强度（%） 5.1

蓄积/亩 4.11 3.9 补植树种 木荷,枫香

灌草总盖度（％） 50 25 补植株数（株数/亩） 25

林木生长状况 一般 生长环境改善 补植树种比例 1:1

目标树亩株数 苗木数量 4771

辅助树亩株数 割灌除草强度（%） 50

采伐对象

马尾松、枯立木、倾倒木，平均胸径及以下的被压

木、濒死木等劣质木伐除过密林团中的下层针叶劣

质木或同一丛中长势弱的萌芽条等

技术标准：1、割灌除草：割除影响目的树种生长的杂灌杂草、藤本、结合开展除萌除孽间苗定株等措施。方式：全人工手

割。留桩高度：杂草类劈扶后根茎高度小于 10cm,灌木类劈扶后留桩高度小于 10cm。2、补植造林：在作业小班内对空窗

地块、林下树木简单区域进行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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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班标准地每木调查表

一、标准地设置情况

调查人员 苏阳、苏霞、张威、张琪 调查日期 2024年 4月

位置 前山村 二类小班号 00036,00006

标准地编号 4 标准地面积（亩） 1

二、标准地每木胸径调查记载

树

种
松 杉 阔

保留木 采伐木 保留木 采伐木 保留木 采伐木

径

阶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6 2 0.0154 3 0.0226

8 1 0.0176 2 0.0353 5 0.0860

10 3 0.1011 2 0.0657

12 4 0.2117 1 0.0529 3 0.1547

14 3 0.2522 2 0.1638

16 4 0.5019 1 0.1255 2 0.2445

18 2 0.3176 2 0.3094

20 2 0.4411 2 0.3820

22 1 0.2817 1 0.2456

24 1 0.2922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合

计

22 2.14 4 0.21 23 1.97

平均胸径 14.2 平均树高 9.9 每亩蓄积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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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相改造设计表

调查人员 苏阳、苏霞、张威、张琪 调查日期 2024年 4月

一、作业小班基本情况调查

位置 五十丈村 二类小班号 00291,00343,00341,00346,00327

作业区编号 5 地理坐标 X 120.233715595 地理坐标 Y 27.5879020614

林种 一般用材林 林分起源 人工 林地权属 集体

优势树种 其它硬阔类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中

海拔 60m 坡度 斜 坡向 东南

作业小班与林区四级公路相对高差 ＜100m 作业小班与林区四级公路相对距离 ＜200m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 幼苗、幼树更新频度：11株/亩，平均年龄：6年，生长情况：一般。

地貌类型 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丘陵⑥岗地⑦阶地⑧河漫滩⑨平原⑩其他

林下植被调查 植被名称 总盖度（％） 高度（m） 分布状况

主要植被种类 狼衣 50 0.5 均匀

珍稀物种 未发现

抚育方式 割灌除草＋补植

二、作业小班抚育设计

（一）林分前后状况 （二）设计措施与指标

林分植被因子等 作业前 作业后 设计内容 相应措施与指标

林龄（年） 52 52 作业面积（亩） 158.66

郁闭度 0.6 0.6 培育目的树种 阔

树种组成 7阔,2松,1杉 7阔 2松 1杉 采伐株数（株数/亩） 0

平均胸径（cm） 14.9 14.9 采伐蓄积（立方米/亩） 0

平均树高（m） 10.4 10.4 株数强度（%） 0

株数/亩 45 45 蓄积强度（%） 0

蓄积/亩 4.53 4.53 补植树种 木荷,枫香

灌草总盖度（％） 50 25 补植株数（株数/亩） 20

林木生长状况 一般 生长环境改善 补植树种比例 1:1

目标树亩株数 苗木数量 3173

辅助树亩株数 割灌除草强度（%） 50

采伐对象

技术标准：1、割灌除草：割除影响目的树种生长的杂灌杂草、藤本、结合开展除萌除孽间苗定株等措施。方式：全人工手

割。留桩高度：杂草类劈扶后根茎高度小于 10cm,灌木类劈扶后留桩高度小于 10cm。2、补植造林：在作业小班内对空窗

地块、林下树木简单区域进行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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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班标准地每木调查表

一、标准地设置情况

调查人员 苏阳、苏霞、张威、张琪 调查日期 2024年 4月

位置 五十丈村 二类小班号
00291,00343,00341,00346,0

0327

标准地编号 5 标准地面积（亩） 1

二、标准地每木胸径调查记载

树

种
松 杉 阔

保留木 采伐木 保留木 采伐木 保留木 采伐木

径

阶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6 1 0.0083 1 0.0075

8 1 0.0176 2 0.0380 4 0.0688

10 1 0.0337 1 0.0363 3 0.0985

12 1 0.0529 1 0.0570 2 0.1031

14 2 0.1681 1 0.0905 4 0.3276

16 1 0.1255 5 0.6112

18 3 0.4764 4 0.6189

20 4 0.7640

22 2 0.4911

24

26 1 0.3430

28

30

32

34

36

38

40

合

计

9 0.87 6 0.23 30 3.43

平均胸径 14.9 平均树高 10.4 每亩蓄积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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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相改造设计表

调查人员 苏阳、苏霞、张威、张琪 调查日期 2024年 4月

一、作业小班基本情况调查

位置 迢岩村 二类小班号 00122,00152

作业区编号 6 地理坐标 X 120.229485297 地理坐标 Y 27.5840816744

林种 水源涵养林 林分起源 人工 林地权属 集体

优势树种 针阔混交林 土壤类型 黄壤 土层厚度 中

海拔 100m 坡度 陡 坡向 东北

作业小班与林区四级公路相对高差 ＜100m 作业小班与林区四级公路相对距离 ＜100m

目的树种天然更新情况 幼苗、幼树更新频度：11株/亩，平均年龄：6年，生长情况：一般。

地貌类型 ①山地阳坡②山地阴坡③山地脊部④山地沟谷⑤丘陵⑥岗地⑦阶地⑧河漫滩⑨平原⑩其他

林下植被调查 植被名称 总盖度（％） 高度（m） 分布状况

主要植被种类 狼衣 40 0.4 均匀

珍稀物种 未发现

抚育方式 割灌除草＋补植＋间伐

二、作业小班抚育设计

（一）林分前后状况 （二）设计措施与指标

林分植被因子等 作业前 作业后 设计内容 相应措施与指标

林龄（年） 27 27 作业面积（亩） 93.17

郁闭度 0.4 0.4 培育目的树种 阔

树种组成 5松,5阔 5阔 5松 采伐株数（株数/亩） 2

平均胸径（cm） 8.1 8.1 采伐蓄积（立方米/亩） 0.03

平均树高（m） 5.8 5.8 株数强度（%） 3.8

株数/亩 53 51 蓄积强度（%） 2.9

蓄积/亩 1.02 0.99 补植树种 木荷,枫香

灌草总盖度（％） 40 20 补植株数（株数/亩） 20

林木生长状况 一般 生长环境改善 补植树种比例 1:2

目标树亩株数 苗木数量 1863

辅助树亩株数 割灌除草强度（%） 50

采伐对象

马尾松、枯立木、倾倒木，平均胸径及以下的被压

木、濒死木等劣质木伐除过密林团中的下层针叶劣

质木或同一丛中长势弱的萌芽条等

技术标准：1、割灌除草：割除影响目的树种生长的杂灌杂草、藤本、结合开展除萌除孽间苗定株等措施。方式：全人工手

割。留桩高度：杂草类劈扶后根茎高度小于 10cm,灌木类劈扶后留桩高度小于 10cm。2、补植造林：在作业小班内对空窗

地块、林下树木简单区域进行补植。3、抚育间伐：间伐木伐桩高度离地面不得＞10cm；作业后保持林相整齐，林木分布均

匀，不造成林窗、林中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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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班标准地每木调查表

一、标准地设置情况

调查人员 苏阳、苏霞、张威、张琪 调查日期 2024年 4月

位置 迢岩村 二类小班号 00122,00152

标准地编号 6 标准地面积（亩） 1

二、标准地每木胸径调查记载

树

种
松 杉 阔

保留木 采伐木 保留木 采伐木 保留木 采伐木

径

阶
株数 蓄积

株

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株数 蓄积

6 8 0.0618 1 0.0077 13 0.0978 8
0.061
8

8 11 0.1941 1 0.0176 7 0.1203 11
0.194
1

10 5 0.1685 5 0.1641 5
0.168
5

12 2 0.1059 2 0.1031 2
0.105
9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合

计

26 0.53 2 0.03 27 0.49

平均胸径 8.1 平均树高 5.8 每亩蓄积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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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抚育项目概算书

项目名称：平阳县 2024年南雁镇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

（美丽林相改造）

概算总价（小写）： 633534 元

（大写）： 陆拾叁万叁仟伍佰叁拾肆元整

编制单位： 浙江世联林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许可证号： 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 乙 11-008

编制时间： 2024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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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1. 项目概况：项目区位于南雁镇蒲岭村、东门社区、前山村、

五十丈村、迢岩村山地，美丽林相改造总面积 919.57亩；建设期限

一年，2024年 11月底前完成林相改造和补植任务，2025年 4月底完

成未成林抚育后进行竣工验收。

2. 编制依据：《浙江省营造林预算定额（2019年试行版）》、《浙

江省营造林建设工程造价编制规范（2019年版）》，温州市 2023年度

一季度人工市场信息价，浙江世联林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作业

设计说明书和图纸。

3. 项目涉及面积：面积 919.57亩。

4.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该项目验收费为 13794元，监理费为 8982

元，设计费为 11954 元，建安费为 598804 元。总投资共计 633534

元。

5. 其它有关事项：该项目用工调整系数根据作业小班坡度进行

调整，即用工调整系数为：1.25、1.20、1.15。价差调整系数为：2023

年一季度一类工人工日单价÷一类工人定额工日单价，即：调整系数

为：150÷125＝1.2。验收费按 15元/亩计算，监理费以建安费为基础

按 1.5%点计算，设计费按每亩 13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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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项目概算费用计算表

项目名称：平阳县 2024年南雁镇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美丽林相改造）

第 1页 共 1页

序号 费用项目名称 计算公式 金额(元)

一
分部分项费 Σ(分部分项工程量×综合单价) 471130

1.人工费+机械费 Σ分部分项(人工费+机械费) 261402

二
施工技术措施项目费 Σ(技术措施项目工程量×综合单价) 0

2.人工费+机械费 Σ技术措施项目(人工费+机械费) 0

三

总价综合费用 (1+2)×（3+4+5+6） 110233

施工组织措施费 (1+2)×3.91% 10221

企业管理费 (1+2)×10.00% 26140

利润 (1+2)×8.00% 20912

规费 (1+2)×20.26% 52960

四 其他费用 0

五
税前概算费用 一+二+三+四 581363

其中：7.不计税金额 按规定不计税的工程设备费金额列入 0

六 增值税（简易计税） (五-7)×税率 3% 17441

七 项目建设概算费用 五+六 59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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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项目概算表

项目名称：平阳县 2024年南雁镇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美丽林相改造）

序

号
乡镇

作

业

区

定额编

号
工程项目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用工调整

系数

合价(元)

合计

其中

合计

其中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

费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

费

1 蒲岭村 1 割灌除草＋补植 亩 369.01

2 5-1 清杂除蔓：作业强度 50% 亩 184.505 142.75 142.75 1.25 32922.61 32922.61

3 5-34 苗木补植（小苗） 10株 738 59.63 59.63 1.25 55008.68 55008.68

4 5-39 补植苗木抚育 100块次 73.8 120.38 120.38 1.25 11105.06 11105.06

5 7-11 苗木上山（小苗）：400m 100株 73.8 27.50 27.50 1.25 2536.88 2536.88

6 苗木１ 木荷 株 3690 8.00 8.00 29520.00 29520.00

7 苗木２ 枫香 株 3690 8.00 8.00 29520.00 29520.00

1 蒲岭村 2 割灌除草＋补植 亩 55.78

2 5-1 清杂除蔓：作业强度 50% 亩 27.89 142.75 142.75 1.2 4777.56 4777.56

3 5-34 苗木补植（小苗） 10株 89.2 59.63 59.63 1.2 6382.80 6382.80

4 5-35 苗木补植（大苗） 10株 22.4 85.13 85.13 1.2 2288.29 2288.29

5 5-39 补植苗木抚育 100块次 11.16 120.38 120.38 1.2 1612.13 1612.13

6 7-11 苗木上山（小苗）：100m 100株 8.92 27.50 27.50 1.2 294.36 294.36

7 7-21 苗木上山（大苗）：100m 100株 2.24 0.00 0 1.2 0.00 0.00

8 苗木１ 木荷 株 446 8.00 8.00 3568.00 3568.00

9 苗木２ 枫香 株 446 8.00 8.00 3568.00 3568.00

10 苗木３ 无患子 株 224 20.00 20.00 4480.00 4480.00

1
东门社

区
3 割灌除草＋补植 亩 52.11

2 5-1 清杂除蔓：作业强度 50% 亩 26.055 142.75 142.75 1.2 4463.22 4463.22

3 5-34 苗木补植（小苗） 10株 104.2 59.63 59.63 1.2 7456.14 7456.14

4 5-39 补植苗木抚育 100块次 10.42 120.38 120.38 1.2 1505.23 1505.23

5 7-11 苗木上山（小苗）：200m 100株 10.42 27.50 27.50 1.2 343.86 3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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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乡镇

作

业

区

定额编

号
工程项目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用工调整

系数

合价(元)

合计

其中

合计

其中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

费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

费

6 苗木１ 木荷 株 521 8.00 8.00 4168.00 4168.00

7 苗木２ 枫香 株 521 8.00 8.00 4168.00 4168.00

1 前山村 4 割灌除草＋补植＋间伐 亩 190.84

2 5-1 清杂除蔓：作业强度 50% 亩 95.42 142.75 142.75 1.2 16345.45 16345.45

3 5-30 抚育采伐 m³ 40.1 101.25 101.25 1.2 4872.15 4872.15

4 5-34 苗木补植（小苗） 10株 477.1 59.63 59.63 1.2 34139.37 34139.37

5 5-39 补植苗木抚育 100块次 47.71 120.38 120.38 1.2 6892.00 6892.00

6 7-11 苗木上山（小苗）：100m 100株 47.71 27.50 27.50 1.2 1574.43 1574.43

7 苗木１ 木荷 株 2386 8.00 8.00 19088.00 19088.00

8 苗木２ 枫香 株 2385 8.00 8.00 19080.00 19080.00

1
五十丈

村
5 割灌除草＋补植 亩 158.66

2 5-1 清杂除蔓：作业强度 50% 亩 79.33 142.75 142.75 1.2 13589.23 13589.23

3 5-34 苗木补植（小苗） 10株 317.3 59.63 59.63 1.2 22704.72 22704.72

4 5-39 补植苗木抚育 100块次 31.73 120.38 120.38 1.2 4583.59 4583.59

5 7-11 苗木上山（小苗）：200m 100株 31.73 27.50 27.50 1.2 1047.09 1047.09

6 苗木１ 木荷 株 1587 8.00 8.00 12696.00 12696.00

7 苗木２ 枫香 株 1586 8.00 8.00 12688.00 12688.00

1 迢岩村 6 割灌除草＋补植＋间伐 亩 93.17

2 5-1 清杂除蔓：作业强度 50% 亩 46.585 142.75 142.75 1.2 7980.01 7980.01

3 5-30 抚育采伐 m³ 2.8 101.25 101.25 1.2 340.20 340.20

4 5-34 苗木补植（小苗） 10株 186.3 59.63 59.63 1.2 13330.88 13330.88

5 5-39 补植苗木抚育 100块次 18.63 120.38 120.38 1.2 2691.22 2691.22

6 7-11 苗木上山（小苗）：100m 100株 18.63 27.50 27.50 1.2 614.79 614.79

7 苗木１ 木荷 株 932 8.00 8.00 7456.00 7456.00

8 苗木２ 枫香 株 931 8.00 8.00 7448.00 7448.00

合计 418850 261402 15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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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材料用量表

项目名称：平阳县 2024年南雁镇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美丽林相改造）

第 1页 共 1页

序

号

种苗及

材料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说

明

1 木荷 H≥70cm、地径≥0.7cm，容器苗 株 9562 8 76496

2 枫香 H≥70cm、地径≥0.7cm，容器苗 株 9559 8 76472

3 无患子 D≥4cm，带土球地栽苗 株 224 20 4480

合计 15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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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算调整表

项目名称：平阳县 2024年南雁镇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美丽林相改造）

第 1页 共 1页

序号
工程项目或费

用名称

原批准概算 调整概算

备注

合计
营造林工程

费

建筑

工程

费

设备

购置

费

其他费

用
合计

营造林

工程费

建筑

工程

费

设备购

置费

其他费

用

一 工程费用 418850 418850 471130 471130

1 作业区 418850 418850 471130 471130

1.1 清杂除蔓 80078 80078 96094 96094

1.2 抚育采伐 5212 5212 6254 6254

1.3 苗木补植 141311 141311 169573 169573

1.4 补植苗木抚育 28389 28389 34067 34067

1.5 运输 6412 6412 7694 7694

1.6 苗木 157448 157448 157448 157448

注：人工费市场价采用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发布的当季一类人工市场信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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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 2024年南雁镇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美丽林相改造）地形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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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 2024年南雁镇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美丽林相改造）地形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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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 2024年南雁镇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美丽林相改造）地形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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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 2024年南雁镇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美丽林相改造）设计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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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 2024年南雁镇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美丽林相改造）设计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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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 2024年南雁镇千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美丽林相改造）设计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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