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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耕地  指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农作物为主，每年种植

一季及以上（含以一年一季以上的耕种方式种植多年生作

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含

轮歇地、休耕地）；以及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

耕地；包括南方宽度＜1.0 米，北方宽度＜2.0 米固定的沟、

渠、路和地坎(埂)；包括直接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的温室、

大棚、地膜等保温、保湿设施用地。 

园地  指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枝、汁等为主

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木本和草本作物，覆盖度大于 50%和每

亩株数大于合理株数 70%的土地。包括用于育苗的土地。 

林地  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不包括生长

林木的湿地，城镇、村庄范围内的绿化林木用地，铁路、公

路征地范围内的林木，以及河流、沟渠的护堤林用地。 
草地  指生长草本植物为主的土地，包括乔木郁闭度＜

0.1 的疏林草地、灌木覆盖度＜40％的灌丛草地，不包括生

长草本植物的湿地。 
湿地  指陆地和水域的交汇处，水位接近或处于地表

面，或有浅层积水，且处于自然状态的土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指城乡居民点、独立居民点以及居

民点以外的工矿、国防、名胜古迹等企事业单位用地，包括

其内部交通、绿化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指用于运输通行的地面线路、场站等的

土地。包括民用机场、汽车客货运场站、港口、码头、地面

运输管道和各种道路以及轨道交通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指陆地水域、沟渠、水工建筑物

等用地。不包括滞洪区。 
径流量  指在一定时段内通过河流某一过水断面的水

量，用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水资源的丰歉程度。计算公式

为： 
径流量=降水量-蒸发量 
流域  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干流和支流，干支流共同组

成这条河流的水系。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集水区域，这个集

水区域就称为该河流的流域。 
外流河  指直接或间接流入海洋的河流。供给外流河河

水的区域称为外流区域。 
内陆河  指在陆地内部干燥地区，河水沿途消失于沙漠

或注入内陆湖泊的河流。供给内陆河河水的区域称为内陆区

域。 
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指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具有利用价

值的，呈固态、液态、气态的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发展的

重要物质基础。目前我国已发现矿种有 170 多种，按其特点

和用途，可分为能源矿产(如煤炭、石油、天然气、地热)、

金属矿产(如铁矿、锰矿、铜矿、铅矿、铝土矿)、非金属矿

产(如金刚石、石灰岩、粘土)和水气矿产(如地下水、矿泉水、

二氧化碳气)四大类。其中：金属矿产按其物质成份和性质

又可分为：黑色金属矿产、有色金属矿产、贵金属矿产、稀

有金属矿产、稀土金属矿产、分散元素金属矿产六类。 
储量  为探明资源量和（或）控制资源量中可经济采出

的部分，是经过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或与之相当的技

术经济评价，充分考虑了可能的矿石损失和贫化，合理使用

转换因素后估算的，满足开采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

石油、天然气为剩余探明技术可采储量。 

平均气温  气温指空气的温度，我国一般以摄氏度为单

位表示。气象观测的温度表是放在离地面约 1.5 米处通风良

好的百叶箱里测量的，因此，通常说的气温指的是离地面

1.5 米处百叶箱中的温度。计算方法：月平均气温是将全月

各日的平均气温相加，除以该月的天数而得。年平均气温是

将 12 个月的月平均气温累加后除以 12 而得。 
平均相对湿度  指空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当时气温下的

饱和水气压之比。其统计方法与气温相同。 
降水量  指从天空降落到地面的液态或固态(经融化后)

水，未经蒸发、渗透、流失而在地面上积聚的深度。通常以

毫米为单位计量。计算方法：月降水量是将全月各日的降水

量累加而得。年降水量是将 12 个月的月降水量累加而得。 
日照时数  指太阳实际照射地面的时数，通常以小时为

单位表示。其统计方法与降水量相同。 
水资源总量  指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和地下产水总量，

即地表产流量与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量之和。 
地表水资源量  指河流、湖泊、冰川等地表水体逐年更

新的动态水量，即当地天然河川径流量。 
地下水资源量  指地下饱和含水层逐年更新的动态水

量，即降水和地表水入渗对地下水的补给量。 
地表水与地下水重复计算量  指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

转化的部分，即天然河川径流量中的地下水排泄量和地下水

补给量中来源于地表水的入渗补给量。 
供水总量  指各种水源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水

量之和。 
地表水源供水量  指地表水工程的取水量，按蓄水工

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调水工程四种形式统计。 
地下水源供水量  指水井工程的开采量，按浅层淡水、

深层承压水和微咸水分别统计。 
其他水源供水量  包括再生水厂、集雨工程、海水淡化

设施供水量及矿坑水利用量。 
用水总量  指各类河道外用水户取用的包括输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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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毛水量之和。不包括海水直接利用量以及水力发电、

航运等河道内用水量。 
农业用水  包括耕地和林地、园地、牧草地灌溉，鱼塘

补水及牲畜用水。 
工业用水  指工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用于制造、加工、

冷却、空调、净化、洗涤等方面的用水，按新水取用量计，

不包括企业内部的重复利用水量。 
生活用水  包括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生活用水。城镇生

活用水由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和公共用水（含第三产业及建筑

业等用水）组成；农村生活用水指农村居民生活用水。 
人工生态环境补水  仅包括人为措施供给的城镇环境

用水和部分河湖、湿地补水，而不包括降水、径流自然满足

的水量。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指当年全年调查对象实际

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指企业在

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且不属于危险废物的工业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指调查年度企业通过

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提取或者使

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量

（包括当年利用的往年工业固体废物累计贮存量）。如用作

农业肥料、生产建筑材料、筑路、用作充填回填材料等。综

合利用量由原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统计。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指调查年度企业将工业固

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工业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

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

工业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

活动中，所消纳固体废物的量（包括当年处置的往年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量）。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  指调查年度企业以综合利

用或处置为目的，将固体废物暂时贮存或堆存在专设的贮存

设施或专设的集中堆存场所内的量。专设的固体废物贮存场

所或贮存设施必须有防扩散、防流失、防渗漏、防止污染大

气、水体的措施。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  指调查年度企业将所

产生的固体废物倾倒或者丢弃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场

所以外的量。 
危险废物产生量  指调查年度调查对象实际产生的危

险废物的量，包括利用处置危险废物过程中二次产生的危险

废物的量。危险废物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

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

的废物。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填报。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量  指调查年度调查对象从危险废

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的活动中消纳危险废物

的量，以及将危险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危险废物物理、化

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

或者将危险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

的活动中，所消纳危险废物的量。包括本单位自行处置利用

的本单位产生和接收外单位危险废物量。 

危险废物本年末贮存量  指截至调查年度年末，调查对

象将危险废物以一定包装方式暂时存放在专设的贮存设施

内的量。专设的贮存设施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7-2001）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要求，具有防

扩散、防流失、防渗漏、防止污染大气和水体措施的设施。

包括本单位自行贮存的本单位产生的和接收外单位的危险

废物量。 
生活垃圾清运量  指报告期收集和运送到各生活垃圾

处理厂(场)和生活垃圾最终消纳点的生活垃圾数量。生活垃

圾指城市日常生活或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

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规定的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

体废物。包括：居民生活垃圾、商业垃圾、集市贸易市场垃

圾、街道清扫垃圾、公共场所垃圾和机关、学校、厂矿等单

位的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指报告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量与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比率。在统计上，由于生活垃圾产

生量不易取得，可用清运量代替。计算公式为： 

%100
生活垃圾产生量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害化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

 
森林面积  包括郁闭度 0.2以上的乔木林地面积和竹林

面积，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面积，农田林网以及村旁、

路旁、水旁、宅旁林木的覆盖面积。 
人工林面积  指由人工播种、植苗或扦插造林形成的生

长稳定，(一般造林 3-5 年后或飞机播种 5-7 年后)每公顷保

存株数大于或等于造林设计植树株数 80%或郁闭度 0.20 以

上(含 0.20)的林分面积。 
森林覆盖率  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的森林面积占区域土

地总面积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100
土地总面积

森林面积
森林覆盖率  

活立木总蓄积量  指一定范围土地上全部树木蓄积的

总量，包括森林蓄积、疏林蓄积、散生木蓄积和四旁树蓄积。  
森林蓄积量  指一定森林面积上存在着的林木树干部

分的总材积。 
造林面积  指在宜林荒山荒地、宜林沙荒地、无立木林

地、疏林地和退耕地等其他宜林地上通过人工措施形成或恢

复森林、林木、灌木林的过程。 
人工造林  指在宜林荒山荒地、宜林沙荒地、无立木林

地、疏林地和退耕地等其他宜林地上通过播种、植苗和分植

来提高森林植被覆被率的技术措施。 

飞播造林  通过飞机播种，并辅以适当的人工措施，在

自然力的作用下使其形成森林或灌草植被，提高森林植被覆

被率或提高森林植被质量的技术措施。 
封山育林  对宜林地、无立木林地、疏林地或低质低效

有林地、灌木林地实施封禁并辅以人工促进手段，使其形成

森林或灌草植被或提高林分质量的一项技术措施。包括无林

地和疏林地封育、有林地和灌木林地封育、新造林地封育。 
退化林修复  为改善林分的活力和结构，有效遏制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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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退化，提高林分质量和恢复森林功能，对结构失调和稳定

性降低、功能退化甚至丧失且自然更新能力弱的林分采取的

结构调整、树种替换、补植补播、嫁接复壮等森林经营措施。 

人工更新造林  指在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林中空

地上通过人工造林重新形成森林的过程。 

自然保护区  指保护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的区

域。具有较大面积，确保主要保护对象安全，维持和恢复珍

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及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 
滑坡  指斜坡上不稳定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沿一定

软弱面(或滑动带)整体向下滑动的物理地质现象。 
崩塌  指陡坡上大块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离

母体崩落的物理地质现象。 
泥石流  指山地突然爆发的饱含大量泥沙、石块的特殊

洪流。 
地面塌陷  指地表岩、土体在自然或人为因素作用下向

下陷落，并在地面形成塌陷坑(洞)的一种动力地质现象。 
森林火灾次数  指发生在城市市区外的一切森林、林木

和林地的火灾次数。按照受害森林面积和伤亡人数，森林火

灾分为一般森林火灾、较大森林火灾、重大森林火灾和特别

重大森林火灾：1.一般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 公顷以

下或者其他林地起火的，或者死亡 1 人以上 3 人以下的，或

者重伤 1 人以上 10 人以下的；2.较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

面积在 1 公顷以上 100 公顷以下的，或者死亡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的，或者重伤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的；3.重大森林火

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00 公顷以上 1000 公顷以下的，或者

死亡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的，或者重伤 50 人以上 100 人以

下的；4.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000 公顷以

上的，或者死亡 30 人以上的，或者重伤 100 人以上的。本

条所称“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林业有害生物  危害森林、林木、荒漠植被、湿地植被

等的病虫鼠兔及有害植物。 
突发环境事件  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和对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

定、政治安定构成重大威胁和损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

公共安全的环境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