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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根据近十年来相关文献报道，分析了前人所建方法的合理性，结合中国林业生产实际，完善了林业剩余

物资源潜力的计算方法。主要贡献包括：林业剩余物第二级分类的 10 个主要类型，即林木苗圃剩余物、林木修

枝剩余物、木材采伐剩余物、木材造材剩余物、木材加工剩余物、竹材加工剩余物、薪材、废旧竹材、废旧木材、

香蕉和菠萝残体；将经济林采伐和进口原木产生的剩余物计入相关木材剩余物计算范围；首次建立了包括木本水

果在内的林木修枝剩余物的计算方法，以及多年生草本水果剩余物即香蕉和菠萝残体产量的计算方法；确定计算

公式中参数所需要数据的来源；建议今后重点研究相关系数取值、林业剩余物资源量及其空间分布和相关行业标

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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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models for assessing resources of forestry residues were improved based on analysis of previous 

studies and current forest production in China. And novelties are highlighted: this study covered the models for the calculation 

of 10 secondary forestry residues from woody nursery, forest woody pruning, wood logging, firewood, wood bucking, wood 

handling, waste wood, banana and pineapple plants, bamboo processing and waste bamboo; the residues produced from 

fast-growing forest for logging and processing of imported wood we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o calculate woody residue 

potential; the calculation of pruning residue included woody fruit trees, and herbaceous fruit plants from the management of 

orchard and other economic forest; the consistency of parameter terminology and definition which referred from their 

literature resources have been ensured; more studies focused on the coefficient values, industrial standard, forestry residue 

amount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are recommended for future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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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剩余物是产量大、分布广、含硫量小的

生物质资源。林业剩余物的回收利用不仅可以提

高林木资源利用率，保护森林资源，还可以缓解

能源危机、帮助减少碳排放。随着近年来我国对

于碳排放、能源安全等问题的重视，有关林业剩

余物资源估算的报道逐渐增多，但结果差异很大，

差异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剩余物的定义及研究范围

不明确、计算方法及系数取值不合理、参数来源

不详。为了建立可靠的评估体系，需要对林业剩

余物定义、分类和计算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前期

工作完善了定义和分类，明确了各类林业剩余物

所包含的内容物范围[1]。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

综合分析前人研究结果、专家咨询等方式，分析

并完善了本系列研究[1]中二级分类下的 10 类林业

剩余物的计算公式，确定其中所需参数的来源，

旨在为准确评估中国林业剩余物资源量及其分布

提供计算方法。 

1  研究方法 

1.1  定义和研究范围 

应用先前研究对林业剩余物定义的概念[1]，

即在林业育苗、管理、采伐、造材、加工和利用

整个过程中产生废弃物潜在量的总和，但不包括

各林种的凋落物 (即枯枝、落叶和弃果等) 和经

济林收获物加工及食用产生的废弃物 (即果皮、

果壳、残碴等)。在其第二级分类水平上[1]，本文

研究了各类林业剩余物资源潜力的计算方法，包

括林木苗圃剩余物、林木修枝剩余物、木材采伐

剩余物、木材造材剩余物、木材加工剩余物、竹

材加工剩余物、薪材、废旧竹材、废旧木材、香

蕉和菠萝残体。 

1.2  林种及产生环节和林业剩余物分类的对

应关系 

根据前文报道[1]，林业剩余物第一级分类包

括木材剩余物、竹材剩余物和草本果树剩余物。

第二级分类共 10 类，对于木材剩余物，经济林、

防护林、特用林及用材林中的短轮伐期工业原料

林和速生丰产林在育苗、修枝、采伐、造材、加

工及使用环节，分别产生林木苗圃剩余物、林木

修枝剩余物、木材采伐剩余物和薪材、木材造材

剩余物、木材加工剩余物和废旧木材。对于竹材

剩余物，用材林中的大径竹在采伐、造材和加工

环节产生竹材加工剩余物，竹材使用环节产生废

旧竹材；对于草本果树剩余物，经济林的草本果

树在采伐时产生香蕉残体与菠萝残体[1]。 

1.3  数据来源 

通过查阅 2007–2017 年间的中国博士和硕士

学位论文、国内外相关著作及期刊论文，提取其

中林业剩余物的计算公式及其所应用的参数，同

时查询相关林业统计年鉴获得各类计算参数 (附

录表 1，附录表 2)。 

2  结果与分析 

2.1  林业剩余物的计算公式 

2.1.1  林木苗圃剩余物 Ln 

林木苗圃剩余物的计算方法最早由张希良和

吕文 [2]提出，经潘小苏 [3]和张卫东等 [4]进一步完

善，可估算苗圃中修枝、定杆和截杆剩余物资源

量 (表 1 中 A1)。 

2.1.2  林木修枝剩余物 Lp 

经济林、用材林、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都能

产出修枝剩余物，其评估方法是以各林种的面积、

修枝频度系数和剩余物产率相乘。其中，木本水

果每年面积数据可在中国农业年鉴[5]中获得，而

其他林种只能应用每 7 年公布一次的全国森林资

源清查报告的数据[6]。因此，本文将木本水果修

枝剩余物的计算公式单列出来，包括苹果、梨、

柑橘、荔枝、桃、弥猴桃和葡萄修枝剩余物 (表 1

中 A2)。在所有林种中，除木本水果修枝剩余物

以外的称为其他林木修枝剩余物，可基于表 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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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预测。 

2.1.3  木材采伐剩余物 Lc 

前人对于采伐剩余物资源量有两类计算方

法。第一类是基于成熟林和过熟林的面积 (表 2

中 B1) 或蓄积量 (表 2 中 B2)，这显然是不合理

的，因为成熟林和过熟林的林木虽然都处于可采伐

状态，但是否能采伐受国家森林采伐限额调控，而

且采伐包括皆伐、择伐或间伐，不可能统一为皆伐。 

除公式 B1 和 B2 外，也有研究使用其他方法

进行剩余物估算：一是基于森林采伐限额 (表 2

中 B3) ，默认我国采伐量按林政部门每年公布的

采伐限额全部完成[7-8]，但是采伐限额不包括经济

林部分。本研究改进后获得公式 (1)。二是最近

有报道非林木部分剩余物的计算方法[9]，实质就

是采伐剩余物，其计算公式基于原木产量和原木

出材率，或者商品材产量和商品材出材率 (表 2 中

B4)，这个方法仍没有包括经济林采伐剩余物部分。

目前行业统计中没有经济林采伐量的数据，但是有

经济林的面积，本研究基于经济林面积、采伐频度

系数和每棵树采伐剩余物产率求得经济林采伐剩

余物资源量，改进表 2 中 B4 获得表 1 中 A4。 

100 100
c c

w e
c fLc a Qf d p Ae             (1)  

其中，Qf 为森林采伐限额 (m3)；Ae 为经济

林面积 (hm2)；αw 为木材密度 (t/m3)；cc 为木材

采伐剩余物系数 (%)；fc 为经济林采伐频度系数

(%)；d 为经济林栽植密度 (棵/hm2)；pel 为经济林

木材采伐剩余物产率 (t/棵)。 

公式 A4 和公式 (1) 都是正确的方法。但是，

森林采伐限额理论上是国家允许的最大采伐量，不

是实际值。应用行业统计的原木产量更符合生产实

际，本研究建议应用表 1 中 A4 计算更为合适。 

 
表 1  本研究建议应用的各类林业剩余物资源潜力的计算方法 

Table 1  Calculation methods for resource potential of different forestry residue category 

林业剩余物分类 计算公式 来源 序号 

林木苗圃剩余物 Ln (t) nLn p Na   [3–4] A1 

林木修枝    木本水果 Lpf 7

1
100

o
o o

i

fLpf p A


    
本研究 A2 

剩余物 Lp (t) 其他 Lpo 
( )

100 100 100 100
pt s k

t p s k

ff f fLpo p At p Ap p As p Ae Ao              
本研究 A3 

木材采伐剩余物 Lc (t) 
100

c c
w e

t

o fLc a Pl d p Ae
o

        本研究 A4 

木材造材剩余物 Lb (t) 100
( )

100
t c

w el
t

o fLb a Pl p d Ae
o


        本研究 A5 

木材加工剩余物 Lh (t) 
( )

100 100 100 100
h m e c

w el
c c c fLh a Lf Lm p d Ae           本研究 A6

薪材产量 Fw (t) wFw a Fv   本研究 A7 

竹材加工剩余物 Bh (t) 
100

p
b

c
Bh w Bl    

[9] A8 

废旧木材 Lo (t) 
( )
100 100

d w
w

r rLo a Dl Wx       
[9] A9 

废旧竹材 Bo (t) 
( )

100
b

b
rBo a BPb BFb      

[9] A10 

香蕉和菠萝残体 Bpr (t) b rBr p Ab p Ar      本研究 A11 

剩余物资源总量 Fr (t) Fr Ln Lpf Lpo Lc Lb Lh Fw Bh Lo Bo BPr            本研究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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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木材造材剩余物 Lb 

最近也有报道[9]计算木材的立木部分剩余物

资源量，实质是造材剩余物，基于原木或商品材

出材率进行计算 (表 2 中 B6 和 B7)，但这些方法

都没有包括经济林的造材剩余物部分。本研究应

用经济林原木材积产率，将表 2 中 B6 改进为表 1

中 A5。 

于丹[8]以原木产量乘以造材剩余物系数估算

造材剩余物资源量 (表 2 中 B5)，加上经济林部分

的造材剩余物，即改进为公式 (2)。但是，相比

A5，公式  (2) 需要应用木材造材剩余物系数 

(cb)，这个系数取值研究少，因此建议应用 A5。 

( )
100 100

b c
w el

c fLb a Pl p d Ae           (2) 

其中，Pl 为原木产量 (m3)；Ae 为经济林面

积 (hm2)；αw 为木材密度 (t/m3)；cb 为木材造材

剩余物系数 (%)；fc 为经济林采伐频度系数 (%)；

d 为经济林栽植密度 (棵/hm2)；pel 为经济林原木

材积产率 (m3/棵)。 

也有学者用同一个公式直接计算采伐和造材

剩余物资源量 (表 2 中 B8)。仅从公式上，将采伐

和造材两个剩余物系数加和，但是，由于采伐和 

 
表 2  前人研究中计算各类型林业剩余物值得商榷改进的方法 

Table 2  Reasons for questioning the previous calculation method for forestry residue resource potential 

林业剩余物分类 计算公式 来源 商榷的内容和注释 序号 

木材采伐 

剩余物 Lc (t) 
wLc a k Am    [10] 成熟林、过熟林面积与实际采伐差异大 B1 

100
c

w
cLc a Sm    

[11–12]
成熟林、过熟林蓄积与实际采伐差异大 

B2 

100
c

w
cLc a Qf    

[13] 
未包括经济林林部分 

B3 

c
w c

c

cLc a V
o

    
[9] 未包括经济林林部分。原文为木材非立 

木剩余物，实质为木材采伐剩余物 

B4 

木材造材 

剩余物 Lb (t) 100
b

w
cLb a Pl     

[10] 未包括经济林部分 B5 

100 l
w

l

oLb a Pl
o


     
[9] 未包括经济林部分。原文为木材立木剩 

余物，实质为木材造材剩余物 

B6 

100
( )c

w
c

oLb a Vc Pf
o


   
[9] 未包括经济林部分。原文为木材立木剩 

余物，实质为木材造材剩余物 

B7 

木材采伐与造材 

剩余物 Lcb (t) 100
c

w
kLcb a Qf    

[3–4] 未包括经济林部分。两类内容物完全不同，建议

不用该类公式 

B8 

木材加工 

剩余物 Lh (t) 100
w

w
cLh a Lf    

[9] 未含用于加工的经济林和进口原木 B9

100
w

w
cLh a Pl     

[14] 包含了不产生剩余物的直接利用原木、用于造纸和

化工的原木，未含用于加工的经济林和进口原木 

B10

100
w

w
cLh a Ic    

[3–4] 包含了直接利用的原木，未含用于加工的经济林

和进口原木 

B11

木材采伐、造材、 

加工剩余物 Ltr (t) 
1

3
Ltr Pl    

[15–17] 没有包括经济林部分，系数不正确，周建伟等文

中维公式系数为 1/2，其文中表述又为 1/3 

B12

废旧木材 Lo (t) 
wLo r l Ic    

[3–4] 公式设计理由不充足，所包括的废旧木材不全面，

引用文献不能溯源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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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材两类剩余物的内容物及其可获得性完全不

同，本研究认为分别计算能更具体地呈现林业剩

余物资源现状，建议不用该类公式。 

2.1.5  木材加工剩余物 Lh 

迄今为止，在能查阅的相关研究中关于木材

加工剩余物的计算方法都是值得商榷、有待改进

的。一是基于加工材用量的方法 (表 2 中 B9)，只

包括用于加工的国产原木部分，忽略了进口原木。

二是应用当年原木产量计算 (表 2 中 B10)，但未

考虑非加工用途的原木量，而且，用于造纸和化

工的原木几乎不产生加工剩余物，当年生产的原

木可能在下一年或更晚才被加工，同时，这个公

式还忽略了进口原木加工产生的剩余物。三是应

用工业与建筑用材消耗量计算 (表 2 中 B11)，这

类原木也包含一定量的直接用原木，而且，消耗

工业与建筑用材量是否包括了进口原木加工用

材量并不清楚。上述方法还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之

处，就是没有包括经济林原木产生的加工剩余物

部分。 

为此，本研究应用加工用材系数，即用于加

工的原木分别占进口原木和经济林原木的比率，

在表 2 中 B9 的基础上，设计了较为合理的木材

加工剩余物资源量计算方法 (表 1 中 A6)。 

还有部分研究认为木材采伐、加工和造材剩

余物总量约占原木产量的 1/2 或 1/3 (表 2 中 B12)，

原文献中对这一系数来源无任何说明，缺乏合理

性依据。 

2.1.6  薪材 Fw 

将薪材体积产量数据乘以木材气干密度即得

到其质量 (表 1 中 A7)。 

2.1.7  竹材加工剩余物 Bh 

虽然中国林业统计年鉴[18]中有小杂竹产量，

但是至今未获得小杂竹收获和加工过程剩余物产

出比例。王红彦等[9]以大径竹产量乘以相关系数

计算竹材加工剩余物资源量 (表 1 中 A8)，是合

理的。 

2.1.8  废旧木材 Lo 

王红彦等[9]最近提出废旧木材回收量根据直

接用原木和加工后的木制品平均使用寿命及其当

年的产量、废旧木制品回收率估算 (表 1 中 A9)，

也是合理的。但是，在此之前的废旧木材资源的

研究报道[3]中存在公式与计算结果不对应，引用

来源不详的报道等问题。也有部分研究[4]虽然提

出了计算公式，可是经溯源发现引用文章[19]与其

计算内容毫无关系。 

2.1.9  废旧竹材 Bo 

应用的废旧木材评估方法，可设计废旧竹材

估算的计算方法 (表 1 中 A10)。 

2.1.10  香蕉和菠萝残体 Bpr 

截止目前，尚未查到研究提出对香蕉和菠萝

残体资源量的计算方法。实际生产中香蕉和菠萝

都是一年一熟植物，在一年内完成一个从栽植或

培植幼苗到水果收获后砍倒残体的生产周期，可

根据其栽植密度和单位面积的残体产率，结合种

植面积，设计香蕉和菠萝残体资源量的计算方法 

(表 1 中 A11)。 

2.2  参数定义及数据来源 

2.2.1  造林苗木数量 Na 

指苗圃中培育并具有根和苗干的树苗数量，

由中国林业统计年鉴[18]获得数据 (表 3)。 

2.2.2  用材林面积 At、防护林面积 Ap、特种用

途林面积 As、木本水果种植面积 Ao 和木本水果

外其它经济林面积 Ae 

用材林、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面积分别指其

实际林地的面积，由全国森林清查结果获得数据 

(表 3)。经济林有一定特殊性，林业范畴内木本水

果包括苹果、梨、柑橘、荔枝、桃、猕猴桃和葡

萄，其种植面积数据可应用中国农业年鉴[5] (表 3)。

这样，将用材林、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和木本水

果以外的经济林作为一个整体估算其修枝剩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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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量，木本水果以外的其他经济林面积数据可

用全国森林清查结果中经济林面积减去 7 种水果

种植面积和的差值。 

2.2.3  森林采伐限额 Qf 

从 1986 年开始，由林业主管部门根据用材林

消耗量低于生长量和森林合理经营的原则，经过

科学测算制定全国森林采伐限额，并经国务院

批准实施，每 5 年修订一次  (表 3)。森林采伐

限额所包含的范围除国家森林法规定的禁伐森

林和林木外，包括所有林种的林分和林木的主

伐、补充主伐、抚育间伐、卫生伐、林分改造

等各种采伐所消耗的资源总额，但不包括经济

林采伐量。 

2.2.4  原木产量 Pl、商品材产量 Vc 和薪材体积

产量 Fv 

原木产量就是经济材产量 [9,20]，商品材产量

为经济材和薪材产量的总和，均由中国林业统计

年鉴[18]中直接获得数据 (表 3)。 

2.2.5  加工用材量 Lf 

加工用材量直接取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18]中

按原木按用途分类为加工材。 

2.2.6  进口原木量 Lm 

指每年进口的各类原木材的总材积量。各

类进口原木数据可由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 2 1 ]获 

 
表 3  计算林业剩余物所用参数及其数据来源 

Table 3  Parameters and their data source for forest residue calculation 

林业剩余物分类 所用参数 数据来源 发布周期 

林木苗圃剩余物 Ln 造林苗木 (Na) 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每年 

林木修枝 

剩余物 Lp 

木本水果 Lpf 木本水果种植面积 (Ao) 中国农业年鉴 每年 

其他 Lpo 用材林面积 (At)、防护林面积 (Ap)、 

特种用途林面积 (As)、经济林面积 (Ae)

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各省 

(区、市)主要结果 

每 7 年 

木材采伐剩余物 Lc 森林采伐限额 (Qf) 国务院批复的全国森林采伐限额 每 5 年 

原木产量 (Pl) 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每年 

木本水果种植面积 (Ao) 中国农业年鉴 每年 

经济林面积 (Ae) 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各省 

(区、市)主要结果 

每 7 年 

薪材 Fw 薪材体积产量 (Fv) 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每年 

木材造材剩余物 Lb 原木产量 (Pl) 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每年 

经济林面积 (Ae) 中国农业年鉴 每年 

木材加工剩余物 Lh 加工用材量 (Lf) 

经济林面积 (Ae) 

 

进口原木量 (Lm) 

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各省 

(区、市)主要结果 

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每年 

每 7 年 

 

每年 

竹材加工剩余物 Bh 大径竹产量 (Bl) 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每年 

废旧木材 Lo 直接用原木产量 (Dl)、木制品产量 (Wx) 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每年 

废旧竹材 Bo 竹地板产量 (Bfb)、竹胶合板产量 (Bpb) 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每年 

香蕉和菠萝残体 Bpr 香蕉种植面积 (Ab)、菠萝种植面积 (Ar) 中国农业年鉴 每年 

注：除进口原木量 (Lm) 在中国林业统计年鉴[18]中只有全国总量外，其他指标均有全国各省市区数据。“所用参数”一

栏每个参数的符号是本文所加，与本文中公式所用符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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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18]中包含进口原木总量

的数据。 

2.2.7  大径竹产量 Bl 

指直径在 5 cm 以上竹材的产量，数据来源于

中国林业统计年鉴[18]。 

2.2.8  香蕉种植面积 Ab 与菠萝种植面积 Ar 

指年末菠萝与香蕉种植面积，数据来源于中

国农业年鉴[5]。 

2.2.9  历史时期木制品产量 Wx、历史时期直接

用原木产量 Dl、历史时期竹地板产量 Bfb 和竹胶

合板产量 Bpb 

这些参数用于计算可回收废旧木材和废旧竹

材资源量，可在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18]中获得数

据。lw、ll、lm 分别是木制品、直接用原木、竹制

品 (竹地板和竹胶合板) 的使用寿命，其取值将

另文研究。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根据最新林业剩余物定义 [1]，全面分析

研究了相关报道，结合林业生产实际，改进完

善了第二级分类的各种林业剩余物的评估计算

方法。 

通过分析前人研究中对于林业剩余物的计算

范围，并结合国家对于森林生产的法规及政策，

本研究将经济林采伐产生的剩余物计入林业剩

余物范围内，既包括木材类，还包括多年生草本

水果类。在林业生产实际中，我国经济林采伐是

在国家林业采伐限额以外，且采伐所得木材材积

不计入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18]的木材产量中，而

多年生草本水果类往往被误以为不属于林业范

畴而忽略了其剩余物资源。因此，相比以往研

究，本研究林业剩余物资源潜力评估方法最为

全面，能涵盖整个林业范畴。此外，本研究将

进口原木产生的加工剩余物纳入计算范围。虽

然我国每年都进口大量的木材 [19]，但却未见前

人报道将这部分木材经加工产生的剩余物纳入

计算范围中。 

本研究通过改进前人对于部分类型林业剩余

物的计算方法，对本系列研究 [1]中所包含的 10

类二级分类下的林业剩余物进行了合理的计算。

其中，确定了废旧竹材的资源量的计算方法。废

旧竹材与废旧木材一样，都属于林业产业中无法

被利用的部分，前人研究中已考虑了废旧木材的

计算，而未建立废旧竹材的评估方法。此外在林

木修枝剩余物的计算方法上，由于木本水果种

植面积数据及其修枝剩余物可获得性的特殊

性，本文首次确立了木本水果修枝剩余物的计

算方法，能提高林木修枝剩余物资源评估的精

确性。 

针对前人研究中对于参数和系数的定义不清

及来源不详的问题，本研究结合数据来源确定计

算公式中的参数。在参数的术语和定义上，保证

与其数据来源文献的一致性。优先使用来自行业

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作为计算参数，充分保证所应

用数据的可靠性。 

建议今后加强林业剩余物资源的研究。首先，

需要对各类剩余产量计算所需要的系数进行准确

取值。本系列研究将另文系统分析前人研究结果，

确定各种系数的合理取值。然后，应以最新的定

义和系数取值，研究我国林业剩余物资源量、空

间分布及发展趋势，以促进生物质产业发展。最

后，建议进一步深入研究林业剩余物资源相关的

定义、分类和资源量评估方法，以形成行业标准，

以统一的方法进行相关研究，才能获得一致而准

确的结果，并减少低效重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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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1  计算林业剩余物资源量所用参数符号及说明 

Appendix Table 1  Signals and instructions of parameters for the quantity estimations of forestry residue 

参数 说明 单位 参数 说明 单位

Ab 香蕉种植面积 hm2 Fv 薪材体积产量 m3 

Ae 经济林面积 hm2 Ic 工业与建筑用材消耗量 m3 

Am 成熟林与过熟林面积 hm2 Lf 加工用材量 m3 

Ao 木本水果种植面积 hm2 Lm 进口原木量 m3 

Ap 防护林的面积(hm2) hm2 Na 造林苗木数 千棵

Ar 菠萝种植面积 hm2 Pƒ 薪材产量 m3 

As 特种用途林的面积 hm2 Pl 原木产量 m3 

At 用材林面积 hm2 Qƒ 森林采伐限额 m3 

BFb lb 年前的竹地板产量 m3 Sm 成熟林与过熟林的蓄积量或采伐原木数 m3 

Bl 大径竹产量 根 Vc 商品材产量 m3 

BPb lb 年前的竹胶合板产量 m3 Wx lw 年前的木制品产量 m3 

Dl ll 年前的直接用原木产量 m3    

 
附表 2  计算林业剩余物资源量所用系数符号及说明 

Appendix Table 2  Signals and instructions of coefficients for the quantity estimations of forestry residue 

系数 说明 单位 系数 说明 单位 

αb 竹材密度 t/m3 lm 竹制品使用寿命 年 

αw 木材密度 t/m3 ll 直接用原木使用寿命 年 

cb 木材造材剩余物系数 % lw 木制品使用寿命 年 

cc 木材采伐剩余物系数 % oc 商品材平均出材率 % 

ce 经济林木材加工系数 % ol 经济材平均出材率 % 

ch 木材加工剩余物系数 % ot 原木出材率 % 

cm 进口木材加工系数 % pb 香蕉残体每年产率 t/hm2

cp 竹材剩余物产出系数 % pe 经济林木材采伐剩余物产率 t/棵 

cw 加工剩余物系数 % pk 其他经济林每次修枝剩余物产率 t/hm2

d 经济林栽植密度 棵/hm2 pel 经济林原木材积产率 m3/棵

ƒc 经济林采伐频度系数 % pn 林木苗圃剩余物产率 t/千棵

ƒk 其他经济林修枝频度系数 % po 木本水果每次修枝剩余物产率 t/hm2

ƒo 木本水果修枝频度系数 % pp 防护林每次修枝剩余物产率 t/hm2

ƒp 防护林林修枝频度系数 % pr 菠萝残体每年产率 t/hm2

ƒs 特种用途林修枝频度系数 % ps 特种用途林每次修枝剩余物产率 t/hm2

ƒt 用材林修枝频度系数 % pt 用材林每次修枝剩余物产率 t/hm2

i 第 i 种水果 (i=1, 2, …, 7, 即苹果、梨、
 

rb 废旧竹制品回收率 % 

柑橘、荔枝、桃、弥猴桃和葡萄) rd 废旧直接用原木回收率 % 

k 基于面积的木材采伐剩余物系数 m3/hm2 rw 废旧木制品回收率 % 

kc 木材采伐和造材剩余物系数 % wb 大径竹平均生物质量 t/千棵

l 木制产品剩余物的产出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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