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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标准由山西省林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西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山西省林权

服务中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山西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大同市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检疫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晓俪、杜翠萍、龚梅、林晓、程宣境、常连国、李志强、曹建军、杨洁、周

昱、高洁、高蕊丽、周维民、吴旭东、徐鹏、梁丽珺、高晋华、张连友、郭春苗、常茂林、孙光世、杜

晔、刘存芳、王晓庭、王日龙、谢英杰、康建玲、王宏亮、李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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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有害生物灾害保险查勘定损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林业有害生物灾害保险查勘定损的报案受理、查勘人员、工作时限、抽样调查、灾害

等级划分、灾害损失确定。 

本标准适用于参加政策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保险的林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灾害的损失确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文件。 

LY/T 1681  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及成灾标准 

LY/T 2011  林业主要有害生物调查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林业有害生物  

对林木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体的种、株（或品系）或生物型，包括害虫、病原生物、害鼠（兔）

和有害植物等。 

3.2  

林业有害生物灾害 

由于林业有害生物的流行或猖獗危害，使林木减产，造成经济损失或降低森林在陆地生态系统中的

地位和作用的现象。 

3.3  

林业有害生物灾害保险 

林权权利人(被保险人)按照标准缴纳保费以获得保险公司(保险人)在林木遭受林业有害生物灾害

后，依照契约提供经济补偿的行为，这种行为以契约形式固定下来，并受到法律的保护。 

4 报案受理 

4.1 灾情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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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险人在发现灾情后，应在48 h内向当地保险公司报案。 

4.2 灾情受理 

保险人在接到被保险人报案后，通过保单号码或被保险人（分户）名称等信息查询保单信息，询问

并记录出险原因、出险时间、出险地点、出险经过、报损数量（亩）、报损金额、报案人姓名、身份、

联系电话等报案信息。在业务系统中生成报案记录和报案服务单，同时告知被保险人保护好现场、并及

时安排现场查勘。 

5 查勘人员 

5.1 现场查勘人员由被保险人或其委托代理人、保险公司现场勘验技术人员、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具体人数视灾情确定，不得少于 3人。 

5.2 单宗受灾面积在 134 hm
2
（含）以下的，由保险公司会同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查勘；单宗受灾面

积在 134 hm
2
～667 hm

2
（含）的，由保险公司会同市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查勘；单宗受灾面积在 667 hm

2

以上的，由保险公司会同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查勘。 

5.3 省直林局所属林场受灾面积在 667 hm
2
（含）以下的，由保险公司会同省直林局组织查勘；受灾面

积在 667 hm
2
以上的，由保险公司会同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查勘。 

6 工作时限 

6.1 在接到报案后 5 d内，保险公司应组织查勘人员进行现场查勘。 

6.2 林木损失能够在短期内确定的，在 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定损。 

6.3 林木损失难以确定的，设置 15～30 d的观察期，观察期满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定损。 

7 抽样调查 

7.1 抽取小班 

7.1.1 抽样面积 

抽取样本小班面积应不低于受灾面积的20%。 

7.1.2 抽取方法 

将所有受灾小班按照面积从大到小排序，形成一个闭合环，随机抽样，直至所抽取样本小班面积总

和达到面积要求为止。抽好后不得随意改动，如双方存在争议，可重新抽取。 

7.2 样地调查 

7.2.1 样地面积 

7.2.1.1  样本小班≤3 hm
2
，样地面积不小于该小班的3%。 

7.2.1.2  3 hm
2
＜样本小班≤10 hm

2
，样地面积不小于该小班的2%。 

7.2.1.3  10 hm
2
＜样本小班≤20 hm

2
，样地面积不小于该小班的1%。 

7.2.1.4  样本小班＞20 hm
2
，样地面积不小于该小班的0.5%。 

7.2.2 样地确定 



DB14/ T 1856—2019 

3 

根据样本小班形状和大小，在地形图上均匀布设若干数量样地，确定样地中心点。调查时以样地中

心点为圆心布设半径为5.64 m的圆形样地。 

7.2.3 调查内容 

内容包括受害梢率、失叶率、虫口密度、虫孔数、受害株率、林木死亡株率、感病率等，确定参保

林木实际受害范围、面积和危害程度等。 

7.2.4 调查方法 

按LY/T 2011的规定执行。 

8 灾害等级划分 

危害程度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个等级，划分标准按照LY/T 1681的规定执行。 

9 灾害损失确定 

9.1 灾害面积计算 

灾害面积计算方法见附录A。 

9.2 出具定损结论 

损失确定后，经专业技术人员审核，保险人、被保险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现场勘验技术人员三方签

字确认，出具查勘定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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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灾害面积计算方法 

A.1 各样本小班某灾害类型占比 

各样本小班某灾害类型占比是指该小班内轻度、中度、重度的样地数量分别占小班内样地总数的比

例。各样本小班某灾害类型占比计算方法见公式（1）。      

 %100
各样本小班内样地总数

型的样地数量各样本小班内某灾害类
占比各样本小班某灾害类型   (1) 

A.2 受灾小班某灾害类型占比 

受灾小班某灾害类型占比是指所有样本小班的轻度、中度、重度加权占比。受灾小班某灾害类型占

比计算方法见公示（2）。

 
%100





所有样本小班总面积

各样本小班面积占比各样本小班某灾害类型
比受灾小班某灾害类型占  (2) 

A.3 受灾林地中某灾害类型面积 

受灾林地中某灾害类型面积是指所调查的参保受灾林地内轻度、中度、重度的林地面积。受灾林地

某灾害类型面积计算方法见公示（3）。 

 受灾林地总面积比受灾小班某灾害类型占积受灾林地某灾害类型面   .........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