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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对于森林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围绕森林资源

动态监测数据采集与分析要点展开探讨,详细阐述了数据采集的方法、技术以及注意事项,分析了数据处

理和分析的关键要点与技术手段。通过对这些要点的研究,旨在为提高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的准确性、有

效性和科学性提供参考,推动森林资源管理决策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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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ynamic monitoring of forest resources is crucial for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 ecosystem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key point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for dynamic 

monitoring of forest resources, elaborating on the methods, techniques, and precaution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zing the key points and technical means of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By studying these key points,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accuracy, effectiveness, and scientificity of dynamic monitoring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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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调节气候、保

持水土、提供生物栖息地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准确掌握森林

资源的动态变化,对于制定科学的森林经营策略、保护生态环境

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数据的采集与

分析是获取森林资源信息的关键环节,能够及时反映森林资源

的数量、质量和空间分布的变化情况。本文将深入探讨森林资

源动态监测数据采集与分析的要点,以提升监测工作的质量和

效率。 

1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概述 

1.1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的概念和意义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是指对森林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和

分布等特征随时间的变化进行持续、系统的观测和分析[1]。其

意义在于为森林资源的科学管理提供基础数据,有助于评估森

林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和服务功能,为制定森林保护、经营和利

用政策提供决策依据。通过动态监测,可以及时发现森林资源面

临的问题,如森林砍伐、病虫害、火灾等,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

干预和管理,保障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1.2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的发展历程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的实地调查到现代

信息技术应用的过程。早期主要依靠人工实地测量和调查,效率

低、精度有限。随着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等技

术的发展,森林资源动态监测逐渐实现了信息化和自动化。遥感

技术可以快速获取大面积的森林图像,GIS技术能够对森林资源

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GPS技术则为实地调查提供了准确的定

位。这些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监测的效率和精度。 

2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数据采集要点 

2.1数据采集的内容 

2.1.1森林资源的基本信息 

包括森林面积、蓄积量、树种组成、林龄结构等。这些信

息是了解森林资源现状的基础,通过定期采集可以掌握森林资

源的数量和质量变化。例如,森林面积的变化反映了森林的扩张

或收缩情况,蓄积量的变化则体现了森林的生长和消耗情况。 

2.1.2森林生态环境信息 

森林生态环境信息涵盖土壤类型、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

多个维度,这些要素是理解森林生态系统功能与运行机制的关

键切入点[2]。不同的土壤质地、肥力特征与气候温湿度、降水

分布模式,会直接作用于森林植被的生长状态、物种组成及空间

分布格局。例如,酸性土壤可能更适宜某些针叶树种生长,而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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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多雨的气候条件往往孕育着物种丰富的阔叶林。通过系统采

集和分析这类信息,能够深入揭示森林资源与周边生态环境之

间的相互作用规律,为森林生态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应对

气候变化的林业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助力实现生态系统的

动态平衡与良性发展。 

2.1.3森林灾害信息 

森林灾害信息涵盖森林火灾、病虫害、气象灾害等主要类

型,及时获取这类信息是开展灾害防治的关键前提。森林火灾具

有突发性强、蔓延速度快的特点,一旦发生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

大面积森林损毁；病虫害则会通过侵蚀林木根系、叶片等部位,

渐进式削弱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干旱、暴雨等气象灾害

亦会对森林植被的生长环境构成威胁。通过卫星遥感、地面巡

查等手段实时监测灾害动态,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火灾的起火点

与蔓延路径、病虫害的爆发范围及气象灾害的影响程度,从而迅

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精准调配人力、物力资源开展灭火扑救、

病虫害消杀等防治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对森林资源的破坏,

守护森林生态安全与生物多样性。 

2.2数据采集的方法 

2.2.1地面调查法 

地面调查是获取森林资源信息的传统方法,包括样地调查、

样线调查等。样地调查是在森林中设置一定面积的样地,对样地

内的树木进行测量和调查,获取树木的胸径、树高、蓄积量等信

息。样线调查则是沿着一定的线路进行调查,记录线路两侧的森

林植被情况。地面调查法可以获取较为准确的森林资源信息,

但工作量大、效率低。 

2.2.2遥感技术 

遥感技术是利用卫星、飞机等平台搭载的传感器获取森林

的影像数据。通过对遥感影像的分析,可以提取森林的面积、植

被覆盖度、树种类型等信息。遥感技术具有覆盖范围广、获

取数据快等优点,但也存在分辨率有限、信息提取精度不高等

问题。 

2.2.3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 

GIS技术可以对森林资源数据进行管理、分析和可视化展

示。通过将地面调查数据、遥感影像数据等整合到GIS平台中,

可以进行空间分析和决策支持。GPS技术则为地面调查和遥感影

像的定位提供了准确的坐标信息,提高了数据采集的精度。 

2.3数据采集的质量控制 

合理的采样设计是保证数据采集质量的关键。采样点的选

择应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森林资源的总体特征。同时,采样点

的数量和分布应根据监测的目的和森林资源的特点进行科学

确定。使用的测量仪器和设备应定期进行校准和维护,确保其

测量精度和可靠性。例如,测量树木胸径的测树仪应定期进行

校准,以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数据记录应准确、完整、清

晰,避免出现错误和遗漏。采集的数据应进行严格的审核,确

保数据的质量符合要求。对于不符合要求的数据,应及时进行

修正或补充。 

3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数据分析要点 

3.1数据预处理 

3.1.1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是从数据中剔除噪声、异常值与重复内容的关键

环节[3]。在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数据体系里,常因测量设备精度限

制、人工录入疏忽等因素,存在诸如数值偏离实际范围的异常数

据、内容完全一致的重复记录等问题。这些“数据杂质”会干

扰监测结果的准确性,误导对森林资源消长、生态环境变化的分

析判断。通过运用统计分析、逻辑校验等方法开展数据清洗,

可精准识别并修正测量误差,删除冗余重复信息,规范数据格式,

使监测数据更真实地反映森林资源的实际状况,为森林资源的

科学管理、生态效益评估以及林业政策制定提供高质量的数据

支撑,保障动态监测工作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3.1.2数据标准化 

数据标准化旨在对不同来源、格式的数据实施统一规整,

使其具备横向与纵向的可比性。在森林资源监测领域,数据常因

采集机构相异、技术标准不一或时间跨度较长,呈现出单位混

乱、统计口径不一致等状况。以森林面积数据为例,不同年份可

能因测量技术迭代、行政区划调整等因素,导致数据的空间范围

或计量方式存在差异。通过标准化处理,如统一换算成相同面积

单位、划定一致的地理边界,可消除这类“数据壁垒”。 

3.1.3数据集成 

数据集成是把多个数据源的数据整合为统一数据集的过

程。在森林资源动态监测场景中,常需集成地面调查数据、遥感

影像数据、气象数据等多元信息。这些数据来源不同、格式各

异,单独分析难以全面反映资源状况。通过数据集成,可打破信

息孤岛,将空间分布、长势特征、气候影响等多维度信息融合,

为综合分析森林资源动态变化、评估生态系统功能提供完整的

数据支撑,助力更精准地把握森林生态的演变规律。 

3.2数据分析方法 

3.2.1统计分析方法 

统计分析方法是对森林资源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推断性

统计的方法。描述性统计可以分析森林资源的数量特征、分布

特征等,推断性统计可以通过样本数据推断总体特征。例如,通

过对样地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推断整个森林区域的蓄积量和

生长量。 

3.2.2空间分析方法 

空间分析方法是借助GIS技术对森林资源数据开展空间维

度解析的手段[4]。该方法可深入挖掘森林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

要素间空间相关性等规律。例如,通过空间聚类与趋势分析,能

精准识别森林资源富集的热点区域及生态敏感度高的脆弱区域,

直观呈现资源分布的疏密格局与潜在风险区域。这些分析成果

可为森林资源的分区管理、重点保护区域划定及生态修复规划

提供可视化决策依据,助力提升森林资源管理的针对性与保护

措施的科学性。 

3.2.3模型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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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分析方法通过构建森林资源动态变化模型,实现对资

源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常见模型涵盖生长模型、收获模型、生

态系统模型等类型,可模拟不同经营措施与环境条件下森林资

源的演变过程。例如,借助生长模型能推演林木蓄积量的增长轨

迹,利用生态系统模型可评估气候变化对森林结构的影响。这类

分析通过量化不同场景下的资源变化,为制定差异化的森林经

营策略、优化资源管理方案提供科学预判,助力实现森林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3.3数据分析结果的可视化 

数据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图表展示是

将数据分析结果以图表的形式进行展示,如柱状图、折线图、饼

图等。图表可以直观地反映森林资源的数量变化、结构特征等,

便于用户理解和分析。第二种地图展示是利用GIS技术将森林资

源数据以地图的形式进行展示。地图可以直观地反映森林资源

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变化情况,为森林资源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可

视化支持。第三种三维可视化是利用三维建模技术将森林资源

数据进行三维展示。三维可视化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示森林的形

态、结构和空间分布,为森林资源的监测和管理提供更加真实的

场景。 

4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数据采集与分析的应用 

4.1森林资源管理决策 

通过对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数据的采集与剖析,可实时掌握

资源现状及演变趋势,为管理决策筑牢科学根基。例如,依据林

木生长态势与蓄积量变化规律,能制定兼顾生态保护与资源利

用的采伐计划,避免过度砍伐；针对森林火灾、病虫害等灾害的

发生范围与危害程度,可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精准实施灭火

扑救、病虫害消杀等防治举措。这类基于数据驱动的管理模式,

让森林资源管控更具针对性与时效性,助力实现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4.2森林生态系统评估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数据可用于评估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状

态与服务功能[5]。通过剖析森林资源的结构特征、树种组成、林

龄结构和功能演变、物质循环、能量流动,能科学评判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水平及生态服务价值。例如,借助对森林

植被覆盖度、群落演替的持续监测,可量化评估森林的碳汇能

力、固碳量与水源涵养功能、径流调节效果,为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自然保护地管理及生态补偿政策制定提供关键依据,助力推

动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与功能提升。 

4.3森林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数据可为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有

力支撑。通过跟踪资源消长动态,能及时察觉森林面临的诸如病

虫害侵袭、非法采伐等问题,进而迅速启动针对性保护措施,如

划定禁伐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同时,依据林木生长周期、蓄

积量变化等数据,可科学规划森林抚育、采伐利用方案,在保障

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前提下,合理开发林产品资源,实现经济效益

与生态效益的平衡。这种数据驱动的管理模式,让森林资源利用

既符合自然规律,又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助力构建可持续的林

业发展体系。 

5 结论与展望 

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数据采集与分析是森林资源管理的重要

基础工作。通过合理的采集方法和科学的分析技术,可以准确掌

握森林资源的动态变化情况,为森林资源的管理决策、生态系统

评估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有力支持。在数据采集方面,应综合运用

地面调查、遥感技术、GIS和GPS等多种方法,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在数据分析方面,应采用统计分析、空间分析和模型

分析等多种方法,深入挖掘数据的价值。同时,应注重数据采集

和分析的质量控制,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数据采集与

分析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多源数据的融

合和共享,提高数据的综合利用效率；加强数据分析技术的创新

和应用,提高森林资源动态变化的预测精度；加强森林资源动态

监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提高监测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同时,

应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森林资源动态监测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为全球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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