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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要想提升森林资源利用率，就需要加强森林经
营管理力度。森林经营管理有着一定的复杂性和繁琐性，
因此本身还有着诸多的问题存在，具体表现为过于重视造
林而忽视经营管理，使森林质量和林木产出下降。伴随着
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行，人们对于环境质量提出了非常高的
要求，以往单一的经营管理方式已经不符合当代森林经营
发展要求，这就需要创新森林经营管理方式，引进合理的
科学技术。自从迎来了大数据时代以后，有效借助数据挖
掘技术实施各项作业能够对各项复杂化信息加以处理，采
取数据挖掘技术才可以精准分析林业经营，实现经营目
标。本文主要对森林经营管理现状展开了分析，阐述了数
据挖掘发展现象以及数据挖掘关键性技术，在动态性监测
森林资源的基础上开展经营活动，提升利用率。

一、数据挖掘发展以及关键性技术
（一）数据挖掘发展情况
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改进，人们可以合理方式

对数据信息加以储存，数据中包含的信息量逐渐增加，以
往过于单一的数据处理工具和储存方式已经不符合当代基
本要求。1980 年，数据库的形成为分析数据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形成了数据挖掘，数据挖掘
被逐渐更新和改善，在进入了 21 世纪以后，数据挖掘进入
了良好的发展阶段，无论是何种技术开发都必须和实际情
况相符合，数据挖掘系统被开发，将其应用于商业、经济
和管理等领域内能够产生极高的作用。数据挖掘涉及了多
项领域的研究结果，基于硬件环境以及挖掘算法的全面改
善和创新，数据挖掘技术得到了普遍应用。在信息社会领
域中，包含了诸多无规律和复杂化的数据，对于这些数据
来讲，都可以当成挖掘数据的一项原始数据看待，在转换
以及挖掘数据以后才可以从中获取内在规律。

（二）数据挖掘技术
数据挖掘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针对信息化时代中包

含的各项信息数据来看，应用数据挖掘技术能够有效地处
理这些数据。数据挖掘并不是单一性技术，本身包含了多
种类型，分别是计算机以及统计等多方面。在对复杂数据
进行整理过程中，数据挖掘内的相关技术依照数据本身特
征进行作业。

1.基本的关联规则。在数据挖掘过程中，关联规则挖
掘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其功能是对数据库内各项元素之
间的关系加以探究，关联规则有助于用户了解和掌握决策
内的各项行为特点。举例说明，商店客户购期间，客户购
买面包时也会购买沙拉酱，对此，可以采取对促销面包进
行打折的方式提升面包以及沙拉酱的销售额。关联规则应
用研究一般是提出各项不同的规则挖掘算法，提升效率。
处于相关领域内找寻各项规律为关键，这从一定程度上凸
显出了关联规则在应用期间的普遍性特征。

2.决策树。决策树属于数据分类算法中普遍应用的一
种方式，本身有着简便性的特征，采取分步方式把分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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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划分为各项不同类型，便于人们理解，提升适应性。

图一  数据挖掘流程

3.数据聚类。数据聚类对数据进行处理期间，采取分
类方式对数据加以划分，在这其中，各项类型中的个体之
间有着极高的相似程度，而不同类型的个体之间相似度较
低一些。聚类分析是无监督学习方式中的主要形式，应用
较为普遍。同时原始数据无规律性可言，要想从中找寻规
律，实施数据聚类是极为关键的。

二、数据挖掘技术在森林经营管理中的实际应用情况
（一）案例
通过查看国家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得

到，我国森林面积有 2.08 亿hm3。和第七次清查比较看出
总面积增加了 1254.78 万hm3，增幅 6.42%，蓄积净增 14.16
亿m3，增幅 11%，森林蓄积净增量比第七次清查多 2.93
亿m3，增幅增加 2 个百分点，增长速度稳中有升。本文研
究对象为某项国有林场。该林场属中亚热带气候，年平均
温度为 16.2℃，年降水量 921.1mm，积温 5200.8C，平均海
拔 1380 ～ 1935m，属中山地貌类型，土壤为山地红壤，土
层厚度在 1m以上，植被覆盖率在 90%以上，主要植被包
含了云南松林、华山松、云南油杉、元江栲等，壳斗科植
物为主的阔叶乔、灌木林。

在本次研究期间，基本内容是把数据挖掘方法应用于
林业数据，在选择属性和数据选样时，需要从两方面入
手，其一，数据挖掘算法对数据的要求，当缺失数据过
多，将阻碍数据挖掘算法的实现，对算法无法有效处理的
数据类型，比如小班特点等描述型数据，对模型的建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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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作用。其二，结合林业专业知识分析属性与数据的
特点进行选择，分析原始数据库的小班记录，小班主要的
树种有云南松、油杉等，其中云南松的数据最为完整，对
此，将云南松数据提取作为研究的初始数据。本研究的内
容是将数据挖掘方法应用在林业数据中，全面分析森林的
各个林分属性之间、森林生长发育与环境因子之间的联系
性。当某些属性缺失值过多，丢失的信息非常多，是难以
确保数据的有效性。所以，必须清除无用属性。

（二）调查与监测森林资源
在森林经营管理阶段中，森林资源调查和监测是森林

经营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通过定期勘察和检验森林
资源的方式能够对森林生长、森林经营效果有着清楚地掌
握。针对森林地域广泛、调查数据过于混乱等问题而言，
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提升生产和搜集数据的效率。面对于包
含的诸多森林数据，数据挖掘的多种关键技术可以采取分
析与再加工等方式进行整理，在森林资源调查与监测方面
发挥了良好效果。与此同时，采取空间热点探测、趋势面
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决策树分析等数据挖掘方式，可以
揭示数据库没有清楚表达出来的知识以及空间关系，以此
为森林空间规划和经营措施设计提供一定的依据。相关人
员应用数据挖掘工具将整合的森林资源数据进行处理与
分析，在繁琐数据内提取出各项不同的数据，并展开了数
据标准化产品化、数据挖掘等方面的探究工作。使相对复
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为林业管理部门提供管理和决策支
持，同时获取完善数据。

（三）预测林木生长情况
当前阶段，应用新型技术对林木生长数据加以处理，

可以从多方面探究林木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发展过程，以
为结合实际情况为林业规划提供良好的林木培育方法，借
助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准确的预测树木生长情况。数据挖掘
在林木生长预估的应用探究一般体现在粗糙集、决策树和
神经网络方法等方面的使用。在粗糙集和决策树期间，使
用粗糙集选取了和森林质量有着密切联系的因子，创建决
策树。应用粗糙集方法选择因子当成输入变量的决策树模
型，其本身有着规模小、复杂度低等诸多特征，通过对比
与分析得到来看，模型精度的提高在精准检验森林资源以
及预测森林生长动态方面中产生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四）森林防火
在每年中都存在着诸多林木因为林火而逐渐变为灰烬

的现象。对于森林火灾来讲，属于一项延伸速度较快以及
形成后果极为严峻的自然灾害。在森林防火期间，加大了
对关联规则、聚类分析等方法的普遍应用，通过对森林大
火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规范性
的森林防火模型，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预防了森林大火的出
现。例如，相关人员重点探究了对森林覆盖率、退耕还林
率、火灾发生率等影响自然和人为因为以及碳量的关联关
系，获取了高火灾发生率的地区林业碳贮量普遍较低的结
论，其和实际情况相一致，根据森林大火历年数据，依照
聚类分析和地域区分森林火险等级，结合等级制定完善的
火险防范措施，动态性相关基础数据进行处理。

（五）林业可视化
我国森林面积大、森林资源十分丰富，采取以往普通

的分析技术无法有效地对森林资源加以统计。经过相关探
究来看，可视化数据挖掘技术在数据挖掘中产生的优势极
高，利用GIS、GPS等技术能够有效整理十分复杂的林业数
据资源，实施数据特征以及空间数据关系的分析工作，从
而获取诸多的隐性数据，明确空间数据在发展中的基本规

律。以落叶松举例说明，创建立地宜林性能预测模型，清
楚地表达出结果，从一定程度上提升立地宜林性能的预测
准确性，以此为森林立地生产潜力评价提供良好依据。与
此同时，在GIS开发平台中全面开发完善的空间数据挖掘
原型系统，将知识的有效性和应用价值体现出来。在加深
林业理论知识与数据挖掘结合程度的基础上获取准确地林
业信息。

（六）病虫害防御
森林病虫害属于一项影响植物生长和收获的灾害，在

森林经营管理中采取何种方式全面解决该项难点是面临的
首要问题。通过分析病虫害问题来看，病害的类型特别
多，分布极为普遍，而采取数据挖掘技术能够依照基本的
病虫数据进行全面处理，从而降低森林病虫害的出现。相
关人员依照林木病害的属性特征制定出完善的病害解决方
案，使其产生良好的应用效果。紧抓各项要点，采取数据
挖掘分析和探究关于病虫的数据，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可以
全面地预估和防止森林病虫害的形成。

（七）森林健康
森林健康程度决定了森林资源价值的体现，采取合理

的管理手段确保森林健康，对于整个森林经营管理体系来
说有着极高的作用。要想获取精准的森林健康分析数据，
离不开数据处理与分析功能的支持，在森林健康评价中应
用数据挖掘技术的基础上获取准确结果。

三、数据挖掘技术在森林经营管理中的应用趋势
在利用森林资源利用期间，要想产生良好的价值，创

建稳定的生态环境，就应当结合实际情况规范性分配森林
资源，提升森林资源利用率。数据挖掘在森林经营管理中
的应用有着极高的价值，根据森林经营管理的目标应当重
点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改善数据整理方式
数据挖掘技术依旧无法完全分析和有效处理森林资源

中存在的各项空间、时间等复杂化信息数据，针对此种现
象，怎样有效处理数据是面临的首要问题。

（二）整合数据挖掘结果
数据挖掘的结果通常是被存储在各地区的林业部门，

相关的数据结构与存储方式也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
（三）创新和改进数据可视化技术
现阶段，数据可视化技术尚不具备完善性和创新性，

基于此，要想准确地定位和提前预测森林资源，离不开更
加强大可视化技术的支持。

（四）创建完善的林业数据模型
在分析期间应当配置完善的数据挖掘模型，结合林业

行业的特点设计和构建数据挖掘的原型系统。
四、结束语
针对森林经营管理难点，就需要加强对数据挖掘技术

的应用程度，为了将此种技术的价值体现出来，就需要注
意分析应用要点，为森林经营管理提供良好的依据，在提
升森林经营管理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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