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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林业、数字林业发展战略背景下，如何提升林

业部门森林资源统计和规划成效已经成为管理者必须面临

的问题，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可以提升传统森林资源规划工

作精准性，加快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数字化和统计规划管

理的精细化。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讲，将高新技术渗透到

林分参数、经营管理、数据调查工作中是非常必要且重要

的。

一、罗城县森林资源现状

罗城县位于我国广西境内，地形为西北高、东南低，

该县的土壤类型主要以红壤、黄红壤和石灰土为主，适于

营造用材林和防护林生长，多数林区和自然保护区植被为

天然阔叶林，经济林主要有柑桔、板栗、柚等，稀有珍贵

树种主要有单性木兰、小叶红豆、金丝李等。如果按照国

土调查标准划分（截止到 2019 年最近调查周期中数据显

示），罗城县可以分为耕地 57161.12 公顷，园地 5888.22 公

顷，林地 190607.47 公顷，草地 1437.54 公顷，商服用地

13.92 公顷，工矿用地 568.46 公顷，住宅用地 4903.34 公

顷，交通用地 1182.44 公顷，水域 3375.81 公顷，其他土

地 9.09 公顷；如果按照林业调查标准划分，可以划分为有

林地 194476.25 公顷，乔木林地 113846.36 公顷，灌木地

58981.52 公顷，竹林地 6553.24 公顷（部分数据）。

二、森林资源规划统计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价值

要想探究信息技术在林业统计与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首先应该研究信息技术的主要内容，分别体现在：地理信

息系统(GIS) ；计算机技术；遥感(RS)技术；大数据技术；

全球定位系统(GPS) ；激光雷达技术；无人机技术等。通

过信息载体，对林业资源进行数量化和模型化统计，通过

语言、文字或图像等，以 3S技术为支撑，构建数字林业建

设，是现代化林业管理体系的重要工作任务，当前林业信

息技术已覆盖全国，对退耕还林、资源建设、防沙治沙、

造林绿化等工作进行精细化管理。

（一）促进林业资源精细化管理

在传统工作方式中，林业经营主要以粗放化为特点，

资源统计、树种统计、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不够精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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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今后工作提供可行性建议，因此在今后工作中，利用数

字化资源，采用信息技术可以实现“精准林业”工作目

标，将三维激光扫描、遥感、航片、3S等技术应用到造林

地块工作中，可以充分发挥电子角规、空间分析、复合因

子图等功能，有利于林业专题图的制作，对数据进行精确

获取。其次，可以将信息技术应用到森林火灾预警中，制

定科学合理的扑救方案，利用GIS将坡度图，通过GIS的空

间分析，对林火蔓延进行模拟，计算最佳扑火路线，在第

一时间抢救火情，对森林区划图进行叠加，得出森林资源

坡向图、土壤图，最终由粗放经营转入精准经营。

（二）加快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数字化

林业部门可以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充分应用ES技

术、DSS技术，在 3S技术的加持下，构建决策支持模型

库，对空间数据挖掘技术进行结合，预测单木的区域生长

量，得出森林资源管理的基础信息，获取造林规划图，从

宏观层面来讲，可以适当规避过度开展林业生产行为，实

现林业生产经济效益最大化，开展创新型林业调查规划设

计，及时获取林区信息，确保森林生态平衡，充分发挥林

业调查规划设计优势，加强电子政务建设。从而可以切实

改变传统统计规划工作中调查周期长、经济成本高、人力

资源需求高、数据实效性差、部分人迹罕至地区数据信息

空白等问题，降低林业工作者经济负担和工作压力，采用

精确化的调查采样数据，确保森林资源统计的准确性和科

学性，提升定位精准度。

三、信息技术在罗城县森林规划统计工作中的应用路

线

罗城县以森林资源“天—空—地”多源海量数据为基

础，采用多源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移动计算等高新技术。结合少量地面调查，实现森林资源

精准、快速、高效、多产调查监测，整个调查工作内容包

括：小班区划和基本属性识别、变化图斑更新、地面样地

调查、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与预处理及DEM等相关产品

生产、林分参数建模估测与制图、森林变化检测和小班自

然环境与经营管理信息提取、实地补充调查、成果编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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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路线

1.实地补充调查。林业资源统计与调查人员在小班区

划工作中在GIS软件平台支持下，依据各种地物(各个土地

类型、各个优势树种(组)等)在航空DOM的颜色、色调、

形状、大小、阴影、图案、纹理、空间位置、空间关系等

图像表征，利用 1 ∶ 2000 航空数字正射影像(DOM，空间

分辨率 0.5m)对森林资源进行调查，共规划优势树种(组)、

林木起源和伴生树种(组)、林(土)地类型等 12 万个小班，

通过实地补充调查予以确认，补充实地调查数据。经实地

补充调查核实后，更新到本次调查成果，并根据小班区划

结果对其进行局部修正。

2.林分参数估测。林分参数包括：平均直径、平均

高、优势高、单位面积断面积、单位面积蓄积量、林木密

度、郁闭度等。基本方法是：将全部激光点云数据分为地

面点、植被点和非植被地面点(建筑物、铁塔、电线等)，

用地面点生产数字高程模型(DEM)，用植被点生产数字表

面模型，并将植被点作归一化处理，得到数字树冠层模型

(CHM) ；计算归一化植被点数据的统计特征参数，得到大

量与林分高度相关的高度变量(如平均高、中值高、各个分

位数高度等)、与林分密度相关的密度变量(如冠层密度、

各个分位数密度等)和与地形相关的地形变量(最低值、最

高值) ；分树种(林分平均高和优势高部分)，根据地面样地

调查数据筛选变量和建立各个林分参数估测模型并通过优

度检验进行优选；用最优模型编制全县林分参数分布图，

像元大小为 20m×20m。

3.经营管理属性信息提取。利用由激光雷达点云数据

生产的DEM进行全县地貌区划。类型、海拔高、坡向、坡

位、坡度等小班自然环境信息，对小班属性数据表进行赋

值。对 2018 年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的成土母质、土

壤类型、石砾含量、土层厚度、土地权属、林木权属、林

种、林业工程类别、林地保护等级、公益林事权级、国家

生态公益林保护等级等进行修正后，提取每个小班的上述

小班自然环境及经营管理属性信息，对小班属性数据表进

行赋值。

（二）管理路线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森林资源信息化管理制度，

罗城县林业管理部门加强对现有人员的学习培训，及时补

充学习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新人，组建稳定熟练的林政

管理专业队伍，建立森林资源信息化管理制度，推动地理

信息、遥感、通讯等信息技术与林业工作的结合，满足林

业管理和生产需要，紧紧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网

络强国战略等政策机遇和有利条件，充分运用大数据、智

能化、北斗导航定位等新技术，以基本实现林业信息化为

目标，以智慧林业为抓手，力争建立林业信息化管理机

制，为罗城县森林经营、资源管护提供精准信息服务和智

慧化解决方案。此外，加强执法问责，积极打击破坏森林

资源行为，在信息化技术的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森林资

源目标责任制，通过大数据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健全和完

善林业执法监督体系，将信息化应用率和使用率纳入干部

综合考评范围，通过电子监控、数字化检测、可视化技术

加强对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情况的监管，坚决依法查处毁林

开垦和乱占林地行为，确保林地资源安全，预防和制止超

批准范围使用林地问题发生，强化林地资源违法犯罪法律

责任，严格进行考核。最终促进智慧林业、数字林业的实

现，发挥技术优势，加大林业资源保护、管理和修复。

四、效果分析

罗城县森林资源监测和调查周期为 10 年，在 2019 年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工作中，创新技术体系，完成森林

参数建模和制图工作，构建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得

出森林资源主要指标如下详见表 1。

（一）乔木林数据

林地乔木林 11.38 万公顷，蓄积量 1154.92 万立方米，

非林地(耕地、城镇村庄住宅用地等)乔木林 0.46 万公顷，

蓄积量 30.33 万立方米。桉树林 0.91 万公顷，蓄积量 51.56

万立方米；一般阔叶林 3.89 万公顷，蓄积量 373.03 万立方

米；桉树林 0.20 万公顷，蓄积量 10.67 万立方米；一般阔

叶林 0.08 万公顷，蓄积量 4.71 万立方米；松树林 0.99 万

公顷，蓄积量 112.80 万立方米。

（二）防护林数据

全县防护林面积 7.28 万公顷，特用林 0.65 万公顷，用

材林 9.81 万公顷，薪炭林 0.27 万公顷，经济林面积 0.89

万公顷，其比例为 39 ∶ 3 ∶ 52 ∶ 1.5，全县林木连年生长

量 102.92 万立方米，用材林连年生长量 92.98 万立方米。

用材林生长量中：杉木 60.20 万立方米，松树 9.51 万立方

米，桉树 13.72 万立方米，一般阔叶树 9.55 万立方米。全

县林地利用率 95.8%，有可用于发展林业的宜林荒山和迹

地 3226.77 公顷。

（三）森林面积增加量

截止到 2019 年森林资源调查规划统计数据，2009—

2019 年，全县森林面积由 17.44 万公顷增加至 18.90 万公

顷，增加了 8.4%，森林覆盖率由 65.78%提高至 71.29%，

提高了 5.51 个百分点，活立木总蓄积量由 827.48 万立方米

增加至 1196.68 万立方米，增加了 44.6%。

在这统计数据中，经质量检查，小班区划合格率

98.6%（满足小班面积精度≥ 95%条件），小班基本属性

识别正确率 96.3%，小班面积精度大于 95%，总体蓄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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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为 86.43%（满足总体蓄积量精度≥ 85%条件），因此

可以说明，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森林资源进行统计和规划调

查，精准度较高，说明本次调查成果质量达到技术要求，

并且调查成果可复核、可验证。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林业资源调查中，容易出现数据实效

性差、部分人迹罕至地区数据信息空白等问题，因此在今

后工作中，林业部门应该采用多源遥感、移动计算等高新

技术、北斗卫星技术等创新性手段，并结合少量地面调

查，对全县地貌和森林资源进行区划，得出精准数据，并

将其应用到病虫害检测、林地空间规划、电子政务等工作

中，促进数字林业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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