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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姚县全国第三次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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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姚县全国第三次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所采用的是依据纸质地形图勾绘的传统调查方法,不但

费时费力,监测调查数据在全面性、准确性、历史数据完整性及数据共享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与

不足。 通过分析研究普查技术要求和实践中调查方法、结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应依托安装到

移动终端如 iPad、PDA 或智能手机上的基于 3S 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奥维地图 App 进行外业调查,不
但较传统方法更方便、实用,也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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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rd
 

national
 

forestry
 

pest
 

survey
 

in
 

Dayao
 

County
 

adopted
 

a
 

traditional
 

survey
 

method
 

based
 

on
 

paper
 

topographic
 

maps,
 

which
 

is
 

not
 

only
 

time-consuming
 

and
 

laborious,
 

but
 

also
 

has
 

certain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comprehensiveness,
 

accuracy,
 

historical
 

data
 

integrity,
 

and
 

data
 

sharing
 

of
 

monitoring
 

survey
 

data.
 

Through
 

analyzing
 

and
 

studying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survey
 

and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of
 

survey
 

methods
 

and
 

results
 

in
 

practice,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field
 

survey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relying
 

on
 

Ovi
 

map
 

App
 

based
 

on
 

3S
 

technology
 

and
 

network
 

technology
 

installed
 

on
 

mobile
 

terminals
 

such
 

as
 

iPad,
 

PDA
 

or
 

smart
 

phones,
 

which
 

was
 

not
 

only
 

more
 

convenient
 

and
 

practi-
cal

 

than
 

traditional
 

methods,
 

but
 

also
 

more
 

econo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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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森林资源及其产品交流日趋频繁,林业有

害生物的传播和危害日益明显。 大姚县采用传统林

业数据调查方法完成第三次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工

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但费时费力,劳民伤财,调

查数据在全面性、准确性、历史数据完整性及数据共

享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 鉴于此,摒弃利

用纸质地形图进行调查的传统方法,依托 3S 技术及

互联网技术的专业调查 App,利用 iPad、PDA 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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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手机等做为移动终端进行调查的新技术呼之欲

出,实现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数据采集的定量化、定位

化和可视化管理成为可能。

1 基本情况

1. 1 历次调查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组织开展了三次全国范

围内的林业有害生物普查,依次是:20 世纪 80 年代

初期进行的首次普查,初步查清了我国林业有害生

物种类和分布情况,可以说这是一次本底调查,是一

项填补空白的工作;2003—2007 年开展的第二次普

查,基本摸清了境外入侵、省际传播、本土严重危害

种类的基本情况,并对全国 70 种主要林业有害生物

进行了危险性分析和危险性等级划分,并依此重新

修订了全国检疫性和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名单;
2014—2016 年度全国林业有害生物第三次普查,是
在前两次普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摸清林业有害生物

发生种类、分布区域和危害情况,种类发展的新特点

和新变化。 今后的普查工作将系统化、规范化开展,
成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中定期要依法依规开展

的经常性任务。 前两次普查工作采用常规调查方

法。 第三次普查工作,各地情况不一,有的市县应用

3S 技术研发了相应的预测预报管理系统,而有的地

方如大姚县仍采用传统方法进行调查。
1. 2 调查目的和内容

大姚县此次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工作,重点是针

对危害核桃和云南松等树种的林业有害生物。 在查

清寄主植物、林下栽培植物有害生物种类、分布范

围、发生面积、危害程度、传播途径以及主要林业有

害生物的天敌等情况的基础上,更好地预测预报主

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动态,正确推断发生的可能性

和未来发展的趋势,确立今后防治重点,拟定防治计

划,制定检疫措施,为科学开展治理工作提供依据[1] 。
1. 3 技术要求

采取走访调查、踏查和详查相结合的方式,在有

害生物发生区或症状表现区开展外业调查。 在进行

普查活动的过程中必须采集、制作各种有害生物的

生活史标本[2] 。 调查详细等级按森林资源三类调

查执行。 涉及的土地类型包括林地和非林地 2 个一

级地类,8 个二级地类,13 个三级地类[3] 。 在调查

过程中,踏查涵盖普查范围的所有林分类型,需填写

好相关记录表格,采集标本,拍摄图片。 采集的标本

要具有代表性,色泽新鲜、完整无缺,并及时制作和

保存。 拍摄照片时应尽量拍全虫害的完整生活史和

病害的不同发生阶段。

2 调查方法及结果

2. 1 实地调查线路

此次普查涵盖大姚县 12 个乡镇,共布设了 126
条调查线路,设立了 76 块标准地。 共采集到有效林

业有害生物部分虫态及危害症状影像标本 136 张,实
物部分虫态及危害症状标本 46 份,鉴定出林业有害

生物 74 种(病害 11 种、虫害 61 种、有害植物 2 种)。
2. 2 现场记载的因子

现场踏查阶段要求记载乡镇名称代码、踏查路

线编号、调查面积、踏查点名称、地理坐标 ( 经纬

度)、海拔、小班号、踏查点面积、林分组成、有害生

物名称、危害部位、是否需要设置标准地、标准地编

号等。
2. 3 数据汇总

2. 3. 1 发生面积计算公式

发生面积是指林业有害生物达到轻度及以上统

计标准的面积。 计算公式如下:
S = A / B × C / D

式中:S 代表发生面积;A 代表受害株数;B 代表标准

地面积;C 为标准地代表面积;D 代表某树种单位面

积株数[4] 。
2. 3. 2 统计结果

经统计,全县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 4 015. 34
hm2,其中轻度 2 007. 67 hm2,中度 1 694. 18 hm2,重
度 313. 49 hm2。 普查统计结果详见表 1。
2. 4 成果图制作

根据全县区划的发生分布范围图班,经矢量化

配准、合并、修饰、着色、加入行政界线、设置比例尺

等工序后,最终完成全县发生分布位置图、等级分布

图的制作。

3 存在的问题

3. 1 国家层面

3. 1. 1 国家要求的多层管理需要技术体系尚未形成

各地的研究均立足于本地的特点,形成的成果

格式多样,缺乏统一性,不能满足多层管理需要,对
林业有害生物信息进行规范、系统和动态的管理体

系难以形成,不能及时准确地收集、传递、分析和发

布信息,影响了林业有害生物监测与治理整体水平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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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姚县全国第三次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发生面积统计

Tab. 1　 Occurring
 

area
 

of
 

the
 

third
 

national
 

forestry
 

pest
 

survey
 

in
 

Dayao
 

County hm2 　

项目
紫茎
泽兰

木蠹蛾 姬小蜂
柏肤
小蠹

双条杉
天牛

天牛 蛀梢螟 叶蝉 金龟子
双棘长
小蠹

栗实象
核桃
叶峰

松纵坑切
梢小蠹

单位 金碧　 1067. 20
 

20. 01
 

13. 34
 

13. 34
 

6. 67
 

龙街　 53. 36
 

86. 71
 

赵家店 146. 74
 

73. 37
 

26. 68
 

33. 35
 

13. 34
 

新街　
 

80. 04
  

六苴　 100. 05
 

73. 37
 

40. 02
 

桂花　 6. 67
 

93. 38
 

20. 01
 

石羊　 66. 70
 

46. 69
 

53. 36
 

173. 42
 

20. 01
 

126. 73
  

三岔河 40. 02
 

20. 01
 

73. 37
 

80. 04
 

33. 35
 

20. 01
 

33. 35
  

三台　 26. 68
 

40. 02
 

40. 02
 

铁锁　 46. 69
 

40. 02
 

20. 01
 

20. 01
 

昙华　

湾碧　 53. 36
 

20. 01
 

合计　 1380. 69
 

426. 88
 

100. 05
 

13. 34
 

13. 34
 

220. 11
 

33. 35
 

326. 83
 

193. 43
 

80. 04
 

160. 08
 

80. 04
 

33. 35
 

危害
程度

轻　 　 513. 59
 

106. 72
 

33. 35
 

20. 01
 

186. 76
 

180. 09
 

140. 07
 

80. 04
 

33. 35
 

中　 　 867. 10
 

120. 06
 

66. 70
 

146. 74
 

33. 35
 

140. 07
 

13. 34
 

80. 04
 

20. 01
 

重　 　 200. 10
 

13. 34
 

13. 34
 

53. 36
 

合计
 

　 1380. 69
 

426. 88
 

100. 05
 

13. 34
 

13. 34
 

220. 11
 

33. 35
 

326. 83
 

193. 43
 

80. 04
 

160. 08
 

80. 04
 

33. 35
 

项目
花椒
瘿蚊

白粉病
核桃干
腐病

白绢病
核桃丛
枝病

核桃叶
斑病

黑斑病 毛毡病 炭疽病 枝枯病
松赤
枯病

华山松
煤污病

合计

单位 金碧 13. 34
 

66. 70
 

13. 34
 

13. 34
 

13. 34
 

1240. 62
 

龙街 20. 01
 

160. 08
 

赵家店 66. 70
 

360. 18
 

新街
 

6. 67
 

60. 03
 

146. 74
 

六苴 40. 02
 

253. 46
 

桂花 6. 67
 

126. 73
 

石羊 53. 36
 

86. 71
 

626. 98
  

三岔河 20. 01
 

13. 34
 

53. 36
 

386. 86
  

三台 133. 40
 

46. 69
 

13. 34
 

26. 68
 

53. 36
 

380. 19
 

铁锁 26. 68
 

40. 02
 

193. 43
 

昙华

湾碧 66. 70
  

140. 07
 

合计
 

26. 68
 

280. 14
 

280. 14
 

20. 01
 

13. 34
 

66. 70
 

13. 34
 

66. 70
 

53. 36
 

60. 03
 

66. 70
 

6. 67
 

4015. 34
 

危害
程度

轻 260. 13
 

100. 05
 

13. 34
 

13. 34
 

66. 70
 

13. 34
 

66. 70
 

53. 36
 

60. 03
 

66. 70
 

2007. 67
 

中 26. 68
 

20. 01
 

146. 74
 

6. 67
 

6. 67
 

1694. 18
 

重 33. 35
 

313. 49
 

合计 26. 68
 

280. 14
 

280. 14
 

20. 01
 

13. 34
 

66. 70
 

13. 34
 

66. 70
 

53. 36
 

60. 03
 

66. 70
 

6. 67
 

4015. 34

注:发生面积较小的种类归并后进行统计。

3. 1. 2 对数据获取及管理技术标准未做统一要求

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实施,是实现林业有害生物

普查内、外业一体化和普查工作电子化,为林业有害

生物普查成果生成提供便利的手段[5] 。 由于原国

家林业局并未对该项工作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如图

纸、坐标系、矢量数据格式、面积单位等做强制性统

一要求,各地采取的调查方法和管理系统不一,不利

于后期数据处理及统计汇总。
3. 2 地方层面

3. 2. 1 调查技术落后

大姚县在此次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工作现场踏查

的过程中,采取的是常规调查方式,即利用纸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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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 1 ∶ 50 000 地形图或影像图)作为踏查线路

的选择参考和区划发生范围的底图,利用 GPS 手持

机辅助,现场人工勾绘分布范围、区划调查小班、手
工编号并填写外业调查卡片,过程复杂,效率低下。
3. 2. 2 内业转绘、矢量化图班存在偏差

野外工作人员要制作手绘图,室内工作人员一

般要将外业勾绘好小班的纸质图扫描,运用计算机

地理信息系统专业软件 ( 林业上一般用 ArcMap
 

10. 2. 2)将纸质图配准,再转绘野外小班进行失量

化,建立数据库,求算面积,补充完善调查因子,数据

汇总统计,制作成果图等。 但大姚县此次调查是用

AutoCAD 软件进行转绘,而且未设置坐标系,导致

制作的全县成果图的图班空间位置误差大,标识的

信息较少,质量不高。
3. 2. 3 普查人员专业素质普遍不足

大部分普查人员初涉普查工作,缺乏林业有害

生物方面的专业知识,靠一两天的培训不能完全掌

握普查技术要领,以致出现资料填写不规范,对标本

的采集数量不够、不完整、不专业等情况。
3. 2. 4 普查质量不高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在普查的过程中仅观察到

部分林业有害生物症状和部分虫态标本,未能全面

采集到各个虫态标本。 另外,普查偏重于经济树种,
对松科植物只局限于危险性有害生物的调查,普查

得不深、不细。

4 对策或建议

4. 1 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政府应提高认识、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加强

普查技术人员配备,由县林业和草原局定期举办培

训班,重点培训林业有害生物普查的方法、重点、原
则、标本制作、上报材料要求,以及地理信息系统软

件 ArcMap10. 2 和相关调查 App 使用的基本常识和

常用功能,提升调查员相应业务水平,使其具备相应

专业能力。
4. 2 开发通用的专业 App

地理信息系统以其强大的空间数据管理、形象

直观的应用界面、强大的空间处理能力已经成为林

业领域相关工作的先进手段,在林业有害生物普查、
监测预报以及科学、准确地防治这一领域具有良好

的应用前景[7] 。 现在有软件开发公司已能按照新

的技术规程要求,开发出专业林业有害生物普查

App,如北京地林伟业软件开发公司就已成功开发

出森林资源一类调查 App、森林资源二类调查 App、

年度林地变更 App,并在云南省已成功进行了推广

使用,广受好评,但是收取的软件开发及维护费用是

比较昂贵的。
4. 3 应用奥维互动地图 App

通过分析研究,依托安装到智能手机上的基于

3S 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奥维互动地图 App,深入挖掘

该软件的相关功能,不必象采用专门开发的软件那

样要支付昂贵的费用,应用到外业踏查过程中,可为

调查人员提供目前最方便、最实用、最经济的调查手

段。 它可以提供准确的矢量基础数据,缩短后期的

数据处理、汇总以及图、文、表等成果制作时间,提高

工作效率。 生成的矢量数据也可以与其它林业矢量

数据相关联,以获得更多的空间地理信息和森林资

源信息。 与传统的调查方法相比,借助奥维互动地

图 App 开展普查工作优势明显(表 2)。

表 2　 采用奥维互动地图 App 与传统方法调查优劣对比

Tab. 2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Ovi
 

interactive
 

map
 

App
 

and
 

traditional
 

survey
 

method

序
号

对比项
采用奥维互动地图
App 的调查方法

采用纸质地形图的传
统调查方法

1 时效性 新近或实时更新 显示信息有限,不能更新

2 底图类型 常用天地图等高分
辨率互联网卫星影
像图,矢量化

常用 1 ∶ 10000、1 ∶ 25000
纸质地形图, 需人工
缩放

3 现地对照 实时定位, 直观明
了,地形地物分辨
容易

地形不明显时定位困
难,需较强外业调查
经验和识图能力, 区
划误差大

4 底图购置费 免费,可在有 WIFI
信号时下载

新购约 2000 元一张,
手续繁杂

5 地形图购
置量

根据调查区域进行
下载

需购置全县范围, 但
大部分都用不到

6 小班区划
方式

触屏操作, 用触屏
笔可提高区划精度

一般用铅笔、 橡皮进
行手绘和修改

7 依托的终端 iPad 或智能手机等 纸质,提供的信息有限

8 操作难度 易于操作,上手容易 比较繁琐,难于掌握

9 相关因子的
记录

在电子卡片上即时
记录相关信息

在纸质图上或纸质卡
片上手绘标注

10 现场携带
难度

体积较小,携带方便 雨雪天气携带困难,
容易损坏

11 与 ArcGIS
软件的对接

支持共同的文件格
式,无缝对接

需要大量繁琐的配准
及矢量化转绘工作

12 调查轨迹
记录

可设置自动记录 凭经验记录

13 安全系数 网络公开,不涉密 涉嫌涉密

14 位置共享 轻易实现 无法实现

15 工作时心情 富有乐趣 枯燥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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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与管理的许多环节都涉及空

间信息成分和时间序列特性[9] 。 随着 3S 技术和便

携式电脑软硬件技术的发展,基于 3S 研发的信息管

理系统将对林业有害生物监测调查的工作方式带来

革命性的转变[10] 。 专门开发的 App 虽然针对性强、
功能齐全,能涵盖 PC 基础信息管理系统、移动终端

外业调查系统的各个工作流程,但缺点也是显而易

见的,系统需购置 iPad、PDA 等作为移动终端,所用

影像资料需单独购买并涉密,不能使用在线地图,不
具备实时定位等实用功能,携带不方便,经济性、便
捷性、安全性等相较于奥维互动地图 App 大打折

扣。 鉴于此,将奥维互动地图 App 应用在今后林业

有害生物普查中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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