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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保护的林业资源保护大数据技术应用研究
吴童童

永修县林业局，江西 九江市 330304

摘要：林业资源保护是生态建设的重要项目。随着现代科技的创新应用，各行各业都积极引进大数据等技术来进

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科学决策。对此，本文从应用大数据技术辅助林业资源保护的角度展开探讨，重点分析

了现下林业资源保护工作实施困境，以及大数据技术在其中应用的优势。发现林业生态资源保护手段有待创新，

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丰富林业资源监管方式，联合无人机、红外线等技术还能定点打击乱砍滥伐行为。对此，文

章举例相关技术应用提出可行办法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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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林业资源是生态建设的主体组成，也是我国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支撑。2021 年 12 月

14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十四五”林业草原保

护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 2025 年，森林覆盖率达

24.1%，森林蓄积量达 180 亿立方米”。“十四五”背

景下，加强林业资源保护是重点建设任务。加强林业

资源保护工作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障可持续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维护国家安全

和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本文从大数据技术应

用的角度，就如何落实好林业资源保护展开探讨。

1 生态保护视角下林业资源保护困境

1.1 林业乱砍滥伐压力较大

根据各官方机构统计公布：2023 年上半年公安机

关侦破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相关案件 2.9 万起；国家林

草局等 11 个部门联合开展的“2023 清风行动”查办野

生动植物案件 1.4 万余起；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2018 年

—2022年间，全国法院共审结林地林木刑事案件64788、

生效判决人数 82704 人，其中盗伐林木刑事案件 8239

件，滥伐林木刑事案件 30711 件。通过了解相关典型

案件发现，造成乱砍滥伐现象主要由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种，一些地区由于林地林木资源相对密集且地处

偏远，监管难度较高，以至于难以及时发现非法伐木

行为；第二种，当地林业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导

致林木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不到位；第三种，一些地区

由于教育、宣传不足，当地居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不

足，对林木资源的价值和重要性认识不够，难以防范

乱砍滥伐的行为；第四种，一些地区的林业产业发展

滞后，缺乏可持续的林业经营模式，导致林木资源的

过度开发和利用，增加了乱砍滥伐的风险。

1.2 林业生态资源保护手段比较单一

目前，林业生态资源保护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制定

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具体包括设立自然保护区、实

施禁伐令等，来提高林业资源保护的有效性。然而，

这种方式主要依赖于政府力量，缺乏社会力量的广泛

参与，以至于保护效果与期望效果有一定距离。在林

业生态资源保护过程中，虽然已经引入了一些现代科

技手段，如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等，但这些技术的

应用范围仍然有限，且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例如，在某些偏远地区，由于技术手段的缺乏，导致

无法及时发现和制止乱砍滥伐等破坏行为。而且林业

生态资源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然而目前主要的

资金来源是政府财政拨款。由于资金来源的单一，导

致部分地区保护工作的资金可能无法及时到账，难以

满足林业资源保护工作开展的实际需求。例如，在某

些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导致森林防火、

病虫害防治等工作进度落后于计划。

1.3 林业资源保护方式不具目的性

林业资源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的林业资源保护项

目适合的保护方式也是不同的。但是根据我国林业资

源保护项目的规划与实践，发现我国林业资源保护方

式不具备目的性，即对林业资源保护项目采用相对统

一的对待方式，根本目的围绕资源保护，较少关注到



47

对林业资源保护项目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比如

发展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新型产业，在明确计划目

的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开发。尽管法律对林业

生态资源保护有清晰的政策，但实际操作中，保护方

式比较单一，缺乏对不同项目类型采取的针对性措施
[1]
。

这种“统一对待”的方式可能无法满足各种林业生态

资源的特殊保护需求，从而影响保护效果。而且在实

践中，保护和利用林业生态资源的界限往往不明确，

两者经常交织在一起。这要求在保护过程中不仅要注

重实际效果，还要关注资源利用的合理性，防止过度

利用和破坏。

2 大数据技术在林业资源保护中应用的优势

2.1 精准管理

大数据技术具有数据量大、处理速度快、分析准

确等特点，可以对林业资源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监

测和分析，为林业资源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有关

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林业资源保护可以实现

精准管理，定点打击乱砍滥伐行为。比如，将大数据

技术联合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地面调查等多种方

式获取大量的林业资源数据，包括森林面积、树种、

生长情况、病虫害情况等，从而实现对林业资源的全

面监测。然后有关部门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对林业

资源进行精准的管理和评估。例如，通过对森林资源

的生长情况和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及时发现乱砍

滥伐行为的高发区域和时间节点，为打击违法行为提

供精准的定位和证据。同时，大数据技术还可以对森

林火灾、病虫害等自然灾害进行预警和预测，提高应

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另外，有关部门可以在大数据分

析结果比较的基础上，对存在异常的区域指派红外检

测无人机对区域进行巡视，查看是否存在违法伐木行

为，及时对相关行为进行管理与人员追责。

2.2 动态化监管

有关部门也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林木资源的

动态化监管，提高林业资源保护的效率和决策有效。

比如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林业资源保护进行动态化

监管，预防预测病虫害发生趋势，针对不同类型林业

资源制定合适的保护策略。例如，有关部门先通过对

历史数据的分析，预测病虫害发生趋势，提前采取防

治措施，避免大规模病虫害的发生
[2]
。然后，有关部门

再通过大数据技术，对不同地区的林业资源进行深入

了解和科学评估，根据其特点和保护需求制定针对性

的保护策略。比如对于生长速度较慢的林木资源，可

以采取限制砍伐、加强生态修复等措施；对于生长速

度较快的林木资源，可以采取合理采伐、科学经营等

措施。不仅如此，大数据技术还可以为林业资源保护

提供科学决策和规划支持。有关部门通过对林木资源

的长期监测和分析，了解森林的生长规律和变化趋势，

为制定科学的森林经营方案提供依据，同时，利用大

数据技术对林业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市场变化进行分析

预测，为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2.3 数据支持优化管理模式

大数据技术可以为各地区林业资源保护落实因地

制宜提供支持，有关部门可以结合客观数据优化林业

资源管理模式，通过分析气候、土壤类型、植被类型

等，确定最适宜的保护计划和开发计划，实现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植被类型来确定

林业资源保护管理模式，有关部门制定保护计划时，

可以根据植被类型分析的结果，确定不同区域的保护

重点和优先级，对生态脆弱或珍稀植被分布区域，加

强保护措施，限制采伐和开发活动，防止破坏生态平

衡。同时，对生长状况良好的植被区域，可以采取科

学经营的措施，合理利用资源，提高森林的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在开发计划方面，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植

被类型分析的结果，制定出更加合理的采伐计划和土

地利用规划，对适合采伐的区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

和森林生长状况，合理安排采伐量和采伐周期，确保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同时，对不适合采伐的区域，可

以规划为自然保护区或生态旅游区，发展生态旅游等

绿色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

3 基于生态保护的林业资源保护大数据技术

应用策略

3.1 基于大数据搭建统一管理平台

基于大数据搭建统一管理平台，实现上下级林业

资源信息共享，方便高级别部门垂直管理。首先，平

台开发机构要了解各级林业部门的管理需求和流程，

确保平台的适应性，包括但不限于信息共享、数据可

视化、资源监控、决策支持等。同时，有关部门利用

大数据技术，广泛收集各类林业资源数据，以及整合

内外部数据源，为后续分析提供全面的数据基础。其

次，平台开发机构根据部门需求建立安全可靠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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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机制，使各级林业部门能够实时获取所需的数据

和信息，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将复杂的数据转化为

直观的图表和报告，方便各级部门理解和使用。最后，

平台开发机构为高级别部门开发专门的管理模块，使

其能够方便地查看下级部门的工作进展、资源使用情

况等，进行垂直管理。通过集成的数据报表和分析工

具，高级别部门可以对下级部门的决策进行指导和评

估。除此之外，平台还应实现国家森林生态资源监督

管理、生态工程维护管控、自然灾害信息预警、森林

产业投融资咨询服务、植物病虫害预警防控和国家林

木种苗数据库培育推广等重点功能模块
[4]
。

3.2 基于大数据开发自动报警系统

有关部门应利用大数据开发自动报警系统，借助

大数据联合视频监控、红外线检测、卫星遥感等技术，

实时采集区域内林木生长情况、气候变化、野生动植

物分布等数据，并将这些数据整合存储于统一的数据

库中，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识别出林

区内的潜在问题和风险因素。当植被覆盖率数据信息

异常时自动报警，帮助有关部门及时发现乱砍滥伐行

为与监控取证，这样可以提高林业资源保护工作效率。

有关部门可以跟上一次大数据技术分析结果，从中提

取有价值的信息，设定“警报红线”，通过监测植被

覆盖率的变化来确定数据是否异常
[5]
。如果下一次获得

的数据低于上一次的数据数值，则系统自动报警弹出

页面警示工作人员。或者有关部门直接与卫星遥感技

术机构合作，卫星遥感技术可以提供大范围的植被覆

盖数据，而视频监控和红外线检测技术则可以提供更

精确、实时的数据。将这些数据与历史数据和其他相

关数据源进行比较，可以检测出异常变化，并及时发

出报警。这种系统可以提高森林资源保护的效率和精

准度，减少非法行为对森林资源的影响，为森林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6]
。

3.3 基于大数据分析推行因地制宜管理

各地区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推行因地制

宜管理，以江西云碧峰国家森林公园为例，从病虫害

防治、植被冻伤、洪涝灾害防治、植被类型保护计划

优化等方面入手。其中，病虫害防治部分，有关部门

可以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定期收集云碧峰森林公园的

植被健康状况数据，包括叶色变化、树木生长状况等。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联合无人机等设备，对病虫害发

生的区域进行高精度监测。监管部门再根据分析结果，

制定针对性的防治策略。例如，在病虫害高发期提前

进行药物喷洒、生物防治等措施，以减少病虫害对森

林的影响。植被冻伤防治部分，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安

装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实时监测云碧峰森林公园的气

象数据，包括最低温度、持续低温时间等
[7]
。结合气象

数据和植被类型数据，分析不同植被对低温的耐受程

度，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低温

状况，制定防治措施，比如覆盖保温材料、增加灌溉

等，以降低植被冻伤的风险。洪涝灾害防治部分，有

关部门可以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定期监测森林公园的地

形变化、河流水位等信息。同时，利用物联网设备收

集土壤湿度等实时数据。然后依托大数据对历史数据

和实时数据进行比较与预测，分析洪涝灾害发生的可

能性，利用大数据技术预测河流水位的涨落趋势，提

前采取预防措施，包括如何疏通排水系统、加固河岸

等，以降低洪涝灾害对森林公园的影响。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大数据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

用，其独特优势也逐渐显露，其在林业资源保护领域

也展现出巨大潜力。基于生态保护的角度，如何有效

利用大数据技术来提升林业资源保护的效率和水平，

成为当前林业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有关

部门灵活运用好大数据技术开展林业资源保护工作，

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与管理实效，切实保证林业资源保

护效果，落实好生态保护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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