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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信息化建设浅析

———红花尔基林业局调研有感

信息学院　申　蔚

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使大家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校工会和

教务处利用暑期组织了３０名中青年教师赴内蒙古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为期一周
的参观学习，大家对我国林业系统的建设和发展有了全新、深刻的认识。

　　一、林业局的发展概况

考察期间，我们参观了红花尔基天然沙地樟子松林区，与林业局领导进行了座谈，了解

了林区的发展历史、管理体制、人事制度、信息化监控、森林资源保护与生态旅游等情况。

红花尔基林业局始建于１９７０年，是呼伦贝尔市直属地方林业六局之一。红花尔
基林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南麓，与世界著名的呼伦贝尔草原毗邻，处在大兴

安岭与呼伦贝尔草原之间山地与高原、森林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属大兴安岭森林生态

体系，是国有沙地樟子松天然林生态区。林业局施业区总面积为５９８万公顷，有林地
面积为１９５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为２３３８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３２７４％。施业
区内建有“三北”防护林种子林、母树林基地，国家级樟子松林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樟

子松森林公园，是国家天保工程和“三北”防护林区。红花尔基林区因生长着稀有珍

贵树种──沙地樟子松而闻名中外，红花尔基林业局素有“樟子松故乡”之称。
分布在红花尔基林业局所辖的沙地樟子松林带全部生长在沙地上，是我国最大的

樟子松特种用途林区（母树林、采种林、防护林），是我国北方干旱地区最重要的造林

树种和“三北”地区治沙造林的重要种源。在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天然樟子松树种

已经枯竭的情况下，红花尔基樟子松种子林基地的保护和培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对

维护生态平衡，开展科学研究，固定呼伦贝尔沙地，保护呼伦贝尔草原，促进农牧林业

协调发展和防护林建设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在生态建设、西部开发、

“三北”防护林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产生了巨大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由于森

林资源得到了几代林业人的精心保护，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促进了樟子松林蓄积以每

年３０００多立方米的速度递增，这条沙地樟子松林带在林业局施业区内长１２０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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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宽处为４０公里，成为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锁住了昔日滚动的沙丘，对保护呼伦贝
尔草原和发展地区经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多年来，在发展建设过程中，林业局以林业重点生态工程为抓手，大力实施封育、

造林等工作，以依法治林、项目建设、投入资金提高防扑火能力等为手段，强化资源管

护、林政资源管理和森林防火等保护措施，提高森林经营能力，加快森林生态体系建

设。现阶段，林业局已开始了由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

设为主的跨越。全局职工群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建设生态文明这个

主题，大力推进林业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和林业文化体系建设，不断为促进地区经

济发展和推动社会主义新林区建设进程而做出不懈的努力，使林业建设步入持续、快

速、稳步、健康的发展轨道。

　　二、林业信息化的建设现状

林业信息化是指在林业各个领域应用信息技术，采集、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促进

生态建设、林业产业、生态文化和行政管理的科学发展，带动林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据林业局领导介绍，林场的信息化建设主要是按照“财务管理电算化、办公系统信息

化、产业管理自动化、资源管理数字化、森林防火智能化”的发展格局进行的。其中，

结合林业部门工作特色的信息化建设主要有以下三项：

１门户网站的外网建设
政府网站是政府与公众之间交流的桥梁，我们对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和红花尔基

林业局的官方网站都进行了访问。其首页分别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图１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官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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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红花尔基林业局官网首页

上述两个单位的官网设计具有界面友好、内容简明、框架合理、操作便捷、风格突

出等优点，整合了电子政务网上资源和机关内设处室子站的信息，并设置了政务公开、

在线服务、互动交流和林业产业展示等服务性功能栏目。除此以外，让人眼前一亮的

是，红花尔基林业局的官网首页上不仅以逼真的动画展现了樟子松林的动人美景，同

时还与时俱进地设置了二维码（用手机扫描访问网站）的门户访问方式。

２资源管理的内网建设
森林资源是林地及其所生长的森林有机体的总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人类赖以

生存必不可少的资源之一。它以林木资源为主，还包括林下植物、野生动物、土壤微生

物等。内网建设是指“数字林业”核心业务应用平台的建设，该应用平台面向各级林

业部门，包括基层林工站的业务应用平台。补充、完善基础数据库和逐步引入多种业

务应用系统是现阶段红花尔基林业局正在开展的信息化工作。

３森林防火的专网建设
森林火灾防范工作一直是林业部门工作的重点。林业部门曾多年采取的传统措

施主要是宣传教育，由森林防火指挥部安排护林员或其他人员对重点时段、重点区域

野外火源进行人工巡查和管理，日常工作防范以护林员进入林区巡护为主以及建立灭

火扑救队等。但是，这种基于人工监看的方法存在巡查覆盖范围较小、时效性欠缺等

问题。有效的解决手段就是使用森林防火数字化监控预警系统，从传统的人工监测转

变为由机器自动、智能化监测。目前，林业部门正在着手推广利用诸如视频监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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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智能化的烟火识别等技术，从而对林区的资源进行大范围、大视野的全天候实时

监测，既能够自动识别火灾并报警，也能对火点的位置进行定位。据悉，未来的林业系

统还将在国家和地方建设一整套林业灾害防控与应急系统，包括森林防火监控与应急

指挥系统、林业有害生物监测与防控管理系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与防控管理系

统，在国家和相关省级单位建设沙尘暴监测与防控管理系统。

由于时间、路途等原因，此次考察未能对上述系统进行深入的实地调研，但林业局

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及其分阶段推进的发展规划，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信息技术的创新与融合

林业信息化是现代林业发展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电子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可以考虑将一些先进的技术推广应用于未来的林业信息化建设工作中。

１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Ｍｏｂｉ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简称 ＭＩ）是一种通过智能移动终端，采用移动无线

通信方式获取业务和服务的新兴业态，包含终端、软件和应用三个层面。终端层包括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书等；软件包括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和安全软件等。应

用层包括休闲娱乐类、工具媒体类、商务财经类等不同应用与服务。随着 ＭＩ技术的
发展以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手持移动设备的普及，人们随时随地乃至在移动过程

中都能方便地从互联网获取信息和服务。

内蒙古自治区幅员辽阔，因此，林业局的工作点多、面广，涉及千家万户和万水千

山，加之管护站也较分散，这些特点导致对其信息化建设的设施配备和维护投入有限。

如果能将ＭＩ技术引入林业局的电子政务、资源管理、电子商务和旅游服务等领域，将
是一个高效、经济的信息化建设方案。

可以设想的应用包括如下各项：

（１）真正的电子政务不是简单的“政府上网工程”，更不是网页型网站系统。它应
该是在互联网上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组，超越时间和空间及部门之

间的分隔限制，并向社会提供优质的、全方位的、规范透明的、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和

服务。所以，过去必须亲自到政府相关部门才能审批、办理的事务，可以通过移动设备

进行实时在线处理，从而提高在外（勘查、调研）人员的工作效率，并极大地方便市民。

（２）政府部门可以开通政务微博，以快速简洁、内容含金量高的方式发布新闻，选
择一些专业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和解答，及时回应突发事件，或者发布图文并茂、内容精

编的栏目吸引人们的关注，从而提高与民众的互动性。

（３）目前的智能移动终端都具备较强的处理能力，大屏幕、摄像头、ＧＰＳ定位功能
等也已经成为标准配置，而无须再安装其他外设就可以直接应用。在野外进行林业资

源管护、科学研究时，可以将即时搜集到的信息传回数据资源管理中心，或者与林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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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图书馆等系统相连，方便随时查找和进行数据分析等工作。

（４）我国智能手机的用户量超过了美国手机用户的总数，这预示着我国在移动应
用市场上的潜力巨大。同时，智能手机用户对于移动应用表现出非常强的主动性和认

可性。近几年，林业局一直以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为主渠道，致力于将红花尔基樟子松

林自然保护区打造成一个休闲、避暑、科考、旅游的理想之地。如果能够开发诸如森林

公园地图导航、导游系统，实时天气、路况预报，手机预定景区内车辆、酒店、门票、娱

乐、餐馆指南等一系列ＡＰＰ，为游人提供“行、住、食、游、娱、购”等方面的快捷优质服
务，必将使景区的旅游接待能力有质的提升。

２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简称ＶＲ）是指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三维、逼真的模拟环

境，并通过多种专用设备使用户“投入”到该环境中，实现用户与该环境直接进行自然

交互的技术。将ＶＲ技术应用于林业信息化建设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
（１）在线三维的网页展示。传统的网页主要依赖二维图片和文字描述，而虚拟现

实技术逼真的三维表现形式，具有二维平面信息或者动画不可比拟的优势。应用 ＶＲ
技术，在线展示壮丽的樟子松森林景观、草原景观，保护区内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景观等，可以使网站浏览者具有一种真实的临场感，可以获得更直观、更形象、更具体

的体验，从而增强网站的宣传推广效应。

（２）数字林业资源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中总会面对大量的数据，为了从中得到
有价值的规律和结论，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认真分析。ＶＲ技术可以将大量字母、数
字数据转换成比原始数据更容易理解的各种图像，并允许参与者借助各种虚拟现实输

入设备检查这些“可见的”数据。它通常被用于地震以及地球环境等模型。针对林业

工作，将林地、湿地、沙地和生物多样性等基础林业资源数据转换到虚拟环境中进行模

拟分析，有助于解决资源分布在哪里、林子造在哪里和治沙治在哪里等问题。

（３）防火方案预演与安全训练。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使用者直接、自然地与虚拟
对象进行交互，以各种形式参与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并获得最大的控制和操作整个

环境的自由度。因此，可以用实际数据在计算机中建立一个虚拟环境进行防火方案的

预演。指挥者可以根据火情、火况以及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探索解决问题的各种途

径，从而对比总结出较为完善的方案。同时，用计算机代替人工进行防火方案的三维

构思，其信息可供每一位成员共享与交流，这将有效地提高部门间的协作能力。另外，

森林防火具有高风险性和高应激性，ＶＲ将以其低代价、零风险、多重复性和自动指导
的优点，为迅速高效地培训消防员提供一个理想的教育和训练平台。

　　四、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体会

通过参加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使我深入了解了林场，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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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真正起到了“行千里路，读实践书”的作用，受益匪浅；同时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应该肩负起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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