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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forest resource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much attention, which has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Forest resource survey is the basic 
content	of	forest	resource	protection	work,	which	can	make	the	process	of	related	activities	more	smooth	and	have	a	reliable	reference	
basis.	 In	 the	new	era	background,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forest	 resource	survey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t	can	not	only	provide	convenient	and	quick	means,	but	also	steadily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forest resource surve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st resource 
investigation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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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在森林资源调查中的应用浅析
李海铭

平果市林业局，中国·广西 百色 531400

摘  要

国家经济稳步发展的进程中，森林资源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其为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森林资
源调查是开展森林资源保护工作的基本内容，可以让相关活动的进程更加顺利，拥有可靠的参考依据。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遥感技术与森林资源调查的密切结合受到广泛关注，其除了能够提供方便快捷的手段外，也能让森林资源调查的整体
质量和成效稳步提高。论文从森林资源调查的角度分析遥感技术的应用情况，提出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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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国家的科技水平稳步提升，推动着遥感技术

的飞速发展。将其运用至森林资源调查工作中，能够完成实

时定位和针对性监控，让相关人员获取可靠的参考依据，根

据相应的数据内容做出合理安排与规划。目前来说，中国森

林资源面积居于世界前列，若始终沿用传统的森林资源调查

方式，将无法保证整体质量和基本效率，甚至存在诸多疏漏，

阻碍森林资源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基于此，将遥感技术与

森林资源调查密切结合，可以更好地开展相应工作，确保实

际的成果得以优化。

2 森林资源调查概述

2.1 定义
森林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动植物生存的

基本条件，也能让人类获取稳定的资源支撑 [1]。森林资源具

有重大的生态、社会和经济价值，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现

阶段的森林资源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对国家的可持续发

展十分不利。在森林资源保护工作开展的环节，要积极落实

森林资源调查与分析工作，在全面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

定出科学策略，确保森林资源的未来规划更加合理，实现可

持续利用的目标。

2.2 调查形式
森林资源调查属于一项基础任务，依照调查的范围可

以划分出不同形式，一般涉及三种类型：①一类调查。一类

调查主要是对全国森林资源进行盘点，主要是将省作为基本

单位展开具体行动，借助抽样调查的措施，分析森林资源具

体情况，制定出中长期计划。②二类调查。这类调查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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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定范围内的林业资源展开分析，相较于一类调查来说范

围有限。在开展相应的工作时，除了运用抽样调查的手段外，

还要和目测以及实测等密切结合。③三类调查。三类调查主

要是作业调查，集中在林业作业地段。将抽样调查和实测联

系起来，获取全面且详尽的信息，给后续相关方案的推进提

供参考依据 [2]。

3 遥感技术的具体分类

3.1 特点及距离划分

3.1.1 航天遥感
这种遥感也被称作卫星遥感，主要借助人造卫星等进

行详细的分析，在部分天空实验中可以发现航天遥感的身

影。其中运用到的设备轨道高度多是在 100000m 以上，

运用环节，还会受到轨道高度以及遥感对象等多个因素的

影响。

3.1.2 航空遥感
航空遥感相较于航天遥感有着显著的差别，主要表

现在距离方面，其一般运用在地面高度为 600m 的低空到

10000m 的中空，在 10000~25000m 的超高空也可运用航空

遥感技术。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相应设备能够获取分辨率

较高的图像，保证其具体信息更加完整。尽管航空遥感技术

有着自身的优势，但是将其运用至森林资源调查中，也会因

为处理过程复杂和遥感范围狭窄等弊端缺乏基本的实用性。

3.1.3 近地遥感
这种遥感技术往往是在地面高度 1000m 以内，利用遥

感铁塔和遥感长臂车等设施获取相应信息 [3]。

3.2 电磁波波谱范围划分

3.2.1 可见光遥感
可见光遥感多是运用了多波段扫描仪或分波段照相机

来完成信息的获取，除了在森林资源调查中发挥出自身价值

外，也能运用至军事侦察等其他领域。

3.2.2 红外遥感
这种遥感技术在运用环节能够发挥近红外波段和远红

外波段的优势之处，保证获取的信息足够精确，详细感应植

物叶绿素含量和地表热力场等关键信息。此外，除了在森林

资源调查中发挥出一定的价值，也可运用至冰川观测和积雪

分析中。

3.2.3 微波遥感
微波遥感的优势之处就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

能将云层以及植被等诸多干扰因素加以防范。但是整体的分

辨率较低，适用范围有限，主要集中在资源调查或地质勘

察中。

3.2.4 多谱段遥感
遥感技术应用阶段，应全面了解具体要求，还要掌握

基本的应用要点。多谱段遥感能及时获取目标，然后将地物

或地区当作重要对象，借助不同波段完成对目标的精准化判

断，整合多种资源，让信息发挥出实际价值。

4 遥感技术在森林资源调查中的应用现状

森林资源调查中，适当融入遥感技术可以充分发挥出

相关技术的优势之处，在具体实践的环节，以卫星遥感技术

（如图 1 所示）和飞机遥感技术为常用对象。①在使用卫

星遥感技术开展调查工作时，应考虑极易产生影响的因素，

比如周期和数量等。只有在卫星经过的时候才可获取相应资

源，且天气状况会对卫星遥感技术产生明显的阻碍，若是在

夏季这种多雨的季节，将会让卫星遥感的应用体现出明显的

局限性，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卫星遥感周期，无法实现对

森林资源的有效对比。②在使用飞机遥感技术的过程中，飞

机就是最为重要的设施。但是因为森林资源调查工作的特殊

性，使得飞机采集信息的过程十分困难，需要安排专业的飞

行员加以操作。想要保证工作的整体质量，应积极投入人力

与物力资源，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相应的成本，给森林

资源调查的整体效益产生负面影响。

图 1 卫星遥感技术

目前，在森林资源调查中无人机遥感技术备受青睐，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主要是借助无

人机加以拍摄，其优势之处较多，如携带方便、成本低廉等。

在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无人机飞控软件趋向成熟，工作

人员无需承担较大的工作压力。具体拍摄的环节，无人机飞

行高度低，且不会受到云层干扰，能保证拍摄的影像更加清

晰，保障较高的分辨率。综上所述，森林资源调查工作实际

开展的过程中，可以选择的遥感技术多种多样，应重视具体

要求和标准，结合不同遥感技术的优势之处详细分析，以便

充分体现技术功能，使森林资源调查工作拥有崭新思路 [4]。

5 遥感技术在森林资源调查中的应用实践

5.1 调查资源总量
在生态环保理念的积极推行下，森林资源调查与管理

受到广泛关注，需要从科学的角度制定出技术措施，以保证

实际效率和水平符合要求。在森林资源调查工作中，资源总

量的调查始终是重要任务，想要更好地获取可靠信息，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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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重遥感技术的应用情况，以便落实好具体的分析与估测。

①典型选样法。这种方法在森林资源调查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具体开展的环节，应详细分析对象的代表性，以此才能

通过图像和样点的对比完成实地测量任务，将森林资源的总

量加以判断。②样地实测法。这种方法需要勾绘出实际的内

容，然后确定选样场地，要保证选样场地呈现带状或者是

方块状，以此便于计算出森林资源的总量。③分层抽样法。

在使用分层抽样法的环节，应详细了解影像特征，通过科学

判断，实现有效分类并绘出具体信息，以便估测森林资源的

实际数量。④图像判读和实测回归法。图像判读和实测回归

法重点依照航空图像展开分析，明确森林资源的总量，然后

落实好地面实测任务。⑤多元回归法。多元回归法需要详细

分析图像的情况，在此基础上选择影响森林资源量的相关因

素，构建起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实现科学的判读，估测出森

林资源量。

5.2 分析火灾隐患
近些年，森林资源火灾频现，想要更好地防范并降低

其负面影响，就要落实好火灾隐患的科学分析，应积极利用

科学化措施，让相应的工作有序推进。根据相应的调查分析，

森林火灾一旦出现，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除了引发巨大

的经济损失外，还会威胁到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

要通过遥感技术完成对森林火灾的精准观测。①明确火灾等

级。遥感技术实际应用的环节，应依照森林火灾的等级加以

分析，在分类过程中，要把火源分布情况和森林植被类型等

作为参考依据，详细分析航空获取的图像。在划分以及辨识

环节，可以借助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提取关键内容，以此判

断火灾实际情况，给相关人员提供有效参考，及时寻找应对

方案。②调查火灾损失。当出现了森林火灾之后，必须详细

分析植被燃烧程度，还需科学地判断植被燃烧环节引起的地

面波普变化。要通过遥感图像精准观测，以便做出合理的判

断，给消防人员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5]。

5.3 监测病虫害
近些年，遥感技术飞速发展，给多个领域做出了积极

贡献，特别是在森林资源调查工作中，遥感技术充分展示了

自身的功能优势，也让相关人员的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为

了更好地满足森林资源调查工作需求，需要从多个角度融入

遥感技术，以便体现遥感技术的应用价值。病虫害是威胁森

林资源使用效率的关键因素，应将相关监测工作落到实处，

避免森林资源遭受巨大损失，给各方主体带来不利影响。在

传统的森林资源调查中，由于相应的措施极为落后，很容

易忽视已经发生病虫害的树木，以至于病虫害处理不及时，

引发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损失。在遥感技术的支撑下，

可以让森林资源病虫害情况全面掌握，在详细解读光谱反射

率的基础上制定出可靠的应对措施，确保森林病虫害防治得

当，充分展示遥感技术的利用价值。

5.4 构建人为破坏监测机制
在森林资源监测中，应重视相关机制不完善的情况，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剧人为因素对森林资源的影响。需关

注林业资源保护现状，积极完善相应的计划，明确监测人员

岗位职责，让相关监测任务落到实处。要适当构建可靠的管

理体系，创新符合区域情况的管理模式，实现对森林资源的

科学监控，针对森林资源滥砍滥伐的情况详细分析。在推进

相关监测工作时，应注重人员干预的原则，创新人才培养和

培训机制，定期开展森林调查工作，让相关人才引进更加到

位，推动森林资源监测工作标准化和规范化进程。还要看重

基础性配套机构的建设，依照区域情况和地方要求建立专业

机构，使相关监测设备配置得当。

6 结语

尽管现阶段遥感技术的应用周期较短，但是发展速度

较快，给森林资源调查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成效突出。将

遥感技术和森林资源调查密切结合，可以详细判断资源总

量，还能精准分析病虫害情况和火灾隐患，确保森林资源调

查的实际效率稳步提高，推动国家林业产业的稳定发展。通

过论文的详细分析，了解到森林资源调查中遥感技术的应用

情况，希望通过详尽的理论概述，为具体工作的开展提供参

考依据，确保既定目标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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