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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of forestry property rights system, the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mode has 
changed. A series of related forestry work will affect the digital management of the forest resource. 
In this backgroun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bjective, principle, technical line, key 
technology, specific method, content and so on about the forest resource database, throug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databas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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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权制度改革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模式有所转变，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林业工作都将影响森林资源的

数字化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探讨了森林资源数据库的建设目标、原则、技术路线、关键技术、

具体方法、内容等，旨在通过森林资源数据库建设的不断完善，提高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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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森林资源数据库建设的背景及意义 

数字林业(Digital Forestry)是林业信息化管理过程中提出的新概念，它包括了林业大部分要素的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可视化的全过程。林业的数字化就是为林业行业构造一个统一的信息集成系统，

该系统是一个以林业多信息源分布式网络数据库为基础，以“3S”技术、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为

特征、具有三维显示和无缝多级数据共享的开放系统。它为林业建设提供一个更广泛、更形象化的信息

处理环境及支撑系统，推动林业生产各个环节的信息化进程，为林业和全社会提供信息服务[1] [2]。目前，

林业部门积累了大量的资源调查、地形和土地利用等空间和属性数据，但这些数据较为分散，数据的坐

标基础和数据格式都不尽相同，这给部门间的业务衔接和数据共享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因此有必要将这

些基础资源数据和业务管理需求统一起来，建立完整的森林资源数据库系统，实现数据库开发中图形数

据与属性数据的结合[3]。此外，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在全国推广开来，逐步深入推行了以“明晰产权，减

轻税费，放活经营，规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林权制度改革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

的模式有所转变，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工作都将影响森林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森林

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方案，以满足不同层次森林资源管理需要的一体化应用系统意义重大，通过森林资源

数据库建设的不断完善，可以极大提高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水平。 

2. 森林资源数据库总体结构设计与技术方案构想 

2.1. 建设目标与原则 

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目标是：按照统一的标准体系，以全省林业主干网和各地林业专网或

政务网为基础运行环境，以森林资源数据库建设为核心，以系统应用和保障体系建设为重点，建成省、

市、县垂直一体的森林资源基础信息服务平台和森林资源管理应用系统，构筑全省森林资源信息管理主

干道，为各级林业部门提供服务，提高森林资源管理水平，促进政府监管能力、服务水平的提高[4]-[7]。
建设的原则是：(1) 充分体现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新变化、新需求；(2) 整体规

划，有步骤、有计划统筹安排各项建设任务；(3) 要充分考虑森林资源管理的业务实际，方便实用；(4) 要
建立统一标准，对现有森林资源监测信息、基础信息等数据进行整合，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数据，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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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林业各部门相互共享森林资源信息，形成效益模式；(5) 建立省–市–县互连互通的森林资源信息管理

系统，实现森林资源管理信息建设、管理和应用的一体化和优化配置，提高森林资源管理和服务水平；

(6) 充分利用成熟技术和现有条件，考虑现有软硬件和基础数据的状况，避免重复建设，提高效率。 

2.2. 数据库总体结构设计 

省级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总体结构，应该包括标准体系、运行环境、数据库、应用系统、安全

系统等部分[8]。应用系统包括：森林资源基础信息服务系统和森林资源管理应用系统。用户通过森林资

源管理应用系统开展森林资源管理各项工作，通过森林资源基础信息服务系统访问全省各地区森林资源

基础信息。森林资源基础信息平台在统一的标准、运行环境和安全系统上，由数据库和森林资源基础信

息服务系统组成。森林资源基础信息平台和森林资源管理应用系统构成全省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主

干道。林业其他部门应用系统和原来已经建立并运行的应用系统可以搭载在森林资源基础信息平台上，

共享各级森林资源基础信息。系统服务对象为全省、市、县级林业部门、其他行业和社会公众用户。系

统总体结构图如图 1 所示。 

2.3. 技术路线与关键技术 

2.3.1. 技术路线 
(1) 标准体系建设 
以国际国内现有有关标准、规范和行政法规，跟踪国家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建设，综合分析现有林业

有关技术规定和实际应用情况等，采用引标优先，突出重点的原则，建立森林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标准体

系，完善数据库建设的技术标准，制订系统建设管理办法、运行维护制度、数据更新规程和安全保密规

定等[9]。 
(2) 数据库建设 

 

 
Figure 1. Overall structure diagram of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图 1. 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总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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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成熟、先进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和空间数据引擎，遵循统一的标准体系，进行数据采集和

整合，建立分布与集中相结合的省、市、县级森林资源数据库，实现森林资源海量数据管理；建立交换

机制，实现各单位间的数据交换；建立实查数据更新为主，模型更新为辅的数据更新机制[10]。 
(3) 森林资源基础信息服务系统建设 
基于分布与集中相结合的森林资源数据库，以分布于全省的森林资源管理网络为运行环境，以服务

全省森林资源管理需求为目标，在充分了解和掌握有关业务流程的基础上，采用 WebService、地图服务、

XML 等技术和开放标准协议，建立系统接口。以系统管理、数据交换、数据分析、数据查询、信息发

布和信息产品服务的方式，建立森林资源基础信息服务系统，为与森林资源有关的业务部门提供森林资

源基础信息服务。 
(4) 森林资源管理应用系统开发 
基于森林资源基础信息服务系统，以森林资源管理业务流程分析为主线，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数

据库技术和组件技术为基础，采用以 B/S 结构面向最终用户、C/S 结构面向数据处理和管理用户为主的

模式，充分考虑现实需求及条件，开发和完善森林资源管理应用系统。选择 ArcGIS Server 作为地理信息

发布平台，采用 ArcGIS Engine 作为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组件，进行应用系统开发。 
(5) 计算机网络搭建 
充分利用现有计算机网络资源，采用 TCP/IP 计算机网络协议实现网络连接。 
(6) 安全系统 
系统主要通过安全域划分、安全防护和安全管理三部分实现系统安全。应用系统主要通过合理划分

用户角色，分配各角色合理的权限，保证数据访问的安全。 

2.3.2. 关键技术 
(1) 数据服务技术 
采用面向服务体系架构，采用 WebService 技术，建立森林资源基础信息服务系统，根据访问权限，

向用户、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林业其它部门应用系统和已经在运行的需要访问森林资源信息的系统

提供森林资源数据访问。 
(2) 定制技术 
采用定制技术，实现信息查询、统计分析、统计报表、信息定制和根据技术规程进行应用系统定制

等，提高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通用性。 
(3) 数据快速访问技术 
采用数据快速访问技术，通过数据合理组织、建立数据索引等建立森林资源数据库；优化数据处理

流程，开发森林资源应用系统，提高数据访问速度，保证系统的实用。 
(4) 网络偶尔断开状况下，系统正常运行技术 
完善客户端系统设计，把从网络获取或交换的信息资源布置在客户端，通过不定期的网络通讯与服

务器端交换数据，实现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信息交流，保证系统在网络连接不畅的情况下仍能运行。 
(5) 数据转换技术 
采用数据转换技术，将不同代码体系、不同投影等的数据转换为全省森林资源数据库统一标准下的

数据，保证全省的数据建库及使用。 
(6) 版本管理技术 
采用海量数据存储情况下的版本管理技术，争取在全省森林资源多期数据管理和综合利用等方面取

得新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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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量数据更新技术 
采用海量数据更新技术，更新全省数据库中相应数据，并完成数据集成。 

3. 森林资源数据库建设内容思考 

3.1. 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标准体系 

统一技术类标准，即数据采集规范、森林资源数据编码规范、数据库建设规范、数据传输规范、森

林资源信息产品规范、元数据标准等。要在实际业务工作的开展中，以“国家标准为主，地方标准为辅”

的原则，不断完善标准体系[11]。 

3.2. 运行环境 

运行环境主要包括全省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运行所依托的计算机网络以及系统运行所需的软件和

硬件设施。 

3.3. 数据库 

数据库建设是在原有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全省森林资源数据库建设规模。数据

库建设的目标是继续推动全省森林资源数据库建设，重点是整合现有数据资源，实现数据的标准化和规

范化。在数据建设内容上，要侧重森林资源数据的整合改造。确保全省各林业单位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

查数据、检查验收数据等的整合。 

3.4. 森林资源基础信息服务系统 

森林资源基础信息服务系统可以为森林资源管理应用系统和其他应用系统提供森林资源信息交换。

信息服务系统以集中式和分布式的森林资源基础数据库为信息支撑，采用 WebService、地图服务、XML 
等技术和开放标准协议，按照数据访问接口标准开发森林资源数据服务接口，以系统管理、数据交换、

数据分析、数据查询、信息发布和信息产品服务的方式，为各级用户、森林资源管理应用系统和其他应

用系统提供森林资源基础数据访问。 

3.5. 森林资源管理应用系统 

在森林资源基础信息服务系统之上，采用面向服务体系架构，利用数据库、GIS 等技术，开发森林

资源管理应用系统。该系统主要包括：森林资源利用管理系统、林地林权管理系统、营造林检查验收管

理系统、森林资源档案管理系统、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管理系统、林业重点工程管理系统等，根据用

户的不同和提供的功能采用不同的体系结构。森林资源管理应用系统中各部分既有各自独立的功能，又

彼此联系、相互关联。森林资源利用管理系统根据采伐作业管理系统中提供的伐区设计文件和林地林权

管理系统办理的林权证信息，完成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申请办理，而林木采伐之后的验收则是由采伐作业

管理系统独立完成。营造林后通过营造林检查验收管理系统完成营造林图形和属性数据的县级自查和省

级复查。森林资源档案管理系统则按照采伐作业管理系统中的采伐数据和营造林检查验收管理系统中的

造林数据等，完成对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小班数据的更新。各个系统内部模块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

森林资源利用管理系统中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申请办理是木材运输证的依据之一，经木材检查站检查后进

行木材加工，实现了森林资源采伐、运输、加工一条龙管理；采伐作业管理系统集采伐调查、伐区设计、

设计审批、采伐验收于一身，各个采伐环节相辅相成，实现了采伐作业的一体化管理。各个系统均以森

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为基础。采伐作业管理系统对采伐设计与二类小班数据的对照分析，发现系统

采伐设计不合理的问题，通过采伐验收与采伐设计的对比分析，及时发现不合理采伐问题；营造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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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管理系统与二类调查数据的对比叠加分析，可以发现在水域、有林地中造林等不合理造林小班的问

题。 

3.6. 安全系统 

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核心是数据资源，数据生产、加工、传输和存储等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如被非法篡改、恶意破坏、丢失、存储介质的容错失效，还有如系统受到攻击致使数据服务不可用，数

据受到威胁后无法追查等等，这些风险威胁着数据的完整性、可控性、可用性、可追查性。对此系统安

全重点解决网络层面基础防护，保证系统完整性和可用性，应用层面采取统一的认证和授权机制解决可

控性，并通过安全管理日志作为手段满足可追查性。安全域规划、安全防护和安全管理三部分作为安全

系统的重点内容来具体落实整体安全策略。从网络、系统、数据等层面建立适度的安全防护系统；在各

安全域边界设置防火墙系统；在服务器和客户端上部署病毒防护系统，实现系统层基础防护。从应急、

备份、标准和制度等方面设计安全管理体系。 

3.7. 系统角色与权限 

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要将用户划分成不同的使用角色，针对各个系统每个角色有不同的使用权限，

每类权限有不同的系统使用功能。 

4. 结语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森林资源的管理工作并没有脱离传统的“手工作业”，很多工作仍然使用人工

手工操作，长此以往，将导致信息化积累不足。很多省市开发的森林资源管理系统，由于没有集中投资，

而单独的一些投资又没有很好的力度，所以就导致没有一个很全的功能，当然也没有一个很强的技术进

行支持，这就导致了实用性能很差。此外，开发的系统也没有好的共享和分工能力，人机交互能力较差。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立的一套森林资源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系统，没有一个好的兼

容性，这样信息就不能有自己的标准，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森林管理体系，而系统与其他的系统没有一个

好的兼容性，因此综合信息就不能共享。系统总体方案设计应在充分考虑实际应用环境，认真分析业务

需求、功能需求等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国内发展的主流趋势和平台产品的功能与性能来完成。目前国内

的空间数据库管理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属性和空间数据分离型、第二种是统一数据模型、第

三种是以 ArcSDE 为代表的空间数据引擎[12]。森林资源数据库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

长期和必要的基础工作，它涉及的专业领域非常广泛，因此，必须将信息技术、“3S”技术和林业科学

技术进行高度结合。同时，要注意将各个工程数据和系统进行合理的集成，最终实现数据的共享。本文

结合全国林权制度改革的实际，提出了森林资源数据库建设的思路，希望通过森林资源数据库建设步伐

的加快实现林业管理信息化新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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