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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林业有害生物地面监测及相关信息采集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进行研究,完整地实现了在地面对林

业有害生物的监测调查、专项普查、检疫监管、防治信息及松材线虫病管理等相关性状的文字描述,并对场景实况

及监测轨迹展现的电子文档进行记录、保存和无线传输,且能自动保存与回访.该研究为林业有害生物未来发生趋

势预测提供原始的电子文档,并为管理者远程监管信息采集者提供技术平台.经试用检验,筛选确立的硬件与研制

的软件兼容性好,能显著提高林业有害生物地面监测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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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森林面积增大、树木种类及数量增多,林业有害生物呈现出多发、高发态势.林业有害生物的危

害,不但直接对森林造成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损失,有时还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秩序及人、
畜健康.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与发展,既具有自身发生规律的属性,又具有人为传播的社会属性.林业有害

生物灾害,既是一种自然灾害,又具有人为因素[1].为了有效地控制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扩散、蔓延及灾

害,切实搞好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工作,实现最及时的监测、最准确的预报、最主动的预警尤其重要.从
地面对林业有害生物进行监测,仍然是目前生产实践中的主要途径.在传统监测方法的基础上,如何实现

准确、快速地采集、记录、传输监测信息,是提高林业有害生物监测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1 研究方法

1.1 林业有害生物信息地面采集硬件系统

1.1.1 移动终端

对操作系统版本、网络制式、导航、摄像头、视频拍摄所需硬件进行研究筛选.
1.1.2 服务器端

对操作系统、内存、数据库建立所需硬件进行研究筛选.
1.2 林业有害生物信息地面采集软件系统

对林业有害生物种类的发生和危害程度信息采集、林业有害生物专项普查、林业有害生物检疫监管信

息采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信息采集、松材线虫病管理信息采集、林业有害生物图形文件形成、林业有害

生物监测轨迹记录、林业有害生物电子文件传输等进行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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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监测点基本信息自动生成及语音播报

对移动终端获取监测点基本信息的方式方法、文本的自动生成及语音播报引擎的选择进行研究设计.
1.2.2 林业有害生物种类的发生和危害程度信息采集

在移动终端上,研究设计林业有害生物种类的发生和危害程度信息采集包含叶部害虫、钻蛀性害虫、
叶部病害、干部病害、鼠兔、有害植物、定向调查等业务记录表,并在移动终端上对每个记录表进行业务数

据填写、图形文件生成、GPS数据获取、位置资源获取及调查结果的计算.
1.2.3 林业有害生物专项普查信息采集

以踏查、标准地调查、定向调查、场所调查这4种方式分别对叶部枝梢果实病害、干部病害、食叶枝梢

害虫、蛀干害虫、种实害虫、地下害虫、林业有害植物、鼠兔害等业务记录表,在移动终端上进行业务数据

填写、图形文件生成、GPS数据获取、行政区划选择及调查结果的计算.
1.2.4 林业有害生物检疫监管信息采集

对企业登记、产地检疫、调运检疫、检疫监管、案件查处记录表及检疫证书查询、业务查询、知识查询

的表格在移动终端生成、相关图形文件生成、GPS数据的获取进行研究设计.
1.2.5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信息采集

在移动终端上研究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实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效果等的填写及图形文件生成、GPS数

据获取、位置信息选择的确定.
1.2.6 松材线虫病信息采集

对松材线虫病监测、取样、除治、监管、清理、诱捕监测等信息,在移动终端上进行业务数据填写、图

形文件生成、GPS数据获取、位置信息选择等研究设计.
1.2.7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轨迹记录

对有害生物监测轨迹记录和轨迹展示进行研究设计.轨迹记录设计在用户使用移动终端登录后自动在

后台记录;轨迹展示设计在用户主动选择触发,通过登录移动终端平台开启轨迹记录及在移动终端或服务

器端对轨迹记录后进行.
1.2.8 林业有害生物电子文件传输与储存

对移动终端采集到的林业有害生物相关信息、数据及图形文件等,以电子文档通过无线传输到服务器

方面进行研究筛选.

图1 GalaxyNote3

2 分析结果

2.1 林业有害生物信息地面采集硬件系统

2.1.1 移动终端

通过对性价比、适用性、尺寸、外观设计等进行

对比分析,确立了以Android4.3JellyBean(果冻豆)
为操作系统,以 CDMA2000/GSM 为网络制式,以

GPS进行导航,以1300万像素为摄像头并支持视频

拍摄的GalaxyNote3作为林业有害生物信息地面采

集移动终端硬件.经试用检验,该设备能与研制的配

套软件兼容良好,运行状况稳定,尺寸适中,外形美

观[2],详见图1.
2.1.2 服务器端

通过对性价比、适用性进行对比分析,确立了以

WindowsServer2008R2为操作系统,以32GB为内

存,以SqlServer2008为数据库而组合成的服务器端

硬件,经试用检验,该设备能稳定接收移动终端采集

上传的信息数据,详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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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cerAR580F2

图3 监测点基本信息

2.2 林业有害生物信息地面采集软件系统

2.2.1 监测点基本信息自动生成及语音播报

经研究,从中文支持、易用性等进行对比分析,
最终选择了讯飞语音引擎作为第三方语音库TTS[3].
在移动终端上实现了林业小班档案资料的加载、林相

图与地形图的叠加与加载,监测点的经纬度、小班编

号、林况因子等基本信息的准确获取及对小班编号等

基本位置自动进行语音播报,详见图3.
2.2.2 林业有害生物种类的发生和危害程度信息采集

经研究设计,在移动终端上实现了快速填写林业

有害生物种类、发生(危害)程度、自动获取小班基本

资料,快速正确地生成图形文件,准确获取GPS位置

信息,精确计算调查结果,详见图4.
2.2.3 林业有害生物专项普查信息采集

经研究设计,在移动终端上实现了踏查、标准地

调查、定向调查、场所调查这4种方式分别对叶部枝

梢果实病害、干部病害、食叶枝梢害虫、蛀干害虫、
种实害虫、地下害虫、林业有害植物、鼠兔害等方面

的快速填写,并可快速正确地生成图形文件,准确获取GPS位置信息,精确计算调查结果等,详见图5.

图4 叶部害虫监测记录 图5 蛀干害虫普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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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林业有害生物检疫监管信息采集

经研究设计,从企业登记、产地检疫、调运检疫、检疫监管、案件查处等方面在移动终端上实现了快速

填写业务数据,正确生成图形文件,准确获取GPS数据,并可快速回访和查询检疫证书及其他业务数据,
详见图6.
2.2.5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信息采集

经研究设计,在移动终端上实现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效果等的填写、图形文件

生成、GPS数据获取、位置信息的获得等功能,详见图7.

图6 检疫监管信息记录 图7 防治信息记录

2.2.6 松材线虫病管理信息采集系统

经研究设计,在移动终端上实现了对松材线虫病监测、取样、除治、监管、清理、诱捕监测等信息的快

速填写,正确生成图形文件及准确获取GPS数据,并可快速回访及查询其他业务数据,详见图8.

图8 松材线虫病管理信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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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及监管轨迹记录

经研究设计,在移动终端和服务器上实现了自动记录和展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的轨迹,使管理者对林

业有害生物监测者实际工作情况进行便捷、有效地监管变成可能,同时又增强了林业有害生物监测者对工

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详见图9.

2.2.8 林业有害生物电子文件传输与储存

经研究设计,实现了移动终端采集的林业有害生物相关信息、数据及图形文件等无线传输到服务器

上,并有效地解决了断点续传的技术难点,详见图10.

图9 监测轨迹记录 图10 文件传输与储存

3 结 论

通过硬件筛选与运行软件研制,并对运行状况进行检测,对全套部件进行使用,证实本文研究的部件

可以对林业有害生物的相关信息进行简捷的采集、记录、无线传输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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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astudyreportedinthispaper,throughtheresearchofthehardwaresystemandthesoftware

systemofforestrypestgroundmonitoringandrelatedinformationcollection,thetextdescription,sceneof

liverepresentationandthemonitoringtrajectoryoftherecording,savingandwirelesstransmissionofelec-

tronicdocumentsaboutgroundforestrypestmonitoringsurvey,specialsurvey,quarantineandsupervi-

sion,controlinformationandpinewoodnematodemanagementwascompletelyimplemented,andsave

andreviewcouldautomaticallymade.Theseresultscanprovidetheoriginalelectronicdocumentforfore-

castingthefuturetrendsoftheoccurrenceofforestpestsandatechnologyplatformforremotesupervisory

informationcollection.Atrialtestdemonstratedthatthehardwarefilteredandthesoftwaredeveloped

werewellcompatibleandtheycouldsignificantlyimprovethegroundmonitoringproductivityforforestry

p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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