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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3S技术的云南省松材线虫病风险评估》：松材线虫（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是中国重要对外植物检疫线虫，可导致松属植物的一种毁灭性病害——松材线虫病（Pine
wood nematode
disease），在国内外均被列为重要的植物检疫对象，其具有发病速度快，传播速度快，发病症状表现
类型多，早期诊断难的特点，因此被称为“松树癌症”。
松材线虫病的新发疫点区域分布相对集中，后期呈现大跨度、长距离、跳越式的扩散，外围新疫点相
继增多的流行特点。
2004年，松材线虫病开始在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畹?经济开发区发生，为云南省松材线虫病的防治敲响
警钟。
目前，云南共有针叶树种6科20个属，63种左右（包括变种）。
其中大面积分布的松属（Pinus）树种有云南松（P.
yunnanensis）、思茅松（P. kesiya Royle ex Gordon var.
langbianensis）、高山松（P.
densata）等，均为松材线虫寄主。
开展松材线虫病的风险评估研究，消除或减少松材线虫病的危害，是保护云南生态环境、保障生态安
全、保障林业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

　　石雷所著的《基于3S技术的云南省松材线虫病风险评估》在100m空间尺度下，通过调查、采集、
建模、模拟等手段，?立了林分结构、气象分布、环境因子分布、人为活动因子分布的地图层。
在实现各个层次因子影响或作用的计算机模拟后，依据专家打分，建立基于各级指标多因子影响层次
分析模型，并以100m的空间栅格表达这些因子，在GIS系统支持下，实现各个因子的风险概率分布地
图的叠加计算，并进行可视化表达处理，最后得到连续化、精细化的云南省松材线虫病风险评估模型
。
结果表明：云南省38.7%国土面积处于松材线虫病发生的较高风险区，34.51%针叶林分布区处于较高风
险区。
每个县级单位内，位于不同生态格局上的松林都有不同的风险值，这与松林离疫区、交通?道和居民区
的距离有关，也与山地微气候等有关。
利用云南省两个疫点发生的实例，通过计算验证本风险评估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由于本风险评估模型的风险值可计算到每一个栅格点（大约1hm2），这种风险测报值可以落实到具体
林地，因此，该模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对森防部门的预防方案制定、防治措施选择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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