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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副研究员 

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

际研究中心 

蒙古高原草原蝗虫宜生区提取及成灾风险大数据评

估技术 

项目背景：蒙古高原是草原蝗虫的常发区、重发区，以亚洲

小车蝗为优势种，严重威胁着蒙古高原草牧业可持续发展。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草原蝗虫适生面积在不断扩大，而针

对草原病虫害监测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亟需发展大数据驱

动的蒙古高原草原蝗虫宜生区及成灾风险评估技术。本项目

利用利用遥感、气象、土壤、地形、植被等多源空间数据，

建立了融合静态和动态等 8 个生境因子的草原蝗虫宜生区评

估指标体系，提出了基于物种分布预测模型—最大熵模型

（MaxEnt）的蒙古高原草原蝗虫宜生区提取方法与模型；建

立了综合考虑宜生区与季节性气候和植被等 11个生境因子的

草原蝗虫成灾风险预测指标体系，提出了蒙古高原草原蝗虫

孵化期、成虫期成灾风险大数据预测方法与模型；实现了对

蒙古高原草原蝗虫宜生区的提取与发生风险预测，研制了蒙

古高原草原蝗虫宜生区数据集产品 1990-2020 年 4 期（30 

m），草原蝗虫发生风险预测报告被国家林草局生物灾害防

控中心采纳 2 期。研究成果对草原蝗虫监测预警和灾害防控

及为 SDG 2 目标草原病虫害相关评估提供大数据技术与理论

方法支撑，促进草牧业可持续生产。 

 
图 1  蒙古高原 1990-2020 年草原蝗虫宜生区分布 

研究成果 1：针对草原蝗虫生长的生境适宜性高精度提取问

题，以 5 年为周期，构建了融合高程、坡度、草原类型、土

壤类型、年均植被覆盖度、年均降雨量、年均地上生物量及

地表温度等 8 个生境因子的草原蝗虫宜生区评估指标体系，

提出了基于物种分布预测模型—最大熵模型（Maxent）的蒙

古高原草原蝗虫宜生区提取方法与模型，实现了草原蝗虫宜

生区的提取，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达到

0.865，表明模型模拟精度较好。结果表明，高宜生区主要分

布在蒙古高原的北部地区以及内蒙古锡林郭勒大部、呼伦贝

尔西部地区；从 1990 年到 2010 年，高宜生区面积呈现逐渐

减少趋势，减少幅度为 32%；从 2010 年到 2020 年，高宜生

区面积呈现逐渐增加趋势，增加幅度达 48%。累计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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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温度是影响不同时期宜生区变化的主要动态因素。 

研究成果 2：针对草原蝗虫发生预测预警等问题，综合考虑

季节性气候、植被等动态生境因子对草原蝗虫发生发展过程

及灾变的影响，构建了耦合越冬期、孵化期、成虫期等生育

期植被覆盖度、地上生物量、降水及地表温度等 11个生境因

子的草原蝗虫成灾风险预测指标体系，提出了蒙古高原草原

蝗虫孵化期、成虫期成灾风险大数据预测方法与模型，2019

年至 2021年实际调查点位验证平均精度为 87%，表明表明模

型预测精度较好。利用上述模型对 2022年孵化期和成虫期蝗

虫发生情况分别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孵化期一级风险区

（高风险区）面积占草原面积的 26.6%，成虫期一级风险区

面积占草原面积的 27.3%，均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北部、东

部及东南部地区。产卵期土壤湿度、越冬期累计降水和温度

对草原蝗虫孵化期、成虫期成灾风险的贡献程度最大。 

 
图 2. 蒙古高原 2022 年草原蝗虫孵化期、成虫期成灾风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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