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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城市房屋白蚁危害分布特征分析
陈东海

象山县房管中心，浙江宁波，315700；

摘要：本研究围绕城市房屋白蚁危害问题展开，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探究其分布特征。相关数据经

过收集、整理与分析，依托 GIS 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白蚁危害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规律得以揭示，涵盖不同

区域的危害程度差异、与环境因素的关联等内容。研究结果能够助力精准定位白蚁高发区域，为科学有效的白

蚁防治策略制定提供有力依据，提升城市房屋白蚁防治工作的效率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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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白蚁是世界公认的重要害虫，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对房屋建筑、园林绿化、河堤大坝、文物古

迹等造成严重危害。我国白蚁危害涉及范围广，遍布2

5个省、市、自治区，长江以南地区危害尤其严重。据

统计，我国每年因白蚁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20

亿元以上。传统防治工作在把握危害分布方面存在局限，

难以全面精准掌握空间特征。GIS 作为空间信息技术，

可整合、存储、分析和展示地理空间数据，为研究城市

房屋白蚁危害分布特征提供新的手段与视角。

1 白蚁危害现状及 GIS 技术概述

1.1 白蚁危害现状

城市环境里对房屋形成常见危害的白蚁主要有台

湾乳白蚁、散白蚁、土白蚁等种类。台湾乳白蚁群体规

模庞大，单个群体能达到数万个体，食性涵盖范围广，

既啃食木材，也会破坏含纤维素的各类材料，对房屋木

结构的破坏力度强，短时间内就可能造成结构性损坏。

散白蚁分布区域广泛，多活跃在房屋底层的木质构件，

像地板、门框这些地方，它们的危害虽然分散但持续时

间久，容易让构件慢慢腐朽
[1]
。土白蚁主要在地下栖息，

原本危害堤坝与农林作物，城市建设一旦破坏它们的栖

息环境，就会通过地基缝隙侵入房屋内部。城市化进程

加快带来城市绿化面积的增加，给白蚁提供了充足食物

来源；建筑结构的多样化加上人员物资流动的频繁，打

破白蚁原本的栖息平衡，加快它们的传播扩散速度，使

得危害范围不断扩展，程度持续加重。

1.2 GIS 技术原理及在白蚁研究中的应用优势

GIS 技术依托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对地理空间数据

开展采集录入、标准化存储、系统化管理、多维度分析

及可视化表达工作，以此实现对地理现象的精准描述与

深入研究。核心功能集中在空间数据库管理和空间分析

两大方面，空间数据库能够高效存储海量地理坐标与属

性信息，空间分析功能则依靠叠加分析、缓冲分析等方

法挖掘数据间的空间关联。在白蚁研究领域展现出显著

优势，能够把白蚁危害位置信息与地理空间数据相融合，

用地图形式直观呈现不同区域的危害分布情况。同时可

整合地形坡度、土壤类型、植被覆盖、温湿度等环境数

据，通过空间统计与模型分析揭示危害与环境因素的内

在联系。凭借动态监测与更新功能，实时跟踪危害的发

展变化态势，为及时调整防治策略提供准确数据支撑，

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时效性。

2 基于 GIS的城市房屋白蚁危害分布特征分析

2.1 数据收集与处理

白蚁危害数据收集需覆盖城市范围内多年防治记

录，内容包括发生地点经纬度信息、精确到年月的危害

时间、经专业鉴定的白蚁种类、依据面积与构件损坏程

度评估的危害等级。数据来源包含白蚁防治机构日常工

作档案记录的专业防治过程、居民通过社区或线上渠道

提交申报反映的民间危害情况、专业人员实地普查获取

的全面覆盖数据。地理空间数据收集城市基础地理信息，

地形地貌数据涵盖等高线、坡度、坡向等参数，土地利

用类型数据明确居民区、商业区等功能分区，交通道路

数据反映区域连通状况
[2]
。气象数据收集多年温度、湿

度、降水量等指标，经插值算法转换为栅格数据实现空

间化表达。数据处理阶段运用清洗技术剔除错误、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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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缺失关键要素的记录，确保信息准确性；将白蚁危害

数据与地理空间数据关联匹配，统一坐标系统，构建包

含两者信息的综合空间数据库，为后续分析奠定基础。

2.2 白蚁危害分布的空间可视化

在 GIS 软件平台上，以构建的空间数据库为支撑，

利用内置分析工具搭建分布分析模型。采用核密度估计

方法对白蚁危害点进行密度计算，通过设置合理搜索半

径生成密度分布图，清晰呈现危害在城市空间的聚集程

度与热点区域。借助地图制作模块将密度分布图与城市

基础地理信息地图分层叠加，使危害分布与地理要素形

成直观空间对应。可视化表达采用分级设色法，以不同

颜色梯度区分危害程度：高危害区用深红色标识，中等

危害区采用橙黄色，低危害区选用浅绿色，通过色调差

异让分布特征一目了然。地图上规范添加图例说明颜色

含义、精确比例尺标注距离、标准指北针指示方向，同

时标注主要地标与区域名称，显著增强地图的可读性与

实际应用价值。

2.3 白蚁危害与环境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地形因素分析通过GIS空间分析模块提取山地丘陵、

平原、河谷等不同地形区域边界，将白蚁危害数据与地

形区域叠加，统计各地形的危害发生率与程度。结果显

示地形复杂、地势低洼且排水不畅的区域，因地表积水

难排导致空气与土壤湿度偏高，为白蚁提供适宜生存环

境，危害发生概率与严重程度相对更高。土地利用类型

关联研究将城市划分为多类区域，通过空间统计计算各

类区域的危害次数与密度。城市绿地和老旧居民区成为

高发区域：绿地中树木落叶等植物残体提供充足食物与

栖息场所；老旧居民区房屋建筑年代久远，木质构件老

化且早期防治措施不完善，易成为白蚁侵害目标。气候

因素研究利用GIS空间插值功能将气象数据转换为栅格

图层，叠加分析危害数据与气候要素关联。温暖湿润气

候与危害程度呈现正相关，年平均温度高、降水量充足

且湿度大的区域，白蚁繁殖速度快、活动范围广，危害

表现更为频繁严重。

2.4 白蚁危害的动态变化分析

收集整理城市连续多年白蚁危害数据，按时间排序

构建包含年份、危害位置、程度等要素的时间序列数据

集，确保时间维度数据连续完整。利用GIS 时间分析功

能对不同年份或季度的危害分布数据进行动态化处理，

设置时间动画参数生成动态演变地图，直观展示危害在

时间维度的变化过程与趋势。对比不同时期地图可见，

随时间推移城市白蚁危害空间范围逐渐扩大，原本无危

害区域陆续出现新危害点
[3]
。部分原本危害较轻的区域，

因城市绿化规划调整增加植物覆盖，或新建房屋周边环

境改造改变微环境，改善白蚁生存条件，导致危害程度

上升。历史高发区域经多年系统性防治，危害程度得到

控制，但白蚁繁殖能力强且适应力高，放松防治易出现

反弹，仍需长期开展监测与防治工作。

3 基于 GIS的白蚁防治策略优化路径

3.1 区域分级防治规划

依据 GIS 技术分析得出的白蚁危害分布特征，结合

危害密度、危害程度和扩散风险等指标，城市被划分为

高、中、低三个等级的白蚁防治区域。高危害区域实施

重点防治管理策略，加密监测点布设，缩短监测周期，

加大药物防治和物理防治实施力度，防治资源配置上给

予优先保障，确保快速有效控制危害扩散
[4]
。中危害区

域采取常规防治措施，制定定期检查计划，每年开展不

少于两次全面检查，发现白蚁活动迹象及时处理并做好

预防处理，降低危害升级风险。低危害区域重点加强监

测预警，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及时发现新危害点并采

取早期干预，防止危害范围扩大。结合城市土地利用类

型空间分布特点，城市绿地周边房屋建筑区域强化白蚁

预防措施，定期对房屋基础和木质构件进行药物处理；

老旧居民区开展系统性结构检查，对易受白蚁侵害的木

质构件进行更换或防护处理，消除白蚁危害隐患。

3.2 环境调控建议

基于白蚁危害与环境因素的密切关联，从改善白蚁

生存环境角度提出针对性环境调控建议。地形复杂、排

水不畅的区域制定排水系统改造方案，通过增设排水管

道、修建排水沟、平整场地等工程措施提高地表排水效

率，降低土壤和空气湿度，破坏白蚁适宜的生存环境。

城市绿化规划过程中合理设计绿化区域与房屋建筑之

间的距离，设置一定宽度隔离带，隔离带采用不易被白

蚁取食的植物种类或铺设防蚁材料，减少白蚁从绿化区

域向房屋建筑迁移的路径。根据城市气候特征把握白蚁

活动的季节性规律，温暖湿润季节加大白蚁监测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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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增加检查频次和防治范围。指导居民改善房屋内

部通风条件，通过安装通风设备、优化门窗设计等方式

降低室内湿度，调整房屋局部小气候，抑制白蚁在室内

的生存和繁殖活动，从环境调控层面减少白蚁危害发生

的可能性。

3.3 监测网络构建

利用GIS技术构建覆盖整个城市的白蚁危害监测网

络，实现对白蚁活动的全方位、动态化监控。白蚁危害

高发区域和潜在风险区域，如老旧居民区、绿地周边房

屋、地形低洼地带等科学布设监测点，监测点采用白蚁

诱杀箱、信息素监测装置等专业设备，实时收集白蚁活

动的种类、数量、活动范围等信息。建立监测数据实时

传输机制，各监测点收集的数据通过无线传输技术接入

GIS 管理系统，系统自动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及时

更新白蚁危害分布地图，实现对白蚁危害发生、发展动

态的精准监控
[5]
。监测网络布设覆盖城市所有行政区域

和不同功能分区，确保无监测盲区，重点区域适当加密

监测点密度。建立监测数据共享平台，实现白蚁防治机

构、社区管理部门、房屋产权人等相关主体之间的信息

共享，确保各方面及时获取白蚁危害监测信息，为开展

协同防治工作提供信息支持。

3.4 防治技术应用优化

根据城市不同区域的白蚁危害特征和主要危害种

类优化防治技术的选择与应用。台湾乳白蚁等群体规模

大、破坏力强的白蚁种类采用群体灭杀技术，通过追踪

蚁路找到蚁巢位置，实施针对性的药物灌注或热力灭杀

处理，彻底消除白蚁群体。结合GIS 分析得出的白蚁危

害分布规律和活动路径，白蚁迁移的关键通道和高频活

动区域设置物理或化学防治屏障，如房屋基础周围铺设

防蚁卷材、喷洒长效防蚁药剂等，阻止白蚁侵入房屋内

部。积极推广环保高效的白蚁防治技术，优先选用低毒、

低残留的生物防治药剂和物理防治方法，减少化学药剂

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注重防治技术的长效性，采用

具有长期防护效果的材料和处理工艺，延长防治有效期。

4 结语

本研究借助GIS技术对城市房屋白蚁危害的分布特

征展开全面系统分析。通过数据收集处理、空间可视化

表达、环境因素关联分析及动态变化研究，厘清白蚁危

害的空间分布规律、影响因素和时间演变趋势。研究成

果为白蚁防治工作提供科学的空间信息支撑，助力实现

精准防治和资源优化配置。未来需进一步拓展 GIS 技术

应用深度，融合多源数据提升分析精度，持续完善防治

策略，不断增强城市房屋白蚁防治能力，保障城市建筑

安全与居民生活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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