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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级林业有害生物中心测报点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国家级林业有害生物中心测报点（以下

简称“中心测报点”）建设和管理，及时准确地掌握全国主要林业有

害生物发生危害情况和趋势，给科学开展全国林业有害生物预防和

治理工作提供依据和支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森林

病虫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4〕26号），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心测报点的建设和管理。 

本规定所称中心测报点是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根据全国森林资

源分布和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情况等，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区域，

依托所在地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机构设立的测报点，承担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下达的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任务。 

中心测报点原则上以县级行政区（国有林业局）为单位设置，

可优先选取跨县级行政区的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进

行设置。 

第三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管全国中心测报点的建设和管理

工作，其所属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机构负责具体业务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中心测报点日常工作

的组织管理。省级和市级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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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负责中心测报点的监督、指导等工作，中心测报点承担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下达的监测预报任务。乡镇林业工作站配合中心测报点开

展本辖区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监测调查、灾情报告等工作，其管理的

护林员负责巡查并报告管护区内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发展情况和林木

出现死亡、变色等异常情况。 

第四条  中心测报点实行国家和地方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分

级负责、成果共享的原则。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全国中心测报点

建设方案和主要预测预报对象（以下简称“主测对象”）名录的制定。

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将中心测报点列为重点建设内容，加强

所需人才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配备办公室、标本室、档案室等设

施，以及监测预报所需的设备和交通工具。 

第五条  中心测报点实行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数据直报制

度，推行建立中心测报点监测预报首席测报员和首席测报专家制度，

鼓励开展区域间联测联报。 

加强与气象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和协作，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参与监测预报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林业有害

生物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技术服务，支持地方政府向社会化组织

购买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测服务。充分发挥护林员的作用，加快建

立以护林员为主的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地面网格化监测网络。 

第二章 设立与调整 

第六条  中心测报点及其主测对象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按照

全国中心测报点建设方案和主测对象名录提出，由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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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中心测报点应当根据全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需

要，设立在区域代表性强、监测设施设备条件和工作基础好的县级

行政区（国有林业局），以及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

并确定主测对象。 

设为中心测报点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机构，应当配备 2 名以上

专职测报员。专职测报员应当具有森林保护、植物保护、林学等相

关专业背景或者多年监测预报工作经验，热爱本职工作、责任心强、

能熟练掌握监测预报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八条 主测对象应当根据全国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分布、

危险程度，以及全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需要等设定。主测对象

应当为本地已发生的林业有害生物。 

第九条 中心测报点及其主测对象一经确定，地方林业主管部

门不能擅自变更。确需调整或者撤销的，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

调整或者撤销建议，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进行调整或者撤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可根据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变化情况、中心测

报点工作开展情况，或者依据督导、检查、考核等结果，商省级林

业主管部门后进行调整或者撤销。 

第三章 职责与任务 

第十条 承担中心测报点任务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机构，应当

在全面开展本辖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的基础上，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制度要求，以及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完成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下达的监测预报任务。 

（一）组织开展辖区内林业有害生物灾情监测。采取人工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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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查、航空航天遥感调查等方法，及时调查发现辖区内林业资源受

危害的异常情况，详细掌握导致异常情况的林业有害生物种类、发

生时间、发生地点、发生面积、危害程度、成灾情况、发生原因等

情况，并及时按规定报送相关信息。重点做好外来林业有害生物、

重大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突发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的监测调查和信

息上报工作。 

（二）组织开展辖区内主测对象监测预报。按照有关技术规范

和技术标准，组织开展主测对象发生情况的监测调查，定期发布中

长期趋势预报，适时发布生产性预报，并将主测对象的发育发展进

度、发生情况、预测预报结果等情况直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定期

总结分析预测预报结果的准确性，积累、整理预测预报相关技术因

子数据，逐步建立适合本地运用的预测预报模型。 

（三）绘制辖区内主测对象分布图、调查路线图等图表，并根

据主测对象的发生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四）建立健全监测预报制度，规范开展监测预报工作，做到

辖区内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监测全覆盖。 

（五）根据监测预报结果，及时向所在地政府及林业主管部门

提出灾害防治意见，并做好灾害防治的指导工作。 

（六）承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达的其他监测预报任务。 

第十一条  中心测报点应当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制定监测预

报工作的年度工作历和工作方案，并经省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机构

审核后，于每年 12 月 30日前录入全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信息管理

系统，按照工作历和工作方案开展年度监测预报工作。 

第十二条  中心测报点监测预报数据统一使用全国林业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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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信息管理系统直报，并报送省、市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机

构。上报信息数据涉及保密的，应当按照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中心测报点应当真实、准确、及时地直报数据，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干预上报工作。 

第十三条 中心测报点应当做好档案管理，制定档案管理和保

密制度，建立健全辖区内监测预报资料档案；应当对调查的原始记

录、各种图表，发布的预报预警，以及工作总结、工作报告、影像

资料等进行分类整理归档，登记造册；根据工作需要制作当地主要

林业有害生物标本，并定期维护。 

第四章 组织与管理 

第十四条  中心测报点应当保持人员稳定，在岗人员变动时，

应当报省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机构备案。中心测报点可根据工作需

要，聘请经培训后达到从事一般监测预报工作要求的兼职测报员。 

第十五条 中心测报点所在地的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依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

将所需监测预报经费纳入本级预算，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监测

预报人员的有毒有害岗位津贴、野外调查补助等相关福利待遇。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根据每个中心测报点、乡镇林业工作站及其

管理的护林员承担的工作任务，每年给予中心测报点补助经费，主

要用于林业有害生物监测调查、数据管理、分析预测、信息报送与

发布、技术推广等支出，以及外业调查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

贴等。中心测报点补助经费实行差异化动态管理。 

第十六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应当加强中心测报点所需监测预

报技术规程、标准的制修订，建立和完善监测预报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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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中心测报点的业务人员应当参加省级以上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机构组织的业务培训，具备相应工作能力。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建立中心测报点从业人员数据库，定期、分

区域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工作，原则上 3 年完成一次轮训。省、市级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将中心测报点从业人员、乡镇林业工作站相关人

员以及护林员作为重点培训对象，提高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 

第十八条 实行中心测报点年度工作绩效考核通报制度。采取

中心测报点所在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自查、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检查和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年度检查考核，并通报有

关结果。建立中心测报点监测预报信息化检查考核系统，动态报送

和审查考核任务完成情况。考核通报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中心测报点应当建立监测预报责任制度，落实林业

有害生物监测预报职责，对出现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情报告不及时，

或者谎报、瞒报、虚报林业有害生物信息等违法违规情形的，依法

依规追究有关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可根据本规定，结合当地具

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备案。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3年 9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