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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病虫害无公害防治对策研究
詹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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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国内地区正在着力于提升森林经济效益，为了保证森林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对森林的病虫害问题进行有效防

治对于现阶段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于森林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病虫害问题，本文针对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解

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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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严格秉承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发展森林经济，全面

建设城市生态文明，将森林建设带到新的高度。同时，林业局

通过对基层组织的结构改进，提高相关部门人员的工作效率。

通过巩固“四个意识”，使相关工作人员达到意识行动上的统

一。本文通过对当前森林病虫害无公害防治的现状进行具体的

分析，针对于目前防治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从根源上进行改善，

全面加强无公害防治措施的实施，在类似的森林虫害无公害防

治工作中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 森林病虫害发生的主要特点

着重对森林经济进行开发，有助于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在大力发展森林经济的同时，森林的病虫害问题也日渐严峻，

随着森林规模的不断发展，森林遭受病虫害的几率也大幅度增

加，对于区域内生态系统造成了负面影响。总结最近几年发生

病虫害的部分特点，病虫害问题传播范围较广、具有较高的传

染性，且病虫的种类较多，在治理上也较为困难。现如今病虫

害问题已经不仅仅包括国内的品种，像美国白蛾这种外来种类

也成为了病虫害问题的元凶之一。北方主要的病虫害种类有杨

树溃疡病、杨扇舟蛾等，南方主要病虫害种类有松材线虫病、

松毛虫、松疱锈病、舞毒蛾、杉卷叶蛾及花旗松毒蛾等。当前

森林建设速度较快，树木种植的种类进一步丰富，病虫害的传

播范围也逐渐扩大，给相关的病虫害的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

战。

3 地区森林病虫害发生的原因分析

3.1 天然林总体面积较小

我国森林中人工林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天然林，相对来说天

然林的整体规模较小，所占比例较少。但人工林在培育、生产

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人工林相对品种较为单一，不

利于森林的多元化发展。一般来说，人工林的病虫害发病率比

自然林要高，在发生病虫害的情况下，人工林还会传染到自然

林中，使病虫害问题进一步恶化。由此可知，天然林面积小是

引发病虫害问题的原因之一。

3.2 病虫害防治难度大

随着多年的农药喷洒，森林害虫及病原物已经具有一定的

抗药性，且一般具有较快的繁殖速度，在林区内快速进行传播，

使病虫害的防治更加困难，如果防控工作不及时，病虫害问题

会进一步恶化，使病虫害问题难以解决。

3.3 药物防治问题

当前防治森林病虫害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大多都是喷洒农

药为主，但在进行喷洒的过程中，由于一些技术人员在喷洒过

程中技术不够规范，农药的用量不够恰当，在实际的防治过程

中的效果难免会有所影响，严重的不但不能控制住病虫害的扩

散，而且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土地污染，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

一定的影响。在当前的农药使用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问

题：首先过度相信化学药品的作用，认为农药可以根治病虫害

问题，其次是对于病虫害没有进行深入了解，使用农药时没有

充分考虑病虫害的类型，在没有明显效果的情况下盲目加大农

药的使用剂量，导致当地农药污染严重。以上两种问题在发生

区域性的病虫害时往往会影响实际的防治效果，甚至会增加害

虫及病原物在相关林区的传播速度以及抗药性，使得森林的病

虫害防治工作增加新的困难。

3.4 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也是造成病虫害的原因之一，其中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方面：

（1）对于区域内原始林或天然林的大肆砍伐，对当地的

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即使加强区域管控，但想要恢复

生态环境也是极其困难的。

（2）森林经济由于需要与各地区、各国之间进行频繁联

系，且由于森林生旅游的建设使病虫害的传播几率进一步增加。

（3）由于天然林的面积远远少于人工林，林区内的自然

系统稳定性较差，一些病虫害没有天敌进行制约，大大加快了

病虫害的繁殖传播速度。且人工林往往种植区域较广，相对透

光性和通风性较差，更加适合病虫的繁殖。

（4）缺乏对病虫害问题的深入研究。由于某些地区相关

部门资金情况困难，对于病虫害问题监控和防治不够及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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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农药的喷洒不够科学，实际效果较差，不但没有成功治理病

虫害问题，还对森林环境造成了污染，使病原物及害虫增加抗

药性，不利于今后的防治工作。

4 森林病虫害无公害防治措施

4.1 做好病虫害的研究力度

要明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做到防患于未然。森

林管理部门要对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进行普及，通过相关人员

专门对林区的实时监控，在发生病虫害问题时可以第一时间启

动防治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相关防治方案，从根本上对

病虫害问题进行解决，防止病虫害问题的进一步扩散。这种病

虫害问题及时解决的方式有利于病虫害问题的整体控制，提高

森林的整体稳定性。

4.2 加强树种搭配工作

树种的配合在实际的森林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同样起到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树种的科学有效配合，能够降低病虫害

发生的几率。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树种配合方向的研究，探索

更加科学、有效的树种配合培育方式，使人造林结构更加合理，

减少病虫害问题的发生概率，全面提高森林经济的建设速度。

4.3 强化森林检疫工作

在现实的森林病虫害防治过程中，森林有着一定的交叉分

配情况，在此情况下大大提高了病虫害的发生几率。相关森林

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先进的森林检疫技术，全面展

开森林检疫工作。其中对于已经发生病虫害问题的森林要实施

隔离措施，防止病虫害深入扩散。同时要提高相关部门的财政

支持力度，将各个林区的检疫通信网络进行完善，保证森系检

疫系统的良好运行，实时对森林情况进行监控，更加及时的对

病虫害问题作出反应。

4.4 大力应用生物技术和物理技术

通过无公害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可以更加高效的对森林

病虫害问题进行防治，在保证了病虫害防治效果的同时不会对

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对于森林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符

合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4.4.1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相比于传统的化学农药病虫害防治措施来说，其

防治效果更加明显，同时在生态环境方面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在森林的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作用。通过生物防治技

术进行森林病虫害防治的途径也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微生物方

面，例如利用病毒、真菌等进行防治。也可以从生态环境的食

物链进行考虑，通过对主要虫害的分析，在林区投放相应的天

敌，对虫害进行有效克制，例如在进行生物防治的过程中，通

过引进益鸟对虫害进行防治，在数量合理的情况下可以提高害

虫的捕捉率，从根本上对虫害问题进行防控。

4.4.2 物理防治

制定防治方案时要对于害虫的生活史以及产卵习性等进

行详细了解，在防治过程中将害虫入侵的枝条及时剪断，有利

于对病虫害传播源的及时控制。此外，通过在树干上涂抹涂白

剂或是胶环可以防止受到病虫害的侵袭。诱虫灯捕杀方法可以

利用害虫的趋光性对害虫进行有效的防治，例如黑光灯对于捕

杀蛾类具有较强的作用。在进行诱虫灯的设置过程中，首要选

择较为开阔的地形，面积应为为 2平方公里。通过对虫害特性

的了解掌握，做出相对合理的害虫物理灭杀工作，能使控制虫

害工作在不同的环境中更加有效。

4.5 加强监测与预防工作

为了减少病虫害问题对于森林经济建设的影响，不但要做

好防治工作，同时还要重视对病虫害的监测工作。通过先进的

科学技术，配合林区内的传感器和摄像监控，利用 GIS技术实

现对林区的监控。在发生数据异常的情况时，需要相关人员及

时赶赴现场进行处理，将病虫害威胁遏制于萌芽之中。同时，

育苗过程中要对种子和苗木进行及时消毒，使苗木的病虫害感

染几率大幅度降低。在进行森林病虫害的防治过程中，科学技

术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通过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使林业

生产力大幅度发展。对于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和

探讨，通过飞防技术以及喷雾喷粉机、诱虫灯、手压树干注射

器等等技术，从科技上实现了病虫害的全面防治，对于发展森

林经济具有显著作用。

5 结语

森林经济发展在当前时代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不单

单是经济上的进步，同时对于改善区域内环境也有着明显作用。

本文通过对森林病虫害无公害防治的分析和探讨，针对目前的

一些防治问题给予了科学有效的解答，对于森林病虫害的防治

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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