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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病虫害防治的关键及应对措施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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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结合实际情况，从林业病害的定义及特点入手，从监控措施管理、防治减灾、检疫御灾等方面对林业病害防
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应对措施，为后期林业病害的预防提供参考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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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starting from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restry diseases, 

from the monitoring measures, the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the quarantine and other aspect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later prevention of forestry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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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病虫害的防治对于植树造林工作的开展具有积极

意义。而综合目前情况，各个地方对于林业病虫害的预防治

理工作普遍存在落实不到位等情况，其结果使得病虫害经常

发生，对林木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在该种情况下，相关单位及人员应对目前林业病害相关问题

进行探讨与分析，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为后期林业病害的

预防提供基本保证。相关内容如下： 

一、林业病虫害定义及相关特点分析 

（一）林业病虫害定义说明 
关于林业病虫害的定义，其主要是森林植物病原菌、各

类昆虫和杂草等病虫害引起的，使树木变黄或者枯萎的病虫

害。林木病虫害会导致树木和种子失去生命力，造成严重的

经济损失，影响林业生态效益的发挥。针对其发病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其一：霉菌引起的病害，如白粉病；

其二，细菌引起的病变，如根腐病；其三，病毒引起的病变，

如花叶病。而对于虫害可以根据吸食方式分为食害型和吸汁

型，在实际防控中应针对性开展具体防控措施，以保证林业

病害的预防及治理。 

（二）林业病虫害发生的特点分析 
对于林业病虫害的发生，综合目前实际经验，其主要具

有以下特点，具体如下：其一， 

不可预备性；如，突发性、无规律性和多样性等。如果

没有做好科学预防的话，很容易使病虫突然发生，且在防治

的过程中很难做到全面预防，每一种病虫害都需要采取相对

应的防治措施。其二，传播广泛性；如一旦发生病虫害就会

造成大面积传播，以往可利用气候条件特点来杀死病虫害，

但近些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通过温度来杀死病虫害的难

度逐渐增大，也影响了病虫害的防治效果。其三，进化速度

快；传统的病虫害防治方式主要是化学防治，这种防治方法

的特点是可行性和可靠性。但长期使用化学药物会使病虫害

产生一定的抗药性，对病虫的杀灭率将有很大程度的降低。 

二、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成效不明显的主要原因分析 

（一）监测预警方面主要问题及分析 
关于目前林业病害预防中的监控预警方面存在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监测预报体系还不够完

善；如森防站人员不足，有的身兼多职，与其他科室混用，

投入精力不够，基层监测调查人员不足，队伍不稳定，业务

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工作得不到保证。其二，监

测技术水平滞后。虽然科技的发展，有许多较为先进的监测

技术引入，监测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很多技术尚处

在探索阶段，对调查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仪器投入成本高，

淘汰率高，实用性不强，目前大部分监测仍然采用传统的人

工监测调查为主，调查准确率不高，调查的覆盖面较低。 

（二）检疫御灾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 
对于病害检疫御灾方面，虽比以往有所好转，但在具体

工作开展中仍存在着较多的不足，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其一，检疫执法工作不够规范。虽然近几年来，

我站陆续组织开展一系列检疫执法行动，但依然存在检疫执

法意识较差、开展不平衡、不规范、力度小等问题，同时也

缺乏长效机制，不时会有检疫缺位的现象，产地检疫、调运

检疫存在只开证不检疫的现象。其二，公众检疫意识薄弱。

社会对林业植物检疫的意识不强，部分林农和经营者，特别

是一些使用木质包装材料的企业，根本就不把检疫这个环节

当回事，觉得没有必要，浪费精力，不主动，不配合，加上

惩罚力度低，影响实际工作效率。 

（三）防治减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从防治减灾方面考虑，主要问题如下：其一，防治重要

性认识不足。各地对防治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还

有一定的差距。林权主作为防治的责任人，对防治工作不积

极，不愿投入人力、物力。林权改革后，分山到户，部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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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不愿防治，成为了防治死角，变成虫源地，无法形成群防

群治，打击林农防治积极性。其二，防治技术落后。防治设

备仍显不足，目前大部分防治器械为人工背负式设备，且年

代久远，除大户外，林农自身设备几乎没有。有效的防治手

段较少，常常是投入后防治效果不明显，很多防治难点还没

有得到解决。其三，技术人员缺失。林农里懂技术的人员较

少，专业测报预报人员少，又不能及时到岗，技术指导不到

位，经常造成防治方法、防治时间错误，防治效果较差。 

三、强化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开展的相关措施讨论 

（一）以政府主导，强化林业病虫害防控工作 
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是一项基础公益事业，要坚持政府主导，强化防

控责任，把林业病虫害防治纳入各级政府部门议事日程。特

别是一些常见的病虫害的预防，对当地森林资源带来的危害

极大，应该实行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模式，要

依靠重大疫情指挥部，加强部门协作，建立疫情信息沟通机

制，强化行政干预，积极引导社会参与，形成群防群控的工

作格局。 

（二）强化多元化病虫害防治策略 
其一，积极推广群防群治、联防联治制度，积极调动整

合分散的护林力量，进一步调动林农经营的积极性，降低林

农防治病虫害的成本。其二，加快县级防治专业队建设；县

级是防治的主战场，也是防治的薄弱环节。县级防治专业队

在林业病虫害防治中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当所辖县暴发大面

积林业病虫害灾害时，可以及时开展防治，扑灭灾情。其三，

推进社会化防治；积极培植社会化防治服务理论，通过政策

引导、技术支持、物资鼓励等形式吸纳防治专业公司、专业

队、森林医院等接入防治领域，开展防治承包、技术咨询等

业务。 

（三）积极推进检疫御灾工作 
对于检疫御灾工作的推广，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

虑：其一，强化产地检疫全面开展产地检疫，才能从源头上

了解和掌握病虫害动态，将病虫害在源头上加以消灭和控

制。要进一步明确产地检疫范围，规范产地检疫程序，做好

被检单位和个人的登记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大力度开展无检

疫对象苗圃的建设。其二，严格调运检疫；如完善和严格调

运检疫程序，规范现场检疫、室内检疫、除害处理、复检、

证书签发等调运检疫的各个环节。强化调入植物及其产品的

复检工作，联合交通、建设、园林、铁路等部门的多部门公

共实施病害预防。其三，加强检疫执法，如定期开展专项检

疫执法行动，并不断探索检疫执法常态化。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林木的生产管理工作至关重要，相关单位应

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以保证林木工作有序开展。而目前

林业管理中的病害预防及治理问题对林业发展具有消极的

影响，相关单位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本文从林业病害

的定义及特点入手，对目前林业病害防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及应对措施进行了讨论，以为后期林业病害的预防提供参考

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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