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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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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森林有害生物人口普查不仅是一次重要的林情研究，为国家科学地合理编制防治规划，合理进行防控与

管理提供了依据，而且还能够有效培养其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技术力量，进一步提升防控理论能力，提高了其防控能

力。在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工作外业中，要重视基本资料搜集，合理选用外业调查的采样方式，并合理安排外业调查工作

程序。在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数据内业时，应重视各数据表之间的数据流向、标准规定，以及保密情况。另外，为降低一

线普查人员劳动强度，提升普查结果品质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国家林业林业和草原总局专家团能力建设，进一步强化

国家林业和草原总局标本馆建设，突出用于生物鉴定的显微照片摄影，并研制和普及推广适用于有害生物普查的智能拍

照录像系统、自动鉴定测报灯、智能外业终端、便携式外业标本的快速制作和存储装置等生物普查工作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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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业有害生物普查的重要性 *

所谓森林害虫，是指对森林、树木、林木种子等的生

长发育造成影响，而又带来巨大危害的森林病、虫、杂草

及其他害虫。进行对林业有害生物的普查与研究，不仅能

够摸清某一区域森林害虫数量及其威胁状况，同时也能够

摸清外来害虫的数量，同时也能够了解外来害虫入侵给本

地的森林造成的危害，以便为高效的监测和统一控制本土

害虫和外来有害生物进行有效的[1]。进行森林害虫检测，

对切实维护当地森林的环境安全和减少害虫对森林的威胁

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2 林业有害生物普查的内容

其中，普查工作就是对特定区域的林业有害生物开

展广泛的调查，主要目的在于弄清楚调查范围内林业有

害生物的类型、数量规模、分布情况及其对林木损害范

围。另外，通过对当地森林害虫的调查制定适当的森林

措施。普查对森林害虫规模的预测准确性要相对较小，

但是，要求普查的覆盖面要广泛，以便为今后做进一步

的专题研究、制定检疫对策和进行保护管理工作基础。

如果在森林害虫普查过程中出现了为害程度严重的害

虫，就必须补充专题研究，以便更进一步的分析所出现

的害虫。

专题研究的调研内容，大致涉及如下几个方面内

容:①害虫的数量、分布情况、危险程度;②寄主范围及其
对宿主抗性;③害虫的天敌和寄生率;④环境因素对害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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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害虫所带来的经济损失;⑤害虫的预防方式与防治
效果等。

3 林业有害生物普查的作用

对森林害虫进行普查，了解害虫种群数量的动态变

化，对掌握害虫的类型、分布区、进行决策和确定预防

方案的效果等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害虫的数量动态情

况包括单位区域或数量或植株等上的害虫的平均密度及

其威胁水平等[2]。所以，在开展森林有害生物检测中，必

须采用合理的抽样，利用数据总体去代表整个害虫的种

群和危险范围，进而采用数理统计技术对所得信息进行

收集和研究，以便得到更加贴近符合实际现象的信息。

4 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方法

4.1  准备工作
①搜集调查地区的有关资料，以掌握所调查区域的

自然资源概况、地理和国民经济发展情况[3]。②查阅调查

区域内与森林生产情况、病虫害发生状况等有关的档案

记录、测量总结、调查报告、测量区域位置图、林相图

记录和航测影像及资料记载等[3]。通过查阅这些材料，不

仅能够为制订更符合实际的调查计划提供依据，制定有

害生物调查路线和队伍配置，制定有害生物调查表格，

以及提供调查的方法和设备等，同时也可以预测和设计

今后的有害生物调查。

4.2  野外调查
4.2.1  踏查
踏查的目的是为进一步掌握查明区域内各类森林害

虫的类型、规模程度、数量情况、影响范围及其威胁程

度等。所以，踏查需要按照研究需要制定详尽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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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调查方法、研究途径及其目标地的数量与规模。如

果在某一区域以前进行过森林经理调查，也可以沿森林

班线或者调查线路来进行踏查。而如果在该区域以前没

有进行过森林经理调查，也可以沿着经过森林的公路、

河道、山脊等进行踏查。不过，踏查路径则应经过调查

区域的林木种类以及不同地貌的林区。

在现场踏查的过程中，还需要对调查区域的各种林

木因子和立地条件下的林分类型进行识别，并记录下有

关森林调查因子和病虫害种类的产生条件[4]。其中，森林

调查因子主要有森林类型、林龄、疏密度、郁闭度、平

均胸径，以及平均树高、下木、地被物、土层类型、坡

向、斜率，以及周围地形地势;林木病虫害发现情况调查
主要涉及病虫害情况类型、虫口密度、影响树木的严重

程度及其分布情况等。在踏查的过程中，必须要仔细调

查地块周围病虫害情况的发生状况，并同时收集病虫害

情况标本以及为害状标本。

研究植物叶部、树梢、果实种子、蛀干、植物根

部，以及苗圃花园地下害虫等病害在出现疫情后，按照

通常条件下对害虫的危害程度分为轻、中、严重三种，

而具体的为害程度与评价指标则依次用+、++、+++来描
述。其中，叶部害虫的影响在树冠深度低于3/1以上时记
为轻微，危害程度在1/3~2/3左右时记为一般，危害程度
在2/3以上时记为严重。枝梢害虫危害株数小于5%时记为
轻微，为害株率在5~10%时记为一般，为害株率在超过
11%时记为重大。结果和种子害虫的危害结果、种子数量
小于10%时记为轻微，而为害量在11~20%时记为一般;为
害频率超过21%时记为重大。对树干和根系害虫，危害
株率小于5%时记为轻微，危害株率介于5~10%时记为一
般，为害株数超过11%时记为重大。
疾病检查通常对病毒、枯萎病、根腐病等全株性疾

病及死亡后损失很大的疾病，通过发病株数来说明，而

对其他疾病一般采用分类检查，通过死亡率、发病指标

等说明损失情况。这里，发病率只说明了病害在监测区

域中出现的情况[5]。所以，在病害调查过程中，应当根据

死亡率和症状指标。症状指标反应了植物的感病情况，

说明疾病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具体的测定方法是:首先
依据具体情况，把样方中的植物分成好、低、中、高、

快枯死等五个等级，并分别用0、1、2、3、4等表示，
然后再通过计算各分级株数来测算植物发病指标。疾病

指数一般等于零或低于一百，其中的零代表基本没有疾

病，100代表疾病范围严重而广泛。
病害的分布情况，可分成单株、块状(低于0.7hm2)、

成片(0.7~6.7hm2)和大片(高于6.7hm2)。按照监测地点的植

物样方规模与标准树为害程度的比例，将为害程度可分

成轻(发生面积)、中(受害面积)、重(成灾面积)3个级别。
在森林害虫检测活动中，必须初步识别已收集的害虫标

本，并准确做好寄主、采集日期、采集部位、采集时间

等各项信息的详实记录，并要对收集的害虫标本做好统

计编号并妥善保存。

4.2.2  标准地调查
4.2.2.1  选择标准地
应当按照调查条件和目的来决定标准地的方位和数

量。如果是希望了解不同的死亡范围，建议将重度死

亡、中度受伤以及轻微死亡的区域设定标准地;如果要希
望掌握某些有害生物和立地条件间的联系，必须针对各

种森林类型、坡面和海拔高度的领域建立标准地。需要

注意的是，相同种类的标准地要有最少三次重叠[6]。

4.2.2.2  标准地面积
样地范围愈大，在不同程度地之间的变动关系就愈

小。而当样地范围扩大至一定范围之后，变动关系就会

趋于稳定。在通常情形下，为0.06hm2(20m×30m)的样地;
林分变异较大时，选择0.1hm2的样地;而幼龄林则多选择
0.01hm2的样地。不过，一定要保证主要的寄主树种数量

不小于一百棵，不然就需要增加样地的规模。

4.2.2.3  测量标准地
利用测量样地的测角与水平距离，测算标准地的体

积。通常情况下，在标准地测量的闭合差距离不得大于

在标准地各边总长度的1/500~1/200。
4.2.2.4  调查标准地
设置了标准地之后，可以记录林分因子的立地条

件。针对有害生物类型、测量目的及其精度条件等，可

采用实测和目测的方法记录林分因素和立地因子，然后

再开展每木监测，以计算被害者株数。对于调查虫害对

森林蓄积的影响时，则可选取中央标准树的1~3棵，通过
进行区分量测来估算蓄积量，将所得成果填至全国森林

有害生物标准地调查表中。但必须注意的是，必须及时

收集并妥善保管区踏调查和中央标准地调查中收集的植

物标本、原始数据，以及汇总图形、照片等[7]。

4.2.3  内业工作
①研究原始资料，收集、制作和保护标本;②确定害

虫名称，制定害虫名单;③整理和收集踏查和标准性调查
所统计的有关资料，统计和分析有关信息，统计与分析

有关资料，分析森林害虫的发展和传播与当地天气、立

地条件和林分因素间的相互作用;④以详实数据为依据，
概括和分类主要病虫害，并给出具体的病虫害防控对策

与技术;⑤建立健全技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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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普查外业应该注意的问题

5.1  基础性资料收集
在普查阶段，主要进行基本信息搜集工作，包括自

然、经济、社会科学方面信息，从而掌握该区域的历

史、地理、自然和发展状况。特别注意查看有关的测报

技术措施以及森林生产、森林生物灾害损失的调查档案

记录、工作总结、调查研究报表等。依据上述材料，一

方面有助于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研究对策，另一方面可

以对数据加以研究[1]。

5.2  合理选择外业调查取样方法
外业调查的采样工作，要根据历史资源、地形地

貌，选用最适宜的调查取样方式。对于地势复杂、峰高

林密的山区林份，可按照有害生物分布的情况，沿着林

中小道，开展调查;对于山丘岗地，可沿着林中小径向二
边辐射进行;对于农田林网、护路护岸林等，可依据害虫
滋生状况，随意选择森林地带进行调查;对于种苗基地等
的森林害虫调查工作，可依据害虫滋生状况，通过典型

取样、随机抽样或机械取样，随意选择几个行、株进行

调查;对于贮木厂、木制品加工生产企业、树木聚居点
等，则可依据品种、材种及质量，选择分级的取样方法

进行监测。

5.3  合理安排外业工作程序
从宏观层次上，首先依据当地的历年事件发生数

据，确定踏查区域，再进行踏查。踏查工作可以由乡林

业站、护林员等进行，或配合政府实施。

依据踏查成果，实施采样，建立标地，并进行标地

详查。

林业害虫中，不少都是动物，特别是害虫，有些特

别活跃，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完成影像制作，将会错失

制作时机[2]。因此，在森林有害生物普查中的微观程序

是:影片拍摄→采集标本→信息收集。
5.4  外业信息采集
在完成影响采集、标本收集之后，还即将开展外业

资料收集。要避免遗失外业资料，必须培养良好的外业

资料收集方式。通常情形下，外业资料收集方式可能如

下:记录地理坐标→做好标本拍摄情况→做好外业资料情
况→现场核对所收集的外业资料→现场核实所收集的标

本、采集的录像资料和外业资料中收集的数据一致性→

当场纠正。现场纠错过程中，应格外重视阅读各类数据

的填写说明，注意数纲和数据，注意与各项标准相符。

5.5  踏查与标准地调查
要认真踏查，增加踏查频率和力度。踏查以森林有

害生物风险为方向，通过识别危害来追踪森林害虫，这

是此次检测的优势与关键[3]。

针对未记录或未经检测的林业有害生物类型，应设

立标准地详细调查林业有害生物类型、发病面积、为害

程度等;对已知或已监测的森林害虫种群，采用了当年的
测报数据，在此次普查中则可不设立标准地调查。

5.6  保密工作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外公布之前，任何普查的数

据资料均为秘密，且未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同意，任

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公开发布，也不能提交资料给本单

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结语

大力开展森林有害生物普查与防控工作，对巩固造

林绿化成果、环境保护森林资源，以及促进生态社会与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做好生态

建设，保障环境安全，推动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不只是关乎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大

计，同时更是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所赋予林业的重

大社会重任，同时也是森林危害生物防治的最终目标。

所以，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发展林业有害气体生物防治

事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增强我们对切实做好林业有

害气体生物防治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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