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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三北地区林草有害生物发生形势及防控对策

韩Ǔ鹏Ǔ焦Ǔ健
通辽市森林公园管护中心Ǔ内蒙古Ǔ通辽Ǔ028000

摘Ȟ要：三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气候和林草资源，正面临森林病虫害、有害植物入侵及野火等多重生态挑战。

为应对这些威胁，建议完善监测预警机制，确保及时捕捉有害生物动态；加强防治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提升防控效

率；推广综合治理策略，形成多部门协同合作的格局；并强化责任追究与监督管理，确保防控工作落实。这些措施将

显著提升三北地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控的整体能力，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进而促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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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三北地区的地理、气候及林草资源概况

我国三北地区，即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简称，

地跨广阔，气候多样，林草资源丰富。该地区位于中国

北部，囊括了从辽阔的黑土地到干燥的戈壁沙漠，地理

特征极为丰富。气候方面，三北地区由于纬度较高、地

形复杂，呈现出明显的温带季风气候到温带大陆性气候

的变化。东北地区湿润多雨，四季分明；华北地区则受

到季风气候的影响，冬季干燥寒冷，夏季炎热多雨；西

北地区则因远离海洋，干旱少雨，日夜温差大。林草资

源方面，三北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东北地区

是我国重要的森林分布区，森林覆盖率高，林种丰富，

包括针叶林、阔叶林以及混交林等，为野生动物提供了

丰富的栖息地。华北地区则以草原和灌木林为主，分布

着广袤的草原和草原化荒漠，具有独特的生态景观。而

西北地区虽然干旱，但仍有部分绿洲和山地森林分布，为

当地生态平衡提供着重要支撑。这些丰富的林草资源不仅

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生产生活所需的木材、饲料等，还在维

护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1]。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三北地区的林草

资源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干旱、荒漠化、病虫害等，

需要我们加强保护和管理，以确保其持续稳定的发展。

2��三北地区林草有害生物发生形势分析

2.1  森林病虫害形势
在三北地区，森林病虫害形势严峻，对林业资源构

成严重威胁。由于该地区气候多样，森林类型丰富，为

各种病虫害提供了滋生和传播的温床。近年来，气候变

化加剧了病虫害的发生，暖冬和夏季极端高温都为病虫

害提供了有利的繁殖条件。林业经营活动中的不合理开

发和过度利用也破坏了森林生态平衡，导致病虫害的频

发和扩散。常见的森林害虫包括松材线虫、舞毒蛾等，

病害则包括松枯梢病、落叶松枯梢病等。这些病虫害不

仅导致林木生长受阻，甚至造成林木死亡，对森林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2.2  有害植物入侵形势
三北地区的有害植物入侵形势也不容乐观。由于该

地区的地理环境多样，加之人为因素如贸易、旅游等活

动的增加，外来植物入侵的风险日益加大。一些外来植

物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一旦入侵成功，就会迅

速繁殖并扩散，对当地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例如，一些外来杂草会抢占本地植物的生存空间，影响

本地植物的生长和繁殖。同时，外来入侵植物还可能成

为有害生物的寄主，加剧病虫害的发生。

2.3  野火形势
三北地区的野火形势日益严峻，这主要源于该地区

独特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植被资源，以及人为活动的不

断增加。由于三北地区地跨广阔，大部分地区属于干旱

和半干旱气候，夏季温度高且降雨稀少，这使得植被极

为干燥易燃。而植被覆盖广袤，无论是森林、草原还是

农田周边，都是潜在的火源。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野

外用火、祭祀、露营等活动在野外空间逐渐增多，这些

活动一旦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极容易引发火灾。尤

其是春节期间或传统的祭祀时节，燃放烟花爆竹和烧纸钱

等活动更易造成火灾风险。野火一旦发生，其蔓延速度极

快，往往在短时间内就能烧毁大片森林和草原。这不仅对

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打击，影响野生动植物的生存

和繁衍，更对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构成长期影响[2]。更为

严重的是，野火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和烟尘，包括一

氧化碳、二氧化硫、颗粒物等，这些物质不仅对人体健

康有害，还会对空气质量造成严重污染，影响周边地区

的空气质量和生活环境。

3��三北地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控现状分析

3.1  监测预警体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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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地区在林草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体系方面取得了

一定进展。目前，已经建立了一定数量的监测站点，并

配备了相应的监测设备和人员，用于定期监测和记录

有害生物的发生情况。这些站点分布在各个关键区域，

能够较为及时地掌握有害生物的动态变化。同时，通过

信息化建设，监测数据能够实现实时上传和共享，提高

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和准确性。与当前有害生物发生形势

相比，三北地区的监测预警体系还存在一些不足；监测

站点的布局不够合理，部分重要区域尚未覆盖，导致一

些有害生物的发生情况难以被及时发现；监测设备和技

术的更新换代相对滞后，影响了监测的精度和效果；监

测预警系统的信息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以实现更快

速、更准确地传递信息，为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3.2  防治技术研发及示范推广现状
三北地区在防治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科研人员针对当地有害生物的特性，研究并开发了一系

列有效的防治技术和方法。这些技术包括生物防治、化

学防治、物理防治等多种手段，能够针对不同类型的有

害生物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同时，还积极开展了示范

推广工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为当地林业和

草原的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持。

3.3  综合治理策略实施现状
三北地区在综合治理策略实施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效。通过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推动跨部门协

作、开展宣传教育等多种手段，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治

理体系。在防治工作中，注重源头治理和预防为主的原

则，通过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推动科技创新等手段，

有效降低有害生物的危害程度。

4��三北地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控对策

4.1  完善监测预警体系
针对三北地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控的紧迫需求，完善

监测预警体系显得尤为关键。这一体系不仅要求实现对

林草资源的全方位监控，还要确保能在最短时间内发现

并迅速应对有害生物的入侵和病害的爆发。通过科学分

析和合理规划，使监测站点能够更加均匀地分布在关键

区域，特别是那些生态环境敏感、有害生物活动频繁的

地区，确保整个林草生态系统得到全面覆盖。能够更加

准确地掌握有害生物的动态变化，为后续的防控工作提

供有力支撑。借助高清摄像头、无人机航拍、遥感监测

等现代化技术手段，能够实现对林草资源的高精度、高

效率监测。同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对监测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处理，快速识别出有

害生物的入侵趋势和病害的爆发规律，为防控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需要建立健全监测数据上传、存储和分析的

信息化平台，确保监测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3]。同时，

推动各层级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形成联防联控

的合力。这样，一旦发现有害生物入侵或病害爆发，能

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动相关资源和力量进行防控，

将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定期举办培训班、交流会和

实际操作演练等方式，提高监测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技能水

平，使他们能够熟练掌握最新的监测技术和方法。同时，

建立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激发监测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和责任心，确保监测预警体系的高效运行和持续发展。

4.2  加强防治技术研发与创新
针对三北地区独特的有害生物种类和发生规律，必

须积极投入研发，创新防治技术与方法。防治技术的多

样化对于有效应对林草有害生物至关重要，这包括生物

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等多种手段的综合应用。在

生物防治方面，可以研发和应用天敌昆虫、微生物制剂

等生物农药，通过自然界的生物链关系达到防治有害生

物的目的，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植物源性农药和

生物制剂的利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化学农药，

降低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利用物理手段，如温度调

控、灯光诱杀、机械阻隔等，来有效遏制有害生物的繁

殖和扩散；这些物理方法不需要使用化学农药，对环境

和人体健康无害，且易于操作和实施。通过开发高效、

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系统的

破坏；还需注重化学农药的合理使用，避免滥用和误

用，防止产生抗药性和环境污染问题。积极引进国际先

进的防治技术和经验，结合三北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改

进和创新。通过技术交流和合作，能够共享知识和资

源，提高防治技术的研发效率和应用水平。积极推广绿

色防治技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生态环境。通

过发展环保型防治技术和产品，能够在保证防治效果的

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重效

益。通过建立示范区和示范基地，展示新技术的防治效

果和应用前景，引导农民和林草经营者采用新技术进行

有害生物防治。还需加强与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合作，

将新技术和新产品快速推向市场，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

率和应用率。

4.3  推广综合治理策略
在三北地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控工作中，推广综合治

理策略是实现长期、可持续防控的关键。这一策略不仅

涉及到技术层面，更涵盖了法律法规、跨部门协作、社

会参与等多个方面。（1）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是确保综合治理策略有效实施的基础。需要建立健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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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有害生物防控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各级政府、部门

和相关责任人的职责和义务，为防控工作提供有力的法

律保障。加强执法力度，对违反法规的行为进行严厉惩

处，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2）推动跨部门协作是综合
治理策略的重要一环。林草有害生物防控涉及多个部门

和领域，需要环保、农业、林业、科研等多个部门紧密

协作，形成合力。通过建立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明确

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和人员

共享，提高防控工作的整体效能。（3）开展宣传教育也
是推广综合治理策略的重要手段。通过媒体宣传、社区

教育、培训等形式，提高公众对林草有害生物防控工作

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加强对农民、林业经营者的培训，提高他们的防治技能

和环保意识，引导他们科学、合理地使用农药和化肥，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4]。（4）注重源头治理和预防
为主的原则至关重要。这要求我们在源头上控制有害生

物的繁殖和扩散，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进行预防和控

制。通过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及时发现和处理有害生

物疫情，防止其扩散和蔓延。同时，推动科技创新，研

发和推广新型防治技术和方法，提高防治工作的效果和

效率。（5）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交流是推广综合
治理策略的重要途径。通过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和地

区开展合作和交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防治理念和经

验，为三北地区的林草有害生物防控提供有力支持。这

不仅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和思路，还可以促进国际间的

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推动全球林草有害生物防控事业

的共同发展。

4.4  强化责任追究和监督管理
为确保三北地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控工作的顺利实

施，必须强化责任追究和监督管理。建立健全责任追究

机制，明确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个人的职责和义务。

对于在防控工作中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的行为，要依法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确保防控工作得到有力执行。

通过定期开展督查检查、加强日常监管和执法力度等手

段，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对于违反规定的

行为，要及时发现并依法处理，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

通过强化责任追究和监督管理，可以提高三北地区林草

有害生物防控工作的整体效果和水平，为生态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结束语

三北地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控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通过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加强技术研发与创

新、推广综合治理策略以及强化责任追究和监督管理，

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有害生物的挑战，保护三北地区

丰富的林草资源。同时，这也需要政府、科研机构、社

会各界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三北地区生态环

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事业的向前迈进。

参考文献

[1]卢修亮,柴守权,刘海瑞,等.我国三北地区林草有害
生物发生形势及防控对策[J].中国森林病虫,2024,43(2):41-
46.DOI:10.19688/j.cnki.issn1671-0886.20240006.

[2]赵金龙,刘永杰,韩丰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草
原增汇路径的思考[J].草地学报.2023,31(5).DOI:10.11733/
j.issn.1007-0435.2023.05.001.

[3]罗迪,刘孝贤,季荣.气候变暖背景下新疆和中哈边境
亚洲飞蝗适生区预测及变化[J].环境昆虫学报.2022,44(4).
DOI:10.3969/j.issn.1674-0858.2022.04.13.

[4]卢修亮,邱立新,高亮,等.我国林业有害生物联防联
治机制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林业资源管理.2021,(1).
DOI:10.13466/j.cnki.lyzygl.2021.01.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