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技与发展·2025� 第4卷�第6期

37

林业苗木春季病虫害防治对策

马 林
同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宁夏 吴忠 751300

摘� 要：本文聚焦林业苗木春季病虫害防治，强调其对于提升苗木成活率及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文章深入

分析了春季常见的林业苗木病虫害类型，包括蚜虫、白粉病等，并详细阐述了防治的基本原则，如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包括加强苗圃管理、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在内的具体对策，以期为林业生产

提供科学指导，确保苗木健康成长，推动林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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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林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

护生态平衡、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

而，春季作为林业苗木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高

发的季节。病虫害的发生不仅会影响苗木的正常生长，

严重时甚至会导致苗木死亡，给林业生产带来巨大损

失。因此，加强林业苗木春季病虫害防治工作显得尤为

重要。

1 林业苗木春季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性

1.1  春季作为病虫害高发期的特性
春季，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和湿度的增加，大自然

迎来了万物复苏的季节。然而这样的气候条件也为林业

苗木病虫害的繁殖和扩散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病

虫害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繁殖迅速，短时间内即可形成

大规模的侵袭。春季的降雨也为病虫害的传播提供了便

利，使得病虫害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至整个林区，

对林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

1.2  病虫害对林业苗木的危害
病虫害对林业苗木危害严重，从生长至健康全面受

影响。害虫啃食叶片枝干，减弱光合作用，降低营养吸

收，导致苗木生长缓慢，甚至死亡，造成经济损失和生

态破坏。病菌侵害则致叶片枯黄、枝干枯萎[1]。病虫害大

规模爆发更会降低苗木抗逆性，增加自然灾害风险，如

火灾，同时可能引发其他植物病害，威胁林区生物多样

性。因此，加强病虫害防治，保护苗木健康生长，对维

护生态平衡、保障林业生产安全至关重要。

1.3  加强春季病虫害防治的意义
加强春季病虫害防治对林业至关重要。它不仅是保

障林业生产安全的必要措施，提高苗木成活率，确保生

产顺利进行；也是提升苗木质量的关键，使苗木更强

健，适应多变环境，支撑林区可持续发展。另外这一工

作具有深远社会意义，林业作为经济与环境支柱，加强

病虫害防治能保护林区生态，维护生物多样性，为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因此强化春季病虫害防治，对

林业及整个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

2 春季常见林业苗木病虫害类型

春季是林业苗木生长的关键时期，但也是病虫害高

发的季节。这一时期，多种病虫害会对苗木的健康生长

构成严重威胁。

2.1  蚜虫
（1）特点：蚜虫，也称腻虫，是杂食性害虫，寄主

多。它们以刺吸式口器吮吸植物体内的汁液，繁殖速度

快，每年可发生10余代。蚜虫靠有翅蚜迁飞扩散，温度
25℃左右时生育繁殖最快，高于3℃或低于6℃时数量减
少。暴雨大风和多雨季节不利于蚜虫繁殖和迁飞。（2）
危害对象及程度：蚜虫主要危害大叶黄杨、木槿、石

楠、海桐、国槐、栾树以及重阳木等植物。它们在新芽

和叶片上吸取汁液，导致植株叶片变形、皱缩和卷曲，

严重时造成黄叶、落叶，枝梢生长缓慢，花蕾和幼叶不

易伸展，花形变小，影响树木开花和观赏。此外，蚜虫

的分泌物还可诱发煤污病，传播病毒。

2.2  介壳虫
（1）介壳虫特点：介壳虫属食植性昆虫，常群集于

枝、叶、果上，以吸取植物汁液为生。不同种类的介壳

虫，繁殖能力有高有低，有的种类一次产卵数千枚，有

的则只能产几百枚。介壳虫的嘴会像针管一样，刺进植

物的枝条或者叶片内吸食植物体内的汁液，会破坏植物

组织，引起组织褪色、死亡[2]。同时它们还能分泌一些

特殊物质，使植物局部组织畸形或形成瘿瘤。介壳虫的

抗药能力强，一般药剂难以进入体内，防治比较困难。

（2）危害对象及程度：介壳虫的危害对象广泛，常见的
寄体多达100多种，相思树、柑橘、竹类、松树等都是其
常常选择寄生的地方。它们密密麻麻地趴在植物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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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植物的呼吸和光合作用。有些介壳虫还排泄“蜜

露”，诱发黑霉病，对植物危害很大。受害严重的植

株，树势衰退，最后全株枯死。

2.3  天牛
（1）天牛特点：天牛是一种常见的害虫，体型通常

呈长圆筒形，颜色多样，有黑色、棕色、灰色等。其最

显著的特征是具有坚硬的外壳和长长的触角，触角通常

超过身体的长度。天牛的口器发达，适合啃咬木材。主

要以树木的木质部为食，幼虫在树干内蛀食，成虫则啃

食树皮和嫩枝。天牛成虫具有飞行能力，活动时段因种

类而异。天牛幼虫则主要在树干内部生活，很少外出。

（2）天牛危害对象及程度：不同种类的天牛对树木的偏
好有所不同，有些天牛喜欢危害松树、杨树等树种，而

有些则偏爱果树等。天牛幼虫在树干内蛀食，破坏了树

木的输导组织，影响了水分和养分的供应，导致树木的

枝叶出现生长不良、发黄、枯萎甚至脱落的现象。严重

时，可能导致树木死亡。

2.4  尺蠖类害虫（如国槐尺蠖、大叶黄杨尺蠖）
（1）尺蠖类特点：尺蠖类害虫是一类食叶害虫，它

们以叶片为食，繁殖迅速。在气温和雨量充沛的季节危

害最重。（2）危害对象及程度：国槐尺蠖主要危害国槐
等植物，严重时常在一周内将全树树叶吃光，严重影响

树木生长。大叶黄杨尺蠖主要危害大叶黄杨，在危害盛

期2~3天可啃光全株的叶片，使植株成为秃头。
2.5  白粉病
（1）白粉病特点：白粉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易感

树种较多。在初期，病部会出现浅色的斑点，这些斑点

会逐渐扩大并形成一层白粉。随着病情的加重，粉斑上

会生出许多霉点。（2）危害对象及程度：白粉病主要危
害大叶黄杨、金叶女贞、石楠、紫薇等园林植物。随着

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会导致叶片皱缩、嫩梢弯曲，严重

时甚至可能造成整株植物的死亡。

2.6  红蜘蛛
（1）红蜘蛛特点：红蜘蛛是刺吸式害虫，以吸取

植物汁液为生。它们个体小，繁殖迅速，且易产生抗药

性。（2）危害对象及程度：红蜘蛛主要危害多种园林植
物，吸取植物汁液，使叶片发黄、焦枯，重则叶片灰绿

色，很快焦枯脱落，严重影响植物的生长和观赏价值。

3 林业苗木春季病虫害防治的基本原则

3.1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1）预防为主：预防为主是林业苗木春季病虫害防

治的首要原则。预防工作的重要性在于，通过科学的营

林管理措施，可以从源头上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从而降

低防治成本，提高防治效果。预防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选

择抗病抗虫品种、合理密植、加强水肥管理、定期修剪

整形、保持林地卫生等。这些措施能够增强苗木的抗逆

性，减少病虫害的滋生环境，为苗木的健康生长奠定坚

实基础。（2）综合防治：综合防治策略是林业苗木春季
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手段。它强调结合生物防治、物理防

治和化学防治等多种方法，形成优势互补的防治体系。

生物防治主要利用天敌、寄生性昆虫、病原微生物等自

然因素来控制病虫害；物理防治则通过人工捕杀、诱

杀、阻隔等方法直接消灭害虫；化学防治则是利用化学

药剂快速杀灭害虫，但需注意其使用方法和剂量，以避

免对环境和非靶标生物造成危害。在实施综合防治策略

时，应根据病虫害的种类、发生规律和危害特点，灵活

选择防治方法。同时要注重各种方法的协调配合，形成

协同效应，提高防治效率。

3.2  环保安全
（1）遵循安全原则：在使用化学药剂进行林业苗

木春季病虫害防治时，必须遵循安全原则。这要求防治

人员必须接受专业培训，熟悉药剂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确保在施药过程中不发生安全事故。同时要加强个人防

护，佩戴必要的防护用品，避免药剂对人体造成伤害。

（2）注重环保要求：环保是林业苗木春季病虫害防治不
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化学药剂的使用会对环境产生一定

影响，因此在使用过程中要严格遵守环保要求。第一，

要选择低毒、高效、环保的化学药剂，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3]。第二，要合理控制药剂的使用量和频次，避免过量

使用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第三，要加强药剂

使用后的废弃物管理，确保废弃物得到妥善处理，防止

对环境和生物造成二次污染。

3.3  针对性施药
（1）根据病虫害种类选择药剂：针对性施药是林业

苗木春季病虫害防治的关键环节。不同种类的病虫害对

药剂的敏感性不同，因此在使用药剂前必须明确病虫害

的种类。通过科学检测和诊断，确定病虫害的种类和发

生程度，为选择适当的药剂提供依据。在选择药剂时，

要考虑药剂的杀虫（菌）谱、作用机制、持效期等因

素，确保药剂能够有效杀灭目标害虫或病菌。（2）结
合病虫害发生规律施药：病虫害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规律

性，如发生季节、危害部位、危害程度等。在实施防治

工作时，要结合病虫害的发生规律进行施药。例如对于

春季高发的蚜虫等害虫，可以在其初发期进行防治，以

减少害虫的种群数量；对于白粉病等病害，可以在病害

发生前或初期进行预防，以降低病害的发生程度。通过



农业科技与发展·2025� 第4卷�第6期

39

结合病虫害的发生规律进行施药，可以提高防治效果，

减少药剂的使用量。

4 林业苗木春季病虫害防治的具体对策

4.1  抗病品种选择
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是防治林木病虫害最经济、最

有效的途径。抗病品种具有天然的抵抗力，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抵御病虫害的侵袭，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降低

环境污染。因此，在林业生产中，应优先选择具有优良

抗病性的苗木品种。这要求我们在种植前进行充分的调

研和选择，了解各种苗木的抗病性特点，结合当地的病

虫害发生情况，选择最适合当地环境的抗病品种。还应

加强抗病品种的选育工作，通过遗传改良等手段，培育

出更多具有优良抗病性的新品种，为林业生产提供有力

的支持。

4.2  科学施肥
合理施肥能够提升树木的抗病虫害能力。树木的健

康生长与土壤肥力密切相关，而土壤肥力的提升又离不

开科学施肥。在施肥过程中，我们应多施生态肥、有机

肥，减少化学肥料的使用。生态肥和有机肥不仅能够为

树木提供全面的营养，还能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

透气性和保水能力，为树木的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4]。

同时这些肥料中的微生物和有机质还能增强树木的免疫

力，提高其对病虫害的抵抗力。因此，在林业生产中，

我们应注重科学施肥，根据树木的生长需求和土壤肥力

状况，制定合理的施肥计划，为树木的健康生长提供充

足的营养支持。

4.3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一种环保、可持续的病虫害防治方法。

它利用天敌昆虫、鸟类和微生物等自然敌人来控制害虫数

量，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例如，我们可以引进啄木鸟等

益鸟来防治蛀食性害虫，利用它们的天敌特性来减少害

虫的数量。还可以利用微生物制剂、植物源农药等生物

制剂来防治病虫害。这些生物制剂具有低毒、低残留、

高效等优点，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因此，在林业生

产中，我们应积极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加强天敌昆虫和

益鸟的保护和利用，提高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4.4  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采用人工扑杀、隔离法、诱杀法等方法进

行防治。例如，我们可以利用振频式杀虫灯杀灭成虫，

这种灯具能够发出特定频率的光波，吸引害虫并将其杀

灭。此外，还可以在害虫交配关键时期释放干扰素干扰

交配，从而降低害虫的繁殖能力。物理防治方法具有操

作简便、成本低廉、无污染等优点，适用于小规模或特

定区域的病虫害防治。然而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

效果不稳定、需要人工操作等。因此，在使用物理防治

方法时，我们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和调整。

4.5  化学防治
在病虫害发生初期，使用适当的化学药剂进行防治

是必要的。化学防治具有见效快、效果明显的优点，能

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控制病虫害的蔓延。然而，在使用

化学药剂时，我们需要注意药剂的浓度和喷雾量适中，

避免对作物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还要遵循药剂轮换原

则，延缓害虫抗药性的产生。为了降低化学药剂对环境

和人体的危害，我们应选择低毒、低残留的化学药剂，

并严格按照使用说明进行操作。此外，还应加强化学药

剂的储存和管理，防止其泄漏和污染环境。

结语

林业苗木春季病虫害防治是林业生产中的重要环

节。通过加强苗圃管理、提高苗木抗病虫害能力、采取

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方

法，可以有效控制春季林业苗木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

这不仅有助于保障林业生产的安全和稳定，还能促进林

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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