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2024� 第6卷�第6期

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

干庆丰
滁州市三界国有林场�安徽�滁州�239421

摘�要：本文介绍了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包括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加强检疫和监测、保护和利用天敌以及提高

公众意识等方面。通过这些措施的综合应用，可以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提高

林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同时，这些措施也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并

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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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森林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对于

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生态服务等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森林病虫害是影响森林健康的重

要因素之一，它们不仅会破坏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

定，还会对人类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加

强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是十分必要的。

1��森林病虫害概述

1.1  森林病虫害的定义
森林病虫害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

不仅对森林植物造成危害，还可能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

深远的影响。森林病虫害是指对森林植物及其生态环境

造成危害的病、虫、草、鼠等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

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森林植物的生理机能紊乱、形态结构

异常，甚至导致植物死亡。森林病虫害的发生不仅影响

森林的生态平衡，还可能对木材生产、森林旅游等经济

活动产生严重影响。因此，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对于

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1.2  森林病虫害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森林病虫害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按照受害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病害和虫害。（1）病害
主要是由真菌、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引起的。例如，林

木腐朽病是一种常见的病害，它会导致树木的腐烂和死

亡。此外，还有松材线虫病等病害，这些病害对森林植

物的危害非常大。（2）虫害则是由昆虫、螨类等节肢动
物引起的。例如，天牛是一种常见的蛀干害虫，它会对

树木造成严重的损害。此外，还有蚜虫、蝗虫等害虫，

这些害虫会吸食植物的汁液，导致植物枯萎和死亡。除

了按照受害对象分类外，根据传播方式和影响范围，

森林病虫害还可以分为常发性病虫害和偶发性病虫害。

首先，常发性病虫害在一定区域内经常发生，影响范围

广。例如，松毛虫、天牛等害虫在某些地区每年都会发

生，对当地的森林植物造成严重的危害。其次，偶发性

病虫害则发生概率较小，但一旦爆发，危害范围广。例

如，森林鼠灾是一种偶发性病虫害，它会在短时间内导

致大量林木死亡。

1.3  森林病虫害的传播途径
森林病虫害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主要通过自然传

播和人为传播两种方式。（1）自然传播主要是通过风、
雨、鸟类等自然力量进行传播。例如，风传带病种子是一

种常见的自然传播方式。当风力较大时，带有病原体的种

子会被风吹到其他地方，从而将病原体传播到新的区域。

此外，雨水和鸟类也会传播病原体和害虫。（2）人为
传播则主要是通过人为活动将病虫害从一个区域传播到

另一个区域。例如，木材运输是人为传播的一种常见方

式。当木材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一个地方时，可能会携

带病原体和害虫。此外，人工造林也会导致病虫害的传

播。例如，在人工造林过程中，可能会引入新的树种或

品种，这些树种或品种可能会携带病原体和害虫，从而

将病虫害传播到新的区域。为了有效地控制和防治森林

病虫害，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其传播途径和特点，从而制

定科学合理的防治策略。这包括加强监测和预警系统、

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加强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

衡、促进可持续发展。

2��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

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是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

的重要手段。针对不同的病虫害类型和传播途径，可以采

取不同的防治技术。本文将详细介绍生物防治技术、物理

防治技术和化学防治技术三种主要的防治手段。

2.1  生物防治技术
生物防治技术是利用生物或其代谢产物来控制、消

灭或抑制有害生物的方法。它具有不污染环境、对人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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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持久控制等优点。生物防治主要包括微生物防

治、天敌昆虫防治和鸟类防治。（1）微生物防治：利
用某些对病原物有拮抗作用的微生物来防治病害。例

如，使用木霉菌等拮抗微生物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减

少病害的发生[1]。（2）天敌昆虫防治：通过保护和利用
天敌昆虫来控制害虫的数量。例如，释放寄生蜂等天敌

昆虫，它们会寄生在害虫体内，从而降低害虫的种群密

度。（3）鸟类防治：利用鸟类捕食害虫的特性，通过保
护和招引鸟类来控制害虫的数量。例如，在林区设置鸟

巢，吸引鸟类栖息，从而控制害虫的繁殖和扩散。

2.2  物理防治技术
物理防治技术是利用物理因子如光、热、电、声等

来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它具有操作简单、无污染等优

点。常见的物理防治技术包括灯光诱杀、温度处理和阻

隔法。（1）灯光诱杀：利用害虫的趋光性，设置黑光灯
等诱杀装置，诱杀害虫。这种方法对于夜蛾等具有趋光

性的害虫效果显著。（2）温度处理：通过调节环境温度
来杀死或抑制病原物和害虫的生长繁殖。例如，利用高

温处理种子和苗木，可以杀死其中的病原物和害虫，达

到防治的目的。（3）阻隔法：通过设置障碍物或改变环
境条件来阻止病原物和害虫的传播和扩散。例如，在林

区设置防虫网，可以防止害虫的迁飞和扩散。

2.3  化学防治技术
化学防治技术是使用化学农药来防治病虫害的方

法。它具有见效快、使用方便等优点，但同时也存在污

染环境、对人畜不安全等缺点。因此，在使用化学防治

技术时，需要遵循农药的合理使用策略。（1）农药的使
用：根据病虫害的种类和发生程度，选择合适的农药进

行防治。在使用农药时，需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稀

释和喷洒，确保用药量准确、安全有效。（2）农药的合
理使用策略：为了减少农药对环境和人畜的危害，需要遵

循以下策略：一是尽量使用低毒、低残留、高效的农药；

二是严格控制用药量和使用次数；三是选择合适的用药时

机和方法；四是加强农药残留监测和风险评估工作。

3��森林病虫害防治策略

3.1  科学合理使用农药
首先，使用农药进行森林病虫害防治是必要的，但

必须科学合理地使用。农药的选择和使用方法对防治效

果和环境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选择农药时，需

要考虑其高效性、低毒性和低残留性。高效农药能够更

有效地杀死害虫和病原体，减少用药量和次数，降低防

治成本。低毒农药能够减少对人畜和环境的影响，保障

安全使用。低残留农药能够在植物体内和环境中迅速降

解，避免长期残留对生态系统的危害。其次，严格按照

说明书进行农药的稀释和喷洒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的农

药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和稀释比例，必须按照说明书的要

求进行操作。过高的浓度或不当的使用方法可能导致害

虫产生抗药性，降低防治效果，甚至可能对环境和生态

造成更大的危害。然后，要注意农药的安全使用。在使

用农药时，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如佩戴口罩、手套

等，避免直接接触皮肤和吸入有害气体[2]。同时，要避免

在风雨、高温等不利条件下使用农药，以免影响防治效

果和增加对人畜和环境的风险。此外，为了确保农药的

安全使用，需要对施药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施药人员

需要了解农药的特性、使用方法和安全操作规程，确保

正确、安全地使用农药。最后，科学合理使用农药需要

与其它防治手段相结合。虽然农药在防治森林病虫害中

具有重要作用，但长期大量使用农药可能对环境和生态

系统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在防治森林病虫害时，需要

综合考虑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环保方法，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和破坏。

3.2  加强检疫和监测
首先，加强林木种苗的检疫工作是预防森林病虫害

发生和扩散的重要措施之一。林木种苗是森林的基础，

带病种苗的传播可能导致病虫害在森林中的扩散。因

此，对林木种苗进行严格的检疫，排除带病苗木，是保

障森林健康的重要环节。具体而言，检疫人员需要对苗

木进行健康检查，检测其是否携带病原菌、虫卵等有害

生物，对于携带病虫害的苗木需要进行处理或销毁，避

免其进入森林生态系统。其次，加强森林病虫害的监测

工作是及时发现和控制病虫害的重要手段。监测工作需

要针对不同的森林类型、地形和气候条件，制定合理的

监测方案，并采取科学的监测方法和技术。通过设置监

测点、定期巡查、数据收集和分析等方式，及时发现病

虫害的发生和扩散趋势。同时，通过对监测数据的分

析，可以了解病虫害的种类、数量、分布和危害程度等

信息，为制定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然后，及时发现

和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和扩散需要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根据监测结果和分析，针对不同的病虫害种类和情况，

制定相应的防治方案。对于较为严重的病虫害，需要及

时采取措施进行控制，如使用农药、生物防治等。同

时，需要定期进行防治效果的评估和反馈，及时调整防

治方案，确保防治效果的最大化。此外，提高相关人员

的意识和能力。检疫和监测工作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支持，因此需要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和学习。提高他们

的意识和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承担检疫和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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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发现和控制森林病虫害的发生和扩散。同时，也需

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执行力度，提高公众对森

林病虫害防治的认识和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资源的健康

稳定。最后，加强森林病虫害的监测工作，可以及时发

现和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和扩散，减少其对森林资源的危

害。这些措施的采取不仅可以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系统

的健康稳定，还可以提高林业生产的效益和可持续性。

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并加强检疫和监测工作在森林病虫

害防治中的重要作用。

3.3  保护和利用天敌
首先，保护天敌昆虫和鸟类。天敌是森林生态系统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过捕食、寄生等方式控制害

虫的数量，维护生态平衡。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环

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天敌资源受到破坏和减少。

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措施保护天敌资源，如建立自然保

护区、恢复森林生态环境等，为天敌提供适宜的生存环

境。其次，利用天敌资源进行生物防治。天敌昆虫和鸟

类等能够针对特定的害虫进行捕食或寄生，从而有效地

控制害虫的数量。例如，利用寄生蜂控制林木害虫、利

用捕食性昆虫控制草坪害虫等。这些天敌昆虫和鸟类等

在自然界中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能够根据害虫的数量和

密度进行繁殖和扩散，从而实现对害虫的有效控制。然

后，增加天敌数量。为了增加天敌的数量，我们可以采

取人工繁殖、释放等措施。例如，对于一些繁殖能力

强、易培养的天敌昆虫，可以通过人工繁殖技术进行大

量繁殖，然后将其释放到森林中，增加天敌的数量[3]。此

外，控制害虫数量。除了增加天敌数量外，我们还可以

采取其他措施控制害虫的数量。例如，通过合理利用农

药、生物农药等手段减少害虫的繁殖率；通过合理种植

抗虫品种的树木减少害虫的传播途径等。这些措施可以

与生物防治手段相结合，实现更加有效的害虫控制。最

后，保护和利用天敌资源。通过保护天敌资源、增加天

敌数量和控制害虫数量等措施的综合应用，可以实现森

林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同时，这些措施也有助于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提高林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因

此，我们需要重视并加强保护和利用天敌资源在森林病

虫害防治中的重要作用。

3.4  提高公众意识
首先，公众对森林病虫害防治的认识和意识。公众

的参与和配合对于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

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公众对森林病虫害防治的认

识和意识，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其次，宣传教育。通过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向公众普及森林病虫害防治的知识

和技能，提高公众对森林病虫害防治的认识和意识。例

如，可以通过举办讲座、展览、宣传册等方式，向公众

介绍森林病虫害的危害、防治方法、天敌资源等知识，

让公众了解森林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后，

科普活动。通过组织科普活动，让公众亲身体验和了解

森林病虫害防治的过程和方法，增强公众对森林病虫害

防治的认识和意识。例如，可以组织公众参与森林病虫

害的监测和防治工作，让公众亲身体验森林病虫害防治

的过程和方法，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和责任感。此外，媒

体宣传也。通过媒体宣传，可以让更多的公众了解森林

病虫害防治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公众的认知度和参与

度。例如，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宣

传森林病虫害防治的知识和技能，让更多的公众了解和

关注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结语：总之，通过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加强检疫和

监测、保护和利用天敌以及提高公众意识等措施的综合

应用，可以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和破坏，提高林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同时，这

些措施也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

稳定。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并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

的研究和应用，为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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