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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森林病虫害防治对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意义

吴正强

宁夏华林博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750001

摘 要：为推进森林资源持续增长，推动林业持续发展，应重视病虫害防治工作中。搞好病虫害防治不但能有效

缓解森林生态环境保护，还可以有效调整地区绿色生态气候。因此，林业单位需在日常工作实际中，十分重视病虫害

防治工作中，在提升森林资源优化配置与维护的前提下，采用行之有效的思路开展森林病虫害防治，保证树木身心健

康生长发育，从而使森林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应该有的绿色生态调节系统和社会经济效益。在目前的大背景下，必

须采取相应方式防治森林病虫害，进一步提升林业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分析。关键剖析林业生态环境建设中病虫害防治

的特征，随后融合存在的不足，给出了科学合理的防治方式，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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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在我国林业持续发展的经营规模获得了持

续增长，对市场经济和绿色生态社会经济发展也起到了

积极主动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森林病

虫害高发，严重影响环境效益和林业可持续发展观，对

林业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深远影响。相比于其他我国而

言，我们国家的林业基本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欠缺高效

的病虫害防治工作经验，防治技术性也有待改进和改进。

发病多样

甘肃省森林资源比较丰富，林地面积广，其中某森

林生态公园为省部级森林资源，原始森林和人工造林总

面积分别为 平方公里和 平方公里，包含很多宝贵

保护野生动物，因为森林资源总面积广、品种繁多，产

生病虫害的类型也比较多，如农场苗木基地中容易产生

青枯病，森林中松类易出现疱锈病和褐斑病，阔叶树易

发生烂皮病，完善树木易出现立木腐烂等。

发病突然

森林疾病种类多，病因多种多样，如绿化苗木易患

的青枯病，从每一年4月开始，如有突发降雨，病原菌可

顺着水流量进入绿化苗木的地下茎，导致大面积根茎烂

掉，从而使绿化苗木突发性倒苗，不但患病忽然，且病

情短，还没直到巡林工作员发觉就已死亡。

危害面积大

森林里的树木资源比较丰富，可所发生的病虫害种

类也比较多，很容易出现多种多样病虫害互相污染，且

一些病原菌在发病时病症不显眼，不容易被发觉，伴

随着气体、降雨等扩散，呈块状、区域性感染。如立木

腐烂可以通过创口散播，森林里的猛兽可引起创口或带

上病原菌，且森林中野生动植物的活动运动轨迹难以预

测，非常容易扩张病虫害产生总面积[1]。

自然因素的影响

目前，地球变暖难题更加得到大家的高度重视，伴

随着环境气温上升，生态环境保护的稳定状态打破，对

森林花草树木生长形成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还会产

生病虫害难题，乃至也会导致病虫害难题持续加剧。在

林业基本建设发展过程中，倘若发生资源分配不合理状

况，也会影响森林生态环境质量，从而提高病虫害的生

存力。近些年，人造林经营规模已经慢慢扩张，森林资

源得到丰富多彩，也为病虫害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好的环

境标准。

人为因素的影响

人为要素是造成森林病虫害多发的主要原因。在长

时间存活发展过程中，人们为了保证本身存活，提升自

身生活品质，会开展各种各样活动，这种活动涉及了原

生态环境的更新改造作业，有一些更新改造活动有利于

生态环境保护的高速发展，但一些更新改造活动往往会

对地理环境造成比较大的毁坏。在一段时期，人们对于

森林植物群落过多采伐，把它运用在社会建设过程中，

造成森林总面积大幅度变小，从而加重了生态环境保护

的恶变，各种各样极端化极端天气日益增多，土壤侵

蚀、荒漠化等诸多问题不断增长，很好地破坏生态体系

的稳定性，又为多种多样病虫害的繁育生长发育带来了

好的环境标准，使病虫害难题越来越厉害。此外，有关

林业单位在开展林业基本建设工作的时候，将进行人工

造林，这一过程中，相关部门没做好对应的规划工作，

规模性种植了单一绿化植物人造林，且所采用的预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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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缺乏足够的合理性，造成林木种苗品质慢慢下降，减

少了树木的存活率，树木的适应力、免疫能力也很低，

很容易引起病虫害难题。除此之外，对其森林病虫害开

展防治时，绝大多数林农依然运用传统防治方式，采用

化肥防治对策，化肥的毒副作用比较厉害，而且容易发

生残余。使用这种防治方法，病虫害的抗药性会慢慢提

高，进而增强了病虫害的防治难度系数，造成病虫害蓬

勃的生命力更为坚强[2]。

提高认识，强化服务意识

首先，提升林业病虫害防治是保障森林资源，推动

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业病虫害的产生，同

时阻碍着森林资源稳步发展、向优秀的发展趋势，树牢

搞好林业病虫害的防治，是提升森林资源品质、推动树

木产业链提高、完成林业跨越发展的保证观念；其次，

为了方便开展防治工作中，在分场范围之内积极主动开

展对于林业病虫害防治法律、法规及防治对策等有关专

业知识开展系统化的培训和宣传策划，稳步提升分场工

作员对林业病虫害的防治观念；再次，在日常开展检

测、防治工作中的前提下，融合林地、树木资源情况，

气候、气象要素危害等，进一步规定工作员坚固把握对

林业病虫害的产生状况、发展动向及防治关键点；最

后，认真做好防治药物、器材等物资供应配制前期准备

工作，为长期性不断搞好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中保证人

防工程、安防、防御三管齐下的安全性保障体系。

加强林业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

预测气象预报是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基

本，规定全体人员引起重视，以相对高度负责的态度，

坚持把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中狠抓、抓在常态化。依

照“早提前准备、早预防、早整治”的基本原则积极主

动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增加林业病虫害检测工作成

效，始终把病虫害的日常调研检测工作中摆在首位，常

规化对分场辖区内的树木开展病虫害调查分析检测，以

全方位、立即、清晰地把握林业病虫害的产生动态性为

基础总体目标，保证及早发现、及时整改、立即防治、

提前准备防治提前准备，实时跟进防治对策，避免大规

模蔓延，努力将林业病虫害解决在迹象阶段，给林产、

树木造就较好的绿色生长发育天然屏障[3]。

加大森林病虫害防治培训的力度

在林业生态环境建设中，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中需

要花费比较多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绝大部分的森林

病虫害防治工作需求借助工作员进行，例如，在运用药

品防治病虫害时，必须工作员把握科学合理的药物需求

量并组合科学合理使用方法，保证药使用量合格、浓度

值合格、应用领域合格等。为了实现森林病虫害的防治

规定，对防治工作员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素质给出了相对

性明确的规定，因而，必须按时开展对人员的培训和考

评。在病虫害防治工作上，应创建病虫害防治专项小组

人员，在面试以前针对性地选拔，保证人员在基本上业

务水平与素质层面可以达到对应的规定，规定贯彻落实

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保证提高工作员专业素质，清晰

地贯彻落实科学合理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中，从容应对病

虫害防治工作上所面临的紧急状况。除此之外，在工作

员进行考评时，还要进行评价与绩效考核，搭建完备的

激励制度，根据激励制度与奖惩机制的结合，让工作员

并对工作中进行高度重视，在防治工作上融合我国制订

的管理条例，有针对性地调节，提高病虫害防治实际效

果，不断加强工作员的积极性。

提高森林病虫害防治科技水平

坚持森林绿色生态运营的原则，在维护原始植被的

前提下引入高品质绿化苗木，产生抗病能力高的植物群

落，完成森林开发与绿色植物病虫害防治紧密结合。

在创建综合性防治管理体系的过程当中，应该根据森林

的具体情况，创建相对稳定的群落结构，根据克星防治

病虫害，协助化学品防治。引入克星是森林病虫害微生

物防治的重要途径。在微生物防治在实践中，需融合食

物链基础理论，引入病虫害新天地，最大程度地减少各

种病虫害发生率。比如，引入各种益鸟操纵蛀干害虫和

食叶害虫；引入眼蜂控制螟虫、刺毛虫但是等。与此同

时，还能够运用病菌、细菌防治技术性，根据引入某类

病菌、细菌，利用自身分泌抗生物质燃料抑止病虫害的

扩散与蔓延，降低病虫害的危害。比如，运用白僵菌防

治松毛虫灾难。在执行病虫害防治对策时，也可以通过

全自动喷撒设备完成遥控器喷撒。比如，在局部地区应

用无人机喷洒除虫药品，依靠无人飞机在航行环节中造

成特殊气旋，提升化肥透射率和喷撒高效率，使药品迅

速蔓延，提高灭虫剂喷撒实际效果[4]。比如，赤枯病也会

导致部分针叶树发生病虫害病症，在针叶树中出现比较

多的色斑，能选在3月~4月中间应用硫酸铝开展防治，防

治频次为1次或是2次，硫酸铝溶液的浓度为10%，具体

防治频次应该根据病虫害严重度来选择。在紫纹羽病的

防治环节中能将50%代森铵液剂100倍液~150倍液作为防

治药品，也可以挑选浓度值40%的福美砷霜脲氰500倍液

~800倍液开展防治。

为了达到防治作业预期目标，林地工作员务必大力

加强对信息科技课程的学习，在林地不一样位置组装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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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监测设备，掌握真实树木生长状况。依靠高效的检

测活动，及时分析与预测分析林地病虫害安全隐患。合

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式，对林地不同地区开展检测，

并结合云计算技术快速发展的优点，运用前沿的科学技

术性给予病病虫防治工作所需要的信息内容帮助，以保

证防治工作获得理想化实际效果。比如，在庐山涿州松

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上，首先，要确定华山松习性，把握

病虫害所发生的特征和规律性，提高华山松的免疫能

力；其次，华山松生存环境具备持续高温特性，因而，

应重视持续高温条件下的华山松生产方式光照条件对病

虫害造成的影响，进而制定持续高温条件下的病虫害治

理措施；最后，需要结合周期性的气候特点科学采用生

物防控技术性、微生物菌种防治技术实现病虫害防治，

尽量避免应用生物农药，减少有机化学防治期内对生态

环境保护产生的不良影响。

加强检查和监测

森林病虫害搞好森林病虫害科学研究，是防治森林

病虫害的首要任务。按时调研病虫和森林病症，能够快

速清晰地捕获病虫和病的发生。当病虫没在众多地域

散播时，能迅速采取行动，防止病虫和病症。因而，一

定要重视森林病虫害的检测，充足贯彻落实树木运送、

管理方法、种植、栽种等各个环节，配置相关负责人定

期维护树木病虫害。此外，严苛查验进出口货物，避免

外来入侵物种随着入关，危害我们国家的森林资源。应

加强进口的树木的检测，搞好各个方面的日常检查，避

免森林疾病或病虫对国内森林资源产生的影响。除此之

外，要高度重视林业工作人员的有关技术培训，不断更

新病虫害防治种类与方法，以抵抗可能性的病虫，规避

风险[5]。

优化防治技术，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

在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上，防治方式类型比较多，

主要包含了物理学防治、有机化学防治、微生物防治等

不同防治技术性，在运用过程的防治效果也是存在一定

的差别。在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上，需要根据病虫害类

型选择科学的防治方式，既做到防治病虫害的需求，又

尽可能减少生态环境保护造成威胁。在林业生态环境建

设中，因为涉及到的植物种类比较多，许多花草树木的

抵挡水平较弱，并且在人造林环节中，大规模栽种单一

绿化植物容易造成免疫力下降，也会使花草树木受外界

环境危害造成病虫害的扩散。因而，在林业工程中，必

须选用科学对策推动树木种植的多元化，运用植物群落

提升森林的植物种类，确保森林资源具有很强的病虫害

防治水平。除此之外，在具体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上，必

须加强对微生物防治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幅度，搭建较好

的食物网，达到生物的多样性。例如，在森林资源病虫

害防治工作上，能够创建无污染照顾体制，工作员及时

搞好对应的清洁工作，达到对病枝的修枝，加强巡查幅

度，在病虫害前期开展防治，打造出较好的生活家居[6]。

在我国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中任重道远，对防治科

技的健全和创新也刻不容缓。需要使病虫害防治技术性

合理充分发挥，就首先要了解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

意识到在我国现阶段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熟练掌握

我国现阶段已有的防治技术性，有针对性地采用完善措

施。可以通过提升林业防治管理体系、提高花草树木抵

抗能力、科学防治、加大监督力度、提升林地结构规划

及其重视绿化苗木病虫害检验检疫工作中等形式，改进

在我国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中的现况，加强病虫害防治

技术的发展，因此推动在我国林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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