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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防治对林业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

郝树桃

内蒙古化德县林业和草原 内蒙古 乌兰察布

摘 要：从当前形势来看，化德县域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进入新世纪

以来的主要话题。本文主要结合化德县域实际情况，首先探讨县域林业病虫害发生流行特点，然后论述了林业病虫害

防治管理策略，希望通过分析对更好的助推化德县域林业生态环境保护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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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性强，病虫害种类多

近年来，化德县林业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林区覆盖

面积不断增加，也使林业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难度增大。

绝大部分林区面积较大，一旦发生病虫害，会在短时间

内蔓延整个林区。化德县由于特有的地理环境及气候特

征，林业有害生物成了阻碍全县林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具有生物的多样性，广泛性、危害性等特点。据资料查

证，县域主要常见的林业害虫有落叶松毛虫、落叶松鞘

蛾、青杨天牛、白杨透翅蛾、黄褐天幕毛虫、杨毒蛾、

柳毒蛾、榆树虫尺蠖、柠条豆象等数十种。目前，由于

存在着预防理念及手段落后，防御措施基础薄弱，预防

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加之监测预警网络体系不健全，检

疫设备落后，使得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猖獗的状况，并没

有得到彻底的控制，阻碍全县的林业生态建设，为林业

生态的病虫害防治工作带来巨大的威胁。因此，加强全

县林业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林业有害

生物监测、检疫和防治力度以及增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控

的宣传力度，是一项公益工程，具有保护森林资源及生

物多样性的意义，同时可维护全县生态安全，巩固林业

绿化成果。

传播速度和进化速度极快

林业资源是生态资源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构成部分，

往往具有密集的自然特性，这为病虫害大面积扩散提供

了条件。因化德县域各林区内的林木种类较为单一，

这就导致了整个林区对病虫害的抵御能力偏低，在病虫

害发生后会快速威胁到整个林区的林木生长。同时，病

虫害普遍具有极强的繁衍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繁

殖。尤其在使用化学药剂后，如果没有完全杀死病虫

害，会导致病虫害在短时间内完成进化，使得其繁殖能

力、生存能力更强。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良好的治

理效果，但害虫为适应环境会不断进化，对林业部门所

使用的药物产生较强的抗药性，一段时间后，害虫又会

由于进化而产生抗药性。

由于选苗预防不到位，造成苗木栽植前就已经携

带了病虫害

森林植物在苗圃栽培时，苗圃管理人员经常在同一

种栽培基质上更换栽植不同的植物品种，这样给各种病

虫害的传播、蔓延创造了条件，导致有些苗木栽植前就

已经携带了病虫害。另外，对于引进的苗木因受检疫条

件的限制，使得有些携带病虫害的苗木被引进栽植，引

发病虫害的扩大与蔓延。

林业资源建设水平低

现阶段，中国林业资源大部分为人工造林，在实际

人工造林过程中，如果技术或方法无法满足苗木种植及

环境要求，可能会增加病虫害发生概率。在种植过程中

使用了单一种类的苗木，导致病虫害传播速度快，传染

范围大，单一种类树木是病虫害出现的诱因之一。在人

工造林过程中，混交林设置不合理，不同树种在混交林

中不能发挥良好作用，导致树木降低对病虫害的抵御能

力。三是在引进树种过程中较为盲目，没有对树种进行

良好的检疫工作和抚育工作，也导致了病虫害发生。

人为因素的影响

由于对林业资源乱砍乱伐，破坏了林业生态平衡，

增加了林业病虫害风险。尤其是一些脆弱的林业环境对

于外来有害生物的抵抗力较弱，引发林业病虫害。

林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林业生态环

保工作的重要意义逐渐凸显，社会各界也都在提高环保

意识，针对生态修复等工作进一步加大了投入力度。然

而，由于人工造林往往只能构成较为单一的树种结构，

并且在结构整体设置上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无法维持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不能够更好地抵御病虫害侵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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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林业资源无法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除此之外，

人工造林区域一旦发生病虫害，其扩散速度与影响范围

也会更加严重，因此林业结构必须要进行合理调整，尤

其是自然林与人工林的比例调整[1]。

林木品种较为单一

每年我县开展大面积的人工造林工作，营造了大面

积的纯种林。但在人工造林之前缺乏针对性的规划和调

整，造林地选择不当，规划处理不科学，林木品种适应

能力相对较差，不能够做到适地适树。当前在人工造林

管理过程中，很多林木品种种类较为单一，适应能力相

对较差，种植之后由于缺乏针对性的养护管理，成活率

相对较低，林木的抵抗能力不足，并且在外来品种引进

过程中不能够做好有效的检疫检验工作，很多林木品种

经常会携带有大量的病害，林木定植之后会造成病害在

整个林间快速传播蔓延，最终威胁到整个动物的健康生

长发育。

病虫害防治技术比较落后

由于森林病虫害的种类不断增多，危害面积不断扩

展，如果没有新型的防治技术，难以在短时间内控制病

情。但当前在森林病虫害防控过程中，很多林业部门

一直沿用传统的防治手段，防治技术并没有更新换代，

不能够适应新时期的林业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在新型林

业病虫害防控过程中，由于缺乏推广资金和配套设备，

普遍存在技术推广应用较为缓慢，效果较差的情况。另

外由于林业工作人员和相关工作部门对林业病虫害防治

重视程度不高，林间一旦发生流行病虫害，将会短时间

的向着整个林分快速传播蔓延，甚至能够扩展到整个林

区，引起的经济损失严重[2]。

林业植物养护管理工作不到位，容易发生病虫害

因县政府财政资金短缺，森林养护资金投入较少，

该进行养护的树种不能够按时养护，加之，林业管护工

人缺乏科学的管护知识，而对林业植物进行粗放管理，

这也给病虫害的滋生创造了条件。

加强植物检疫

植物检疫是以立法的手段从宏观整体上预防一切有

害生物的传入、定植与扩展。林业植物检疫是林业病虫

害防治的首要前提。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国

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林业绿化建设也在不断蓬勃发

展，异地引种和外地调苗日益频繁。一些病虫害可以随

着苗木的种子、用作繁殖材料的插条或根、原木等运输

传播，给林业建设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要严格

执行我国的植物检疫制度，做好苗木的产地检疫、调运

检疫、进出口检疫等工作。在引进苗木时，严把检疫

关，严禁调入携带病虫害的种子、苗木、植物材料和所

附泥土等，防止外来病虫害的传播、扩大与蔓延[3]。

提高林业资源建设及抚育水平

在林业资源人工造林过程中，人工造林时应该遵循

适地适树的原则，一定要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及土

壤结构和树木生长特点来选择合适的树种，避免树木出

现病虫害。充分结合当地树木种类及病虫害类型选择抗

病虫害能力强的树种，提高人工造林质量和效率。尽可

能设置混交林，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保证森林资

源生态环境稳定。加强树木抚育管理工作，在人工造林

后，应该在至少2年内定期松土、施肥、灌溉，结合苗

木实际生长情况对苗木进行抚育。在当地出现干旱天气

时，能够定期灌溉，促进树木健康生长，降低树木病虫

害发生概率。良好的抚育措施能够帮助树木更加适应周

围环境。最好采用封闭造林的模式，避免人为因素和大

型牲畜对人工造林质量造成不良影响。

增强林业工作人员的病虫害防治意识

在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中，要想保证具体工作落实

取得理想的效果，关键在于林业工作人员能够在思想层

面深刻认识到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才能在实

际工作中积极主动采取有效手段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

因此，林业部门应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不

断强化其病虫害防治意识，结合林业建设目标，统筹做

好病虫害防治部署工作，为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高效落实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而提高林业病虫害防治效果，为

林业资源建设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要借

助多元化宣传手段，使林业工作人员可以全面掌握病虫

害类型、病虫害防治知识等专业知识与技能，使其能在

病虫害问题发生后快速采取有效的专项应对措施来控制

病虫害蔓延。

加强病虫害监督防治

林业生态系统在发生灾害和进一步扩散之前，-般都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林业部门必须结合森林生态系

统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8常巡检工作，及时发现其中存

在的各种病虫害隐患，并找出具体产生原因，从而进行

林业病虫害的积极有效防治。林业生态系统保护人员首

先应当全面了解与掌握林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概况，尽可

能防止发生交叉感染。结合监测数据信息，开展更加深

入的林业病虫害分析预测。与此同时，还应当加大对各

种林业病虫害的宣传工作，致力于让相关部门与工作人

员都能够及时了解林业病虫害带来的危害以及具体的防

治措施，并对宣传工作进行严格监督，确保能够起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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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之且局效的宣传效果。

建立病虫害预测系统

目前，我县林业面积不断扩大，林业病虫害防治工

作难度逐年增加，在林业病虫害治理过程中，应采用综

合性防治策略，才能保证林业健康发展，林业病虫害防

治中，应以预防为主、治理为辅，前期的科学预防才能

达到高效的治理效果。建立林业病虫害预测系统，将信

息技术应用在林业病虫害预警监测中，可以保证林业相

关单位及时了解林业发展动态，一旦发现林业病虫害，

可及时采取治理措施，切断病虫害感染路径，防止病虫

害造成更大的损失。

物理防治技术

诱杀法

诱杀法是最为常见的物理防治技术一，以害虫的生

活习性特点为基础，在害虫繁殖过程中利用光线或者信

息素等其他手段吸引害虫集中在一处，可以对害虫的繁

殖进行有效控制，降低繁殖速度，这也可以做好虫口密

度控制。害虫普遍具有趋光性，通过在林间放置杀虫灯

能够让害虫集中在灯的附近，之后利用人工的方式对其

进行统一处理，可以有效提高防控效果。以美国白蛾为

例，会给果树以及行道树等带来危害和影响，经常会发

生在阔叶树林内，对紫外光具有趋光性的特点，喜欢在

夜间进行活动，可以合理布置黑光灯，根据林间树木的

种植面积、密度以及害虫危害情况确定黑光灯的布置数

量。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林间放置黄板，利用黄板也可以

让害虫集中在一处，将粘在黄板上的害虫进行清理。

高温法

高温法具体是指在进行播种前利用高温处理的方式

对种子做好消毒处理，通常会选择利用热水对种子进行

浸泡，所需要投入的成本较低，杀灭种子内部的菌源。

随着林业现代化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在消毒时也开始

选择高温设备，能够提升消毒效率。选择在高温天气将

种子进行集中晾晒，通过高温暴晒的方式做好消毒，驱

赶其内部所存在的不耐高温病虫，能够有效提高种子成

活几率，加快发芽速度。

阻隔法

个别害虫或者病原菌会选择在躯干的某个位置大规

模排卵和繁殖，为了能够有效控制病虫害问题，可以在

进入繁殖期之前使用塑料布围住树干，抑制其繁殖速

度。以春尺蠖为例，该种害虫会给榆树、枣树造成危

害，在进行防治时可以选择在树干上绑塑料薄膜，宽度

在5cm~7cm之间即可，可以避免雌蛾产卵。或者可以选

择在树干下方涂抹胶粘环，能够对害虫进行粘捕。害虫

迁移很有可能会引发病害问题的传播，因此应当做好阻

隔，能够有效控制病虫的迁徙活动，保证可以将病虫害

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规范化学药物防治技术

应急状态之下，药物防治仍然是林间病虫害防治最

常用的手段，但在选择化学农药时应该尽量使用低毒、

低残留，对生态环境污染较少，对天敌影响较小的化学

农药，不用或者少用广谱类的农药和高毒高残留农药。

为了避免各类病虫害产生耐药性，不能够连续多年使用

同一种药物，要定期更换农药，要坚持能使用一种的尽

量不使用两种，能使用窄普类农药的尽量不使用广谱类

的农药，不要盲目为了提高药效加大农药的使用量和使

用种类。

综合运用现代化的防控措施

一方面要加强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的有效建设，对林

间病虫害的发生流行情况构建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

库，并对各项信息进行深度的分析，避免因为数据单一

或者数据分析不健全造成误判。另一方面要做好林分分

类经营区划，为了更好的对林区进行总体经营，可以利

用GIS系统和无人机探测技术，对各个林分的功能和生长

发育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测，然后按照功能的不同进行有

效的划分，并将其通过相关技术可视化的呈现出来。

林业植物病虫害防治要以安全、不污染环境为前提，

以保持和恢复生态平衡为基础，采用经济、有效的综合防

治措施，把病虫害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应遵循“预防

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在做好病虫害预测预报的前提

下，把各种防治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林业植物病虫害

的可持续控制。同时，建立县域林业植物病虫害监测点

与防治档案，形成科学完善的病虫害防治系统，实现林

业病虫害的综合治理，达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

一，以生态林业为方向，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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