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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病虫害无公害防治方法探讨

张国亮
山西省管涔山国有林管理局 山西 忻州 036700

摘 要：林业病虫害对森林资源和林业生产造成严重威胁。研究无公害防治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化学农药存

在环境污染和抗药性问题，因此需要寻找无公害策略。本研究旨在探索生物防治、有机农业和环境调控等无公害方

法，并分析其在林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效果。研究结果将为林业病虫害防治提供科学依据，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保护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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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业病虫害的现状和影响

1.1  林业病虫害的种类和对林业的危害
林业病虫害是指在林木生长和发展过程中，由于病

原微生物和害虫的侵害而引起的病害和虫害。它们对林

业产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对林业病虫害

种类和对林业的危害的描述：（1）病害：林业病害主
要包括真菌病和细菌病。真菌病是最常见的林业病害，

如白粉病、锈病、腐朽病等。细菌病主要包括细菌性根

腐病、溃疡病等。病害会导致林木的叶片凋落、枝条枯

死、树干腐烂等，严重影响林木的生长和产量。（2）
虫害：林业虫害包括昆虫和螨虫。昆虫虫害主要有毛

虫、象甲、蛾类等，它们以树叶、树皮、树干为食，导

致林木叶片凋落、树皮剥落、树干被蛀等。螨虫虫害主

要有松毛虫、松针螨等，它们以松针为食，导致松树的

叶片凋落和枯死。林业病虫害对林业的危害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1）降低林木生长和产量：病虫害会
导致林木叶片凋落、树干腐朽等，严重影响林木的生长

和产量。它们会破坏林木的光合作用、水分吸收和养分

供应，导致林木生长缓慢，产量减少。（2）破坏生态
平衡：林业病虫害破坏了林木的生态平衡。它们会导致

林木的死亡和凋落，破坏了森林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同

时，它们还会影响其他生物的生存和繁殖，破坏生态系

统的平衡。（3）经济损失：林业病虫害会给林业产业
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病虫害导致林木的凋落和死亡，

减少了木材的产量和质量，影响了林业产品的供应和销

售。同时，为了控制病虫害，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增加了林业生产的成本。（4）生态环境破
坏：林业病虫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林木的凋落和

死亡会导致土壤侵蚀、水土流失等问题，破坏了森林生

态的平衡和稳定。同时，病虫害的防治措施可能会对环

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和影响[1]。它们对林业产业和生态环

境造成了降低林木生长和产量、破坏生态平衡、经济损

失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危害。因此，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治措

施，对林业病虫害进行科学管理和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1.2  林业病虫害的传播途径和影响因素
林业病虫害的传播途径和影响因素是导致病虫害扩

散和危害的重要因素。对林业病虫害传播途径和影响因

素的描述：传播途径：（1）空气传播：某些真菌孢子和
昆虫卵、幼虫等可以通过空气传播，随风飘散到其他树

木上，引发病虫害的扩散。（2）土壤传播：土壤中的真
菌孢子和病原微生物可以通过土壤传播，通过根系和土

壤介质进入其他树木，引发病害。（3）昆虫传播：一些
昆虫是病原微生物的媒介，它们可以通过叮咬、吸血等

方式将病原微生物传播到健康树木上，引发病害。（4）
动物传播：某些动物如啮齿类动物、鸟类等可以通过啃

食树木、传播种子等方式将病原微生物或害虫卵传播到

其他树木上；影响因素：（1）气候条件：气候条件是病
虫害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温度、湿度和降水等气候因

素会影响病原微生物和害虫的生长繁殖，从而影响病虫

害的传播速度和范围。（2）林木密度和间距：林木的密
度和间距会影响病虫害的传播。密度较大的林木群落容

易形成病虫害的传播链，而间距较小的林木之间容易形

成病虫害的传播桥梁。（3）林木抗病虫害能力：林木的
抗病虫害能力是影响病虫害传播的重要因素。抗病虫害

能力较强的林木能够抵御病原微生物和害虫的侵害，减

少病虫害的传播。（4）人为因素：人为因素也是影响病
虫害传播的重要因素。不合理的林业管理措施、不当的

施肥和农药使用等人为活动可能导致病虫害的传播和加

重。了解和控制这些传播途径和影响因素，对于预防和

控制林业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具有重要意义。

2��无公害防治方法在林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

2.1  生物防治方法的原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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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害防治方法在林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其中

生物防治方法是一种重要的手段。生物防治方法利用天

敌、寄生虫、病原微生物等自然界存在的生物因素，

对目标病虫害进行控制和防治。对生物防治方法的原理

和应用的描述：生物防治方法的原理基于生物之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通过引入或增加天敌、寄生虫、病原微生

物等对目标病虫害进行控制。这些生物因子可以通过捕

食、寄生、病原等方式，对目标病虫害进行生物调控，

从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生物防治方法在林业病

虫害防治中有广泛的应用。其中，常见的生物防治方法

包括以下几种：（1）引入天敌：通过引入天敌来控制目
标病虫害的数量。例如，引入捕食性昆虫或鸟类来控制

害虫的数量，使害虫的种群得到有效的控制[2]。（2）寄
生虫防治：利用寄生虫对目标害虫进行控制。寄生虫会

寄生在害虫体内，通过寄生虫的发育和繁殖，从而减少

害虫的数量和危害。（3）病原微生物防治：利用病原微
生物对目标害虫进行控制。病原微生物可以感染害虫体

内，引起害虫的疾病和死亡，从而减少害虫的数量。生

物防治方法具有环境友好、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污染和

破坏的优点。它可以与化学防治方法相结合，形成综合

的病虫害防治策略，提高防治效果和可持续性。

2.2  有机农业技术在林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
有机农业技术注重生态平衡和环境友好性，通过改

善土壤质量、增强植物抵抗力和利用天然有机物等方

式，实现对病虫害的可持续防治。对有机农业技术在林

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的描述：（1）土壤改良：有机
农业技术注重土壤质量的改善和保护。通过施用有机肥

料、绿肥和堆肥等，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养分供应，

改善土壤结构和保持土壤湿度，提高植物的抵抗力和生

长状况，从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2）生物多样性保
护：有机农业技术注重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通过保护和增加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提供更多的天敌和

益虫，建立生物控制的平衡，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和蔓

延。（3）合理种植和轮作：有机农业技术注重合理种植
和轮作的原则。通过合理的种植布局和轮作方式，减少

单一树种的连片种植，降低病虫害的传播速度和范围。

同时，合理轮作可以改善土壤质量，增加植物的养分吸

收能力和抵抗力。（4）生物防治：有机农业技术注重
生物防治的原则。通过引入或增加天敌、寄生虫和病原

微生物等生物因子，对目标病虫害进行控制和防治。这

些生物因子可以通过捕食、寄生、病原等方式，减少病

虫害的发生和蔓延。（5）有机农业技术的应用在林业
病虫害防治中具有环境友好、可持续性和生态平衡的优

点。通过合理应用有机农业技术，可以减少对化学农药

的依赖，降低环境污染的风险，实现林业病虫害的可持

续防治。通过土壤改良、生物多样性保护、合理种植和

轮作，以及生物防治等方式，实现对病虫害的可持续防

治。有机农业技术的应用可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使用，降

低环境污染的风险，保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

2.3  绿色化学品的使用与环境友好型防治方法
绿色化学品指的是对环境友好、对人体健康无害的

化学品，它们在林业病虫害防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

绿色化学品的使用与环境友好型防治方法的描述：（1）
绿色化学品的使用：绿色化学品是一种对环境无害、对

人体健康无害的化学品。在林业病虫害防治中，可以使

用绿色化学品来控制和防治病虫害。绿色化学品通常具

有低毒性、高效性和目标性，能够减少对非目标生物的

危害，降低对环境的污染风险。（2）环境友好型防治方
法：环境友好型防治方法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

续性。在林业病虫害防治中，可以采用环境友好型防治

方法，如生物防治、诱虫防治、陷阱防治等。这些方法

通过利用生物因子、化学信号和物理手段等，对病虫害

进行控制和防治，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绿色化学品

的使用与环境友好型防治方法在林业病虫害防治中具有

这几个优点：（1）环境友好：绿色化学品的使用和环境
友好型防治方法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降低对环

境的污染风险，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2）人体健康
无害：绿色化学品的使用和环境友好型防治方法对人体

健康无害，减少了施工人员和农民的健康风险。（3）可
持续性：绿色化学品的使用和环境友好型防治方法具有

可持续性，能够实现对病虫害的长期控制和防治，减少

对化学农药的依赖。

3��无公害防治方法的挑战与对策

3.1  技术创新和研发的挑战
无公害防治方法在农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面临着

一些挑战，其中包括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挑战。对技

术创新和研发的挑战以及对策的描述：首先，技术更新

换代的挑战：无公害防治方法需要不断进行技术更新和

换代。然而，新一代的无公害防治技术需要进行大量的

研发和实验验证，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因此，

技术更新换代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技术研发的成本和周期

上。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加大对无公害防治技术的

研发投入，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加快技

术的推广和应用。其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挑战：农业

病虫害的种类繁多，环境和地域差异大，导致无公害防

治方法需要针对不同的病虫害和环境进行定制化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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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就对技术研发和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应

对这一挑战，需要加强对农业病虫害的研究和监测，建

立病虫害的数据库和模型，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推动

无公害防治技术的精准化和智能化。最后，技术推广和

应用的挑战：无公害防治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面临着一系

列的障碍，如农民的认知和接受度、技术培训和支持、

市场需求等。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加强对农民的技

术培训和宣传，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建立健全的市

场体系和政策支持，推动无公害防治技术的广泛应用。

3.2  管理和政策支持的挑战
无公害防治方法在农业病虫害防治中面临着一些挑

战，其中包括管理和政策支持方面的挑战。对管理和政

策支持的挑战以及对策的描述：（1）知识和技能的挑
战：无公害防治方法需要农民和农业从业人员具备一定

的知识和技能。然而，许多农民和农业从业人员对无公

害防治方法的认知和理解程度有限，缺乏相关技术的培

训和指导。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加强对农民和农业

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和应用能

力。（2）技术推广和示范的挑战：无公害防治方法的推
广和示范面临一定的困难。技术推广需要有针对性的示

范项目和示范农场，以便农民能够亲身体验和了解无公

害防治方法的效果。然而，建设示范项目和示范农场需

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对资源和管理的要求较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加大对示范项目和示范农场的

支持和投入，建立有效的示范推广机制。（3）政策支持
的挑战：无公害防治方法需要政策的支持和激励措施。

然而，目前一些地区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措施还不够完

善，无法有效促进无公害防治方法的应用[3]。为了应对这

一挑战，需要加强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制定相关政策

和法规，提供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和农业从

业人员采用无公害防治方法。

3.3  提出应对挑战的对策和建议
无公害防治方法在农业病虫害防治中面临着一些挑

战，针对这些挑战提出的对策和建议：（1）技术创新和
研发：加大对无公害防治技术的研发投入，鼓励科研机

构和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建立技术研发平台，加强科研

团队的组建和培养，推动技术的快速更新和换代。（2）
技术推广和培训：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和宣传，提供

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建立技术示范基地，开展技术培

训和演示活动，提高农民对无公害防治技术的认知和接

受度。（3）市场需求和政策支持：加强对无公害农产品
市场的建设和培育，提供市场准入和认证机制，促进无

公害农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财政和

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和企业采用无公害防治方法。（4）
环境监测和风险评估：加强对农业病虫害的监测和风险

评估，建立病虫害数据库和预警系统，提供科学的决策

支持。及时发现和应对病虫害的新变种和新类型，提高

防治效果和可持续性。（5）合作与协调：加强与相关部
门、科研机构、农业企业和农民的合作与协调，建立信

息共享和合作机制，加强技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推动无

公害防治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推广。

结语：综上所述，为了促进无公害防治方法的广泛

应用，需要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广，提供培训和咨询支

持，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建立示范项目和示范农场，

加强合作与协调。通过这些努力，可以实现林业病虫害

的可持续防治，促进林业产业的健康发展。无公害防治

方法的应用将为林业病虫害防治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为林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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