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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态造林技术应用及病虫害防治

陈新国
宁夏佳园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宁夏�石嘴山�753400

摘�要：本文介绍了林业生态造林的原则、主要技术应用和病虫害防治措施。林业生态造林应以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为核心，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和绿色发展等原则。主要技术应用包括人工造林技术、封山育林技术、混交造

林技术和容器苗造林技术。病虫害防治措施包括树干涂白法、农药埋施法和使用综合防治方法。本文旨在为林业生态

建设和病虫害防治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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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林业生态造林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

手段，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人们对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和需求的增加，林业生态造林技术和

病虫害防治措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研究。本文将从林

业生态造林的原则、主要技术应用和病虫害防治措施三

个方面进行介绍和探讨。

1��林业生态造林的原则

（1）生态优先。林业生态造林应以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为核心，以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为目

标。在造林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形、土壤、气候等自

然条件，选择适宜的树种和造林方式，以充分发挥森林

生态系统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要加强对造

林区域的生态保护，严禁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确保造

林工作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相促进。（2）科学规
划。林业生态造林应根据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科学合理的

规划设计。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调查和分析造林区域

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等，明确造林目

标、任务和措施，确保造林工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同

时，要加强对造林工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各项规划措施

得以落实和执行 [1]。（3）因地制宜。林业生态造林应
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特点，

采取相应的造林技术和方法。例如，对于干旱地区，可

以采用抗旱性强的树种和节水灌溉技术；对于半干旱地

区，可以采用水土保持措施和水源涵养林建设；对于山

地地区，可以采用混交造林和立体绿化等方式。通过因

地制宜的造林方式，可以提高造林工程的成功率和经济

效益。（4）绿色发展。林业生态造林应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提倡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产业，实现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在造林过程中，要积极推广

绿色种植技术，减少化肥、农药等对环境的污染；要大

力发展林下经济，充分利用林地资源，提高林地的综合

利用率；要加强林业科技创新，提高造林技术水平，为

林业生态造林提供科技支撑。

2��林业生态造林的主要技术应用

2.1  人工造林技术
（1）要选择适合当地生长的树种。不同的树种对生

长环境的要求也不同，因此在选择树种时需要充分考虑

当地的气候、土壤、地形等因素。选择适应当地生长条

件的树种可以提高成活率和生长速度，有利于形成稳定

的森林生态系统。例如，在干旱地区可以选择耐旱性强

的树种，而在半干旱土壤盐渍化地区则可以选择耐旱、

耐水湿、耐盐碱性强的树种。（2）要合理密植。合理
密植是指在造林过程中，根据树种的生长特性和立地条

件，确定合适的种植密度。合理的种植密度可以提高林

木的成活率和生长速度，同时也可以减少林木间的竞争

和病虫害的发生。一般来说，速生树种阔叶树的种植密

度要稀疏一些，而生长缓慢针叶树种的种植密度则可以

适当大一些。（3）要加强抚育管理。抚育管理是指在
林木生长过程中进行的一系列管理和保护措施，包括松

土、施肥、灌溉、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加强抚育管理

可以提高林木的成活率和生长速度，促进林木的健康生

长。在抚育管理过程中，需要根据林木的生长情况和立

地条件进行具体操作，保证抚育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4）要注意人工造林与天然林的协调发展。人工造
林和天然林都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

间需要协调发展。在人工造林过程中，需要保护天然林

资源，避免对天然林的破坏和过度利用。可以利用天然

林的生态功能和物种多样性，提高人工造林的稳定性和

抵抗力。

2.2  封山育林技术
（1）要对封禁区域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设计。封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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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选择需要考虑当地的气候、土壤、地形等因素，以

及植被类型和分布情况。在规划和设计过程中，需要确

定封禁区域的边界、面积、封禁时间等，并制定相应的

管理措施和规章制度。（2）要加强封禁区域的管理。
封禁区域的管理包括防止人为破坏、保护天然植被、控

制野生动物活动等。在封禁期间，禁止一切人为活动，

如砍伐、放牧、采矿等，以保证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恢

复。需要对天然植被进行保护，防止过度采集和破坏，

促进植被的自然更新。对于野生动物活动，也需要进行

控制和管理，防止其对植被的过度破坏。（3）要进行必
要的监测和评估。在封禁期间，需要对森林生态系统进

行监测和评估，了解植被的恢复情况、野生动物的活动

情况等。通过监测和评估，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

问题，保证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恢复[2]。（4）要注重封
禁区域的可持续利用。封山育林技术的目的是恢复和重

建森林生态系统，但同时也要考虑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需求。在封禁期间结束后，需要对封禁区域进行合理

的利用和开发，如开展生态旅游、种植经济林木等，以

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2.3  混交造林技术
（1）要选择生态习性相互补充的树种。不同树种之

间的生态习性有所不同，有些树种喜欢阳光充足、土壤

肥沃的环境，而有些树种则更喜欢阴暗潮湿、土壤瘠薄

的环境。因此，在选择树种时需要充分考虑它们之间的

生态习性互补性，以便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提高森林

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例如，可以将喜光树种和耐阴树种

进行混交，将深根树种和浅根树种进行混交等。（2）
要合理配置混交比例。混交比例是指不同树种在混交造

林中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合理的混交比例可以充分利用不同树种之间的生态

习性互补性，促进林木的生长和发育，提高木材质量和

产量。一般来说，主栽树种的比例可以适当加大，辅助

树种的比例可以适当减小，但具体比例需要根据当地的

具体情况进行确定。（3）混交方式：①带状混交。一个
树种连续种植几行构成一带，在项目区小班内多树种呈

带状排列。②块状混交。在项目区小班内不同树种按规

则或不规则的团块状进行配置。③行间混交。在项目区

小班内多树种，一个树种一行进行混交栽植。④株间混

交。项目区小班内多树种隔株混交。⑤植生组混交。在

项目区小班内密集种植的同一树种与相邻小地域密集种

植的另一树种混交。（4）要考虑树种的生长速度和生长
周期。不同树种的生长速度和生长周期有所不同，有些

树种生长速度快、生长周期短，而有些树种则生长速度

慢、生长周期长。在选择树种时需要充分考虑它们的生

长速度和生长周期，以便更好地协调不同树种之间的生

长关系，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保证森林生态系统的

稳定发展。

2.4  容器苗造林技术
（1）要选择适合容器育苗的树种。不是所有树种都

适合容器育苗，一般来说，生长速度快、根系发达、适

应性强的树种更适合容器育苗。在选择树种时需要充分

考虑其生长习性和适应性，以确保容器育苗的成功率和

苗木质量。（2）要加强苗木管理。容器育苗的苗木管理
包括灌溉、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多个方面。在苗

木生长过程中，需要根据其生长情况和生长环境进行具

体操作，保证苗木的健康生长。例如，在干旱季节需要

及时灌溉，以保证苗木的水分供应；在生长过程中需要

适时施肥，以保证苗木的营养供应；在苗木生长过密时

需要进行修剪，以保证其正常生长和发育[3]。（3）要注
意移植时间和移植方法。容器苗的移植时间和移植方法

直接影响其成活率和生长量。一般来说，移植时间宜选

择在春季或雨季进行，以保证苗木的成活率和生长量；

移植方法可以采用穴植或沟植等，具体方法需要根据造

林地的情况和苗木的生长情况进行选择。在移植过程中

需要注意保护苗木的根系和枝叶，避免损伤。（4）要
加强造林地管理。容器苗造林后需要加强对造林地的管

理，包括松土、施肥、灌溉、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多个

方面。在抚育管理过程中，需要根据林木的生长情况和

立地条件进行具体操作，保证抚育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例如，在干旱季节需要及时灌溉，以保证林木的水

分供应；在生长过程中需要适时施肥，以保证林木的营

养供应；在林木生长过密时需要进行修剪，以保证其正

常生长和发育。

3��林业病虫害防治措施

3.1  树干涂白法
（1）选择合适的涂白时间。一般来说，树干涂白宜

在秋季进行，此时天气凉爽，害虫开始进入越冬期，树

干涂白可以有效防止害虫在树干上产卵。同时，秋季天

气干燥，树干涂白后不易脱落，可以长时间发挥作用。

（2）准备好所需的材料和工具。树干涂白需要用到生
石灰、硫磺粉、食盐、动物油、清水等材料和工具，如

搅拌桶、刷子等。在准备材料时，需要注意生石灰的质

量，选用优质的生石灰可以提高涂白的效果。硫磺粉可

以用石硫合剂代替，食盐可以用洗衣粉代替，动物油可

以用植物油代替。（3）按照一定比例将生石灰、硫磺
粉、食盐、动物油、清水等材料混合搅拌均匀，制成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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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剂。一般来说，生石灰和硫磺粉的比例为10∶1，食
盐和动物油的比例为1∶1，清水的数量根据实际情况调
整，以制成粘稠度适中的涂白剂。（4）将制成的涂白
剂用刷子均匀地涂抹在树干上，高度自地径以上1米-1.5
米处为宜。涂抹时要注意不要遗漏树干上的皮缝和枝杈

处，以免害虫在这些地方产卵。也要注意不要涂抹得太

厚，以免对树皮造成伤害[4]。（5）涂白完成后要注意观
察树干的变化情况，如果出现涂层脱落或开裂等情况要

及时进行补刷。还要注意在春季芽萌动前及时将涂层清

除干净，以免影响树木的正常生长。

3.2  农药埋施法
（1）选择合适的农药。农药埋施法需要使用内吸性

较强的颗粒农药，如氧化乐果、呋喃丹等。这些农药可

以被树木根部吸收，通过输导组织传输到地上部分，从

而有效地防治害虫。在选择农药时，需要注意其毒性、

残留期、使用方法等，以确保安全和有效。（2）确定
施药时间和地点。农药埋施法宜在害虫活动期进行，此

时害虫对农药的敏感性较高，防治效果较好。施药地点

应选择在树木根部附近的土层中，一般在树冠投影范围

内。在施药前，需要清除树木周围的杂草和落叶，以便

更好地发挥农药的作用。（3）根据树木的大小和根系
分布情况，在土层中挖坑或打孔。一般来说，坑或孔的

深度应在根系分布范围内，以保证农药能够被根系充分

吸收。坑或孔的大小应根据农药颗粒的大小和数量来确

定，以保证施药的均匀性和有效性。（4）将农药颗粒放
入坑或孔中，然后用土壤覆盖并压实。在施药过程中，

需要注意不要将农药颗粒撒在树木的枝叶上，以免对树木

造成药害。也要注意不要将农药颗粒撒在其他植物或水源

附近，以免对环境造成污染。（5）根据气温的变化确定
注药的稀释浓度。气温不高时，可注射稀释1倍-2倍的药
液，高温时要将原药液稀释3倍。一般来说，树木径在10
厘米以下的小树，每株注药2毫升-4毫升。注药后要及时
用土壤封闭注药口，以免药液挥发或受到雨水冲刷。

3.3  使用综合防治方法
（1）采用农业措施进行防治。农业措施主要包括选

用抗性强的树种、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及时修剪等。

选用抗性强的树种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合理密植可

以增加林木的通风透光性，降低湿度，减少病虫害的繁

殖条件。科学施肥可以增强树势，提高林木的抗病性和

抗虫性。及时修剪可以去除病虫枝和弱枝，减少病虫害

的发生和蔓延。（2）采用物理措施进行防治。物理措施
主要包括人工捕捉、灯光诱杀、粘虫板等。人工捕捉适

用于数量较少或活动范围较小的害虫，可以将其直接捕

捉并处理。灯光诱杀适用于有趋光性的害虫，可以在夜

间设置黑光灯或频振式杀虫灯进行诱杀。粘虫板适用于

有趋色性的害虫，可以在林木周围设置黄色或蓝色的粘

虫板进行诱杀。（3）采用生物措施进行防治。生物措
施主要包括利用天敌、微生物农药、生物农药等。利用

天敌可以引入或保护寄生性、捕食性的天敌昆虫，控制

害虫的数量。微生物农药可以利用细菌、真菌、病毒等

微生物制剂进行防治，如Bt乳剂、白僵菌等。生物农药
可以利用植物源农药、动物源农药等进行防治，如鱼藤

酮、苦参碱等。（4）在必要时采用化学措施进行防治。
化学措施主要包括使用化学农药进行喷雾、浇灌、涂抹

等。在使用化学农药时，需要注意选择高效、低毒、低

残留的农药，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对林木本体造成伤

害。也需要严格控制用药剂量和次数，按照说明书的要

求进行操作，避免对林木产生药害。

结束语

总之，林业生态造林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措施是林业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当

地的自然条件和林木生长情况，科学选择和应用这些技

术和措施。同时，也需要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只有不断加强林业生态建

设和病虫害防治工作，才能促进林业的健康发展，为我

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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