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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方法探究

李小英 付鹏飞
宁县林业和草原局 甘肃 庆阳 745200

摘 要：林业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方法探究，旨在应对森林资源面临的重大威胁，提升林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文

针对林业病虫害的类型和特点，总结了防治技术与方法。首先，对林业病虫害的类型如真菌性、细菌性、病毒性及线

虫性病害进行了详细阐述；其次，针对不同的病虫害特点，列举了物理防治、化学防治及生物防治等措施。最后，提

出了监测预警方法和病虫害防治策略制定方法的具体实施步骤。通过本文的探讨，以期为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提供理

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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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林业病虫害是威胁森林健康与生产能力的重

要因素，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森林大面积死亡，给生态

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对林业病

虫害的防治技术与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对于保护

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将从林业病虫害的类型和特点入手，分析

当前防治技术与方法的应用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相

应对策与建议，以期为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提供参考与

借鉴。

1��林业病虫害的类型和特点

林业病虫害是影响森林健康和生产力的重要因素。

它们不仅会导致林木生长受阻，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森林

大面积死亡。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林业病害类

型及其特点。林业病害主要包括真菌性病害、细菌性病

害、病毒性病害和线虫性病害等。其中，真菌性病害是

最常见的一种，如松褐斑病、杨树锈病等，主要通过孢

子传播，对树木的生长造成严重影响。细菌性病害如枯

枝病、溃疡病等，主要通过雨水和昆虫传播，对树木的

生命力构成威胁。病毒性病害如松材线虫病、苹果蠹蛾

病毒病等，主要通过昆虫传播，对树木的生长和繁殖能

力造成严重影响。线虫性病害如根腐病、茎腐病等，主

要通过土壤传播，对树木的根部和茎部造成严重损害。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林业虫害类型及其特点。

林业虫害主要包括食叶害虫、蛀干害虫、食根害虫和食

花害虫等。其中，食叶害虫如松毛虫、杨树天牛等，主

要通过啃食树叶来获取营养，导致树木生长受阻。蛀干

害虫如松木蠹蛾、杨树蠹蛾等，主要通过蛀食树干来获

取营养，严重时会导致树木死亡。食根害虫如松根蠹、

杨树根蠹等，主要通过啃食树根来获取营养，对树木的

生命力构成威胁。食花害虫如松花粉蝶、杨树花粉蝶

等，主要通过啃食花朵来获取营养，影响树木的繁殖能

力[1]。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林业病虫害的季节性和地域性

特点。林业病虫害的发生通常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如春

季和秋季是大多数病虫害活跃的季节。此外，不同的病

虫害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发生规律，如在湿润地区，

真菌性病害和细菌性病害较为常见；在干燥地区，线虫

性病害和食根害虫较为常见。总的来说，林业病虫害的

类型多样，特点各异，对森林健康和生产力构成了严重

威胁。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保护好我

们的森林资源。

2��林业病虫害的防治技术

林业病虫害的防治技术是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

平衡的重要手段。它主要包括物理防治技术、化学防治

技术和生物防治技术三大类。

2.1  物理防治技术
物理防治是一种通过利用物理因素来控制病虫害的

方法。这种方法具有无污染、无残留的优点，因此被广

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常用的物理防治方法有热处理、

低温处理、辐射处理等。热处理是一种常见的物理防治

方法，它通过将农产品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以杀死或抑

制病虫害的生长和繁殖。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控制一些

对高温敏感的病虫害，如真菌、细菌等。然而，热处理

需要专门的设备和技术支持，成本较高，适用范围有

限。低温处理是另一种常用的物理防治方法，它通过将

农产品暴露在低温环境中，以减缓病虫害的生长和繁殖

速度。这种方法适用于一些对低温敏感的病虫害，如某

些昆虫和微生物。然而，低温处理需要特定的设备和技

术，并且可能对农产品的品质产生一定的影响。辐射处

理是一种新兴的物理防治方法，它利用辐射源（如紫外

线、X射线等）对农产品进行处理，以杀死或抑制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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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和繁殖。这种方法具有高效、快速的特点，可以

在短时间内对大量的农产品进行处理。然而，辐射处理

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术支持，成本较高，并且可能对人

体健康产生潜在的风险。尽管物理防治具有许多优点，

但它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物理防治的成本较高，

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其次，物理防治的适

用范围有限，只能针对特定的病虫害进行控制。此外，

物理防治可能会对农产品的品质产生一定的影响，降低

其市场竞争力[2]。

2.2  化学防治技术
化学防治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和公共卫生

等领域的病虫害控制方法。它主要通过使用化学药剂来

杀死或抑制病原微生物、害虫和其他有害生物，从而达

到保护植物、动物和人类健康的目的。化学防治具有见

效快、效果好的特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控制病虫害

的蔓延，减少经济损失。然而，长期大量使用化学药剂

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潜在危害。首先，化学药剂中

的有毒物质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长期接触或

摄入这些有毒物质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皮肤病、神经

系统损伤甚至癌症等严重健康问题。因此，在使用化学

药剂时，必须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如佩戴防护服、口

罩和手套，避免直接接触药剂。其次，化学药剂的使用

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许多化学药剂在施用后会被土壤、

水体和大气吸收，从而影响生态系统的平衡。此外，一

些化学药剂还可能对非目标生物产生毒性作用，如对蜜

蜂、鸟类和其他有益昆虫造成伤害，进而影响农业生产

和生态多样性。为了减轻化学防治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

影响，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1）严格控制用药量：根
据病虫害的发生程度和药剂的推荐剂量，合理确定施药

量，避免过量使用。（2）选择低毒、高效、环保的药
剂：优先选择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影响较小的药剂，如生

物农药、微生物制剂等。（3）按照规定的使用方法和时
间进行施药：遵循药剂说明书的要求，确保药剂在适当

的时间和条件下施用，以提高防治效果并降低对环境和

人体健康的影响。（4）加强监测和管理：定期对施药区
域进行监测，评估药剂使用效果和环境风险，及时调整

防治策略。（5）推广绿色防治技术：积极推广生物防
治、物理防治和农业生态防治等绿色防治技术，减少化

学药剂的使用。

2.3  生物防治技术
生物防治是一种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生物因子来控

制病虫害的方法。这些生物因子包括病虫害的天敌、病原

微生物以及植物自身的抗性等。与传统的化学防治方法相

比，生物防治具有许多优点，如安全性高、环保性强、持

久性好等，因此已经成为林业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手段。首

先，生物防治方法的安全性较高。传统的化学防治方法往

往使用大量的农药，这些农药在防治病虫害的同时，也可

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而生物防治方法则是利用

自然界中的生物因子来控制病虫害，这些生物因子通常不

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其次，生物防治方法具

有很好的环保性。传统的化学防治方法在施用过程中可能

会对土壤、水源等环境造成污染，而生物防治方法则不会

产生这些问题。通过放生天敌、使用病原微生物制剂等方

法，可以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有效地控制病虫害

的发生和蔓延。此外，生物防治方法还具有持久性。与

化学防治方法相比，生物防治方法往往能够形成一种长期

的、稳定的病虫害防治体系。例如，通过培育抗病虫品

种，可以使植物自身具有较强的抵抗病虫害的能力，从而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同时，放生天敌和病原微生物制剂等

方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病虫害的种群密度，从而达

到长期防治的目的。常用的生物防治方法有以下几种：

（1）放生天敌：通过人工繁殖和释放病虫害的天敌，如
瓢虫、蜈蚣、蜘蛛等，来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这种

方法既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又可以保护生态环境。

（2）使用病原微生物制剂：利用病原微生物（如细菌、
真菌、病毒等）来抑制或杀死病虫害。这种方法具有针对

性强、效果显著的优点，但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防止病

原微生物对非目标生物的影响。（3）培育抗病虫品种：
通过遗传育种技术，培育出具有较强抗病虫害能力的植物

品种。这种方法可以提高植物的抗病虫能力，减少病虫害

的发生，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3]。

3��林业病虫害的防治方法

3.1  监测预警方法
监测预警方法在预防和控制林业病虫害方面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有效地应对病虫害，我们需要建

立一个完善的病虫害监测网络，这是监测预警方法的基

础。通过这个网络，我们可以实时、准确地掌握病虫害

的发生情况，为病虫害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病虫害监

测网络的建设需要多方面的技术支持。首先，我们需要

在林区内设置一定数量的监测点，这些监测点应该覆盖

林区的各个方面，以便全面了解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其

次，我们需要采用先进的监测设备和技术，如无人机、

遥感技术等，以提高监测的准确性和效率。此外，我们

还需要建立一个病虫害信息管理系统，用于存储、分析

和发布病虫害信息。病虫害信息采集与分析是监测预警

方法的核心。通过对病虫害信息的采集和分析，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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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病虫害的种类、数量、分布等情况，预测病虫害

的发生趋势，为病虫害的防治提供决策支持。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病虫害信息采集团

队，负责定期对监测点进行巡查，收集病虫害信息。同

时，我们还需要加强对病虫害信息的分析能力，运用统

计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知识，对病虫害信息进行深入研

究。病虫害预警系统的建立是监测预警方法的关键。通

过建立病虫害预警系统，我们可以在病虫害发生前发出

预警，提前采取防治措施，减少病虫害的损失。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病虫害预警模型，该模

型可以根据病虫害信息的变化，预测病虫害的发生概率

和影响范围。此外，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预警信息发布

平台，将预警信息及时传递给相关部门和人员，以便他

们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3.2  病虫害防治策略制定方法
病虫害防治策略制定方法是实施病虫害防治的重要

环节。在农业生产中，病虫害是影响作物产量和质量的

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治策略对于保

障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病虫害风

险评估是制定防治策略的基础。通过对病虫害的风险评

估，可以了解病虫害的危害程度、发生频率和分布范围

等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农民和农业专家确定防治的

重点和优先级，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例如，对于危害严重的病虫害，可以优先进行防治；而

对于危害较轻的病虫害，可以适当降低防治的优先级。

其次，病虫害防治方案设计是制定防治策略的核心。根

据病虫害的种类、数量、分布等情况，设计出科学、有

效的防治方案。这包括选用合适的防治药剂、确定合理

的防治时间、方法等。在选择防治药剂时，需要考虑药

剂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等因素。同时，还需要根

据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作物的生长周期，合理安排防治

时间，确保防治效果的最大化[4]。此外，还可以采用多种

防治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如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化学

防治等，以提高防治效果。最后，病虫害防治效果评价

是制定防治策略的关键。通过对防治效果的评价，可以

了解防治方案的有效性，为后续的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评价防治效果可以通过观察病虫害的发生率、严重程度

和损失情况等指标来进行。如果防治效果不理想，需要

及时调整防治方案，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同时，还可

以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和优化防治策略，提高

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结束语

在林业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方法的研究中，我们深入

探讨了林业病虫害的类型、特点以及季节性和地域性特

点。通过介绍物理防治技术、化学防治技术和生物防

治技术三大类防治方法，我们展示了多种有效的病虫害

管理手段。此外，我们还详细介绍了监测预警方法和病

虫害防治策略制定方法，以更全面地应对林业病虫害问

题。总的来说，林业病虫害的防治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技

术和方法，从预防到治理，从个体到整体，从短期到长

期，全面提升森林的抗病能力和健康水平。通过不断的

研究和实践，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

平衡，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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