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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种植的病虫害防治策略研究

冯�磊1*�成�丽2

1. 泰安市徂徕山汶河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山东�泰安���271000

2. 山东勤鑫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山东�泰安��271000

摘�要：近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日益注重生态环保，林业种植作为生态环保发展的重要手段，提

升森林覆盖率，加大林业树种保护，已成为林业发展的重要课题。而病虫害已成为影响林业种植的最大不利因素。因

此，本文主要分析林业病虫害发生的原因以及发生的特点，最后针对防治策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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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林业的种植过程中，要想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做好林业的病虫害防治工作，提高林业的种植技

术水平，最大限度的保证林业产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在种植

林业的过程中，种植人员和技术人员需要密切配合，才能保证林业达到丰产、提质的目的[1]。

1��林业病虫害防治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林业产业也在不断发展。从全球来看，中国林业种植面积逐年增大，种植的质量也日

渐提升，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效果。但林业病虫害的产生是不确定的，存在诸多变数，为此，林业病虫害防

治工作一定要长期开展。在林业种植工作中，相关工作人员要不断探索防治路径，对出现的病虫害问题及时防治，保

证我国林业的稳定发展[2]。

2��林业病虫害发生原因

2.1  种植选地不科学

从林业生长角度来看，优良的种植效果离不开土壤、地形以及气候等因素。一个地区的光照、降水量以及季风气

候等外界环境因素都可能对农业生产区域的发展造成影响。而不同类型的树木对气候条件要求也有所差异，其中土壤

是林业健康生长的基础保障，不同的土壤类型也对相应的树木种植提出了严格要求。现如今，阻碍林业种植技术发展

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种植地点挑选很不科学。树木在生长期间需要充足的阳光和肥沃的土壤，但是当

地很多种植人员过于重视土壤的肥沃程度，并不在意其他影响要素，这就导致树木在生长期间很容易出现营养不均衡

的问题，不仅生长速度十分缓慢，同时质量也无法得到保障，甚至还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各种病虫害，对种植经济效益

造成了直接威胁。

2.2  不合理使用化学农药

化学农药可减少林业病虫害，但需适量使用[3]。在实际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大部分种植人员使用大量的化学农

药，每隔1～2d施用 1次，不仅会对林业的病虫害进行有效的防治，而且还会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

2.3  种植人员缺乏经验

一些地区的林业种植人员缺乏种植经验，种植技术水平不高，而且也缺少系统化的专业知识培训。监管部门对种

植过程的监管也不到位，很多地区的林业病虫害防治体系不够完善，林业工作者不能在病虫害发生早期及时发现问

题，当病虫害影响大面积林区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此时已经错过了最佳防治时间，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损失。因此，必须加强种植人才的培养，加强监督，加大对林业的资金投入，建立一个完善的病虫害

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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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防治体系不完善

近年，林业病虫害防治技术虽然不断加大研究力度，但防治技术仍然不够先进，防治效果不太理想，新技术、新

药物的推广进程缓慢，缺乏病虫害防治的相关设备[4]。同时，由于林业防治人员的能力较低，许多防治人员缺乏防治

经验、相关知识，在发生病虫害时，无法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解决，使得病虫害范围进一步扩大，逐渐影响整个林业生

态系统。

3��林业病虫害的发生特点

3.1  病虫害种类逐渐增多，防治难度进一步加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发展，许多国外树种传入我国，如果这些树种出现病虫害，国内环境缺乏天敌限制，使得

防治难度极大。同时，部分本地病虫害发生品种变异后，次要虫害也变为主要虫害，使得病虫害种类逐渐增多。此

外，加上林区管理存在漏洞，监测力度较低，很难根治某些病虫害。

3.2  不同种类病虫害之间会发生相互影响

在不同环境和不同气候的影响下，林业病虫害也存在明显差异，其危害程度也有所不同，除了部分害虫寄主十分

单一之外，大多数情况的树木害虫也会危及到多种树木，造成十分严重的交叉危害，进而加大了林业病虫害防治难

度。像根部、树皮等部位发生侵染性病害之后，就会影响营养成分在树木体内的顺利传输，进而导致树木生长态势逐

渐衰弱，有很大的几率会发生缺素病[5]。

4��林业病虫害的防治策略

4.1  合理挑选种植地址

首先，不同的树木，对于土壤、光照以及水分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在林业选址期间一定要充分考虑林业的生长需

求和当地气候条件，这样才能够确保树木能够正常生长发育，所以在种植地选址过程中，一定要对当地的水源和土壤

情况进行分析，合理规划树木种植地，确保种植区域远离工厂等污染严重区域，避免对土壤和水质造成污染，影响树

木生长，危害人们身体健康，减少树木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

4.2  建立健全林业病虫害预警机制

在林业病虫害预防与治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建立健全的监测体系十分关键，有利于抑制病虫害大范围扩散。林业

繁育过程中，会遭受各种病虫害，每种病虫害的危害性、发病特点都有一定的差别，利用科学的监测体系，可以及时

发现林木生长期间发生的病虫害，对病虫害的类型和特征进行精准评估，管理人员获得这些情报后能在第一时间采用

科学的举措及时防范病虫害，防止其进一步发展。

4.3  加强生物防治技术研究，规范使用化学农药

针对林业病虫害，除要治理以外，还需以“防”为主，提升防范技术，及早加强病虫害预防，查找病因，按照大自

然食物链构造、生存关系规律，熟悉病虫害各种天敌，加大病虫害天敌管理、培育，例如昆虫、鸟类是大多数病虫害的

天敌，通过昆虫与鸟类培育，可减少森林损害率，做到有效控制病虫害。对于昆虫养殖，主要以蚂蚁、瓢虫为主，寄生

昆虫能够直接在病虫卵中寄生，可起到生态灭虫的效果，进而控制病虫繁殖。同时，对于病虫害防治，还能通过化学农

药方式，采取化学药剂，可有效杀死病虫害，具有极强的杀虫作用，但也会影响树木生长，所以要合理使用化学药剂，

通过人工喷洒方式，防止农药使用过于集中，也可直接消除病虫害[6]。此外，提高病虫害技术推广力度。在林业病虫害

防治中，防治技术是重要手段。所以，要不断提高防治技术推广力度，按照当地林区的生产实际状况，将病虫害防治新

技术、新设备运用至具体生产过程中，充分利用林业技术资源进行生态防治，提高病虫害的防治力度。

4.4  加大科学技术投入力度

要想通过无公害技术防治林木病虫害，就需加大先进技术及资金的投入力度。对林业资金进行专项管理，制定资

金运作制度，做到专款专用，避免资金不合理使用的现象。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研发，加大微生物监测设备、病虫

克星、生物化药品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力度，确保林业病虫害防治效果。

4.5  转变防治观念

目前，林业病虫害防治仍存在诸多问题，许多林业工作人员仍采用传统方式，缺乏一定的种植防护经验，林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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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素质、专业能力不强，对于林业病虫害种类逐渐增多的问题，不能实现有效防止。传统防治方式是通过喷洒杀虫、

机械捕捉进行防治。经过长时期演变，病虫害会产生一定的药物抗体，杀虫剂成分也会影响到树木生长发育，不能达

到有效的防治效果。因此，对于林业的病虫害防治，必然转变传统的防治观念，积极学习最新的专业防治技术与知

识，加强科学管理，采取正确营林和护林方式，促进树木健康生长发育。此外，有效提升林业病虫害防治人员的专业

水平[7]。林场工作人员应结合自身实际状况，按照林业营林和护林的工作任务。对防治人员数量进行合理安排，确保

人员的编制充足，并保证持证上岗[8]。同时，在人员到岗以后，需加强防治新技术的知识培训，尤其是操作技能、专

业知识等方面培训，有效丰富防治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升其技能水平。此外，防治人员必须转变病虫害防治观念，参

与数字化的防治知识培训，积极学习先进防治方式，有效提升病虫害防治效率和质量。

结束语：本文对林业种植中病虫害防治工作的措施进行了阐述。在对林业病虫害进行治理时，要对实地环境进行

考察，以此为基础进行防治技术的升级，使得苗木病虫害的预防举措更契合现实情况，推动我国林业的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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