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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在经济持续发展中，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问题，

同时造成气候变暖困境等，人们生态保护意识也相继提升。我国

重点规划，进一步加大植树造林力度、提高森林生态保护功能，

但同时也伴随严重的森林病虫害发生和危害，需要采取有效的

防控措施，其中利用林业技术进行无公害防治的手段，对于控制

病虫害危害、保护生态环境尤为重要。文章首先分析了森林病虫

害持续恶化原因以及森林病虫害防治价值，随后介绍了森林病

虫害防治中林业技术应用策略和保障措施，希望能给相关人士

提供有效参考。

林业资源作为整个社会生产、运转的重要资源，在社会生产

力持续提升背景下，林业资源消耗进一步扩大，针对当前林业资

源不断缩减趋势，加大了营林技术应用力度，通过打造大规模人

工林，弥补工业发展和社会发展对整个森林资源影响与破坏。但

同时也暴露出严重的森林病虫害问题，主要和森林物种单一、树

木抵抗力不足以及天敌不足等因素密切相关，为此需要采取有

效林业技术，加强病虫害防治。

一、森林病虫害不断恶化原因

1、森林生态系统免疫力下降

近几年森林病虫害问题不断加剧的原因是森林生态系统自

身免疫力降低。当前，大多区域森林都是人工林，天然林和人工

林对应生态系统结构存在一定差异，人工林整个生态结构相对

简单，从而严重破坏森林生态完整性，威胁整个自然生态链，破

坏生物多样性，威胁森林生态系统，导致森林中有效天敌数量和

种类大幅度缩减，扩大森林病虫害风险隐患。森林培育中为了提

升林木成活率通常以密植为主，由于空间缩小、养分有限容易使

苗木产生养分不足现象，影响树木生长，降低森林培育质量和免

疫能力。

2、农药滥用

森林建设管理中存在长期无限制、无节制滥用农药问题，从

而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和破坏，造成整个生态链失

衡，降低森林病虫害抵御能力和免疫能力，加剧病虫害现象。在

农药用量持续扩大条件下，进一步增加了病虫害的耐药性，从而

导致大部分药物无法发挥出应有效用，无法将病虫彻底根除，使

森林病虫害反复出现，持续扩散。森林有效天敌减少，人工造林

下，人们容易对森林整体保护产生疏忽，导致森林结构简单，物

种单一，实施抚育造林中，向森林系统输入过量营养物质，从而

对整个微生物成长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从而直接破坏整个生态

系统平衡，导致森林有效天敌数量、规模持续缩减。

二、森林病虫害防治价值

1、森林生物和林业关系

森林中的昆虫和微生物种类较为多样，数量繁多，同时具有

重要作用，不但关系到森林繁衍和发育成长，同时还与系统内各

类生物存在密切联系，彼此关系较为复杂。无法准确界定森林昆

虫和微生物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有害或是有益的。基于人

类利益进行分析，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避免存在各种有害昆虫

和微生物，同时还伴随存在各种有益昆虫和微生物，能够对病虫

危害形成一定限制。林业技术需要人为适度参与，对整个森林生

态环境进行合理改善，通过森林有益昆虫、微生物对森林病虫害

进行有效控制，提升森林综合效益。

2、森林病虫害威胁

森林病虫害作为十分常见自然灾害，会影响森林种苗培育、

栽植造林、森林抚育以及林副产品整个过程，在病虫害影响下容

易产生巨大损失。病虫害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林木成长，降低

林木积蓄生长量，如果危害十分严重，将会导致植株直接死亡，

使森林出现大范围成片衰败。最为严重情况下还会导致大量林

木衰退，甚至死亡，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破坏国土生态稳定。2021

年，部分区域便产生白蛾扰民问题。森林病虫害影响下对森林造

成严重破坏，从而造成巨大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

损失。因为森林病虫害存在某种隐蔽性，为此人们容易忽略经

济、社会以及生态等方面的损失。但森林病虫害所形成的损失，

远远超出别的自然灾害。结合美国某一统计资料分析，美国因病

害导致的森林损害在森林自然灾害损失量中占 45%，火灾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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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7%，虫害占 20%，其他像是气候、动物等因素占 18%。由此

能够看出巨大危害性，也将森林病虫害称作是无烟式森林火灾。

3、病虫害防治意义

针对森林病虫害采取有效防治措施能够进一步提升苗木成

活率，苗木成活率扩大能够预防水土流失，改善生物生存环境，

为生物提供有利生存空间，不断丰富生物资源，提升区域生活、

生态环境。采取科学管理方法提升苗木存活率能够促进林业实

现可持续发展。其中存在多种因素会影响苗木存活率，像是栽培

抚育、种苗培育、经营管理以及病虫害防控等，会直接影响苗木

存活率。采取科学防治措施能够降低病虫害危害，促进苗木健康

成长，扩大林木苗木存活率，使林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此外，实施森林病虫害防治，能够优化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利用科学防治措施，控制森林病虫害，能够进一步提升人类生活

品质，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森林病虫害防控中，应该积极应用绿

色、科学防控方法，形成合理生态保护理念。采取有效防控措施，

进一步降低森林生态中病虫害威胁与影响，扩大林木存活率，使

林木实现健康生长，优化整个森林生态结构，完善森林系统功

能。

三、森林病虫害防治中林业技术应用策略

1、林业技术分析

林业技术需要从苗木培育、造林栽植、采伐更新、抚育管理

等多种造林环节，加入适度的人为干预，通过科学、合理的人为

控制措施，进一步丰富扩展森林资源，对现有森林生态环境进行

合理改善，进一步增强森林系统的灾害抵御能力，使森林保持良

好健康状态，及时修复受损森林资源，创建拥有更高生态价值的

森林资源系统，促进森林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2、苗木培育技术

苗木培育中，育苗的质量会直接影响育苗效果。为此需要综

合考虑光照、土壤以及气候等因素影响，合理选择育苗地，尽量

选择土壤肥沃、日照充足、交通便利、地势较高、土层深厚、排灌

便利、地形平坦的区域。对育苗地内各种病死植物、枯枝杂草等

进行全面清除，合理控制病虫侵染源头。针对土壤实施全面杀

毒，及时杀除地下害虫。对繁殖材料进行合理选择，全面排除那

些携带病虫害的不良繁殖材料，如果基础条件较好，可以针对相

关繁殖材料实施全面消毒，做好苗木的检疫工作，合理控制危险

性病虫害，加强进出检疫工作。如果满足基础条件可以落实轮作

制度，对充分腐熟有机肥进行合理利用。

3、栽植造林技术

造林质量从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林木的健康、稳定、持久成

长。实施造林设计以及各种造林措施规划中，需要对土壤害虫隐

患以及实际发生状况进行全面关注，做好全面预先翻耕，在对土

壤进行合理疏松基础上，增强土壤肥力，并对枯枝杂草、土层中

的病虫以及地下害虫进行全面灭杀。坚持适地适树的基本原则，

保障树木茁壮成长，增强森林病虫害抗性，有效控制病虫害。造

林活动中尽量选择各种抗病虫害品种以及树种，这也是一种最

佳的防治措施，具有较高经济效益。为此需要积极栽培种植各种

高质量品种、树种，建造优质林木，优化设计混交林比例，满足标

准要求。针对造林类型进行选择，需要对现有树种比例进行优化

调整，不断扩大混交林建设范围，增强人工林自然保护性能。对

携带病虫害的植物以及种苗进行全面消除，禁止进入林地。栽培

混交林能够有效预防病虫害，为此需要结合立地条件，打造多树

种混交林，比如某一区域基于原有次生阔叶林，进一步栽种针叶

林，从而构建针阔混交林，促进林分快速郁闭，采取人工干预措

施形成多层林分结构，合理控制病虫害问题。

4、抚育管理技术

抚育管理作为森林病虫害有效防治手段，会直接影响病虫

害防治效果。利用有效抚育管理手段进行病虫害防治，能够增强

林分生物系统整体保护效能，无需扩大防治成本。林地抚育管理

措施如下：中耕除草，灌溉封冻水，对各种枯枝落叶进行全面清

除，对病虫越冬空间进行彻底破坏；结合季节交替、墒情、立地、

植物成长状况等因素考虑进行适时浇水施肥，促进植物茁壮成

长，强化树势，改善林木免疫力和抵抗力。通过实施森林抚育间

伐，能够改善现有林分机构，提升林分稳定性。林地生长过密容

易和目标树种抢夺养分，限制树种正常生长。为此，合理利用间

伐措施能够清除非目标培育树种后，充分释放整个林地空间，扩

大目标树种整体生存、成长空间。清除那些病虫害树木后，将其

从林地区域带离，并进行集中处理，彻底烧毁，能够有效降低病

虫害发生几率，保障整个森林的健康发展。

林木抚育管理中需要及时剪除枯枝、病虫枝、弱枝，集中处

理各种剪除病虫害枝，及时销毁，对各种越冬病菌、虫卵进行彻

底杀灭；合理保护幼树，并将涂白剂涂抹到树干中，防控日灼、冻

伤以及病虫害等问题；搭配各类抚育伐作业，灵活应用卫生伐、

透光伐以及疏伐、生长伐等手段，对林区中的风倒木、弱小树、风

折木与严重冻伤、烧伤、损伤林木以及病虫害较为严重林木进行

及时伐除。及时运出各种伐除林木以及剪除枝条，针对病虫害较

为严重的枝条、立木进行彻底销毁，或实施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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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伐更新技术

过熟林容易被各种病虫害所侵蚀，从而使大片林木产生干

枯死亡的问题，为此在林分进入成熟节点后，需要进行主伐更

新。开始主伐前综合考虑树种、林种结构、经营目的以及配置方

法等因素对各个伐区合理设计作业方案，对择伐、渐伐以及皆伐

等措施进行灵活应用。结束采伐工作后，针对伐区进行及时清

理。在营林抚育管理中，通过合理实施抚育间伐能够对森林病虫

害进行有效抑制。比如在修剪不足条件下，幼林整体闭郁度较

大，透光通风环境较差，容易增加患病率，而修枝过度同样会导

致病虫害问题。阔叶树如果未能进行合理修枝，将会导致林木腐

朽，加剧钻蛀性害虫入侵。修枝过度，会进一步削弱树势，从而引

发囊虫病。注意修剪中不要将一级分枝剪去，针对二级分枝可以

隔枝剪枝，通过适当修枝能够促进林木健康成长，剪除病虫枝，

消灭透翅蛾等害虫。通过实施成材抚育，进一步优化林内环境、

改善森林结构，助力林木茁壮成长，强化林木抗性，营林抚育中

联系不同时期不同特征，做好卫生伐和抚育伐工作。

6、丰富生物种类

对林区生物种类进行不断丰富，对各类益虫、益鸟等进行积

极招引、利用，发挥出林业有害生物的天敌效能，对病虫害进行

全面压制，同时还可以针对森林生长形成有机肥料。初期营造林

中，对各种有益生物进行合理招引、保护，能够对现有生态系统

空缺进行合理填充，维持生态平衡。

7、合理设置隔离带

森林病虫害主要特征是蔓延传播，结合各类病虫害发生规

律、生长习性以及生活史，对生物隔离带进行科学设置，合理抑

制病虫害传播，特别是对于某些寄主、食性单一的森林有害生物

能够发挥出良好防控效用。因为这类有害生物不具备扩散性，增

加设置隔离带能够合理控制有害生物传播，压缩病虫扩散范围、

减缓蔓延速度。特别是处于林木幼苗时期，需要合理设置隔离带

与防护带，避免树苗遭受大范围幼虫攻击，使幼苗在良好成长环

境下健康生长，设置防护带需要全面考察周边环境，防控有害生

物侵袭树苗。

四、森林病虫害防治中林业技术应用保障措施

1、提高重视

森林负责人以及管理部门、基层林业技术人员应该加强森

林病虫害的防控、监测，始终保持一种认真负责、科学严谨的工

作态度，对具体问题苗头进行细致查找，提升防范意识，加强预

警预防和预报监测工作。针对相关人员强化培训。不断扩大病虫

害防治中的投入资金，合理实施防治工作，保障充足资金，林业

部门应该坚持多渠道、全方位筹集资金，保障充足资金，努力提

高防治资金使用效率。监管资金利用过程，完善工作规章制度，

实现专款专用，减少资金滥用问题。

2、加强病虫害监测

针对病虫害实施全面监测、预报能够有效防治病虫害，这也

是病虫害防治中的重要工作。为此，相关管理机构需要积极引

入、利用先进科技手段实施监测管理，增强病虫害监测、预报水

平。对病虫害进行及时发现、连续监测跟踪病虫害发展。从根源

层面顺利解决各种问题，减少病虫害风险，对病虫害源头进行彻

底切断，合理防控病虫害问题发生，促进林木持续发展、安全成

长。

3、创建监测预警机制

针对森林病虫害创建完善的监测预警机制，基于各项制度、

法规、流程，强化森林病虫害管理预警，明确实时监测的重要性，

确保责任机构可以对森林潜伏病虫害进行精准预测，并对各种

隐藏因素进行准确捕捉，科学识别各种病虫害，明确其对森林资

源持续发展影响，设计合理防控措施，确保早期发现，科学防治。

如果尚未形成完善预警机制，将会影响后期防治效果。为此需要

基层及时将所监测采集数据传输至主管部门，联系数据变化做

好病虫害预警，提升监测精准性。全面监管各个造林环节，吸引

林业技术人员积极参与，加强全过程监测、检查、验收，提升森林

防护能力。针对育苗、造林整个过程实施病虫害监测预警，降低

病虫害影响。

综上所述，森林资源作为社会发展重要资源，近几年随着森

林病虫害问题全面爆发，受到整个社会广泛关注，为此需要加强

森林病虫害防治研究。合理应用林业技术进行森林病虫害防治，

改善整个森林环境，促进林区生态实现稳定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246200 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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