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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在林业育苗中实践应用探究

范彩霞

卓尼县林业技术综合服务站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 747600
摘 要：近些年来，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在林业育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保障育苗质量方面收获了良好的应用成效，为我国林业

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要想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的优势作用全面发挥出来，就要对这一技术展开深入研究。本文章主要对

当前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这一技术的应用优势与应用要点，并提出了几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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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est control technology in forestr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seedling cultivation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en

suring the quality of seedling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stry economy. However, to fully utilize the advantages

of pest control technology in forestry, in-depth research on this technology is necessary.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pest co

ntrol in forestry, elaborates on the advantages and key points of this technology's application, and proposes several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pest c

ontrol work in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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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业育苗工作中，所涉及的工作内容是非常多的，其中，

最为关键的一项工作就是有害生物的防治，这对于育苗质量来说

能够起到有效的保障作用。而从当前育苗工作的有害生物防治来

说，仍然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亟需解决，对于防治工作的开展以

及育苗质量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下面，笔者带领大家就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技术在林业育苗中的应用问题、应用要点等方面展开

探究。

一、林业育苗中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问题

（一）有害生物预警体系建设落后

在当前的林业育苗工作中，对于林业有害生物的预警体系建

设还不够完善，因此工作人员并不能及时发现其中的问题，在第

一时间做出应对措施。从当前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来分析，诸多

地区采用的有害生物防治手段以人工为主，所以就需要在有害生

物的防治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是仍旧无法在有害生物萌生的

第一时间进行迅速做出反应，并且很难将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

总结、整理，并上报。即便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有害生物的存在

与危害，也会因为信息传达不及时而对有害生物的防治工作造成

困难[i]。

（二）有害生物防治协调机制不全

从林业部门的内部情况来分析，无论是育苗的管理还是生长

期间管理，林业工作人员都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职责与义务，从表

面上来看，林业管理工作的开展是职责清晰、任务明确的，但是

从本质上来看，往往存在各部门之间沟通协作不强，更为在意自

身所在部门，对于其他部门的工作关注较少，因此有害生物防治

工作在实际开展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从当前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形势来看，各部门的协调机制建设还不够完善，这严重限制了

生物防治技术的优化与发展[ii]。

（三）有害生物方式技术更新缓慢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的进步奠定了

基础，但是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进行过程中，仍旧更为侧重

传统的防治方式，对于新型防治技术的研究与投入相对较少，因

此就造成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严重浪费。基于这一问题，主要原

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防治技术人员队伍建设不足，先进

的新型防治技术在林业育苗工作中的应用因受到防治人员学习能

力不足而受到限制。另一方面，诸多新技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

中，需要对当前的设备进行更新，还要具备充足的资金支持。但

是从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部门经济状况与设施建设情况来看，仅

凭借政府的支持是很难完成防治技术引进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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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在林业育苗中应用优势

（一）林业有害生物化学防治技术应用

林业育苗过程中面临的生物类型是非常多样化的，只有合理

采用有效的防治技术才能够达到良好的防治成效，而在林业有害

生物的防治中，化学防治应用最为常见且效果更为可观，而当前

林业育苗过程中所采用的有害生物防治手段也基本上都是化学防

治。但是，从经济角度上来看，化学防治技术的在实际应用的过

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iii]。并且，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分析，

如果不能对用量进行合理性的把控，还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

一定程度的污染。就拿药品的空气传播来说，药物分子随风飘散

非常容易被人们误吸，从而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最为重要的

是，化学防治手段在防治害虫的同时也会影响益虫的生存，因此

非常容易破坏林区的生态平衡。因此，在使用化学防治技术的过

程中应当对用量和用法进行严格把控，在保障树木健康生长的同

时，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二）无公害防治技术

在林业育苗的过程中，有害生物的存在会对其产生较大的影

响，因此就需要加强对有害生物防治技术研究与重视，以此来为

林业育苗过程中有害生物的防治工作质量提升提供保障。无公害

防治技术同样是一项非常有效的生物防治技术，这一技术在林业

育苗中的应用不仅能够降低有害生物林业造成的负面影响，还能

够显著降低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概率。在林业育苗工作当中，常

用的无公害防治技术主要在于微生物防治以及昆虫防治，并且能

够在实践应用中达到十分突出的效果。在应用这一技术进行有害

生物的防治时，首先要对有害生物的诱因进行分析，并适当引入

虫害天敌，从而实现对有害生物的防治。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微生物防治技术在林业育苗中的应用也愈发广泛，

这一技术主要是借助于微生物的繁殖来达到对有害生物进行抑制

的目的。而这一防治技术在林业育苗中的应用还能够在达到防治

目的基础上，很好地维护生态平衡。

（三）物理防治技术

在林业育苗过程中对于有害生物的防治更多的是依赖物理防

治技术，这也是最为绿色的防治手段，并不会对林区的生态环境

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其中最为广泛应用的一种物流防治技术就是

涂白，这不仅能够起到有效的害虫防治作用，还能够显著降低寒

冷天气对于小树苗的负面影响，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物理防治技

术在实际应用中并不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另外，诱虫灯这一设

施在害虫防治中也多有应用，而这一物理防治手段同样能够显著

提升林业的育苗质量。

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在林业育苗中的实践应用

（一）抗虫育种

昆虫的繁殖对寄生植物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因此在抗虫育种

工作开展过程中，相关工作者就要基于林木的特点进行的深入分

析，可以在林木中注射相应的化学物质，以此来促使的林木中适

应害虫的特点出现变化，以此来达到抑制病虫害繁殖的目的，最

终实现在根本上消灭病虫害。

（二）育苗防治

苗圃具有一定的隐秘性特质，因此非常容易出现地下害虫的

衍生，对其造成严重的危害。要想对苗圃中的地下害虫进行有效

防治，就要对苗圃的土壤环境进行做出优化调整。首先，在开展

育苗工作前应当对土壤情况进行考察，对于病虫害严重的区域要

运用适量的化学药剂进行处理。其次，在进行播种工作前应当对

种子进行消毒处理。最后，在进行种植的过程中应当对苗木进行

严格筛选，只有优质的苗木才能够出圃种植[iv]。

（三）物理防治

1.人工捕杀

对于害虫聚集的区域或者假死性害虫等部分害虫防治，可以

采取人工捕杀的方式来进行防治。也就是在对感染虫害的树木进

行清理之后，还要通过有效的处理措施来避免害虫感染范围进一

步扩大。常见的处理措施有焚烧和熏蒸等等。而在对感染树木进

行清理之后，还要进行新树的补充，在此过程中，应当尽可能选

择具有高度抗逆性优势的树种，以此来促进林区树木的多样化发

展。

2.阻隔法

阻隔法是指人为设置阻断害虫传播的障碍，从而达到根治害

虫的目的。其中常见的几种阻隔法，主要有涂环法和障碍法两

种。首先从涂环法的应用来说，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对害虫的生理

习性进行全面性了解，并在树木的下端涂刷相应的涂环或者胶

环，而在害虫经过这一位置时就会被粘连，因此就会被彻底消

灭。障碍法主要应用于没有翅膀且需要通过树干爬到高处产卵的

害虫类型。详细上来说，就是在树干的中间位置缠上塑料，或者

其他材料，阻断害虫通过树干上树的途径，从而将其彻底消灭。

3.引诱灭杀法

引诱灭杀法在林业育苗中的应用主要有光照诱杀、食物诱杀

以及饵木诱杀等三种手段。首先从光照诱杀来分析，工作人员需

要对植物的向光性这一生活习性进行全面了解，并根据其对光照

的敏感度，来在广阔的区域设置不同颜色、不同亮度的灯光。食

物诱杀也就是在害虫喜爱的食物上涂抹毒剂，吸引害虫主动食

用，从而达到诱杀的目的。饵木诱杀主要是指害虫十分喜爱在被

伐树干上产卵，因此工作人员可以在这部分害虫的产卵季节准备

饵木，吸引害虫的聚集，并将其一并消灭[v]。

（四）生物防治

1.以虫治虫

这一治理方法也就是指根据食物链相生相克的道理，适当引

入害虫的天敌。这一防治措施主要有三种：其一，人为增加害虫

天敌的数量，为这部分天敌昆虫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待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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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长成后投放至林间。其二，运用树种混交的手段，来为天敌

昆虫提供相应的食料。其三，引入其他品种昆虫，转变现有的昆

虫种群结构[vi]。

2.引入有益昆虫

适当引入鸟类和青蛙，并为其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也能够

起到有效的消灭昆虫的效果。

（五）化学防治

在害虫较为集中的区域，根据不同病虫害的特点，选择相应

的化学农药进行防治，而在喷洒药物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降低化

学药物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在使用化学药剂进行害虫防治

时，还要选用交替使用的方式，避免有害生物逐渐形成抗药性，

影响防治效果。

四、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建议

（一）建设完善的有害生物预警体系

要想促进林业育苗中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发

展，就要对有害生物进整体性的监察，同时还要保障监察工作的

准确性、及时性、全面性。构建全面覆盖的、上通下达的有害生

物预警网络。形成专人管理有害生物预测、制定有害生物针对性

防治措施、定时定点、每日监测的有害生物防控体系，并针对于

有害生物的聚集区进行多组检测，同时将不同区域、不同时间的

检测任务与检测责任落实到人，以此来督促工作人员积极、认真

开展工作监测工作，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vii]。

（二）梳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机制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对有害生物防治技术的宣传与培训，

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树立生态文明的意识。同时还要基于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相关的法律条例进行积极宣传，鼓励其他部门

的林业工作者也主动参与进林业育苗过程中的有害生物的防治工

作中去，提升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三）增强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的推广

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的推广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首先，积极贯彻落实生态林业的概念并大力发展，不仅要

落实生态保护的措施，还要根据林区生态环境以及气候、土壤因

要素的特点来培育适合其生长的树木品种。可以采取混交林的种

植来等的实现林业的集中经营，保障不同区域的林业环境都能够

落实有害生物的防治工作，在有害生物萌生的早期阶段应用有效

的防控技术来避免有害生物的进一步扩张[viii]。其次，应进一步加

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投入，广泛应用无公害的药械监测技术，其

中包含喷烟机以及喷粉喷雾机械等等。最后，还要根据有害生物

的治理目标以及有害生物的实际情况，对农药进行合理性应用，

尽可能选用污染程度较低、毒性微弱的农药，避免因农药使用而

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另外，还可以尽可能调整用药的种

类以及用药的混合配方，避免有害生物在长期用药下产生抗药

性。

（四）加大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的投入

资金扶持是保障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广泛应用并进一步发展的

根本保障，因此要想提升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质量，就要进一步

拓展资金引进的渠道，将生物防治工作的资金成本投入作为财政

预算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不间断开

展提供资金支撑。除此之外，还要转换有害生物的防治策略，从

被动防治转变为主动预防，与相关部门达成紧密联系、团结协

作，壮大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人员队伍，从根本上切断有害生物的

传播途径。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林业育苗中有效应用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技

术，是保障育苗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而只有立足于防治技术的

创新发展，在不同的情形下应用多样的育苗技术，才能够保障林

业育苗阶段防治工作开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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