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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与推广探讨
刘燕峰

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山东寿光　262700

摘　要：有害生物防治为林业发展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可直接决定林业树木生长情况，继而影响林业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因此应结合林业发展现状，逐步提升有害生物防治水平，尽可能降低有害生物威胁，为林木生长发育营造

良好环境。但经实际调查分析后发现，现阶段林业对有害生物的防治仍存在一定不足，形势依旧严峻，需更新防治

理念及手段，全方位保护林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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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进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过程中，需根据我国当前

林业有害生物的发展趋势，对即将暴发或者已经暴发的

病虫害程度加以确定，之后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判断，

确定防治方案，进一步提升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效果，改

善生态环境。

1我国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现状

有害生物对于我国林业危害是持续的，目前我国出

现的关于林业有害生物高达8000多种，不仅存在于森林

中，荒漠和湿地生态系统中也普遍存在，有害生物对于

林业的危害性，让我国成为世界上林业生物灾害最严重

的国家。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加速开发

经济，不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导致外来的有害生物种类

明显增加，入侵的速度成倍增长。例如，松材线虫，这

种有着极大危险性的有害生物在我国出现以来，已经扩

散到我国16个省（市、自治区），多达200个县城，导致

松树的死亡高达7亿多株，间接性毁灭松林多达50多万

hm2，传播速度非常快，对南方3000多万hm2的松林威胁

巨大。再如，美国白蛾，首先在我国辽宁省丹东市被发

现，再到完全扩散，后来从山东到天津再到河北，最后

传入北京，对北京的生态环境和园林造成严重威胁，导

致死亡林木达到2亿多株[1]。

林业有害生物对我国林业的危害一直存在，严重制

约和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年均林业有害生物

发生面积达1000万hm2，直接造成国家和人民经济总损

失高达数百亿元。西方极端国家利用我国林业的有害生

物的情况，设置国际贸易不合理条款，直接限制我国林

业相关产品的出口，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

2生物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2生态环保效益不佳

喷洒化学药物为现阶段主要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方

法，这类方法在控制部分林业虫害蔓延中表现出色，但

同时也存在较大的副作用，如对林木造成伤害、提升害

虫耐药性。很多化学药物存在放射性和腐蚀性，可能对

林木根系、树干、叶片的植物组织和表皮细胞造成损伤，

并且在大量使用化学药剂后，经生态选择后存活的林业

有害生物均具备较强抗性，会导致未来药剂使用失去效

果。为解决生态环保效益不佳问题，生态环保的综合生

物防治近年来开始引起业界重视，但受到投入不足、技

术不成熟、经验缺乏等因素影响，环境友好型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措施并未在我国林业领域得到普及。

2.2防治技术落后，缺乏创新性

当前我国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手段相对落后，资金

和人才的缺乏也导致在防治技术层面一直未有较大的突

破，这些都阻碍了林业建设的发展，延缓了林业经济的

提升。随着全球气候和环境要素的变化，病虫害暴发呈

现越来越难治的趋势，传统的防治手段已无法有效的解

决全部病虫害问题。

2.3预防监测环节不合格

为有效防治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部门的建立健全极

为关键，该部门在落实预防措施、提供技术指导方面能

够发挥积极作用，但现阶段部分地区的林业机构在相关

方面存在欠缺，对落实预防措施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在监测环节，监控工作力度不足、林业人员缺乏重视的

情况较为常见，使得监控工作未能有效落实并发挥效果，

这与科学性不足的监测点、高素质人才和专业监测设备

缺失存在直接关联。若监测点的位置选择合理，林业有

害生物的发生就能够及时、准确地被预测，但受到监测

点设置全面性不足的影响，相关问题往往无法及时被发

现，这会导致林业有害生物快速扩散，治理工作受此影

响也无法及时开展。专业人才、设备直接影响林业有害

生物预防及监测效果，但受到经济等因素限制，先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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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优秀人才缺失的情况存在于很多地区的林业部门，

由此对林业有害生物预防监测造成的制约必须设法解决。

2.4社会化重视程度不高

对林业有害生物危害认识宣传力度不够，社会重视

程度不高，没有形成人人防控的氛围，老百姓对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非常陌生，知晓率很低，大多数人认为一点

小虫子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等到有害生物大发生了，

给人们生活带来麻烦时才开始重视防治，这样费时费力，

投入又非常大，而且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困扰，给生态

环境带来极大隐患[2]。苗木经营企业及涉木企业对外来

入侵有害生物不重视，随意从疫区偷运苗木木材，异地

开证调运，他们只看到了当前的利益，没考虑到整个生

态发展，造成林业有害生物入侵。

3生物防治技术改进的方向

3.1提高天敌繁殖技术水平

为了增加林区防治面积，进一步扩大防治范围，要

提高天敌繁殖技术水平，增加天敌数量。例如周氏啮小

蜂、赤眼蜂、管氏肿腿蜂等寄生蜂对美国白蛾、松毛虫、

天牛等害虫都有明显的防治效果，寄生蜂成虫将卵产在

寄主的卵内，会影响寄主孵化。寄生蜂的寄主范围比较

广，400多种害虫都是寄生蜂的寄主，应用寄生蜂防治

害虫已经成为生物防治的主要措施之一。在应用过程中，

要选择适合当地气候、环境条件的优势寄生蜂，提高繁

殖数量，控制害虫的蔓延。

3.2拓展资金筹集渠道

资金是限制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开展的关键因素

之一，为解决现有资金局限现状，需积极拓展资金筹集

渠道，以“经营防治一体化”为原则，要求相关主体积

极自筹资金，不再被动等待资金拨款，使相关单位明确

财政拨款仅为辅助性资金，不可过度依赖。例如：可结

合林区林木长势进行间伐，运用间伐林木创造收益，以

此获得资金支持；由于间伐林木有限，还可接受外部聘

请，为园林等非林业产业提供有害生物防治咨询服务，

以此获得额外收益。除此之外，应加强林业预算编制、

执行与审计工作，建立有害生物防治专项款，做到专款

专用，以此确保有害生物防治工作顺利推进[3]。

3.3加大检疫执法力度

每年对辖区内的苗圃地、林地进行逐块调查、逐块

登记，做好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摸底工作，对有病虫害发

生的地块及时与育苗户签订除害通知书，要求农户及时

进行防治并跟踪检查防治效果，确保疫情及早得到遏制；

对有病虫害发生的公有林地及时汇报主管部门做好防治[12]。

做到对有害生物早发现、早处理，将其消除在萌芽阶段。

对调出的苗木及涉木制品严格进行检疫，做到证货相符、

车证相符，无检疫性有害生物才可签证；对调入本县境

内的苗木、木材、涉木制品进行实时跟踪，强化复检，

发现带疫货物及时进行除害处理，让有害生物防治不留

死角。

3.4技术创新

以往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最传统的手段就是采用化学

手段，如喷洒化学药剂等。这种方法虽然短期内会使得

病虫害的危害有所减轻，但长此以往会给林木的生长带

来一定的损害，甚至会使得虫害产生一定的抗药性，不

利于未来防治工作的进行。因此，在制定林业病虫害的

防治方案时要注意引入创新观念，转变防治的思路和方

法，不断改善防治手段，增加生物防治的占比，更为有

效的治理林业有害生物[4]。

4生物防治推广措施

4.1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森林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植树造林是一

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害虫对营林建设危害很大，如果

只是单方面推广植树造林活动，而不注重对有害生物的

防治，就可能造成营林速度缓慢甚至大片林木死亡，影

响造林成果。因此，要处理好营林和护林的关系。坚持

“可持续控灾”的治理理念，对有害生物和天敌进行监

测，通过生物防治、抗性品种的应用等综合手段对森林

生态系统进行科学调控，促进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4.2加强技术创新

在推广植保新技术时，应对现有技术存在问题，进

行不断完善，经过实际操作后，再向群众推广，保证使

用时不出现问题。不断的与当地的农民进行交流，增加

交流方式，可以采用乡村广播，每天进行技术讲解，当

地电视台增设播放植保技术内容，并设置重播，保证农

民进行观看，也可采用咨询平台，村民可以通过面对面

或微信群，及时与专家沟通，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多听取群众意见，了解内心想法，使工作顺利开展。现

如今，无人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如电视剧拍摄、景点

宣传等。在农业工作中，无人机技术也愈加广泛，可用

于播种、监控农作物生长情况。通过对无人机内部设置，

能准确、高效地把种子播到田地里面；在家就可以通过

无人机监测植物生长，节省时间[5]。

4.3加大宣传力度

政府应该把主要工作放在提高植保技术的认知上，

注重宣传工作，做到让相关工作人员都能了解、认识到

技术对林业的重要性，不仅能防治病虫害，还能增加产

量，提高收入。现如今，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消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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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政府可采用此方法进行宣传。

第一，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建立微信公众号，让每

个人都关注，不定时发一些文章，也可以村为单位建立

微信群，发一些相关视频方便了解，村民可以在里面发

一些问题，及时进行了解和沟通。第二，乡镇政府与各

个村委会合作。向村民展示农业技术田地使用方法，能

够直观地观察并进行对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新技

术得到认可，认识到其中优势。第三，定期在村委会授

课。请专业人士向村民讲解，村民和老师能够进行面对

面交流，了解心中疑惑和担心问题，使村民的疑惑能够

得到解决。或在网络平台直播，保存直播回放，增加学

习兴趣，也能随时随地进行学习[6]。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相关部门一定要结合这种情况做好林业

的防治工作，在林业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要同步进行，

通过不同的防治手段来促进林业生态环境的发展，更好

地对我国整体生态环境进行有力地保护。

参考文献：

[1]温旭丁,钟英高.林业生态建设中有害生物防治策

略浅析[J].现代园艺,2021,44(12):32-33.

[2]吴晓明.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现代园艺,2021,44(12):36-37.

[3]吴萍.林业生态环境建设中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存

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21(12):137-138.

[4]张稳,张坤园.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与营林生产

管理探讨[J].种子科技,2021,39(9):85-86.

[5]李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及在林业生态环境

建设中的作用[J].乡村科技,2020,11(36):62-63

[6]刘武.营林技术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中的应用探

究[J].风景名胜，2019（11）：352-3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