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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林木的生长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地域、气候、季节等外

在因素，林木工作者需要在保证林业质量的基础上防治病虫害，

并减轻环境因素的限制，进而达到林木综合效益最大化。经实践

与研究结果得出，利用科学技术的林木栽培技术，会使得林木受

病虫害的影响大大降低，并且生长状况良好，进一步提升了林木

业的效益，对林木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为了实现林业现

代化发展，可以采用科学的虫害防治措施有效地提高树木的质

量，提高树木的抗御力，确保生态环境的稳定。但是，近些年，随

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大量的废气和废水排放对生态环境产生了

极大影响。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是我国有关部门

一直没有攻克的一道难题。虽然我国的林业资源丰富，但是森林

资源保护措施处于初级阶段，随着运输业的迅速发展，森林资源

随之面临着外来病虫害所带来的侵害[2]。为了有效防范外来病虫

害，必须创建相应的预防机制。同时，因为人工林种植面积不断

扩大，为了便于管理和确保种植效果，种植人员往往只栽种一种

树种，这种单一的种植手段如果出现疾病和虫害将极其难以控

制，导致了虫害防治工作始终处于被动状态，无法保证工作质

量，亟待引起林业部门的重视。

1 甘肃省林业病虫危害现状

从甘肃省林业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林业病虫害出现的频

率逐年递增。截止 2021 年底，甘肃省出现林业生物入侵的面积

高达 400 万亩，而病害占比为 15%，虫害比例占比为 50%，可见

病虫害比例高达 65%，随着病虫害面积的不断增加，中度病虫害

损害面积为 100 万亩，轻度的损害面积达到了 200 万亩，重度也

超过了 50 万亩[3]。病虫害已经对甘肃省林业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甘肃比较常见的病虫害云杉叶锈病、杨树

腐烂病、黄斑星天牛、青杨天牛、白杨透翅蛾、油松毛虫、白杉叶

蜂、中华鼢鼠、大沙鼠等[4]。

2 林业病虫害的发生特点

由于虫害和疾病的出现，树木将在大片地区死亡，让其生长

的状态受到严重影响等问题，这不仅会在森林中造成巨大的经

济损失，而且还会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巨大破坏，对林木业的经

济建设产生极大的影响，对生态效益林业的病虫害特点主要有

以下几点。

2.1 传播速度快

林木资源是环境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具有强烈

的自然特征，为病虫害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如果林

木种类相对单一，极可能导致林木地区对病虫害的抵抗力降低，

严重时可迅速威胁片区内全部林木。同时，全球变暖使得从根源

上根除病虫害变得困难。此外，病虫害通常具有很强的繁殖能

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繁殖，尤其是在使用化学药剂后。如果

它们没有被完全杀死，它们会在短时间内完成进化，还会加强它

们的繁殖能力和生存能力[5]。

目前，我国病虫害防治技术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

进展，但仍有大量的化学品用于森林病虫害防治，这种方式在短

时间内的效果非常显著，但是害虫为了适应环境会不断发生进

化，进而对人类使用的药物产生强烈的抗药性，林业的工作人员

如若继续使用同类化学药剂清除害虫，效果就不会如前期阶段

使用的效果显著，所以工作人员必须及时更换化学药物来完成

清除害虫，然而这种靠化学药物来清除害虫的方式仅仅只是在

前期效果显著，过一段时间以后害虫又会发生进化对化学药物

产生抗体，周而复始害虫不断进化，进而治理病虫害的工作难度

会不断提高[6]。

2.2 病虫种类多

近几年，我国林业建设持续加强，林木覆盖率提高，也提高

了林木病虫害防治的难度，大多数森林面积很大，病虫害一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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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会在短时间内传遍森林。尤其是随着外来物种传入我国境

内，使得生态系统的情况愈发复杂，使得病虫害的种类与数目持

续增加，并且外来物种在林区内长期生存对林业的长期健康发

展造成间接或者直接的威胁[7]。

此外，林业病虫害种类复杂多样，目前，我国森林病虫害防

治技术水平较低，防治技术措施的应用针对性不强，难以有效抗

击迅速蔓延的各种病虫害，严重阻碍了林业发展。

2.3 病虫害复发率高

林业病虫害的发生具有高频率、高复发率的特性，在林业病

虫害防治过程中，不能完全消灭病虫害，换句话说，在一轮防治

措施后，由于外部环境的持续不断变化的同时病虫害反复发生，

同时，一些病虫害发生频率高、成灾周期短，会对林业建设产生

重大影响。而且现在的林业部门人工林占了很大比例，但是存在

林木种类太过单一的问题，在防御森林病虫害方面明显弱于天

然林区[8]。

3 林业病虫害的发生诱因

以甘肃省为例，甘肃省位于我国的东南部地区，其在生态文

明建设过程中始终名列前茅。近几年甘肃省为了有效改善当地

的生态环境，加大力度建设林业，而随着建设力度的增加，随之

而来的病虫害问题也严重影响了林业生态系统的建设。首先，甘

肃省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上，不断增加人工造林的面积，人工

造林的面积已经远远超过了野生森林的面积，导致野生的森林

大幅度缩减，林业生态系统内的防御能力降低。第二，因为甘肃

省西北地区长期干旱降雨量少，导致森林内部生物链被破坏，加

剧了林业病虫害的发生。第三，目前甘肃省部分地区林业病虫的

防治措施还不够完善，针对多种林业病虫害的治理工作没有取

得显著的效果，缺乏科学的林业病虫害治理方法，进一步导致林

业病虫害范围在不断扩大[9]。为了进一步了解甘肃林业病虫害的

发生的诱因，本文对此做出了详细的分析：

3.1 气候环境变化

全球气候的持续变暖对我国的气候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

冬季气温上升，春季干旱，夏秋两季突发极端天气，为各种病原

体和害虫提供了越冬、繁殖和生长的条件。一些森林病虫害对环

境的适应性越来越强，导致森林病虫害越来越多，对森林造成越

来越大的危害。

3.2 林业病虫害防治不当

林业病虫害治理和简单的病虫害治理有较大差异，林业病

虫害治理时需要考虑到不同树种的管理模式差异性，找到其有

可能发生病虫害的事件和概率。但是在目前林业病虫害防治过

程中经常出现过量使用农药的现象，这种手段不仅无法对病虫

害起到预防和防治作用，还会使得害虫出现抗药性，导致病虫肆

无忌惮地生长，土壤残留过量的农药则会影响树木的生产环境，

导致树木无法抵御病虫害所带来的侵害，造成大面积的病虫害

爆发。

3.3 单一种植

我国林业工程建设目前仍就在通过人工的模式进行，这种

模式种植手段单一，且缺乏明确的规划方案，选择树种时较少考

虑到周边的环境，对周边环境的生物了解甚少，这也是诱发病虫

害出现的主要原因。

3.4 天然林面积小

从我国林业的发展情况能够看出我国绿化的普及率在逐年

上升，这和人工造林有直接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天然林的面积却

在逐年减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

高速发展，人们对林木的砍伐需求增大，使得原始森林遭到了非

常严重的破坏。随着原始森林覆盖面积下降，直接导致林业系统

稳定性降低，林业系统的平衡性亦无法得到保障，这也是诱发病

虫害的重要因素。

3.5 林业管理方式不科学

管理方式不科学是诱发林业病虫害的一个重要元素，人们

在不断的造林过程中对前期的养护非常重视，一旦林木成年后

便只是单纯的查看，较少有进行后期的养护工作，导致林木后期

的成活率降低，延缓了其生长的速度，降低了林木抵抗病虫害的

能力。病虫害在没有阻止的情况下快速扩散，导致造林的效益性

减弱[10]。

3.6 病虫害的防治难度大

利用人工干预的模式干预病虫害，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

物力，还需要有科学的技术妥善处理病虫害。但是目前因为林业

病虫害发生的诱因复杂性较强，而管理单位并没有完善的管理

机制，管理的规则也不尽相同，导致林业病虫害传播速度较快，

防治的速度无法追赶病虫的蔓延速度，治理过程难上加难。

4.林业病虫害的防治措施

4.1 防治措施

4.1.1 修枝抚育

林业管理时管理人员会给予一定的措施预防病虫害的出

现，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的都是修枝，辅助生长的形式。这种模式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树木有序生长，使得其有足够的养分抵

抗病虫害，同时在修剪的过程中将大量的病虫剔除，使得其无法

进一步传播。

4.1.2 多种树木混合种植

林业建设过程中，若是林木的种类较多，混合种植也是预防

病虫害的手段之一。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简单的林木种植容易

引发病虫害，而混合种植能够减缓病虫害的发展速度，给治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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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争取到一定的时间。

4.1.3 诱杀法。

诱杀大多是以杀虫灯和黄板的形式消杀病虫，通过灯光将

害虫吸引到一处，再通过光的热度将其诱杀，这种方式是林木病

虫害发现初期使用的方式，其操作简单，且成本较低。

4.1.4 隔离捕杀

隔离捕杀的形式指的是将有毒的绳子缠绕在林木上，使得

害虫无法接近林木，或是在接触林木的过程中死亡。与此同时这

一捕杀方式能够保护树木，有效避免树木受到冻害。还有一种隔

离捕杀的方式是涂白剂，也就是将一定比例的石灰和石硫合剂

等涂抹在树干上，让害虫不能接近树干。以上这些手段都是无公

害的防护手段，安全指数较高，且防治的效果相对较好。

4.1.5 天敌防治

天敌诱杀的形式也是比较常见的防控病虫害的方式，例如：

松毛虫有天敌，树农可通过合适的方法招引益鸟，在根源上将病虫

害控制住。这种方式又被称之为生物防治，指的是通过养鸟的方式

让其帮助树农完成对病虫害的防治。例如：有些松树种植户会在种

植松树的周围设立人工鸟巢，让一些益鸟前来居住，不仅可以有效

地防治病虫害，也能按照病虫的生长特点设计不同的消杀方式，达

到高效率消杀害虫的目的，使得松树能够正常的生长。

4.1.6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的方式相对应用比较普遍，是通过农药的喷洒达

到捕杀害虫的目的，降低害虫给林木造成更大面积的损害。这种

农药喷洒的捕杀方式更多地应用在面积较大的病虫害基础上。

化学防治的方式优势在于其操作十分简单，且效果显著，但是缺

点就是会对周边的空气和土壤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且容易进

入到土壤中，生成有毒物质，长期使用会影响林木的健康成长。

因此在林业病虫害防治的过程中，化学防治的手段不会经常使

用，且使用过程中需要控制数量，选择合适的化学药剂和科学的

喷洒方式与数量，增强捕杀害虫效果的同时，最大化减少其可能

会产生的消极影响。

4.2 管理措施

其一，强化防疫的检测工作是保障林木病虫害蔓延的一种

方式，在林木治理时工作人员需要定期地对病虫害进行检测，一

旦发现病虫害及时处理。在病虫害出现前期根据树木的种类不

同，严格监管其有可能出现的病虫害。例如：松材线虫是一种毁

灭性非常强的害虫，松树若是遭到了松材线虫虫害，治愈的几率

较小。松材线虫出现在 8 月份概率较高，8 月份的气温高且气候

干旱，利于松材线虫的生长，患病的松树的生命周期只有 40 天。

可见，松材线虫害的危害巨大，传播速度快，传播途径广，气候环

境适宜的情况下有远距离传播的可能。受到侵害的松树表现为

针叶色变，表现为黄褐色和红褐色，且针叶为下垂状态，树脂停

止分泌。在出现这种病虫害时监管部门就需要及时采取措施，防

治病虫害出现。

其二，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认识到林业病虫害的严重危害，在

开展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的过程中结合相关的政策筹集资金，

将筹集的资金分发给下属的研究单位，通过科技手段和现代科

学防治的理念，研制出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的科技产品。与此同

时，加强对林业病虫害的宣传，发动周边的群众实时监管林业病

虫害，并且宣传林业病虫害和过度砍伐林木的危害。让群众了解

基础的病虫害，一旦出现病虫农害现象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

样不仅可以增强群众对林木的保护意识，还能帮助有关部门监

管林木病虫害，将损失降到最低。必要时可向群众获取防护林业

病虫害的技巧，当地的群众面对常见的病虫害，势必有一定的防

治手段。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甘肃地区还是全国范围内，病虫害已经严

重影响了林木的正常生长。为了有效地预防和防治病虫害，不仅

要结合当地的气候和气温防治不同的病虫害，还要进行前期的

准备工作，选择适合当地生长的林木品种。进而通过科学有效的

管理措施，进一步加强对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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