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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森林覆盖面积大，尤其是皖南地区森林覆盖

率高达 30％，为了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当地逐渐提高了对

于天然林的保护以及对于人造林的建设。因此，在林业病虫害防

治工作中，需要全面考虑当地环境条件及病虫害种类，以便于更

好选择恰当的无公害防治技术，达到控制林业病虫害的目的。

1 无公害防治技术的应用价值

如果要想实现“加强林业生态建设，打造真正绿水青山”这

一目标，林业部门要科学制定森林资源保护方案，科学利用无公

害防治技术，贯彻落实林业病虫害的绿色防治，呈现出最佳森林

资源保护效果。

其一，改善当地林区土壤环境。以往的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

主要采用单一的化学农药治理，已经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土壤污

染、破坏问题。为了改善天然林、人工林土壤环境，就要对林区种

植植被、病虫害的种类进行分析，合理应用无公害技术，多措并

举，共同治理，提高病虫害防治效果的同时，也能有效改善林区

土壤环境，这具有长远的意义。其二，体现生态林业建设价值。现

如今，生态环保理念已经渗透进各行业领域之中，在此背景下，

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也要重视治理效果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

避免出现控制病虫害传染中对林区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因

此，科学运用无公害防治技术完成病虫害预防与治理，既能够保

障防治效果，又能避免对林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充分体现出生态

林业防治工作的落实价值。

2 林业建设中常见的病虫害种类

2.1 虫害种类

为了确保无公害防治技术应用具有针对性，应对当地天然

林、人造林中常见虫害进行分类探讨。第一，介壳虫。此类虫害体

型较小，长期寄生于树木中吸食汁液，造成树叶、枝干枯萎，常规

的防治技术难以取得成果，并且介壳虫繁殖能力极强，极易影响

林业建设进展，所以要重视对介壳虫的无公害治理，避免其对林

业资源造成破坏。第二，天牛。此类虫害多发生于杨树林、松树林

中，啃食林木嫩枝叶，钻进树干形成蛀孔等，造成当地林区植被

大量消减，更是造成林木枯萎病病原虫的传播媒介，如果不进行

有效控制，林区中就会出现多虫害暴发现象。第三，白蚁。此类虫

害多发生于植被根茎，白蚁啃食根茎吸取汁水，如果根茎遭到破

坏，直接影响植被养分传输系统，导致营养物质上传不到，最终

导致植物枯死[1]。

2.2 病害种类

上文对林业建设中常见虫害进行总结，这里侧重于林业病

害种类探究。第一，灰霉病。林业灌木植被生长发育中常见病害，

一旦某一种植被感染灰霉病，将会在短时间内感染附近区域内

同一种类的植被。第二，霜霉病。同属于植物霉菌感染病害，相比

于灰霉病，其更加难以防治，感染病害后极易造成区域性林业植

被大量损毁。第三，软腐病。此类病害多与土壤真菌有关，病害防

治环节不仅要针对病害问题进行防控，还要找到病害成因，从根

源着手治理。

3 林业病虫害无公害防治技术要点

3.1 物理防治技术

3.1.1 工具防控

主要利用害虫的弱点及习性，如趋光、趋色、趋味等特性，采

取针对性强的工具器材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在林区安装间歇

式暗灯、红外线亮灯等，其发光吸引有害生物，如烟粉虱等喜光

性害虫，加强对虫害的防控效果，降低林区虫害影响；在林区放

置雌性激素诱芯，或利用无人机设备喷洒激素，引诱害虫前来繁

殖，可以有效保障大范围区域内林业植物的虫害防治效果；在林

区内安装酱油白糖粘虫板，控制诱杀工具摆放密度，诱导害虫前

来进食等。这些诱杀捕虫工具能够有效控制林区内害虫的群落

林业病虫害防治中无公害防治技术运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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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数量，并且可以反复投入使用，也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

适合在长期性、持续性的林区病虫害防治工作中运用。

3.1.2 物理阻隔

主要是抑制害虫的繁殖和扩散，对林区地表环境进行改造，

将害虫群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达到集中灭杀处置的防治目的。

针对虫害问题频繁暴发的林区地段，沿着该区域一圈布设防虫

网，有效避免该区域害虫扩散、入侵到其他地段，有效控制虫害

危害范围。针对某些害虫在林木枝条上繁殖，可以向树干、枝叶

等部位喷洒杀虫剂，或利用胶带将其束缚，达到遏制害虫活动的

目的[2]。

3.1.3 高温处理

针对有些害虫喜好低温潮湿环境，可以通过增加种子表皮

温度，有效驱除害虫并消灭害虫，起到控制林业病虫害的效果。

同时，也要对种子进行高温处理，通过适当暴晒或高温杀菌等，

清除种子表皮的病菌和虫卵。另外，在播种之前，应当采取高温

消毒方式对林区土壤进行消杀，将埋藏在土壤中的病菌和虫卵

清除，起到良好的病虫害防治效果，保障林木生长发育健康。

3.1.4 物化混合

通过运用物理手段对化学药物进行二次加工处理，并利用

喷洒器材进行药物施加，从而起到病虫害防治效果。例如，风送

式静点喷雾技术，利用大气压强将液态药剂填充进发生器中，通

过高速旋转、对接电极等处理方式，将其转化为富有正负电极的

雾滴状态，并利用高速气流形成二次雾化，令雾滴沉降在林区植

被表面，能够有效提高化学药剂的渗透性，降低林区生态环境污

染问题。

3.2 化学防治技术

3.2.1 药剂选择

应当针对具体病虫害防治对象，了解和掌握其特性，从薄弱

点下手，选择针对性强、污染性低的化学药剂，并严格把控好化

学药剂的浓度、成分等，做到安全用药，避免出现防治林业病虫

害而导致发生药害现象，从而实现高效的病虫害治理。同时，需

要定期更换所使用的化学药剂，避免长期使用同一类型药剂导

致病虫害产生抗药性，所以可以对波尔多液、石硫合剂、杀菌剂

等进行轮换使用或混合应用，对林区内多发性、广泛性病虫害问

题进行全面根治，进一步提升生态化学防治工作效率。

3.2.2 精准施药

在实际工作开展前，利用先进的遥感装置对林区内所暴发

的病虫害品种、数量、范围等展开实时监控，结合数据分析结果，

遵循精准施药原则，实行一次到位、少量多施方法对病虫害高发

区进行精准喷洒，进一步降低化学药剂对林区中林木、植被等的

危害性，从而达到有效预防与治理该区域病虫害的目标。

3.3 生物防治技术

3.3.1 天敌防控

天敌防控是依据自然界生态链特性，在林区内养殖害虫天

敌，利用天敌捕食害虫实现对害虫数量的有效控制，既能保证林

业资源物种多样性，也能够实现无公害防治目标。其一，益鸟。借

助啄木鸟、灰喜鹊等鸟类对天然林、人造林区域中的害虫进行捕

食，以此来稳定林业生态平台。在此期间，需要合理引进益鸟，做

好巢穴安置工作，确保其在林区内繁衍生息。其二，昆虫。依赖于

不损害林木、植被的昆虫进行天敌防治，能够有效抑制虫害滋生

和扩散，比如培养赤眼蜂用于松毛虫的治理，最大限度上减轻对

生态环境的污染。

3.3.2 生物药剂

从生物学层面来看，利用纯化技术研制出的一种生物药剂，

既能丰富林业病虫害防控方法，又能有效控制林业病虫害暴发。

由于其具有较强的挥发性，使其难以在大气中残留，不会对天然

林、人造林中的生态系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并且能够适应生态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现如今，在林业病虫害治理过程中，大规模

引进生物药剂，比如苦烟乳油、苦参碱等。但若想提高其利用效

果，还需要不断进行技术改良，逐渐提升其生产效率，并克服目

前所面临的问题[3]。

3.3.3 微生物防控

利用微生物对病虫害进行治理，既能保证病虫害防治效果，

也能够减少土壤污染问题，可见微生物在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

中的应用优势。其一，利用微生物天敌对真菌、线虫等进行预防；

或利用寄生蜂、寄生蝇对蚜虫、白粉虱等进行控制。其二，如果林

区中出现蚜虫、天牛等虫害时，为了避免害虫传播细菌、病菌等

病害，可以利用微生物杀虫、杀菌药剂进行预防治理，彻底消除

病虫害暴发根源。其三，针对遭受虫害、病害的林木、植被，为了

确保预防和治理后植物的存活率，应当重视微生物调节剂的应

用，对出现问题的植物进行养护处理。

3.4 营林防治技术

3.4.1 育苗工作

在林业病虫害无公害防治中，幼苗培育工作发挥着重要作

用。由于幼苗期其抗病虫性较差，加之苗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时

期，所以要注重这一环节的防控工作，对幼苗进行有效管理。对

此，需要选择土壤优良的苗圃地，做好种子处理，增强其自身抗

性，合理施加肥料和水分，确保幼苗健康生长。同时，需要加强苗

圃的卫生管理工作，对土壤进行彻底消毒，及时清除苗圃内的患

病树苗，从根本上消除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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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造林工作

需要结合当地气候条件、土壤养分、水分状况等，通过全面

调查和资料分析，确定最佳栽培对象，进一步增强生态林业工程

建设的科学性。鉴于单树品种的人造林对病虫害的抗性较脆弱，

因此要合理选用绿化植物，不断填充人造林区域中的植物品种，

为生物繁衍生息提供支持，有助于稳定林业生态系统平衡性。另

外，在提高林木抗病虫性的前提下，还要根据不同条件进行筛选

和分析，选择适应性强、抗病虫性强的林木品种。

3.4.3 抚育管理

由于林木生长周期较长，所以在造林结束后还要进行抚育

管理，如施肥、灌溉、除草、病虫害治理等，以此来确保林木正常

生长发育。其一，贯彻落实封山育林措施，建立健全生态体系，强

化造林后林木自我调节能力和控病虫害能力；其二，做好苗木抚

育管理，定期对人造林区域进行巡查，清除病枝、枯枝，并对这些

枝叶进行集中销毁或深埋土壤中，切断病虫害传播途径，预防其

扩散和蔓延；其三，合理控制施肥、浇水量，保证林木生长发育，

减少林业病虫害暴发率[4]。

4 无公害防治技术在林业病虫害防治中的运用措施

4.1 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机制

需要结合当地林业建设实际情况，科学构建林业病虫害防

治体系，能够有效避免出现大面积病虫害暴发问题。第一，防治

人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技能，认真履行病虫害早期预防工

作职责，可以有效防控林业病虫害，并确保其工作的科学化。同

时，还要全面了解当地林业病虫害的品种类型、发病规律，以及

林木生长情况等，并对其进行实时监测。第二，防治人员应当坚

持灵活应变原则，积极主动与有关单位交流沟通，吸取其他地方

的成功做法，不断改进和优化林业病虫害防控计划，以此来达到

动态调控的目的。第三，在林业病虫害暴发初期，应当及时采取隔

离等措施，利用物理阻隔法抵御病虫害扩散，保障林木正常生长。

4.2 加大林木检疫防范力度

在开展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过程中，有关单位需要做好林

木检疫工作，并将所制定的各项管理办法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

中去。在日常管理中，应当高度重视苗木的选育和检疫，加大力

度选用具有较高适应能力和抗病能力的优良种质。同时，也要采

用混合种植方法，通过选用不同的林木，克服人造林区域树种单

一问题，并为造林林木营造良好的生长条件，克服病害对其健康

生长的不利作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病虫害的蔓延，也能有效避

免病虫害的大规模暴发。

4.3 提高植物抗病虫害能力

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是一项长远性、持久性的任务，应用无

公害技术完成病虫害防治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为了全面提

升无公害防治效果，技术应用后应当关注林木抗病虫性的研究，

做到从根本源头上控制，提高林木植被自身抗性，严格控制林木

病害感染程度，避免过量使用化学药剂。一方面，合理利用林业

资源管理完成病虫害预防，重视林业资源整体规划，在技术指导

下有效预防病虫害，并对已经发生病变的林木进行处理，确保大

面积区域内不受影响；另一方面，应当侧重于病虫害耐受力和抵

抗力角度分析，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不断提升林业林木植

被的抗病力，从而实现全方位的林业病虫害预防和治理[5]。

4.4 加强无公害技术的培训

在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中，需要大量专业技术型人才的支

持，并要灵活运用无公害防治技术，才能确保最终工作取得成

效。在此期间，林业部门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增加防治经费，根

据无公害防治技术，定期开展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活动，指导林

业人员按照技术规范、标准等，有序落实物理、化学、生物及营林

等病虫害防治，避免因采取农药防控，导致林区出现严重的药害

问题。同时，针对部门内的技术人员，也要适当召开技术交流研

讨会，与其他地区林业部门中的技术人才一同交流无公害防治

技术应用经验，学习先进病虫害防治技术等，进一步促进林业部

门各类型的病虫害防治技术融合应用，为今后林业发展建设作

出更大的贡献。另外，也可以适当开展部门内宣传教育，逐渐提

升林业人员的无公害防治技术应用意识。

综上所述，当前病虫害问题已经成为始终困扰着生态林业

建设与发展的问题。林业部门要充分意识到绿色环保发展的重

要性，积极运用无公害防治技术，从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

治、营林措施这四方面进行深入探究，确保林业生产正常进行。

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机制，不断加大林木检疫防范力

度，促进植物抗病虫害能力得以提升，为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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