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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建设与发展，不仅能够有效增加绿化面积，提高
森林覆盖率，同时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也
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目前在林业建设与发展过程
当中受到的影响因素还比较多，尤其是林业有害生物时有
发生，严重阻碍到林业的健康发展，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越发凸显出其重要性，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不仅对于
林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还关乎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一、林业生物灾害类型
就林业有害生物而言，具有周期性、渐变性与累计性

的特征，同时还具有可预测性、可控性以及不可避免性等
特点。就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源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四种类
型：分别为昆虫、植物、野生动物以及畜禽等。目前，在
林业生产建设过程当中细菌、病毒、线虫等各种林业植物
病害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因此结合灾害源的不同，又
可将林业有害生物灾害进行五个类型划分：第一，由各种
病原微生物，如病毒、细菌、真菌、线虫、支原体等引发
的植物性病害；第二，由各种昆虫、螨类引发的虫害；第
三，寄生性种子植物和入侵植物导致的植物害；第四，鸟
类与动物导致的鸟害与动物危害；第五，啮齿动物引发的
林业生物灾害。

二、林业生物灾害发生的原因
（一）气候变化及环境污染
由于气候变化和环境因素影响，导致有害生物与其天

敌种群也出现了巨大改变，同时受持续暖冬天气影响，导
致各种害虫滞育期缩短，造成的危害时间延长，而且虫害
世代重叠，越冬虫态死亡率出现明显降低，增加害虫越冬
基数，害虫的暴发流行，引发的危害面积不断加大。尤其
是化学药剂不规范或大量应用，导致有害生物天敌数量出
现明显减少，食物链发生断裂，这些使得林业有害生物呈
现不断上升趋势，加重林业有害生物的暴发流行，加重对
林业的危害程度。

（二）景观破损与生物多样性减少对森林昆虫和微生
物区系造成较大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人为活动在林区当中越加频
繁，再加上天然林退化或者破坏问题，导致很多低劣林
相，林分残次片段化林区出现，景观破损使得自然调节机
制被破坏，增加森林生态系统不稳定性，更严重破坏生物
多样性，引发森林生态环境出现较大恶化，更降低林区天
敌、益鸟和害虫致病微生物数量不断下降，很难有效制约
林区各种林业有害生物，导致林业有害生物发生趋势越发
严重。

（三）林分单一，为林业有害生物提供了优良的生存
环境

森林生态系统在多年发展历程当中，其结构出现了巨
大改变，特别是天然林破坏十分严重，有些残存的天然林
主要在边远地区山区分布。同时，虽然近些年来不断扩大
人工造林工作，使得人工林造林面积逐年扩大，人工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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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面积逐年扩大由于应用单一的造林树种，物种与结构非
常简单，基因窄化，导致林区生态环境越发脆弱，抵抗病
虫害的能力不强，导致林区病虫害时有发生，而且危害面
积而逐年扩大。

（四）生物入侵破坏本土生物多样性
当前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国际贸易日趋频繁，这给检

疫检验工作带来巨大难度，使得林业有害生物入侵、传播
以及扩散风险逐渐增加，有害生物入侵之后快速的繁衍，
对森林林木造成巨大危害，还严重影响到生态环境。而且
目前我国现已成为遭受外来生物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通过相关统计发现，现如今入侵我国的外来杂草达到
107 种和 32 种外来害虫以及 23 种外来病原菌。由于大量
的外来生物入侵，使得生物多样性受到很大影响，更危害
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尤其是美国白蛾、松材
线虫每年造成的森林危害达到 150 万公顷，更可能导致经
济、生态与社会效益受损。

三、当前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临的严峻形势
现如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形势还非常的严峻，

具体表现在：一是伴随森林面积不断扩大，有害生物寄居
面积呈现快速增长，造成的危害越发严重，防治林业有害
生物难度日趋加大。二是林业有害生物种类越来越多，在
防治过程当中，必须要充分结合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类型，
对相应的防治措施进行选择，才能保证防治效果，减少危
害。三是很多以林业有害生物造成的危害日趋加重，同时
也有一些林业有害生物还存在巨大的潜在危害。四是部分
有害生物为变异物种，防治难度较大。而且防治这些有害
生物过程当中，长期不规范的应用一些化学药剂，使得有
害生物抗药性不断增强，虽然经过防治得到很大控制，然
而重新暴发之后，彻底清除更难。五是随着我国林业贸易
日渐频繁，导致林业有害生物传入概率不断加大。另外，
林业有害生物的日常监测与巡查检查工作力量主要依靠基
层护林员，而基层护林员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低，对林业
有害生物识别度不高，仅对一两项林业有害生物，如松材
线虫病等有所认识，并且乡镇及县级林业病虫害防治机构
小、人员少、监测巡查区域大，造成林业有害生物日常监
测防治等不及时，这些问题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

四、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目前人们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日渐重视起

来，也不断扩大造林面积，但在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方面还
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政府部门未将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工作提上日程，同时由于管理制度缺乏，导致各
项措施不能认真落实，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顺利实
施造成巨大影响，更降低防治成效。

近年来，气候变暖趋势越发严峻，频繁发生的自然灾
害，给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也带来很大难度，外来有害
生物入侵数量日益增多，危害面积还在逐渐扩大，致使大
量林木出现死亡，加重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难度。

虽然林业部门为了防治林业有害生物，进行相应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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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构建，然而在实际落实工作当中缺乏灵活性，很难与
外界环境充分结合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防治，降低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成效。

五、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方法概述
近代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就是化学农药史。人工合成

DDT在 20 世纪 40 年代问世之后，相继出现了有机磷，氨
基甲酸酯类农药，在防治害虫方面这些化学药剂应用非常
普遍，但是长时间以来，不规范、不科学的应用化学药剂
进行防治，不但很难使林业有害生物得到有效防治，加重
害虫抗药性，更甚者破坏生态环境平衡。而且很多有益生
物在大量农药应用过程当中被杀死，致使很多害虫自然控
制能力失去，次要害虫转化为主要害虫，发生面积越来越
大，危害日益加重。随着人们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认
识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认识到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不能仅
仅利用单一的方法进行防，应当结合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情
况采取综合性的防治措施。

（一）化学药剂防治
化学防治就是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过程当中，运用化

学药剂进行防治，这种防治方法不仅效果明显，而且见效
快，时常可以短时间内对一些发生面积较大，危害严重的
病虫害及时防治。然而这种防治方法也存在很大缺点，化
学药剂毒性大，会对天敌造成很大伤害，长时间的应用还
会加重害虫抗药性。所以今后在防治林业有害生物过程
中，应当重视无公害药剂应用，提高防治效果，减少危害。

（二）物理防治
对于物理防治方法而言，主要有捕杀、诱杀、高温处

理以及阻隔法等。如在防治林业有害生物过程中，根据害
虫具有的趋光性可运用高压汞灯、黑光灯、荧光灯进行防
治，灯光诱杀方法，由于不应用化学物质，杀虫效果较
好，又不会污染环境，还能减少开支，所以这种方法深受
人们喜爱。

（三）生物防治
对于广义层面的生物防治而言，主要有捕食性或寄生

性天敌防治，同时还包括微生物源、动物源以及植物源农
药与昆虫信息素、昆虫生长调节剂等。生物防治方法在防
治林业有害生物过程当中，不是运用广谱性的化学药剂来
进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而是将有害生物与天敌、有害生
物和生态环境、有害生物和环境间复杂的关系充分利用，
来有效控制和减少林业有害生物，并且通过不断实践，利
用生物措施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功案例，
生物防治方法也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

（四）科学的营林技术
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过程当中，营林技术手段是重要

的治本之策，通过技术层面进行分析，通过混交林科学营
造，不但能够起到防风固沙的良好作用，还能对林地空间
科学利用，增强树木自身抗性，避免病虫害的发生和蔓
延。首先应当具有较强抗性的树种进行筛选与培育，如果
火炬松能够有效抵抗日本松干蚧，桑树能够引诱桑天牛。
其次，对树种结构科学调整，运用多种树种营建混交林，
提高抗性树种比例，保证生物多样性，使稳定性得以大幅
提升。再次，运用伐根嫁接、高干截头、萌芽更新等各种
技术措施，促进林木健康生长。最后，提高中幼龄林抚育
水平，及时间伐抚育中龄以上林分，促进林木健康生长提
高其抗性。

（五）3S技术
3S技术即RS、GIS、GPS的总称，在防治林业有害生物

方面 3S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幅提高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水
平。现如今，基于 3S技术前提下，与常规调查技术和抽样
技术充分结合，打造出的中长期林业生物灾害测报技术，
可以更加高效的预测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发生情况，以便采
取有效策略进行防治，提高防治效果。

六、主要对策措施
（一）充分认识到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重要性
一是从加速生态建设和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

度认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重要性，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础和标志，而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是保护森林资
源，促进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环节。二是从减轻危害损失
促进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高度认识。林业有害生物的严重
发生，直接制约着森林资源的发展，抓好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不仅可以大大降低损失，保护森林资源，而且能够促
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三是从实现新世纪林业跨越
式发展的高度认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对加快造林绿化步
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森林资源的高度认识。

（二）增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水平
首先，进一步提高林业有害生物测报信息网络管理预

测报制度建设。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投入更多先进的
仪器设备，使测报条件得到有效改善，扩大监测点的建
设，并在现代化检测测报技术基础上，依托国家级中心测
报点为前提，辅以区县监测点测报网络体系，针对林区林
业有害生物开展全面的监测预报工作。同时加强一般调查
与系统预测，不断扩充基础信息数据，打造完善的数据
库，借助现代技术手段以及信息处理系统，进行监测和预
报。另外对林业有害生物预测预报岗位加强培训，增强测
报人员专业技能与整体素养，以便将先进的技术设备优势
充分发挥出来，提高林业有害生物准确预报水平，保证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成效。

（三）提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科技含量
一是坚持搞生态林业。在保护好现有林业的基础上，

造林要坚持适地适树，营造混交林，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工作贯穿于林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加强早期预防技术的研
究和应用，增强林业自然抵御有害生物的能力。二是大力
提倡使用环境友好型农药，以减轻对环境和水源的污染。
三是大力发展生物防治。生物防治技术和规模都应有一个
大的突破，应加大推广普及力度。四是加大科研开发和技
术推广力度，研究和探讨新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并在
生产上推广，积极推广利用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技术。

（四）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一方面应该通过多个渠道等集社会资金，在具体的责

任落实过程中应该遵循“谁经营，谁治理”的原则，还应
该根据实际情况来科学地分配资金。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应
该把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纳入日常工作中来，增加对防治工
作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国家还应该建立生
态效益补偿机制，也就是说，谁能获得生态效益，谁就需
要拿出一定的补偿资金作为防治工作的基础资金。

参考文献：

[1]彭立冬，刘万杨，牛牧野，杨杰，董颖颖.浅谈林业有害生物绿色

防控综合技术[J].北京园林，2020，36（01）:57-59.

[2]李莉.林业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及发展对策[J].现代农业科

技，2020（02）：96-97.

[3]陈华妍.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技术在生态文明中的应用[J].现代园艺，

2019（16）:54-55.

[4]韦海星.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和现代林业建设[J].江西农业，2019

（10）:88.

[5]宋 玉 双.论 现 代 林 业 有 害 生 物 防 治[J].中 国 森 林 病 虫，2019，

（09）:134-323.

[6]黄北英.中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的新进展[J].中国森林病虫，

2018，11（1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