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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发展，对林业发展有更高的要求。近些年来
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的出现对各个行业产生影响。在
实际发展中，枯叶蛾、毒蛾等出现会产生侵害，呈现出面
积广和发展迅速的特点，针对具体情况，在实际发展中需
要引起重视，合理地进行林业有害生物的处理。由于当前
森林资源的保护措施不完善，因此会出现林业有害生物的
现象，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合理地进行治理。

一、林业有害生物的现状
现阶段，有害生物已经成为阻碍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因素之一。究其原因，与绿化造林规模不断扩大有关。
虽然为国家环保事业健康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也为食叶
害虫与蛀干害虫提供了大量寄生的环境。在食叶片食叶害
虫和钻蛀树干蛀干害虫大量滋生的环境下，一些生态环境
较为脆弱的地区面临新的危机。不仅会对国家与人民群众
造成经济损失，还会破坏现有林业生产与生态大环境的建
设成果。为此，研究人员应从有害生物发生原因入手，来
对其影响进行控制，以提高措施运用的针对性与可靠性。

二、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原因
林业有害生物的出现直接对林业发展构成威胁，在实

际工作阶段必须明确其中的原因，严格地按照防治要求实
施，详细原因如下：

（一）自然原因
气候变暖对林业有一定的影响，其中的有害生物繁衍

速度比较快，受到全球气候变暖和局部气候异常等因素
的影响，蛾类以及蝶类等害虫发育比较快，导致危害期
变长。在冬季的时候，死亡概率相对比较高。在冬天的
时候，有害生物的基数不断增加，因此导致林业有害生物
入侵和扩散，直接对林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水资源因素
也是重要的因素，在当前社会发展中会出现气候异常的情
况，在极端的天气下，自然灾害的发生概率高。水资源匮
乏成为未来发展趋势。在当前社会发展中，干旱少雨现象
的出现对于林业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气候不适和土壤
水分失调的背景下，营养障碍的现象对林业发展也会产生
影响。要注意的是明确林业有害生物的种类，及时处理。

（二）人为原因
在利益因素的影响下，杨树和柏树为主的林业发展取

得突出的进步，在具体发展中，构建了品种少以及面积大
的林业发展格局，也会出现天牛等灾害。金龟甲以及蝗虫
等害虫的出现也成为重要因素，由于种群迅速繁衍，因此
在大面积爆发的背景下，要注意的是明确具体的控制措
施，减少隐患。管理水平低也成为关键因素，当前很多区
域缺少专业化的林业工作人员，管理人员的水平低，加上
在实际的防治检疫阶段，基础薄弱、管理不到位，都会产
生影响。大量的病残树木和被遗弃的苗木成为林业发展的
重要制约因素，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工作人员引起重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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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进行防治处理。
三、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规律
近些年来全球气温变暖，林业有害生物呈现出多样化

的发展趋势。加上病虫害的发生面积比较高，因此对林业
发展产生威胁。由于微生物的种类多，当前没有明显的地
域区分，必须做好有害生物的整体防治工作。以下对林业
有害生物的发生规律进行分析。

（一）树种的栽植结构不合理
当前我国纯自然林的面积比较大，在实施过程中必须

确保符合生态平衡的要求。大面积的植树造林在不断落
实，纯人工林的增加，会导致大范围面积的树种单一，在
单一的森林面积范围内，生物种类无法呈现出多样化的发
展趋势，容易导致生物链断开。此外有害生物传播蔓延的
速度快，大面积的病虫害现象以杨树的病虫害为主，出现
之后，局部损失比较严重。

（二）人为传播导致有害种类增加
由于当前人们的经济活动比较频繁，在全球经济化的

背景下，林业发展也进入到了频繁的流通时代，大量的贸
易活动会滋生很多问题，甚至出现检验疏漏的现象。外来
物种的消极影响也比较大，有害生物的种类呈现出上升的
趋势。在外来物种应用的过程中，会出现缺少认知的现
象，对整体防治存在较大的难度。近些年来外来物种成为
威胁林业的主要病害，因此必须引起重视。

（三）思想认知有待提升
人们对于森林资源的认知度随着知识教育的普及随之

提升，林业相关部门在具体工作阶段认识到林业资源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在具体工作中也增加了资金投入，部分也
已经纳入到财政预算中。但是在病虫害的问题上，部分偏
远区域依然存在重视度不够的现象，在思想上没有引起重
视，在机构、设备和资金等方面都不完善。一旦出现病虫
害的现象，短时间内没有及时处理，会难以遏制。

四、林业有害生物的具体控制对策
在当前的林业发展中，要注意的是进行影响因素的分

析，由于干扰性比较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注意的是
明确具体的管理对策。详细数据分析如下:

（一）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
在对林业有害生物进行防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

建立合理的预警机制。在后续工作中，要发挥预警机制的
作用。按照“预防为主和治理为辅”的原则进行，在后续
管理阶段，对出现的疫情情况要引起重视，尽快处理。全
面无公害处理成为当前林业有害生物的治理的重点，通过
各个方面合理化的管理，加大对疫苗区域苗木的监督和管
理，避免疫病的传播。在实际工作中，工作人员要建立合
理的预警机制，灵活地处理当前林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减少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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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挥联动机制的作用
在林业有害生物的具体防治阶段，要求主管部门按照

联动管理的各项要求实施。如果仅依靠单一的管理体系，
无法达到理想的作用。在实际防控过程中需要积极地调动
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从思想上认识到管理的重
要性，优化现有的管理体系，从各个方面进行有害生物的
防治和管控。在整个阶段，要以林农的经济效益为基础，
保护大家的权益，从而避免对林业环境产生损坏。

（三）完善生物防治体系
在林业有害生物的实际防治阶段，人工可进行危害生

物的勘察，对于出现问题的林木要就地处理，此外也可借
助新型的技术形式，例如诱捕器和黑光灯等进行大范围的
诱杀。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就是结合有害生物特点选择
比较合理的治理方式，生物防治技术本身有重要的作用，
要对有害生物系统进行考究，在系统评估论证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地进行处理。可采取释放天敌的方式，发挥天敌
的抵抗作用。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遗传生
物学工程和基金技术等也可应用到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过
程中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的目标治理
在林业有害生物的实际防治管理的阶段，要加强组织

领导，将各项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可制定相对合理的年
度计划和实施方案，不断地进行治理方式的推广。对于工
作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完善现有的考核方式，强化对有害
生物的防治检查，也要突出减灾控制能力的考核。在最终
阶段采取考核通报制度，依据年终考核的结果进行通报。
在后续防治中，加大对生物药剂以及无公害农药防治技术
的应用，依据营林管理的要求，开展生物防治，通过各个
方面的管理之后，能确保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目标管理
的过程中，加快林业有害生物预警提醒的建设，以现代化
建设为目的，要吸引国家投资，完善国家和省级的建设，
强化对数据的规范化以及标准化的管理。技术人员对关键
的数据进行检测，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避免数据
造假。可广泛地应用现有的管理机制，仔细地检测重点区
域的有害生物，明确各类预报信息，将信息及时公布，早
发现之后早解决。

（五）提升专业人员综合能力
在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过程中，提升专业人员的综合

能力，要强化对基层技术人员的引进和培养，从而为技术
人员提供保证。后续工作中，升级林业有害生物的装备，
借助现代化技术，进行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处理，增加技
术含量，从而维持生态平衡，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五、林业有害生物的具体治理举措
针对林业有害生物的具体情况，在后续防治过程中必

须注意的是仔细地落实各项治理举措，从而减少隐患。以
下对治理对策分析。

（一）对林业有害生物进行调查
在林业发展中必须合理地进行调查和分析，要准确地

掌握林业有害生物的组织情况，对种群发展进行了解。由
于林业有害生物是不断变化的，要对发生规律进行分析和
探讨，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制定比较合理的预测方案，
避免林业有害生物出现面积扩大的现象。

（二）完善现有防治方案
在具体的管控过程中需要把握住最佳时机，制定符合

实际要求的方案，此外实施的过程中，要明确林木的生长
情况、危险程度和表现等，对林业有害地微生物及时地进
行鉴定。此外需要了解具体的生物特点，在不同环境下的

生长规律等。在整体防治阶段，必须把握最佳时机，制定
符合要求的综合性的防治对策，达到最佳治理的目标。

（三）采取物理机械方式
在整个防治过程中，采取物理机械形式，在实施的过

程中，主要包括的是人为捕杀、人为处理和人为诱杀等，
部分区域采取的是高温方式防治。此类设施的特点是对环
境的影响小，其他的生物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在实际应用
中也会存在部分的不足，例如效率比较低，人工费用高和
局限性大的现象。

（三）合理的应用新型农药
我国在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中引起重视，针对具体情

况，在实施中必须注意的是明确农药的类型，将其合理应
用。在生物农药应用的过程中，防治松毛虫的主要是白僵
菌、绿僵菌，应用到防治春尺蛾和美国白蛾中，在实际防
治的过程中，要选择副作用少的药物。新型农药将保证农
产品的安全，保护人类生态环境，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采取灾前控制方式
灾前的控制处理也很重要，通过合理化的落实之后，

能实现可持续管控。在实际发展中要将可持续的理念进行
落实，为整体防护奠定基础。在实施阶段采取科学和果断
的治理对策，从而遏制有害生物出现的势头。通过各个方
面的优化之后，能实现重预防到轻预防的战略转移，实现
主动可持续化控制。灾前控制形式能减少经济损失，可从
长远利益入手，改变当前的现状，分区治理，持续地进行
防治处理。实施阶段通过各项对策的落实，也增强了自控
能力，能实现灾前控制，扭转危害日益严重的危害局面。

六、结束语
林业有害生物出现原因比较多，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

的是采取可操作性强的管理对策，实现对林业有害生物的
治理和保护，从而促进林业生态发展的平衡。在实际工作
中，工作人员自身必须提升综合能力，了解林业有害生物
的衍生因素，立足当前，合理地进行管理。通过建立完善
的预警机制、发挥联动机制的作用、完善生物防治体系、
提升专业人员综合能力等措施进行防治处理，最大程度规
避风险林业有害生物的出现，从而促进林业的整体协调发
展，实现整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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