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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除了能满足林业的发展需求，对区域整体发展

也有一定的影响，能避免出现水土流失的现象，从而改

善土壤质量。由于生长周期长，森林会受到有害生物的

侵袭，导致生长缓慢。由于森林病虫害的出现对林业发

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针对存在的病虫害现象必须第一

时间进行处理，避免影响林业产业可持续发展。当前的

社会环境比较复杂，出现的病虫害类型也比较多，如果

对于森林病虫害没有及时进行防治，会导致病虫害状况

恶化。在实践中需要做好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本次研

究中着重进行病虫害防治现状分析，结合具体情况分析

具体的管理对策。

一、森林病虫害概述
针对森林病虫害的特殊性，需要明确森林病虫害的

类型，结合现状合理地进行处理。详细的森林病虫害类

型如下：

（一）森林病害

森林病害指的是在森林植物的生长和发育的阶段，

受到其他生物的影响，导致正常的生理功能受到干扰和

破坏，植物在生理上以及形态上会出现发育不良的现

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导致整体死亡。部分区域出现侵

染性损害的现象，一般是和真菌、细菌和病毒等有害微

生物损耗相关，此类病害本身具备传染性。非侵染性病

害则是由于温度过低，土壤盐碱度过高等引起的病害现

象，本身缺少必要的营养元素，此类病害不具备传染性。

（二）森林虫害

森林病害属于相对普通的自然灾害现象，同时植物

在生长以及繁殖的过程中也会受到昆虫的侵袭，害虫夺

取食物的营养器官或者吸食植物的汁液，会导致林业营

养器官和输送组织等受到破坏，甚至出现整棵树木死亡

的现象。

二、森林病虫害的发生现状
（一）森林受灾情况

我国的地域面积比较辽阔，各种的森林植被比较

多，但是由于种类比较多，其中也存在种类繁多的有害

生物。尤其是近些年采取人工种植的面积比较大，人工

林的大面积种植和森林经营等可能会出现管理不善的现

象，因此导致经济损失比较高，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难以

估量。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森林病虫害的发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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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增加，并呈现递增的趋势，直接危害到我国的林业

发展，也影响到生态环境的稳定。

（二）森林病虫害的主要种类

近几年，我国的森林病虫害相对比较严重，当前可

能造成危害的森林病虫害有 200 多种，例如松突圆蚧、

松毛虫和松材线虫等，由于病害情况对整个森林产生影

响，因此要明确生物学特点，合理的防治处理。

1.松材线虫病。松材线虫病是线虫引起的，一般是

松褐天牛作为主要的传播媒介，由于可寄生的植物种

类多，危害一般是以松树为主，少数是非松属针叶树，

种类比较多。由于松材线虫病的分布范围比较广，从南

到北均有分布。同时松材线虫病的致死速度比较快，整

体防治难度比较大。松材线虫病一般是寄生在树干的内

部，会出现防治困难的现象，松树一旦染病之后，发病

的速度比较快，在 30d内可能死亡。加上本身传播的速

度快，分布广泛，会增加林业的损失。

2.松毛虫。我国的松毛虫种类也比较多，其中危害比

较大的是马尾松毛虫和落叶松毛虫。松毛虫的分布范围

广，遍布在全国，在各个区域均有可能出现。

3.松突圆蚧。松突圆蚧是内外森林植物的检疫对象，

主要危害是马尾松、黑松等，主要分布在广东和福建等

区域。松突圆蚧侵蚀之后，会导致受害处变黑，针叶也

会出现枯黄以及脱落等情况。

4.中华松梢蚧。中华松梢蚧这一病虫害对寄主有很

强的选择性，主要危害松树。中华松梢蚧的虫体较少，

活动能力有限，通过风、雨水、人为活动进行远距离的

传播与蔓延。在松林内发生初期，中华松梢蚧会出现点

状、团状、片状，然后在风的影响下，逐渐遍及全林，

对整个松林产生影响。

5.星天牛。星天牛，又被称为盘根虫、花牯牛、抱

脚虫、脚虫、围头虫等。主要危害悬铃木、刺槐等植

物，以幼虫过冬的方式危害整片森林。幼虫会在每年的

11～ 12 月开始越冬，如当年已成长，则第二年的春天化

蛹，否则次年仍继续发育至老熟化蛹。幼虫至化蛹前在

地面上的主干基部或主根内蛀道，末端铸造白垩质的蛹

室，化蛹其中。在顶端为羽化孔，羽化时把树皮开一圆

形孔而出。



138 农家科技 农家科技 139

林 业园艺
LINYEYUANYI

三、影响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因素
（一）天然林过度开发

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对于木材的需求量比较

高，为了可以满足工业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的需要，在实

际发展中要尽量地规避风险。但是当前森林的原始结构

以及天然林的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导致森林的调节能力

下降，出现森林病虫害流行的现象。

（二）人为活动增加

人类长距离活动的增加，会导致很多危险性的病虫

害增加，例如松材线虫以及美国白蛾等，此外会出现长

距离传播的现象。外来病虫害的侵入可能以人类活动为

媒介，进入到新的环境，在没有其他天敌的背景下，迅

速地扩散，加上整体治理不及时，因此会出现成灾的现

象。

（三）病虫害防治手段落后

在当前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中，林业工作人员并没

有意识到信息技术在病虫害防治工作中的重要性，仍采

用传统人工的方式进行防治工作。虽然人工病虫害防治

手段的运用可以预防一些病虫害，但是出现资源的浪

费，且无法保证防治工作的效果。在森林经营的工作

中，病虫害的预防工作十分重要，是保证树木健康成长

的关键因素。传统人工病虫害防治手段的运用，不能及

时获取病虫害相关的信息，无法对可能存在的病虫害问

题进行预防与指导，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这一问题需要得到相关人员的重视，结合现代病虫害防

治工作方法进行创新，采用多种不同的手段提升病虫害

防治工作效果，为森林资源的保护与合理运用打下坚实

的基础。

四、森林病虫害防治阶段的现状
针对森林病虫害的复杂性，在整体防治阶段要了解

防治的注意事项，通过各个方面的防治处理之后，能确

保林业的进一步发展。以下对森林病虫害的现状分析。

（一）森林病虫害的面积逐渐增加

当前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工造林面积不断增加，

尤其是单一树种纯林不断增加，在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

下，生物多样性会受到影响，导致受害林区的面积随之

扩大。近些年来气候影响比较大，连续的干旱气候对森

林产生影响。冬季的时候气候变暖，害虫在冬天的时候

死亡概率比较低，种群数量增加，因此也会导致森林病

虫害的防治难度提升。根据相关的调研，发现 2017—

2019 年中国森林病害发生面积不断增加，2019 年达到

229.54 万公顷，较 2018 年增加了 52.67 万公顷；2019 年

中国森林病害防治面积为 165.18 万公顷，较 2018 年增加

了 30.64 万公顷。森林病虫害面积的增加，为防治工作的

实施带来一些难度，直接影响我国林业的建设与生态发

展。

（二）成灾病虫害种类不断增加

当前的病虫害种类逐渐增加，其中危害比较重的松

毛虫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控制，加上外来生物可能会产

生入侵，会导致病虫害的种类不断增加。在林业发展

中，要了解具体的种类，只有严格地按照防治要求实

施，才能避免损害。以贵州地区为例，这一区域森林病

虫害种类多达 21种，如中华松梢蚧、星天牛、光肩星天

牛、云斑天牛、松墨天牛、拟松材线虫病、马尾松赤枯

病、云南松毛虫、文山松毛虫等。

（三）病虫害预警监测相对比较弱

在森林病虫害的具体防治阶段，必须有序的进行检

测，其中前期检测是防护工作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薄

弱的一环，需要注意的是有序的进行检测。当前很多区

域设立了森林防护站，但是在执行的阶段缺少合理的检

测手段，很多先进的检测技术和设备等不能得到广泛应

用。部分的森林病虫害检测设施无法落实，很多工作落

后，加上不同区域的森林防护部门没有进行沟通和交

流，出现信息冲突的现象。在病虫害爆发的时候，如果

不能及时地公布和交换预警信息，会导致森林病虫害的

预防效果下降。

（四）检验检疫工作不到位

我国的气候条件相对比较复杂，在生态环境多样化

的背景下，需要落实检验检疫工作。由于生态环境复

杂，因此也为森林病虫害提高了合适的客观环境，如果

森林病虫害传播进入到了区域，在没有天敌制约的情况

下会导致灾害的出现，因此必须合理的进行检验。当前

国内的很多检疫工作滞后，缺少检查防疫站，因此导致

林木材料在运输的过程中会出现检疫不严的现象，导致

森林病虫害不断地传播。

五、森林病虫害的具体防治对策
针对森林病虫害的具体情况，要注意的是明确防治

要点，只有提供综合性的防治对策，才能减少森林病虫

害的发生概率。详细如下：

（一）提升领导部门的重视度

在森林行业的发展中，要注意的是提升领导部门的

重视程度。整个防治的阶段，需要以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思想为指导，从而促进林业的多功能综合效益的发挥。

只有实现防治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

一，才能减少森林病虫害的发生概率。此外需要强化政

府部门的调控和领导职责，要灵活的应用行政、经济和

法律手段等，让各项防治工作能落实到实处。必要的情

况下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宣传和指导，从而提升全面的控

制意识，动员所有公民参与到森林病虫害中来，从而减

少森林病虫害的发生概率，确保森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政府部门的参与、林业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可以

及时发现并解决森林经营中存在的病虫害问题，在科学

手段的运用下优化病虫害防治效果，为后续森林病虫害

防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经验支持，提升森林经营与

管理工作效果。

（二）种植混交林

人工纯林面积的增加，会降低生物多样性。在种植

阶段可以营造混交林，混交林的种植，降低了森林病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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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发生概率。通过重建人工林的树种结构，确保植物

的合理配置，在实施阶段，提升人工林的生态系统稳

定性，可以增强自我调节能力，让人造林能具备比较高

的病虫害抵抗力，最终降低人力防治的难度。实际工作

中，可以采用以下方式，实现混交林的种植：第一，采

用星状混交的方法进行树木的种植，这一方法的运用，

可以为不同的树种创建良好的生长环境，同时可以最大

限度地利用造林地原有自然植被，构建良好的生态环

境。第二，采用不规则混交的方法，这一方法实现对自

然植被资源的充分利用，可以创造更为接近天然林的混

交林林相的混交方法。利用不同的方法，提升混交林种

植效果，减少大面积病虫害发生的概率，为森林中树木

的成长创建良好的生存环境。

（三）加强预测预报

森林病虫害的预测和预报工作等是森林病虫害的关

键任务，在实施中需要打破原有的被动式的救灾形式，

被动的管理形式逐渐转化为主动救灾，可以实现森林病

虫害的合理防治。在具体工作中要建立相对合理的检测

服务体系，快速和准确的把握疫情，尽量做到早发现，

早控制。也可建立本区域的管理档案，等到森林病虫害

发生之后，进行具体的汇总和分析，依据分析结果能预

测森林病虫害的发生趋势，便于全面和准确地掌握森林

病虫害动态。除此之外，可以引进现代化技术，利用信

息技术进行病虫害检测工作，及时发现森林中存在的病

害问题，采用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减少对树木生长的

影响。

以我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对外发布的植被

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系统为例，该系统在已有的作物

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系统上进行上级，汇聚了多源、

多尺度、多模式海量地球大数据，涵盖植被参数反演、

病虫生境监测、灾害识别与早期预警、农牧业损失评估

等功能模块，生产了农田、森林、草地等重大病虫害监

测与预测产品。林业部门可以引进这一系统，对森林病

虫害进行监测，做好预防与防治工作。

（四）提升综合防治技术

由于当前的综合防治难度比较大，因此在具体防治

的过程中需要提升综合防治技术水平。实际工作中，可

以采用多种手段进行防治工作。首先，采用物理防治的

方式进行病虫害的管理。利用人工捕杀、高压电网灭

虫、黑灯光诱杀等方式进行病虫害防治。其次，采用化

学防治方法，利用化学农药直接灭杀害虫，可制备可湿

性粉剂，或者采取飞机喷洒的形式，从而降低森林病虫

害的死亡率。最后，引进技术手段，充分的利用陆地卫

星TM图像对森林病虫害进行检测，通过收集往年的数

据，和当时的TM数据对比，可准确地掌握森林病虫害

的发展情况。通过多种不同的手段，提升病虫害防治效

果，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森林主要是乔

木和其他木本植物为主体的生物群落，结构比较复杂，

各种成分之间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在实践中必须积极

地做好治理工作，避免病虫害的出现。针对当前的防治

现状，需要采取综合防治技术，将其致力于森林的整体

防治中，减少病虫害发生概率。

（五）运用生物防治

在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的方

式进行病虫害的预防与消灭工作，第一，引进昆虫病原

细菌。该细菌主要寄宿在昆虫体内，是可以引起昆虫发

病死亡的细菌。它们是一类体积微小，一般以分裂繁

殖，只有核质而没有真正细胞核的生物。当昆虫被细菌

感染后，会出现食欲减退、动作乏力的情况，先造成感

染，最终呈败血症。运用这一方法进行杀虫时，可以利

用飞机喷洒，或者人工喷洒的方式进行，通过科学有效

的手段，实现对病虫害的防治，减少对森林资源的影

响。第二，昆虫病原病毒。将之一病毒制作成喷雾剂的

方式对存在病虫害的区域进行喷雾，杀死病虫。第三，

引入天敌。这一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实施，不仅可以维护

生态环境的稳定，同时可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根

据病虫害的特点，选择害虫的天敌，以此实现病虫害的

预防与治理。以马尾松毛虫为例，益鸟是这一虫害的天

敌。林业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招引益鸟的方式消灭这一害

虫，在实践中需要掌握防治的具体流程和要求，通过合

理有效地防治，从而确保森林的可持续发展。

六、结束语
针对森林病虫害的复杂性，在整个防治阶段必须明

确防治工作的具体内容。实施中强化进口检验检疫工

作，从而提升森林病虫害的整体水平。工作人员要大力

地开展对森林病虫害的综合治理，合理应用生物防治技

术，强化相关法律的宣传，从而提升公民的保护意识，

最大限度遏制森林病虫害的发生，确保我国林业产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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