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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资源，森林资源与我国

生态建设息息相关。因此，相关单位要明确森林病虫害

出现的原因，并了解导致这些原因出现的主要因素，根

据这些因素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最大程度上减少病

虫害对森林资源造成的影响，将营林措施应用于森林病

虫害防治工作中，提升森林生态环境的平衡性。

一、森林培育技术精准化的概念

森林培育技术是指从选种期到育种期，从育种期到

幼苗期，从幼苗期到幼年期，再从幼年期到成材期，在

整个林业发展过程中应用的技术和方法措施，统称为森

林培育技术。森林培育技术贯穿于森林从种子到成材的

整个过程。森林培育技术精准化是对森林培育技术的发

展和延伸。森林培育技术精准化是指在实施森林培育技

术的过程中，以国家林业技术相关规范为依据开展操

作，同时在谨慎讨论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追求森林培育

技术理念和方法措施的精细化、规范化以及创新化，从

而推动森林培育技术的不断发展。森林培育技术精准化

的研究对象是天然林和人工林，涵盖了良种选育和生

产、苗木培育、林地营造、森林抚育、森林间伐等，通

过森林培育技术精准化的实施实现林业的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我国森林培育技术的发展现状

我国森林面积总体较大，然而由于近代以来我国科

技长期落后，导致我国森林培育技术研究起步时间较

晚，目前相比美国、日本等世界先进国家有着较大的差

距。加之近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导致了森林面积

急剧减少，国家不断加大对森林培育工作的重视程度，

给予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支持。然而，森

林培育技术是一项系统性的学科，需要依托于新技术的

不断创新和应用。森林培育技术的发展以生物科学为基

础，主要包括育种技术、育苗技术、栽培造林技术、抚

育间伐技术等。我国森林培育技术起步时间虽然较晚，

但是随着近年国家林业部门对森林培育工作的高度重视

和积极投入，加上环保部门和国土部门的积极配合，使

得我国森林培育技术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其中在杨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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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技术方面就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目前我国森林培

育技术仍存在诸多问题，森林培育技术水平比较传统和

落后，需要改进的空间很大。

三、森林培育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减少水土流失。调查研究发现，当地面上的枯枝落

叶层厚度为 2cm时，地表径流的正常径流量在减少 25%

的同时，河流泥沙含量也会降低 7%，森林资源对水土

流失具有重要的抑制作用，在保持水土方面起到重要作

用。水土流失会引发很多的自然灾害，如山体滑坡，泥

石流等，而造成这些自然危害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为

了追求经济利益而肆意地对森林进行砍伐与破坏，致使

森林覆盖率降低，森林植被蓄水量和蓄水能力的降低，

导致了水土流失。因此，要扩大造林面积，提高造林成

活率、保存率，加大森林森林资源培育力度，增加森林

植被，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土流失及其引发的自然

灾害。

防止土地荒漠化。土壤荒漠化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区

域性问题，而减少森林砍伐、改善森林生态环境的措

施，在环境保护治理中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森林培

育可以通过栽植不同类型的树木，增加森林覆盖率，有

效地削弱灾害性大风，并有效改变风向，从而促使土壤

的肥力得到了有效的提高，充分发挥森林资源优势，有

效地防风固沙、抑制、减少土壤荒漠化具有重要意义。

保障生物多样性。在森林环境中，所包含的生物种

类是最多的。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多样化物

种数量的急剧减少，很多珍稀物种正在濒临灭绝。根据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必须要加大对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面的投入，落实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森林

培育，可以培育出多样性的林木，在增加森林覆盖率的

同时，也为多种多样的动植物提供了可以生存的良好生

态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

进作用。

缓解温室效应。温度效应是由于大气层中氧气减少

而二氧化碳气体增加所致。目前，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逐年增加，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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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效应的危害也已经越来越明显。植物能够通过光合作

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据相关调查，1m3 的树木可吸

收 350kg二氧化碳。通过森林培育和有效管理，增加森林

面积，能够缓解大气层中氧气减少与二氧化碳增加的不

良生态现象，从而缓解全球温室效应的进程。为了缓解

温室效应，我们应加强森林培育和管理，提高森林覆盖

率，发挥森林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四、森林培育技术

（一）分化种类，平衡供需

森林培育的主要目的是增加中国的森林资源，促进

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森林培育主要分为经济林和

生态林。经济林生长迅速，是一种林业开发林；生态林

生长缓慢，是一种环境保护和生态维护的森林。然而，

在当前林业发展阶段，存在着生态公益林作为林业资源

被砍伐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森林培育的进程。因此，有

关部门需要加强森林物种分化，平衡供需矛盾，避免砍

伐生态林。

（二）体胚育苗技术

体胚育苗技术是近年来我国育苗的关键技术之一。

体胚育苗技术是选择优良种子，采用系统的体胚育苗技

术，使体胚在温室内发育。当体胚发育到一定阶段时，

对体胚进行筛选，直至体胚在包衣中发育成熟体胚苗，

获得人工种子。体胚育苗全过程在温室内完成。我国体

胚育苗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成熟体胚育苗体系

尚未建立。

（三）程序化育苗技术

程序化育苗是目前常用的森林培育技术。程序育苗

的前期工作是选择育苗容器和基质设备，然后促进种子

发芽和播种，最后进行日常施肥和浇水管理。程序化育

苗可分为三个阶段：成苗期、快速生长期和木质化形成

期。通过程序化技术，可以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大规

模森林育苗。

（四）在森林栽培中的应用

森林栽培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林地直接种植；

另一种是在室内培育苗木，待苗木生长达到一定的标准

后移栽到林场。无论何种栽培方式，林地土壤精准化管

理都很关键。林地土壤精准化管理的关键要素包括整地

时间、整地方式、整地深度，通过细致的整地措施为苗

木营造出适宜的土壤环境，从而提高苗木的成活率。精

准化森林栽培的另一个要点是株行距的控制，株行距的

控制要结合树种，3 ～ 5年成林的树种株行距可以适当

小些，一般控制在 2m×2m ～ 3m×3m，十几年到几十

年才能成材的树种或者大径级树种为了保证树木养分供

给和生长空间株行距要适当大些，一般将株行距控制在

4m×4m左右。我国海南省在桉树速成林精准化栽培方面

作了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出色成绩，也获得了国家的高

度肯定，为推进我国森林栽培精准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五）加强灌溉和施肥

施肥和灌溉是关系幼苗生长的两个重要因素，任何

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森林培育出现问题。在灌溉

环节，相关人员要定期对植被进行灌溉，注意要适量，

避免水量过大造成植被死亡。另外，要重视水源质量，

避免水资源存在污染现象，造成树苗死亡。在施肥环

节，要运用科学的施肥方法，定期对植被进行施肥，动

态检测植被状况，根据其生产时期选择合适的肥料和施

肥量。

（六）间伐

在进行森林培育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植被本身，

而且要对植被的间距多加关注。一旦植被相距较近，就

会互相争抢养分或者是遮挡阳光，不利于树苗生长。这

就需要相关人员调整树种的组成和种植密度，在同一区

域进行培育就要避免选择有冲突的品种，还要控制树苗

间距，避免发生养分争夺现象。

五、森林病虫害防治

（一）森林病虫害特点

病虫害的种类和严重程度增加，森林中有多种生物

动物。多样的生物环境也为病虫害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这增加了病虫害控制的难度。夏季降雨量大，森林内部

通常处于潮湿环境中。潮湿的环境是细菌繁殖和传播的

温床，也对森林的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处理

这些威胁，就会有大量虫洞，甚至树木大量腐烂，无法

利用，导致森林资源浪费增加。

目前，全球气温的持续上升促进了树木的快速生

长，同时也为害虫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这对森林

的健康和生长造成了严重威胁。此外，全球干旱问题也

更加严重。在这一前提下，病虫害大面积蔓延，越来越

多的森林遭到入侵，中国林业的整体发展也受到严重

影响。

病虫害频发在森林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往往存在一

些无法彻底清除的病虫害，只能暂时降低危害程度。在

这种情况下，一旦病虫害达到适当的触发条件，就会频

繁发生甚至暴发，对森林资源造成严重影响。此外，在

使用驱虫剂的过程中，许多病虫害产生了耐药性，现有

的化学药物已无法发挥有价值的作用。在研制出有效的

化学药物之前，病虫害仍然会频繁发生。

（二）森林病虫害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些森林病虫害对环境的适应性越来越强。一些影

响森林生长的细菌和害虫在自然环境中具有较强的繁殖

能力，并具有传播快、易的特点。同时，林业工作者解

决病虫害问题的措施和方法相对单一，往往无法根除这

些病虫害，反而使这些病虫害对化学药物更具抗药性。

随着环境的变化和耐药性的增强，它们逐渐增强，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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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药物手段的使用效果越来越低，严重阻碍了森林生

态系统的建立。

单一种植降低了森林抵抗病虫害的能力。森林生态

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环境和环境污染。在建设和改善

环境的过程中，人们或多或少地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

坏。因此，在森林生态工程建设过程中，要进行合理规

划，促进生态工程建设质量和水平的有效提高。目前，

我国林业工程建设主要是通过人工造林扩大森林植被，

通过森林培育提高生态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环

境。然而，在过去，中国的人工造林在树种选择上相对

单调，导致森林系统的整体生态调节能力显著下降。生

态调节能力的下降也加剧了害虫入侵的可能性，一些潜

在的生态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此外，大量人工育苗造林

减少了森林中的物种数量，病虫害迅速蔓延，无天敌，

严重影响了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整体效果。

森林病虫害防治机制尚不成熟。由于不同树种的管

理方法不同，每个林区和各种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和情况

也不同。一些林业项目采用人工干预控制病虫害，但也

存在管理措施不到位、标准不一致、机制不完善等问

题，最终导致森林病虫害防治效果参差不齐。管理制度

不科学也是诱发森林病虫害的重要因素。例如，使用不

符合要求的农药会增加土壤中的农药残留，扰乱植物的

正常生长，降低树木对病虫害的抵抗力。

（三）森林病虫害防治管理策略

培养高素质人才是林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有效

开展病虫害防治管理的重要作用。大力培养创新人才。

首先，加强病虫害防治人才的培养，使他们掌握更多的

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和方法，提高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

能力。我们应该关注培训活动的效果和质量，组织更多

的在线培训。可以邀请全国各地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提高现有人才队伍的水平和素质。引进高新技术创新人

才，加强虫害防治人才支持。为了让更多的人才进入林

业行业，政府可以提供优惠政策来吸引更多的人才。还

可以与大学合作，培养害虫防治专业人才，扩大害虫防

治人才队伍。

目前，许多林业工程建设将引进许多新树种。同

时，由于气候和自然条件的变化，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和

种类也在增加，严重影响了树木的优质生长。要不断采

用新的防治方法，加强森林病虫害管理。无人机可以快

速检测森林病虫害的存在，提高病虫害防控能力，改善

人工检测周期过长的情况。同时，在防控环节，无人机

可以实现远程喷药，通过飞行高度控制提高药物渗透性

和病虫害防治效果。同时，无人机喷洒农药可以降低农

药使用风险，提高农药使用安全性。

科学合理的造林设计方案是扩大造林面积、提高森

林培育效果的重要手段，也是防治森林病虫害的重要措

施之一。在编制造林设计时，应调查、了解和评价种植

区域的环境，掌握准确的资源和环境数据，选择适合该

区域的抗病虫害树种，提高树木的抗病虫害能力，或选

择不同的树种，并采取营造混交林等技术手段，林冠下

造林和针形块造林，增强树木抵抗力，提高区域病虫害

防治能力。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加强现

代森林培育和管理手段，通过新的科学技术培育优质壮

苗，提高树木抗病虫害能力，采用不同树种的混交造

林，改造现有的人工纯林，优化树种结构，培育多层异

龄林，提高森林抗病虫害能力。

创新害虫防治技术。使用物理技术进行预防和控

制。大多数害虫都有趋光性和嗜热性。在林区安装杀虫

灯或黄板可以吸引害虫聚集和清理，而不会影响森林生

长。利用生物防治技术进行防治。生物技术就是利用天

敌来控制和消灭害虫。害虫的天敌可以杀死大量害虫，

达到防治害虫的目的。例如，控制松毛虫的常用方法是

吸引灰喜鹊和放松毛虫白僵菌。灰鹊以松毛虫为食。白

僵菌能在松毛虫体内吸收营养并繁殖后代。这些天敌还

可以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发展提供支持。

六、结束语

近年来，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国家高

度重视林业发展，国家在森林培育技术研发提升方面加

大了投入，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林业保护和建设工程，有

效恢复森林面积和森林资源储量，改善生态环境。其中

森林培育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林业发展中的作用得到肯

定和显现，成为推动林业健康发展的有效策略。森林培

育工作与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

的实现紧密相关。近年，我国十分重视林业的健康发

展。但由于我国森林培育技术研究起步时间较晚，虽然

国家对森林培育工作给予了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和

政策支持，但是目前我国森林培育技术和管理工作水平

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国家政府部门和林业部

门应当持续加大对森林培育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支持力

度，加强对森林培育技术的研究创新，加强森林培育技

术和管理工作水平升级，为我国林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

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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