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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当前人们越来越注重环

境保护问题，林业资源作为提升环境空气质量，平衡生

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在环境保护工作中起到了关键性的

作用。

一、生态模式理念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当前人与自然共处矛盾

日益突出，而生态模式理念则是强调利用现代化的科

学管理办法以及前沿的科学技术，减少人类与自然资源

之间的对抗性，从而实现协调发展，达到生物共生、物

质循环、效益宏大的目标。以此理念进行林业资源的经

营，可以转变既有林业管理工作中缺乏方向性，无法保

证物种多样性以及技术水平低等问题，可以有效防止生

态系统被破坏，以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主

线，从而推动生态、经济、社会资源的发展。

二、当前制约林业栽培与虫害防治发展的因素

（一）人员因素

在生态模式基础之上所开展的林业栽培与虫害防治

工作，当前的人力资源较为匮乏，进而导致了许多工

作任务与技术难以落实到位，主要体现：第一，高素质

复合型技术人才缺失，薪资福利未能达到高质量人才标

准，林业生态栽培任务创新力度不足。第二，人员数量

无法满足实际工作需求，林业栽培涉及范围较广，在后

期的运维工作中，很难保证林业资源的发展质量。

（二）资金因素

基于生态模式之下的林业栽培与虫害防治工作，不

仅需要有创新性的工作思路，还要有良好的物质基础支

撑，以便保证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栽培以及虫害

防治的效率。但当前部分地方政府未能够将林业资源、

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生态资源充分地联系起来，在建

设意识上较为薄弱，并且不能通过合理的预算编制将林

业资源管理资金纳入其中，进而约束了地方林业与经济

发展。

（三）制度因素

当前栽培技术的研究与落实和虫害的防治工作，是

林业部门的主要任务，就生态模式下的相关工作体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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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未能够依照时代与社会发展需求，调整监管以及约

束机制，这也加大程度上浪费了林业资源，许多林下产

业无法被有效开发，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支持性不足，

也无法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其中，不利于林业资源

的可持续性机制建设。

三、以生态模式落实林业栽培与虫害防治原则

（一）培养专业人才

为解决我国既有林业栽培以及虫害防治工作中所存

在的问题，保证在生态模式之下，林业栽培技术与虫

害防治技术能够得到有效落实，应加大对于技术人才的

重视与培养，从而为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原动力。例

如：外派学习，向我国部分效益突出，技术践行较好的

地区学习，通过案例演示与科学实践的方式，进行集中

讲解与培训。与对口高校专业对接，扩宽人才培养与科

研路径。

（二）加大资金投入

加大对生态模式林业栽培技术与虫害防治技术基础

性建设条件的研究，并将其纳入年度预算之中进行编

审，分时间、分节点、分批次的购买。充分调动社会资

源，积极投入到地方林业资源的复合型生态发展体系建

设中，加大对虫害监测设备的投入，通过先进的科学技

术，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提高问题反馈汇报的实效

性，提升决策处理的精准性。

（三）规划监管制度

落实精益化、精细化、标准化管理原则，坚持上岗

培训制度与岗位责任制，合理分化工作内容和各层级的

职权范围，联合相关部门协同创建联合监管机制，提高

当地农民的参与力度。当出现问题时，可以追溯到问题

主体。同时加大考核范围，提升工作人员技术创新与管

理意识，从而保证生态模式下的林业栽培技术与虫害防

治工作能够有序开展。

四、生态模式下林业栽培技术主要类型与应用

（一）林牧复合型技术

林牧复合型技术主要是指林业资源与草、农、牧等

资源协同构建，这样能够提高区域内林业资源的物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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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并且可以将有限的种植资源，转化为生产力既起

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还能帮助地区提高抵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在栽培时，首先要依照生态模式理念，建立互

利共生、互相促进的原则，并且该林业系统之中所出现

的子系统之间要呈现出相互扶持、相互制约的关系，保

证没有废物的产出。此种技术栽培的难点在于存在农牧

或农林争地等问题，因此需要建立草林田复合型的生态

系统，从而将农、林、牧相矛盾的情况转化为相互促进

的关系。

另外，还需要依照当地的地理情况以及气候风貌，

选择合适的种植植物，在栽培的过程中要加大各类植物

之间种植顺序与搭配的研究，控制好树木之间的距离，

从而使得林木有充分的生长空间，保证牧草等植物能够

得到充分的光源。在浇灌过程中需要严格把控其用量以

及流程，在进行初次浇灌时，为避免出现病虫害等问

题，则要将林木表皮涂白，相隔 15d左右再依照实际生

长情况进行浇灌，第三次浇灌的时间应在夏季之前完

成，并要做好杂草清理工作。在秋季时则要将土地深

翻，提高土壤的肥沃力与透气性，从而保证牧草的稳定

生长。

（二）林禽复合型技术

林禽复合型技术顾名思义便是将林业与家禽协同发

展，其不仅能够提高经济效益，还能够保证地区的林业

管理模式逐渐变为集约化，有效制约病虫害等问题的出

现。首先需要提高林业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并要种植一

些适宜家禽进食的植物，其林业种植区域内所养殖的家

禽较为特殊，需要依照林业资源与种植结构特点综合考

虑，包括鸡、鸭、鹅等。这些家禽训练有素，并且多为

散养模式，能够保证养种植资源的有效循环。为满足互

相促进、互相发展的要求，则要选择在林下生长较为迅

速，且能覆盖地表的牧草，作为家禽的主要饲料。

我国山东地区著名的沂蒙山鸡，便是通过此种方式

孵化而来，在建设初期存在投资少、林下经济产业贫

瘠的情况。而通过充分利用沂蒙山区林下空间资源的方

式，饲养了鸡、鸭等家禽，主要采用经济林散养的方

式，家禽便可在林区内以杂草与虫类作为杂食补给，且

无需在山区内大范围的施撒药物。家禽所产生的粪便将

直接用于林木养分的补充，减少了林业资源的防疫费、

饲料费等，并吸引了大批的外来投资者，有效提高了林

业资源的覆盖率，并能够提升当地农民的经济水平，据

当地有关部门调查，通过此种形式也减少了水土流失，

建议大范围的推广。

（三）果蔬复合型技术

果蔬复合型技术是通过在林下空间之中种植果蔬的

方式，从而有效利用单元地块，所生产出的果蔬，可以

直接作为农产品，供人们采购与食用，其极大程度上地

贴合了生态学以及经济学，能够实现生态林业、农业，

产、供、销一体化，部分林区还可以通过与果树混种的

方式，从而提高物种多样性。在通常情况下林业资源的

分布范围较广，即便是在同一林区之中温度以及气候也

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果蔬对于栽培与种植的技术与

环境要求较高，因此相关部门不仅要规划合理的林业结

构，还要依照所处区域的不同，选择适合的果蔬品种。

当前此种栽培技术主要应用于我国的南方林业资源

之中，其主要原因在于降水量充沛且温度适宜，能够

减少极端天气对果蔬的影响。但针对果蔬种类较多等问

题，在栽培与其生长的过程中也要加大对土壤与空气温

度的监测，以便降温、干旱、涝害等问题出现时可以及

时防御。就栽培初期的催芽阶段而言，除要监测客观因

素以外，还要加大对病虫害的防治，并要选择适合果树

以及蔬菜特点的药剂，以确保其生长的过程中不会因药

剂过量等问题，造成树木以及果蔬植株的死亡。在灌溉

作业中需要掌握以下几点内容，分别是灌溉节点、方

式、用量，从而提高果蔬的市场价值以及经济性。

五、生态模式下林业虫害防治技术的有效对策

（一）化学防治技术

我国在林业资源发展初期，由于未能建立一定的虫

害防治意识，导致美国虫蛾、松材线虫、松突圆蚧等

多种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极大程度上提高了林业虫害

的防治难度。而为能够提高虫害防治效率与质量，化学

防治一直是各国林业资源虫害防治的首选，其主要分为

三大类：一是杀虫、杀螨类药剂，例如：溴氰菊酯、灭

幼脲、虫酰肼等；二是杀菌类药剂，例如：石硫合剂、

代森锰锌、多菌灵等，不仅可以消除细菌还可以有效预

防病害问题的滋生。三是杀鼠类药剂，例如：伏鼠灵、

溴地隆、不育剂等，尤其是对于果蔬复合型种植技术而

言，需要加大对鼠类的防控。

在选择的过程中，其使用的药剂种类并不是单一

的，需要结合林区内的树木类型以虫害等级进行搭配，

并要考虑以生态模式所设置的复合型植物结构是否会遭

受化学药品的侵害。一是，加大对林区内各类物种生长

情况的调研，并制定科学的模块化防治方案，严格把控

药品采购源头以及配置比例，从而提高药品使用的严谨

性，在使用完毕以后应放置在固定的看守区域进行有效

存储。二是提倡相关部门以及科研人员加大对低毒性、

绿色性药品的研发，提高环保力度，并要在施药期间

做好提示工作，保护好周围的居民，避免有人误入林

区等。

（二）生物防治技术

生物防治也是生态模式下林业资源虫害防治的重要

途径，其运用了“物竞天择”的原理，不仅能够降低对

林区内其他植物的污染，还能够有效根除虫害问题。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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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林业的生物防治技术主要分为三种方式：第一，

使用生物农药。其主要是通过利用生物菌体来达到杀虫

的目的，有四大类，分别为：细菌类、真菌类、病毒

类、除草类。目前，我国应用较为普遍的生物农药为苏

云金杆菌类制剂，不仅应用范围广且产量也较大，能够

满足林业大规模的需求，除此之外还有白僵菌和绿僵菌

等，当前部分产品已经研发上市。第二，使用生物抗生

素。此种防治办法主要是起到了抑制以及预防的作用，

对于部分虫害范围较小，等级较低的情况较为适宜，其

主要是利用细菌、真菌、放线菌等微生物，通过发酵的

方式，从而产生次级代谢产物，这些产物均能起到抑制

有害生物的作用，例如：阿维菌素、春日菌素、杀蚜素

等。第三，结合生物天敌防治。该种防治方法主要是通

过“以虫治虫”的方式开展，且大部分的生物天敌需要

从国外引进，运营成本较高。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微生

物天敌，例如：松毛虫病毒、舞毒蛾病毒、美国白蛾病

毒等；二是捕食性天敌，例如：肿腿蜂、赤眼蜂、周氏

啮小蜂，另家禽类也可以起到捕食的作用。

（三）营林防治技术

营林防治技术主要适用于地方主管部门人力资源充

足，具有较好的资金基础的情况下实施。通过此种方

式能够提高对林业资源的整体保护力度，并且有效提升

林木的成活率以及生长质量，当前主要应用于林木资源

丰富且种植规模较大的林区之中。在防治时，需要注意

以下三点问题：第一，树苗栽苗期间。工作人员需要提

高对土壤温度、硬度以及周围空气湿度的把控，加强区

间规划的合理性。引入当前较为先进的物联网与云计算

技术，通过先进的设备设施，提升对林业植被以及周围

环境的检测与预报工作质量，从而保证在发生问题时能

够及时得到反馈，实现解决虫害问题解决的精准性。第

二，翻耕种植土壤。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对林木的种植土

壤进行深翻与整理，从而保证土壤的疏松度，提高透光

率，保障土壤的干燥性，减少虫卵以及病菌的繁殖。加

大对现代化机械设备应用与普及力度，在人力资源不足

的情况下充分调动周围农民参与其中，联合农机监理部

门，共同开展指导工作。第三，有机肥的使用。与灌溉

时间进行合理搭配，以此不断优化土壤结构，从而提高

林木以及复合型种植结构植物的适应性，通过人工调控

的方式，从而改善林区内的自然环境质量。在换季时要

加强对林木的管理，例如：秋季落叶问题等，可以将收

集的落叶经过高温腐熟，并加工成有机肥，再投入林区

之中。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生态模式下经营林业资源是在科学发

展观基础之上所延伸出的一种全新的理念，能够提高林

业资源经营的规范性、合理性，并减少生物资源紧缺以

及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通过科学的林业栽培模式以及

虫害防治技术，可以有效保护水土资源，减少自然灾害

的发生，在气候经济越来越受重视的背景之下，实现我

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精神文明社会建设赋值，提

高生态、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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