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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树，又名尤加利树，是我国商品木材中重要的树

种之一，在我国西南、华南、华东南地区被广泛种植，

尤其是广西地区桉树种植面积最广。随着桉树的种植面

积的逐年扩大，种植区病虫害发生率也随之提高，病虫

害的大面积发生，不仅促使桉树的产量降低，同时还对

森林造成严重的破坏，并对我国林业发展产生了巨大

影响，阻碍经济的发展。基于此，林业主管部门有必要

准确了解桉树病虫害的发展现状，并通过分析其发生原

因，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提高桉树的种植收益率。

一、桉树病虫害发生现状

（一）我国桉树种植现状

目前，桉树引种栽培范围已遍及 1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面积达一千多万公顷，我国引种桉树有 100 多年历

史。根据《中国森林资源报告（2014—2018）》各类林

地面积按所有权统计情况，截至 2018 年，全国林地面

积 32368.55 万公顷，其中乔木林各龄组面积蓄积按优势

树种统计表中显示，全国桉树总面积 546.74 万公顷，占

全国林地面积的 1.69%，而广西桉树总面积为 256.05 万

公顷，占全国桉树总面积的 46.83%。近年来，随着桉

树人工林种植的面积不断扩大，根据《广西 2021 年林

业生态资源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广西桉树面积 303.33

万公顷，与 2018 年相比，增长了 18.46%，蓄积量高达

1.89 亿立方米。因此，桉树对我国的林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尤其对于广西，由于桉树的种植面积占据了广西

林地总面积近半成，因而关于桉树种植方面的研究对广

西的林业发展至关重要。

（二）桉树病虫害的发生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已知的病虫害就多达 400 多种，其中包

括生理性病害、物理性病害以及虫害这三大类，并对

我国的桉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2021

年，整个广西地区发生并造成较严重危害的林业有害生

物共有 59种，发生病虫害总面积 530.46 万亩，其中桉

树38.52万亩，包括11.38万亩病害和27.14万亩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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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桉树种植面积的增加，病虫害的发生情况也随之增

加，且病虫害种类也逐渐增多，对林业的威胁也变大，

导致无法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此外，根据病虫害对林

木的危害部位及危害时间，一般的林木的病虫害大致可

分为苗期病、叶部病、根部病和枝干病四大类。其中在

林木生长过程中病害发生最为严重的包括褐斑病、白绢

病、灰霉病、溃疡病、青枯病等。其中对于桉树而言，

对其影响最大的病害为焦枯病和青枯病。

桉树焦枯病的发生主要是对其树苗危害极大，多见

于南方夏季高温高热季节，尤其是每年的 5—9月。桉

树青枯病是由青枯假单胞菌感染引起的全身性疾病，青

枯病对桉树的危害主要表现为：桉树在发生严重的青

枯病时，其根部也往往出现坏死，并呈现水渍状，伴有

恶臭味，且多发生于高温多雨季节，在桉树幼苗发病的

初期主要表现为幼苗的萎蔫，如果发现不及时，则会出

现枯叶，并致使幼苗迅速枯死，严重影响桉树的健康生

长。引起桉树的褐斑病间歇性发生。实际上，桉树病虫

害的种类很多，但缺乏系统的研究，而且桉树大多属于

个体或集体，可能会出现管理不当等，对病虫害的认识

水平薄弱，最终导致桉树出现大量死亡时才会被引起重

视，所以，还有许多没有被发现的病虫害存在于桉树

中，威胁着桉树的生长发展。

二、桉树病虫害发生的原因

（一）重视经济效益、轻视管理、科研投入不足

桉树的种植最终目的是实现其经济、社会和生态效

益，尤其是桉树作为常见的商品木材树种，其经济价

值被更多的人关注。一直以来桉树的种植都是以经济为

主，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领导还是群众，都

对桉树的种植及管理关注度不高，也不对桉树病虫害和

桉树产业发展进行监测。桉树的种植和管理都是粗放式

的综合管理，因此技术和经验也较为落后，导致桉树林

生长异常、不规律，生命力相对较弱，就会让各种病虫

害滋生并蔓延。然而，种植桉树的企业单位都将重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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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营效益上，对桉树病虫害的管理知之甚少，导致桉

树在后续的生长过程中处于自由发展状态，没有人为的

干预矫正，进而影响经济效益。由于工作人员专业能力

有限，再加上防病虫害的系统不完善，因此，无法及时

发现和解决问题，只有在病虫害大规模出现时才采取适

当措施加以控制，但是已经错过防治的最佳时期，导致

病虫害的严重程度大大增加。一旦病虫害被暂时抑制，

则工作人员就不再考虑病虫害对桉树的危害这一问题。

（二）桉树人工林的结构单一，生态较为脆弱

由于桉树人工林往往都是采取单一品种种植，尤其

是新建的桉树人工林，由于其品种单一，使其森林的结

构也相较单一。特别是现在广泛种植无性繁殖育苗，致

使桉树遗传基因简化，再加上造林技术提高，大面积的

桉树林可以在短时间内种植成功，然而，种植的桉树都

是同一品种，甚至是同品种的同龄树。单一树种的森林

无法形成强大的生态系统，更无法对外来侵犯者发挥出

抵御作用，所以，感染病虫害的风险大大增加。在适当

的条件下，病虫害很容易传播、蔓延，并导致大规模爆

发，导致桉树感染疾病或桉树死亡，对此产生的经济损

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

此外，桉树病虫害日趋严重，其原因也与生态环境

密切相关。在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态势下，再加上气候

异常变化，使得桉树生长不健康，同时也让病虫害有了

良好的生存环境，尤其是暖冬气候，为害虫提供了生存

保护的空间，便于害虫对桉树破坏的恶性循环。例如，

如果天气持续炎热或下酸雨，会对桉树的生长发展造成

严重影响，甚至导致其死亡，最终使病虫害泛滥，影响

林业发展。

（三）病虫害防治方法不合理

桉树在发生病虫害防治的过程都是采用传统的防治

方法，即使用化学药剂喷洒的方式来进行桉树病虫害的

防治，防治的形式较为单一。采用化学药剂的方法来防

治病虫害，从短期的角度来看，其效果十分显著，但从

长远的角度来看，由于化学药剂对其他有益生物也同样

有着抑制作用，尽管化学药剂的喷施能够在短时间内取

得不错的成效，但长期的使用会对其他物种产生直接的

伤害，尤其是病虫害的天敌。此外，化学药剂的长期使

用还能够提高桉树病虫害的耐药性，大大增加了桉树林

病虫害防治的难度。使得原本就较为脆弱的桉树林生态

系统更是雪上加霜，不仅对桉树林的生态环境系统遭受

严重的破坏，同时还对当地的整个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桉树的育种造林养护不科学，缺乏将以“预防为

主”的目标贯穿到病虫害防治中，导致防治方法不合

理。最便捷的防治方法是抗病育种，选用抗病品种可以

大大减少桉树病虫害，提高桉树的存活率。如果在选种

阶段，不重视桉树的品质，而对桉树的生存条件、生长

方向给予关注，桉树就会患病虫害，影响林业发展。

（四）防治经费投入不够，科研投入不足

在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较为传

统，大部分都是采用化学药剂的方法来进行防治，而局

限于技术不足和资金不足的因素，使得物理防治和生物

防治的方法使用较少。迄今为止，由于对病虫害防治意

识薄弱，因此对其防治投资也较少，科研投入明显不

足，没有建立病虫害防治机构，缺乏系统的管理，导致

病虫害猖獗。工作人员不重视病虫害的影响，资金缺

位，所以桉树病虫害在小范围发生时，并不能引起工作

人员的关注，任其蔓延，最终导致重大灾害。此外，由

于资金稀缺，病虫害防治不彻底，导致病虫害接连出

现，不能有效防治。

（五）灾害监测和预报工作薄弱

各单位不重视对病虫害的监测管理，现在整个桉树

病虫害监测网络系统不完善，监测人员水平较低，相

应的规章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善，人员缺位，因此在桉

树发生病虫害时，无法及时识别病虫害情况，也不能及

时发布各种病虫害防治信息，为治理病虫害提供基本信

息，以便在救灾或被动响应情况下开展治理工作。如

今，许多病虫害都是在大规模发生后才被发现，但已经

造成巨大损失，若能尽早发现异样，并采取有效预防措

施，不仅可以遏制其传播和蔓延，还可以控制灾害和减

少损失。

三、优化桉树病虫害防治的若干措施

（一）对营林措施进行不断的优化与改善

为实现桉树病虫害的有效防治，需要以森林经营为

基础，以生态学和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结合林业生产

周期长和防治难度大的特点，制定相应的病虫害防治措

施。由此可见，必须把桉树病虫害防治纳入森林生产的

各个环节，建立系统的管理制度，有效预防病虫害的威

胁。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和一

定的抵抗病虫害发生的能力有重要意义。因此，相关企

业单位必须对树种结构进行调整，建造合理的混交林，

不断完善桉树和各种病虫害天敌的生存环境，保证桉树

健康发展，从而实现桉树林较强的抵抗力，防止外来侵

略者的袭击，保证自身体系的安全，推动桉树林经济效

益稳定发展。

（二）加强对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基础研究工作

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发现我国桉树病虫害种类不



农家科技 83

林 业技术
LINYEJISHU

断增多，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然而工作人员对一些

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特点不明确，不能采取有效防治措

施。因此，为全面了解病虫害发展趋势，应加强桉树病

虫害防治技术基础研究工作，了解其发生规律和发生特

点，针对这些问题探究相应的解决方案。不仅如此，应

加强生物防治技术研究，充分利用生物防治的技术，还

选用“以物降物”的方式，能够以对生态环境影响和

破坏程度最小的方式来实现最大化的桉树病虫害防治效

果，降低桉树病虫害的危害率的同时，还能够实现对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促进桉树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并实现森林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对桉树的检疫

我国现存的桉树病虫害，有一些病虫害是从其他地

区传播而来，影响着我国的桉树生长。桉树的起源地

病虫害种类虽多，危害程度较大，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

泛，但也有病虫害的天敌可以对其进行制约，因而可以

使生态系统保持稳定状态。一旦这些传入我们国家，害

虫在不受病虫害天敌限制的情况下，很可能会造成难以

想象的破坏。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加强病虫害检疫，

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以备不时之需，保证桉树的生

长发展。

四、结束语

防治桉树病虫害应以预防为主，不能等到病虫害形

成严重影响后才进行治理。治理桉树病虫害主要在这些

方面：一是在整地和种植时，对桉树种植区进行消毒杀

菌。二是在选苗时将有病害迹象的植株除去。此外，选

用波尔多液、百菌清、甲基托布津等化学活性成分对已

发生的病害进行治疗，对于难治的植株，直接去除，并

对周围区域进行消毒处理，避免病原体残留在种植坑内

感染其他植物。对于已经出现病虫害的植株，需要采用

这些方法逐一去除病虫害，以保证桉树的经济和生态效

益，提高桉树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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