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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作为重要的自然生态资源，对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

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为

了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国家对森林生态环境建设也越来越重视。这就要求人们

要充分了解影响森林生态环境的因素以及应对方法，

最大程度地降低甚至规避森林病虫害对森林生态环境的

影响。

一、病虫害防治在林业生态建设中的作用

森林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的组

成结构复杂，生物种类多样且数量巨大。生物的生存

和繁衍都依托于森林这个生态系统，它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而对森林生态环境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病虫害了。

病虫害的传播速度很快，破坏力极强，会严重影响森林

的生态结构，破坏森林植被，破坏生物的生存环境，对

森林资源和财产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进行森林病

虫害防治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如下所述。第一，可

以促进物种多样性的发展。物种多样性是自然环境的一

大特点，但是过去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时代物种

多样性也不断减少，森林作为地球上最为庞大的生态系

统，其中的物种多样性自然也更加丰富，但是病虫害的

发生也会限制物种多样性的发展，只有加强病虫害防治

工作才能够最大程度上减少病虫害对森林植物的破坏，

避免森林植物出现生长不良等问题，还可以保护森林中

动物的生长生存环境，从而有效地促进物种多样性的发

展，这对维护林业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也有着重要的

作用。第二，可以改善与保护生态环境。森林环境在吸

收二氧化碳、净化空气、涵养水土以及调节气候等方面

有着重要的作用，还能够避免水土流失导致的土壤荒漠

化问题，因此提高森林生态环境质量也有着重要的作

用。但实际上森林病虫害的发生会给森林植物、动物的

生长造成较大的影响，尤其是会影响森林植物的健康生

长，使得森林植物死亡，一些严重的病虫害还会造成大

面积的死亡，降低森林环境的作用发挥，而通过病虫害

防治工作的开展可以全面保障森林植物的健康，改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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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森林生态环境，使其可以充分发挥功能，也能够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第三，

可以增强生态环境自我调节性。森林病虫害的发生会对

林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就是导致林

业资源循环能力下降，随着病虫害发生规模的不断扩

大，林业生态系统也会出现失衡的情况，最终也会影响

到人类社会。因此需要加强对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

视，持续提高病虫害的防治效果，以便可以提高林业生

态环境自我调节能力，充分发挥出林业生态系统对促进

自然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且增强生态环境

的自我调节性也能够提高森林环境的抵抗力，降低病虫

害的发生概率。第四，可以提升社会经济效益。林业资

源是现代社会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日常生产生活

都是需要大量的木材，丰富的森林资源对保障社会的发

展进步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如果不重视病虫害的防治

就会造成大量林木资源死亡而丧失经济价值，不仅会影

响到社会的建设需求，还会给从事林木行业的企业造成

巨大的打击，因此必须通过病虫害防治工作来减少病

虫害对林木资源的影响，以便可以进一步提升社会经济

效益。

二、森林病虫害发生的原因

（一）环境因素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是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

响日益加剧，一方面是社会建设对林木资源的需求不

断加大，乱砍滥伐现象屡见不鲜，给森林的生态环境造

成了破坏，生态系统失衡，加剧了病虫害的发生；另一

方面则是因为人们在病虫害防治中采取了不科学的防治

办法，导致防治效果较差，还使得病虫害的抗药性在增

强。二是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尤其是恶劣极端天

气出现的次数呈现出逐步上涨趋势，这种环境为病虫害

的生长繁育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形

势更加严峻，更加不可控。

（二）人为因素

森林在保护生态系统、防治土地荒漠化等方面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人类的乱砍滥伐、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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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极大地破坏了原有的生态条件和生物多样性。

在这种条件下，导致很多病虫害没有了天敌的制约迅速

繁殖，传播范围也不断扩大，成灾性病虫害的发生越来

越普遍。

人工林是森林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多人工林

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前期构思不够严谨，意识不够

清晰，执行不够到位。第一，在树木选择过程中不能科

学选择，选择的树木不能适应当地的生存环境。第二，

在树木检疫过程中没有达到标准，导致种植的树木本身

就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而造成森林病虫害在林场的传

播。第三，林区生态结构的单一，会导致树木抵抗病虫

害的能力下降。第四，林业工作者在抑制病虫害的过程

中处理不当，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在杀死病虫害的同时

也会杀死大量益生物，还会使部分病虫害产生一定的抵

抗力。

（三）森林病虫害的传播形式

森林病虫害本身的传播形式就具有主动性和规模

性。病虫害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传播，繁殖速度

快、能力强。且不受区域限制。适应能力不断提高，可

以很快适应新的环境并快速进行传播。

三、森林病虫害防治面临的问题

（一）防治意识淡薄

森林病虫害防治意识淡薄是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

相关工作管理人员对病虫害防治工作不够重视，就会

导致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的质量难以提升。在林区实际的

经营发展中，领导人员更多的精力和资金都侧重在经营

和生产中，技术、资金、意识投入的不足，导致森林病

虫害的防治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难以得到质量上的

提升。

（二）防治力度不足

根据现在林业工作的实际状况，林区获得的经济收

益相对是偏低的。导致投入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上的资

金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病虫害防治的专项资

金，就难以保证关于病虫害的监测与预防水平得到有效

的提高。在病虫害发展的初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

反而增加了后期防治的成本和难度。

（三）防治水平低下

森林病虫害的防治也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才能更好

地开展。现阶段我国的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还处于比

较落后的阶段，如果没有高水平的技术和仪器来配合工

作，会极大地影响防治效果和质量。这会使得病虫害防

治的工作质量难以得到有效的提升，对于提高病虫害防

治工作的质量是非常不利的。

（四）危险性病虫害的潜在威胁逐渐增大

病虫害的传染性比较强，除了自然传播外还会受到

人为传播的影响，而传播范围的扩大使其危害性也会不

断增强，尤其是一些危险性病虫害的潜在威胁已经严重

威胁到林业生态环境的稳定。近些年来，林业生态建设

中对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在防治

过程中由于防治手段比较落后，在药物使用上而存在盲

目不合理的情况，使得病虫害的耐药性增加，一些病虫

害的危险性程度不断加深，给当前的森林病虫害防治工

作带来较大的困难。

四、森林病虫害防治方法及措施

（一）增强林业病虫害防治意识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在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开展

中，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加强林业病虫害防治意识，提高

广大防治人员对病虫害的认识。一是要加强制度保障，

即要求林业部门能够加强对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相关

制度的建设工作，从制度层面规范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各

个环节，同时也能够监督相关工作人员的病虫害工作

开展情况，真正落实森林病虫害工作的实施效果；二是

要加强培训保障，传统的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开展手段

比较落后，很多作业人员的经验主义较强，没有真正按

照病虫害的发生情况进行科学防治，因此还需要加强培

训保障，树立相关人员的科学防治意识，使其可以在实

际工作的开展中能够切实针对病虫害的发生特点、规律

等进行科学的防治工作，从而可以最大程度上提高防治

效果。由此可见，必须从根本上提高林业管理人员对森

林病虫害的防治意识吗，以便可以落实相关防治工作的

开展。

（二）因地制宜选择林木品种

在建造人工林的工作开展中，首先要做到抓好基础

工作，加大人工林建造地的考察力度，要充分结合当地

的气候、温度、湿度、土壤环境等因素，选择与当地环

境相适应的树木品种，使树木的生长过程中可以最大限

度地利用自然环境。树木在良好的生长环境中，也会增

强树木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可以从根源上阻断部分森

林病虫害的传播与蔓延，同时利用科学技术进行合理选

品造林，也可以极大地提高人工林的存活率。树木存活

率的提高，就代表着林业工作者效率的提高，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金的投入。基于此，在实际工作的

开展中需要因地制宜地选择林木品种，要求当地的林业

单位加强调研工作，全面了解不同的栽植品种、生长周

期、生长特点、抗病虫害能力，并按照当地的种植条件

和气候条件等进行搭配栽植，利用合理的科学布局采取

混交模式栽植树种，从而进一步提升林木抵抗病虫害的

能力，降低病虫害的发病率。

（三）加强检疫与预防工作

苗木在种植运输的过程中，要加强防疫的检查力

度，降低种植不健康苗木的概率。不健康苗木的种植，

会白白浪费工作人员的时间与精力。因为工作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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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严谨，也会导致国家对于林业的资金投入效果大打折

扣。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这就要求每个环节的工

作人员都要严谨对待，充分发挥自己的工作优势，做到

不漏一个细节，杜绝有可能会出现任何状况的可能性。

检疫工作可以说是造林工作的源头，也是最重要的环

节，所以在工作人员的培训上面也需要加大力度，让工

作人员不断提高对于森林病虫害危害的认知，充分认识

到自身工作对于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性，从而对于检疫工

作更加严肃认真。除此以外还需要重视起检测预防工

作，要结合不同林业生态建设区域、病虫害发生时间的

具体特点来严密监测与实地调研林业生态系统，了解林

业森林病虫害的具体特点、发展趋势等，来采取具有针

对性的森林病虫害防治措施，一般可以在森林病虫害发

生的前 3个月就预先采取防治措施，通过喷药或者其他

防治手段来降低病虫害的发生概率。

（四）合理防治，保护生物多样性

除了上面提到的人工造林，地球上还有许多大自然

赠与的原始森林。原始森林与人工造林不同，人工造林

可以在建造之初就人为地进行干预，进行精细的预防，

构建生态的平衡及多样性从而减少病虫害发生的概率。

这会使人工造林的维护工作难度相比原始森林要简单一

些。但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

对于原始森林来说，由于原始森林的地形地貌、交

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会让病虫害工作的开展有一定

的难度。环境的恶劣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长期在恶劣

环境的坚守护林工作比较困难。日常工作的不到位，会

使枯枝烂枝为病虫害提供滋生的温床，加剧病虫害的危

害。另外在调研以往的森林病虫害防治方法中，使用大

规模的化学有毒药剂是最常用的方法。可是方法的单一

性不仅首先会使大量益生物在药剂作用下一起被杀死，

还会使病虫害在长期斗争过程中产生抗药性，后效效果

非常不明显，所以相关人员要做到科学防治。

第一，生物防治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的优势在于可

以有效地利用益生物对森林病虫害进行防治，可以做

到无毒、无残留的状态，不会对环境和动植物造成一系

列的危害，同时也可以加强森林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不

仅能够有效减少资金的投入，还具有较高的环保效益。

生物防治技术的应用，需要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

一般情况下，生物体的本质会造成物种数量和种类的改

变，需要掌握生物体共生，生物链等机制关系，因此

可以采用天敌防治害虫的措施，一方面是天敌昆虫的使

用，在适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适当的引入森林虫害的天

敌，比如赤眼蜂、啮小蜂等昆虫，在引入过程中还要注

重为天敌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是鸟类的

引入，很多有益鸟类也能够较好的控制害虫群体，将鸟

类投放于森林种植当中能够有效减少病虫害对于森林的

破坏。再就是使用一些植物性农药进行病虫害防治，其

主要是由生物元素组成的药物，不仅能够防止害虫产生

抗药性，同时也不会留下大量的农药残余，可以较好地

消灭森林中常发的马尾松毛虫、黄脊竹蝗等害虫。

第二，化学防治技术。这是比较普遍的防治方法。

该方法是使用化学药剂来防治森林病虫害，见效快、

方法简单，适用范围广。可是化学防治的优势和劣势同

样明显。长期使用化学药品，残留的药剂不仅会影响环

境，还会严重危害土壤有机质，损害植物的生长环境，

还会使病虫害产生一定的抗药性。化学药剂一视同仁，

生物植物无论好坏都会被杀死，破坏生态平衡。化学防

治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要合理有效的利用。

第三，物理防治技术。物理防护技术要充分利用害

虫的特点，例如趋光性和趋味性，安装灯光诱捕器或者

性诱捕器，从而对病虫害加以捕杀。无论使用任何一种

方法，都离不开人们对病虫害的认知及不断学习。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在进行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中，首先就要加大宣

传，加强培训，使防治意识逐步提升上来。然后要充分

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合理地选择防治方法，在资金及

人力投入不理想的现状下，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提高森

林病虫害防治水平，努力构建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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