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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这一背景下，人们逐渐意识到

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由于我国地域广阔，

林区面积比较大，林区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较多的

问题。在林区众多问题中最为突出的便是病虫害，病虫

害的出现对林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虽然化学防

治方式是林业病虫害防治方式中非常有效的一种防治方

法，但是该种方式会对林区的土壤、水体、大气以及林

产品造成很严重的污染；基于这一问题，所以诞生了生

物防治技术，该防治技术具有病虫害防治效果久、避免

环境遭受严重的污染及设备投入少等优点，在病虫害防

治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林业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应用的必要性

（一）降低病虫害防治成本

在预防森林病虫害上可以通过引入害虫天敌的方式

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持续发展，还可以通过使用生物抑

制剂的方式抑制病虫害，这种方法具有无公害、绿色、

环保的优点，可以有效解决病虫害问题，这也是生物防

治技术的主要手段，它可以减少人力资源的投入，最大

限度控制了防治成本。在以往传统的防治病虫害的主要

手段是通过人工大面积地喷洒化学农药，这不但增加了

人工成本，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而生物防治技术相

比于传统的化学农药喷洒可以减少人工成本的投入，同

时防控病虫害的效率更高，这也是目前林业经济发展的

重要部分。纵观近年来在林业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来看，

生物防治技术相比于化学农药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在国

内外生物防治技术目前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比较推崇

的一种防治病虫害的技术。

（二）促进森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生物防治技术具有绿色环保、无公害的优势。而传

统的化学农药喷洒防治病虫害，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

坏，农药分解时间长，在防治病虫害的同时会对周围的

花草树木、有益生物造成伤害，同时在下雨天，农药残

留也会流入河中，对周围的植被、居民、绿植等都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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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良影响，甚至威胁人和动物的生命。化学污染分解

时间长，其破坏性是持续的，因此化学防治的缺点和弊

端较大。而生物防治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使病虫害得到

有效控制的同时，还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对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改善和促进的作用，可以促进生态物

种的共生，能够积极有效地调节食物链的良性循环，将

生物天敌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可将有害生物消灭或规

模减小。近年来我国提出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理念，生

物防治手段完美地贴合了该理念的运行，该技术对生态

环境造成的侵害性和污染性都非常小，有利于森林资源

和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增长。

二、林业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

（一）引入并利用病虫害天敌

在生态环境中，生物种类比较多，害虫天敌作为消

灭害虫的最有力武器，因此诞生了天敌昆虫法，该种方

法作为一种应用时间比较长的病虫害去除方法，在预防

病虫害中取得了突出的应用效果。但是为了能够将该种

病虫害防治技术的最大效用展现出来，要求相关技术人

员需要提前了解害虫天敌的类型、数量、投放时间及投

放地方进行了解，以便能够为病虫害防治工作得更好实

施及开展提供科学的依据，保证林区中益虫及害虫数量

的适宜性，以此来确保能够处于一种“有害无灾”的平

衡状态中，对于林业中病虫害的产生具有预防功效。例

如，杨树极容易遭受病虫害的侵袭，为了能够完成对杨

树的保护，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应保护好

鸟类，不可对林区中的鸟类进行捕杀。第二，应加大对

杨树林中害虫天敌的运用，害虫天敌包括捕食性昆虫、

寄生蝇、寄生蜂、有益微生物等。第三，需要创设合理

化的有利于害虫天敌的生存环境，可在林区中栽种豆科

牧草、栽植油菜等。第四，创设天敌规模化生产工作，

以便能够大面积防治病虫害。在病虫害防治中实施生物

防治措施，对于病虫害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对

于病虫害天敌所产生的影响不大。经过对寄生性天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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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进行繁殖的方式，会在害虫的幼虫及卵上寄生，

从而促使害虫能够形成一种流行病，以此来完成对害虫

的快速扑灭。例如，对于杨尺蠖可采用春尺蠖核多角体

病毒来进行防治，对于该种病害的产生能够起到预防

作用。

（二）营林技术

营林技术主要实施通过将适当的措施用于林场管理

中的一项措施，对于林木的健康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林

木抗病虫害能力，明显增强。营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一

些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树种中，其所使用的技术包括混交

栽种、定期除草及按时灌溉等，通常会在苗木栽植的初

期阶段进行混交栽种。

（三）生物酶技术

生物酶技术在最近几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林业病虫害

生物防治工作中，通过将一定剂量的蛋白酶抑制剂放

入到林业生物体中，以此来完成对生物新陈代谢的有效

维持，对于外来蛋白水解酶能够产生抵御功效，保证林

场中的生物得以健康生长。另外，生物酶技术在林业病

虫害生物防治中应用，能够有效抑制害虫肠道中的蛋白

质活性，对消化道系统会造成破坏，对害虫的生长发育

会造成极大的抑制，进而取得良好的害虫消灭功效。另

外，需要使用适当的方法来细致及全面地对苗木进行检

疫，不可在林区中纳入携带危险性的有害生物林产品及

苗木，对于病虫害的产生能够起到预防功效。目前，我

国的很多林区均会面临病虫害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该汇

总情况，与林区中新引进有带有病虫害的苗木有直接关

系，当此类苗木进入到林区中之后，不仅会对林区造成

极大的危害，同时对于周边林区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引发原本一些比较健康的林区遭受病虫害的侵袭，进而

引发大面积的病虫害。因此，要求各林业部门需要做好

苗木检疫工作，并在病虫害防治中与生物酶技术联合应

用，便于对防治害虫流入到林区中取得根本性的预防

功效。

（四）微生物制剂法

目前，在我国林业病虫害防治中微生物制剂法被广

泛应用，并且经过应用的过程取得了显著的病虫害防治

效果。微生物制剂法通俗来说是微生物杀虫剂，包括以

下几种：第一，白僵菌，主要用于防治松墨天牛、松毛

虫。第二，病毒杀虫剂，主要是使用昆虫病毒来达到杀

灭虫害的目的，如对于林区中的杨树食叶害虫及美国白

蛾主要是使用白僵菌灭杀方式。第三，苏云金杆菌，主

要是用于防治鳞翅目害虫。例如，目前，在林业病虫害

防治中微生物制剂法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效果，并且成为

现阶段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的主要发展方向，病虫害防

治功效突出。

三、林业病虫害生物防治管理方法

（一）做好市场监管及林木保护工作

在林业经济相关部门要做好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做到监督到位、监管到位、控制到位，对于原木进口行

业进行标准化、规范化控制，对于不规范的进口行为要

进行管理和遏制，对于制定的相关制度要严格执行，对

于主要的入侵害虫需要进行分层检疫，严格执行检疫标

准和检疫措施。特别对于隐匿性比较深的害虫需要多次

检测，重点检测，在源头上控制好苗木的良性发展，将

病虫害拒之国门之外。此外，对于一线的林业工作者，

要定期给予培训，相关领导给予一定的监督，指导一线

工作人员定期要对森林医院的病虫害情况进行盘点，主

要包括常规性的病虫害、多发性病虫害等都需要进行排

查和检测，一旦发现异常问题需要及时上报领导部分，

林业相关部门需要高度引起重视，对病虫害的源头和

病情追根溯源，对已经发生的病虫害的林区要积极进行

治理。

（二）建设病虫害监测系统

为了更好地促进森林资源的良性可持续发展，需要

在病虫害的源头上给予系统的、常规化的监测，相比

于病虫害的整治，防治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工作，能够防

患于未然。林业人员需要全局对森林资源进行把控，重

视细节，为了更好地对森林系统实施人工干预，需要建

立全面的系统监测。对于森林管理部门而言，病虫害预

报预测系统可以对病虫害的源头进行全面的跟踪，使病

虫害的防治工作具有时效性，使病虫害的一系列链条扼

杀在预警之中。在病虫害防治工作中，要充分利用好科

技化的防治手段和细节化的监控手段进行病虫害的监测

和预警，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例如，在

森林的关键性位置设置隐藏的观察监测点，对重点区域

的森林资源的生存状态进行全面的了解，准备定位。另

外，还需要对林区中使用立体化及全方位的监控，以此

来取得良好的病虫害防治效果。应明确树木生长各个阶

段的生物特征，以便能够为病虫害防治工作的更好开展

提供依据。

（三）生物防治技术应用对策

为了能够将生物防治技术在林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

用效果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不仅需要把控好技术

实施过程，同时还需要做好技术应用的统筹规划，技术

的实施过程是提升病虫害防治效果的关键性因素。生物

防治技术管理可为生物防治病虫害工作更好地开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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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使技术应用更加规范。例如，在同一个林区中，

生物防治技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极容易出现叠加反

应，因此需要做的事情便是不可同时使用多种生物防治

技术，在一个林区中的病虫害防治上倡导使用单一化的

生物防治技术，以防止不同的生物防治技术同时应用而

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对病虫害防治效果的提升造成极大

的影响。另外，生物防治技术在实际应用期间，需要对

时间做好把控，该项技术在实际的应用期间，完成了对

病虫害作息习性的统一化管理。例如，建议在夏季投放

赤眼蜂，是因为赤眼蜂主要是在夏季进行繁殖，通过在

此时间段进行投放能够将生物防治技术的最大效能充分

展现出来。尽管在林区病虫害防治中生物防治技术取得

了良好的应用效果，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

为有比较长的作用周期，在正式投放使用之前，需要提

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尽管在同一个林区中需要将生物

技术防治的单一化展现出来，但是也可同其他防治技术

联合应用，能够达到综合治理的效果。

（四）外来病虫害防治工作

我国的林区在外来病虫害防治上经验不足，管理工

作具有滞后性，之所以会出现该种情况，与缺乏对外

来物种的了解有直接关系，需要经过对外来物种进行一

段时间的研究，能够明确其属性，若是对外来病虫害实

施传统的防治方法，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并且在对外

来病虫害进行防治之前，需要做长期的研究，研究内容

包括生物特性、环境因素等，可借鉴国外的成功防治经

验，例如，在抵御美国白蛾时可使用白蛾周氏小蜂。林

区为了能够取得良好的病虫害防治效果及质量，需要在

前期阶段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试验及研究。另外，生物

系统的稳定性极容易遭受到破坏，当有不适宜的物品被

引入进来之后，如天敌昆虫，将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平衡

性被打破。因此，在防治外来生物病虫害时，需要保证

相关防治技术打击力度的有效性及精准性。

（五）提升林业病虫害预测水平

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由专业的人员来完成，需要做

好林区病虫害的全面预测，以便能够对病虫害进行充

分的控制。同时还需要保证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实施及开

展期间应具备充足的经验，以促使林业病虫害防治水平

得以显著提高。另外，应不断优化及完善病虫害预测技

术，提升创新力度，并参与到相关调研工作中去。近年

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为预测病虫害提供

了条件，在开展病虫害预测期间，应加大对智能检测技

术及信息技术的使用，监督林业病虫害的形成过程，以

确保所掌握的病虫害信息更为准确性及全面性。前期各

项调查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病虫害信息是否准确，因

此在前期调查期间，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本身具备较强

的专业素养及专业能力，以此来保证前期获取的信息质

量更高。为了确保在林业病虫害防治中生物防治技术能

够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应从生物多样性发展角度进行

分析，以便能够制定出完善的防治方案，并且各项防治

工作在实施及开展期间需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标准要求来

执行，以避免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出现漏洞。由于我国

有着比较复杂的地理气候环境，并不是每个林区均适宜

使用生物防治技术，为了能够将该技术的最大效用展现

出来，需要以林区的实际情况为依据，有针对性地做好

优化及调整工作，以确保林区病虫害问题能够得到有效

的解决。

四、结束语

病虫害作为影响我国林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会影响

林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能够预防林区出现病虫害，

建议应用生物防治技术，可完成对林业病虫害的应对及

处理，对于病虫害的发生具有抑制作用，可避免生态环

境受到污染，提升林木病虫害防治成效，促进林业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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