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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问题是林业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其

发生往往会对林木的正常生长造成不同程度地影响，甚

至导致林木死亡，这样不仅给林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

响，还对我国生态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造成不可忽视的

影响。因此，在林业建设中，病虫害防治工作往往被视

作为重要的管理工作之一，目的在于通过多种举措来消

除病虫的危害，以保障林业高质量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在现代科技手段支持下，林业病虫害防治手段

呈现多样化态势，且各项技术手段在林业病虫害防治中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我国林业建设发展贡献了一份力

量。但不可忽视的是，部分防治技术手段在应用中往往

伴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以化学技术手段为例，其在应

用不当的情况下可能出现化学污染，虽然控制了林业病

虫害，但也可能引发化学污染问题，不利于生态文明建

设和林业经济的协调发展。而生物方法作为一项副作用

极低的有效防治病虫害的技术手段，应用在林业病虫害

防治中能够促进林业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

步增长。因此，基于林业经济和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的角度考虑，本文从优势、具体应用两方面研究“林业

病虫害防治中生物方法的实践应用”具有显著的意义和

参考价值。

一、林木病虫害的主要特点概述

近年来，我国林业建设步伐加快，极大地提高了我

国绿化率，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且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木材资

源。因此，在经济社会建设进入新常态的新形势下，保

障林业高质量建设、可持续发展意义显著。但是，在林

业建设中，病虫害问题往往是不可控制的，只有在林业

管理中积极落实相应的管控与灭杀工作，才能及时消除

病虫害的威胁，保障林木正常生长，才能促进林业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夯实环

境基础。现如今，我国林木病虫害问题形势十分严峻，

在总结分析基础上，可以发现其呈现的特点主要包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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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方面：首先，林业病虫害受灾面广，虽在可控状

态下，但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对我国林业经济快

速增长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其次，林业病虫害类型

多样，增加防治工作难度和压力的同时，还延长了林木

的持续受害时间，对病虫害防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尤其是一些外来入侵害虫，由于缺乏天敌而快速蔓

延，对我国林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的同时，还难以

采取有效手段进行控制，如松材线虫、苹果蠢蛾等，作

为外来入侵害虫，由于在森林中缺乏天敌而快速生长，

威胁我国林木的健康生长，进而可能给林业经济带来严

重的损失。再者，林木病虫害往往是区域性问题，不同

区域的林业病虫害可能不同，导致其病虫害类型复杂多

样，进而导致病虫害防治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对单一

的技术手段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使林业资源面临严

重威胁。此外，病虫害的发生往往有着集中性、季节

性、传播速度快等特征，一旦发生后，短时间内会对林

木资源造成严重地损害，若相应的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落实不到位，或者是相关工作不及时，将会快速上升到

高等级危害，诱发次生灾害。

二、生物方法在林木病虫害防治中的主要优势

分析

林木病虫害问题严峻化，使其备受行业内有关人士

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化学方法是作为我国林木病虫害

防治工作中常见且传统的方法之一，虽然在实践中取得

了良好的杀虫效果，并可以对大范围的病虫害进行高效

灭杀，但一旦长时间应用这类化学方法，可能让害虫产

生抗药性，进而降低了此类化学方法的应用效果。这种

情况下，若林业资源管理人员仍然应用此类化学方法进

行病虫害防治，则会因为虫害药性能力提升而弱化防治

效果，甚至起不到任何防治效果，反而进一步提高了害

虫的抗药能力；在此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对化学方法进

行改进和完善，以提高其灭杀效果，而害虫则会在新的

化学方法应用后，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抗药能力，导致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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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的抗药能力与化学方法研发之间形成闭环，不仅难以

保证林业病虫害防治效果，还会因为化学药剂用量增大

及药性的增强，对林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地破坏，不

利于林木生态平衡的同时，还不利于林区经济可持续发

展。在此背景下，林业资源管理者要在实际的防治工作

中，取得良好的灭杀效果，并维护林区生态平衡，重点

是创新应用新的防治方法。

生物方法是利用现代生命科学方法进行加工处理而

达到某种目的有效方法手段。在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中

推广应用生物方法，最大优势体现在可以避免使用化学

药剂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并可以取得良好的病虫

害防治成效，具体如下：一方面生物方法应用在林业病

虫害防治工作中，不会对林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地破

坏，且因为其友好型的特征，不会对林区其他群落、食

物链、水域等造成污染、刺激等不利影响，能够在实际

应用中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为其在现代林业资源管理

中推广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生物方法应

用能够在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取得良好的灭杀效果，且持

续时间较长，可以有效控制病虫害问题，以消除病虫害

对林业资源发展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在林业病虫害

防治工作中推广应用生物方法，还可以在林区内形成完

整的生物链及防治群体，提高病虫害防治工作成效的同

时，促进林业资源健康。

三、林木病虫害防治工作中生物方法的应用措

施分析

部分林业防治技术手段应用往往存在两面性，即在

取得良好的害虫灭杀效果的同时，还会对生态环境造

成一定的破坏。而生物方法在应用中具有污染小、灭杀

效果强等优势，意味着在当前林木病虫害问题严峻化的

今天，林业资源管理人员应探寻生物方法的有效应用措

施，以保障林业经济稳健发展，具体如下：

（一）应用微生物防治技术手段

微生物防治技术手段具体是在害虫体内混入某种细

菌或者是真菌，以实现害虫灭杀目的的有效防治方法。

首先，细菌防治技术手段。林区一旦发生病虫害问题，

在病害扩散过程中，附着在树叶上的细菌会因为病害扩

散而进入其体内，并在害虫内部营养支撑下进行快速繁

殖，以产生灭杀害虫的积极效能。当前，细菌防治技术

手段应用范围有限，常见于白蛾、松毛虫等害虫防治工

作，取得良好的灭杀效果的同时，对人体健康无任何负

面作用。其次，真菌防治技术手段。林业资源管理工作

人员应基于防治要求，培育相应的菌种，随后利用多种

有效举措将菌种送入到害虫体内，使害虫死亡。但是，

此技术手段应用往往要消耗较高的成本，使其在林业发

展中难以推广应用。以白僵菌为例，在我国林业病虫害

防治工作中有着相对广泛地应用案例，在温度、湿度等

条件方面有着相对苛刻的要求，具体是林区湿度不低于

90%，且温度在 18 ～ 25℃之间，此方法才能产生良好

的灭杀效果。因此，为保证林业害虫防治效果，林业资

源管理人员在选择真菌防治技术手段前，往往要做好相

应的分析准备工作，重点是调查了解林区温湿度，并综

合考虑其他因素来合理选择细菌或真菌防治技术手段。

（二）引进病虫害天敌

在生物链中，病虫害并非没有天敌，而是区域内可

能不存在天敌。因此，在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基于

害虫特性来引进相应的天敌，以达到及时灭杀害虫的作

用，并起到长期控制害虫的积极作用，以避免林业资源

受到害虫的损害。同时，在林区内引进松毛虫赤眼蜂，

并不会对林区内其他生物造成负面影响，对林区内各生

物群落的稳定发展大有裨益。但要注意的是在引进生态

失衡天敌时，也要密切注意一些事项，倘若没有做好相

应的管控工作，则会因为病虫害天敌泛滥而引发新一轮

的病虫害问题，甚至对林区生态环境造成损害。首先，

林业资源管理人员应基于病虫害的类型进行益虫引进，

且要做好后续的益虫保护工作，在病虫害防治工作形势

紧迫的条件下，可以考虑采取人工繁殖方式来快速增加

益虫的数量，以保证害虫的灭杀效果。其次，在益虫引

进时，林业资源管理人员还要调查林区情况，并做好林

区自然生态条件、气候条件等分析工作，以评估益虫引

进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才能显著提高益虫在林区内的

存活率，并保证益虫生长不会对林区内的生态环境造成

破坏。

（三）应用营林方法

在林木病虫害防治工作中，生物方法应用方法多样

化，其中，营林方法作为一项综合性能优势显著的方

法，具体是在林木栽植之前，做好苗木的检疫工作，以

在根源上消除病虫害的问题，有效提高林木质量的基础

上，保障林木健康生长。同时，在幼苗移植运输期间，

有关工作人员应结合苗木特性及病害可能发生的具体情

况，做好幼苗入林区前的病虫害灭杀及防疫工作，目的

在于防止林区内进入携带病虫害的幼苗，以提高苗木质

量，提高苗木整体成活率的同时，极大地提升苗木抗虫

害的能力。综上分析可知，在林业资源管理中，采用营

林方法可以从源头上降低病虫害问题的发生概率，以间

接达成病虫害防治工作目标。在营林方法应用过程中，

林业资源管理人员往往要密切注意一些事项，具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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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是基于林区调查工作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具体是

明确林区的生态条件、土壤情况等，据此来选择适宜的

树种，旨在提高树种栽培的成活率，并确保其在此林区

内具有较高的抗病性，才能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的

同时，显著提高林区经济效益。二是综合分析林区的种

植条件，掌握苗木生长习性及林区的光照、温湿度等情

况，据此为种植树种的选择提供信息参考，保证树种选

择的科学合理性，才能最大限度上保障树种成活率，以

减少栽培成本。三是在树种栽植过程中，林业管理人员

应基于科学栽培方法进行树种栽植，保证苗木在生长中

能够获得充足的光照与养分，才能保证苗木茁壮成长。

四是种植人员应牢固树立先进的林区管理理念，科学营

造混交林，提高林区病虫害抵御能力，才能够最大限度

降低病虫害对林区的破坏。

（四）合理利用性外激素

在科技发展支持下，生物方法发展呈现多样化态

势，其中，利用性外激素是一种新型生物防治方法，其

在林区病虫害防治工作中的应用能够取得良好的防治效

果，具体是以活雌虫或粗提物为诱饵，对雄虫进行诱

杀。在病虫害繁殖中，往往要雌雄交配的支持，意味着

病害虫一旦出现了雌雄比例失调问题，将会导致林区绝

大部分因缺乏配偶而无法受孕，自然无法产出下一代而

起到防治的效果。而性外激素的利用就是通过诱杀林区

内的雄虫，以引起害虫雌雄比例失调而达成防治工作目

标的有效方法。在实践中，利用性外激素的生物防治方

法应用在病虫害防治中，不仅无害，还一定程度上起到

长久根治的作用，应在林业建设中进行推广和深度研

究，为我国林业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赋能。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病虫害是林区建设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

题，影响林业经济发展。因此，加强林区病虫害防治

往往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生物方法作为无污染、防治

效果良好的病虫害防治方法，要求林业资源管理人员提

高思想认识，与时俱进地创新生物方法的应用方式和手

段，才能不断提高病虫害防治成效，以实现我国林业资

源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而为我国林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夯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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