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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松材线虫病为代表的林业病虫害，其危害

程度甚至超过了森林火灾。当下，林业是我国重要的生

态资源，也是最主要的经济发展来源，但各地森林所出

现的林业病虫害已经严重地影响着我国林业生态环境建

设发展，也制约了森林资源保护治理成效。对此，当地

需结合林业发展实际情况，合理发挥无公害防治技术运

用优势，以便制定出完善的林业病虫害防治制度，进而

达到全面防治的效果。

一、林木病虫害诱发因素与根本问题
（一）诱发因素

1.自然因素。当前，在各类林业工程项目建设中，

广泛使用的造林办法为人工栽培，且人工栽培也占了林

业建设中很大一部分的林地面积，但因个别林地生态防

护能力较差，导致其对管理的需求较高，在此若管理不

到位则会出现严重的林木病虫害问题，从而影响到造林

建设效果，影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2.人为因素。在我国林业建设发展中，通常采用化

学除害的方法来消除林业有害生物，但化学除害技术在

过多地使用，不但会对树木品质造成影响，还会对树木

自身的防护系统造成损害，从而严重影响了当地林业建

设与生态环境。

3.治理因素。据调查发现，在森林中出现林业病虫

害后，因病害会蔓延和扩繁增殖，如没有及时对病害进

行针对性防治、处理，病害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

速地增大，进而加大了森林病虫害的防控难度。因此，

在对林业病虫害展开治理时，应遵循“预防为主、科学

防治、依法治理”的方针，由此提升林业病虫害防治水

平，切实强化对林业有害生物的排查和监测预警，以便

达到精准防治、科学治理效果。

（二）根本问题

1.林业种植结构不合理。在林业规划，苗木栽培的

过程中，需明确合理的林木建设结构对树木成长发育的

影响作用，在合理的种植结构下，可确保林业种植供需

达到平衡状态。其林业种植结构包括树种选择、林木分

布，以及树种设计与经营。但因林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发生较为普遍，这种情况将直接导致林业病虫害出现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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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等情况，且因不合理的林业结构也会影响实际的林木

养护管理效果，导致经济效益、生态效益逐渐下降，不

利于我国林业健康发展。

2.技术落后。当前，在许多基层的林业病虫害防控

工作中，对现有的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仍然存在不

足，这种情况导致大多数地区在森林病虫害的防治上，

应用的手段比较落后，而且没有配套的控制设施。特

别是最近几年，林木病虫害频发，林木防控工作非常紧

张，对此为了确保防治效果，需合理融入信息技术，以

便为无公害防治技术应用做好支撑，使其在发挥技术优

势的同时提升林业种植质量，保障提升林业种植经济效

益与生态效益。

二、无公害防治技术在林木病虫害防治中的应

用价值
对林木病虫害采取有效的无公害防治技术措施，可

确保林木成活率得到提升。因此，在幼苗时期，林木

需要保持健康的生长状态，就应该避免遭受病虫害的威

胁。相关人员需要对幼苗展开多个方面的检测，继而选

定适用的无公害防治技术进行防治，并确保所采用的技

术不会对幼苗造成影响，以此在科学合理的防治体系

下，提升林木成活率。

林木病虫害一旦暴发，则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蔓

延，造成大面积的危害。因此，当地需重视林木病虫害

所造成的影响，由此采取科学合理的无公害防治技术完

成防治工作，在此可助推我国造林计划。当前，我国从

防护林建设、天然林地建设、退耕还林建设等方面为林

业资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对此，需在当先的形式

下，采取有效的病害防治措施，以此最大限度地保护林

业资源，推动造林工程顺利进行。

道真自治县林地面积 135050.7305hm2。其中，乔

木林地 92048.656hm2、竹林地 664.2679hm2、疏林地

295.6374hm2、特殊灌木林地 36454.9341hm2、一般灌木

林地 4048.9171hm2、未成林造林地 1324.4822hm2、其他

林地 213.8358hm2。从 2002 － 2020 年以来共实施退耕

还林 32.16 万亩。其中：任务安排情况前一轮退耕还林

面积 9万亩，新一轮退耕还林面积 23.16 万亩，且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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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规划为以种植生态林树种为主。

三、无公害防治技术在林业病虫害防治中的运

用措施
（一）生物防治“以虫治虫”

在无公害防治技术中，生物防治是该技术体系主要

的组成部分，对此在发挥无公害防治技术优势时，需

结合生物防治“以虫治虫”的技术效果，从提高优质天

敌的繁殖和释放数量开始，逐步提高无公害防治的覆

盖率，以便达到对林业病虫害防治效果，并从整体上

提高当地林业有害生物的科学防治治理水平。首先，

“以虫治虫”技术优势在于，其安全、高效、经济、可

持续且无残留，由此可见该技术在实际的无公害防治工

程中运用价值明显。对此，当地需利用天敌昆虫对林木

害虫的控制，既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又有利于森林的

生态恢复，还可形成天敌的野外群体。在该技术的防治

体系下，还可提高森林天敌种群，降低害虫种群密度，

提高森林中的天然控害能力，从而促进当地林业可持续

发展。道真县在林业病虫害防治方面，在生产中利用肿

腿蜂在大堡山国有林区开展过防治的害虫有松褐天牛、

双条杉天牛、厚鞘双条杉天牛、光背天牛、栗山天牛、

云斑天牛、天牛等。对小天牛病有较好的防治作用，但

对大天牛病的防治，只要把握好放蜂时间、数量，也能

取得较好的防治效果。其次，利用生物天敌防治林业

害虫，具有靶向性强、对环境无污染、对其他天敌无

损害等优点，相对于传统的防治方式，以虫治虫的防

治特点在于，它不仅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还可以长

期使用，由此在技术的支撑下逐渐实现生态均衡的防治

效果，且不会产生次生灾害问题。赤眼蜂生防技术是采

用“以虫治虫”的方法，属于无公害、无环境污染、成

本低、有效期限长、危害小的新型生物技术，可有效地

降低落叶松毛虫的数量与群落密度，在该技术的防治下

达到了生物分布区的动态平衡。当地在林业病虫害防治

工程中，一共撒下了３万多只赤眼蜂的卵子，寄生率可

以达到 80%，超过 67000 亩的马尾松森林得到了有效的

防护。赤眼蜂属于膜翅目、赤眼蜂科，赤眼蜂的成虫体

长小于 1mm，翅膀呈梨形，只有单一的翅脉和穗状的缘

毛，是落叶松毛虫、松梢螟等害虫的“天然捕食者”，

且利用价值较高。赤眼蜂在落叶松毛虫等昆虫产卵时，

会根据昆虫分泌的化学物质，快速地寻找到昆虫的“源

地”，之后，再将卵寄生在昆虫虫卵中，使其在昆虫虫

卵中逐渐变成幼虫，并以卵黄为食，化蛹后破坏害虫

卵，应用该技术，对林木害虫起到了良好的防治作用。

采用“以虫治虫”的绿色管理方法，还可对当地林木进

行“诊治疗伤”，由此确保了本县森林林木的健康，实

现了造林的目的。

（二）物理机械防除法

物理机械防除法属于合理利用各种物理因素、人工

或器械来对有害生物进行预防和控制的方法，其中包含

了最简单的筛选、热处理等。实践表明，该技术的处理

特征在于，操作简便、费用也相对低廉、无污染，既可

在害虫大发为害之前使用，又可在害虫发生后使用。

1.诱杀。在诱杀处理中，主要是利用害虫的某种趋

势性，并将其作为技术发挥优势，以便达到防治效果。

如，利用害虫潜伏、产卵、越冬等，通过合适的方式进

行引诱，并进行集中处理，从而达到消灭害虫的处理

效果。如，诱虫灯。适用于：飞蛾、金龟、蝼蛄、飞虱

等。照明设备：暗光。考量：光照、虫期、雌雄等。适

用于：没有风，没有雨，没有月亮的夜晚。除虫距离：

每 1.5 亩地大约需要 1个照明灯。

2.阻隔。要了解林业害虫的生活习性，采取合理的

措施，由此阻隔处理，避免林业病虫害传播、蔓延、大

面积危害并通过阻隔将其直接消灭。

套袋：防止食心昆虫在果子上产卵；

培土措施阻止成虫出土：在桃树的主干附近的浅土壤

中进行保育，为了避免成虫的出现，在主干附近的土壤中

培土处理，培土7cm为宜，并且还可防止成虫出土。

防止枣尺蠖雌蛾爬树：在枣树、苹果等的树干上堆

积沙子或用塑料布包裹，以达到阻碍防治病害的效果。

树干刷白：10份生石灰、1～ 2份盐、1～ 2份硫粉

末、40份水，可使病虫不得在树上越冬或在树干内产卵；

树干涂胶：将松脂、蓖麻油、蜡油等做成的胶水涂

在塑料布上，可有效地阻止害虫上树产卵。

（三）利用信息技术精准防治

1.构建生物智能化监测预警站。生物智能化监测预

警站，可实现有害生物定位、分割、检测、识别等功

能，并且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端口进行实时检测，以

便向林场管理人员提供更加科学、更加准确的危害生物

预警信息，从而对林业病虫害进行有效防治，其中通过

合理运用信息技术，可有效提升生物监测预测水平。

例如，在监测预报工作方面，其属于进行林业有害

生物综合治理的首要目标，以制定防治方案为依据，以

此合理提升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预测能力，实现对其进

行科学的防控，在进行了前期的技术准备工作后，该智

能化监测预警站已建成和投入使用，这将会大大提升地

方森林害虫的监测与预警水平，并扩大国家中心监测站

的监测范围与能力，在此过程中，可切实提高防范有害

生物入侵的能力，全面推动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工作

的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建设效果，并实现了“全

面监测、及时预警、准确预报”的防治目标，最终为开

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提供较为科学准确的技术支撑与防

治依据。

2.利用可视化技术。在利用可视化技术进行林业病

虫害防治工作时，需从该技术的应用情况入手，明确该

技术所具有的功能特性其中包括，森林资源经营、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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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仿真、树形建模等，在此过程中，还需运用地理信

息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完成对林业病虫害的防治工

作。例如，基于林业数据利用，在深度研究的过程中，

还需解决高维数据的时序性以及数据利用等问题，由此

不断推动该技术在实际运用中的实际效果。同时，还可

运用Java开发语言，结合用D3函数库，对可视化系统

进行开发，并构成两个主要的功能模块，一是可视化林

业病虫害分布，二是可视化的林业病虫害状态。通过其

功能模块向用户提供相关的数据信息，确保了对林业病

虫害防控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技术方案。针对林业病虫害类

型进行分析，其中所出现的病害主要是指对森林林木所

产生的有害植物、动物以及病原体主要包括害虫、病原

菌、害鼠（兔子）、有害植物等。在这些病害类型中，

虫害和病害是对树木造成最大的威胁，也是传播最广泛

的病害类型。最近几年，林木虫害和病害有不断增加的

趋势，对此当地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在信息化建设过

程中，制定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技术方案。

病虫害信息管理子系统。以高空视频、气象监测

站、虫情测报灯等前端物联监测设备以及卫星遥感、无

人机技术为主，将其作为病虫害事件上报基，达到对林

业病虫害的预测与预警效果。并依据病虫害发生规律和

气象、环境、生态等因素，在此基础上，利用已有的研

究成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现对害虫发

生发展趋势、发生时间和成灾时间的准确预测，而这也

为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部门提供了科学的林业病虫害

防控措施、依据。

松材线虫病枯死树人工智能识别。该技术拟在前期

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对该区域内的黄蜂种群动态、种群动态及成灾时间进行

精确预报，通过项目与技术的整合研究，可为该种群的

种群动态以及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在此过程中，根据技

术特征，提出一种基于多层卷积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的

新方法，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对图像中的变色松

树木进行实时监测、识别和分析。以便合理进行林业有

害生物的监测预测工作，从而让管理人员掌握林业常发

性的病虫害的发生期、发生量、发生范围以及危害程

度等，进而开展出针对性的防治工作，防治病害进一步

扩散。

（四）合理调整森林结构，提高抗病害能力

如果森林结构不合理，则会出现森林生态效应较

差，以及抗病害能力下降等问题，最终导致整体森林看

上去毫无生机，并且这种情况也会日益加重所需的维护

与管理费用，甚至产生较为严重的生态灾难。对此，在

林业病虫害防治过程中，需合理发挥无公害防治技术，

以合理调整森林结构，提高抗病害能力，在此过程中，

需确保林地具有针、阔、叶、多个物种的共存，且林分

不得太单一，要有用材林、观赏林、有经济林。另外，

还应注重对长寿型树木的培育，尽量降低短命、速生型

树木的数量。

例如，道真县新一轮退耕还林 2015—2020 年共实

施了退耕还林 23.16 万亩，2015—2017 年实施退耕还林

13.99 万亩，主要以李、桃、花椒等经济林为主，全县

共栽植经济林面积 7.4 万亩。2019—2020 年实施退耕还

林 9.17 万亩，种植生态林树种为主。结合上述背景提

出优化结构的有效措施：一是加强松树纯林林分改造。

加强对马尾松纯林选择和分块（带）式采伐和全林的改

良力度，在此需通过补植、套种、改种乡土树种、珍贵

树种等非松类树种，对树种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形成多

树种、多层次的混交复层林，由此合理提高森林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合理性、可发展性等。并为其构建出扎实

的森林生态屏障以及其防御系统，进而对松材线虫病及

其他生物灾害进行有效的防治。二是加强在不同位置的

绿地和森林改造中进行升级。在国防道路、高速公路、

省道两侧 100m以内的护路林中，采用套种阔叶树、彩

色树等措施，将其改造成为具有生态效益的景观地带；

距离道路两旁100m，立地条件良好的，可以发展成以经

济树种和阔叶树种为主的工业原料林；在边远地区，通

过对边远地区的封闭和适当疏伐，逐渐建立起以阔叶树

种为主体的针阔混交林。三是加强生态公益林建设。当

地需在生态公益林基础上，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情况，大

力推广乡土和珍稀阔叶树的种植，并逐渐降低在公益林

中的桉树、毛竹和松树等树种的比重，从而使生态公益

林的整体生态效益得到进一步提高。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针对林业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需合理采用

无公害防治技术，由此保障防治效果，并避免对当地原

有生态环境的破坏。在该技术的推动下，还可带动造林

工程的顺利进行，以避免对林木生产产生负面作用，并

在具体的防治技术落实后，确保当地林木生长环境更为

绿色、安全、健康，由此全力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的

常态化工作。

参考文献：

[1]谢小春.林业病虫害发生原因及无公害防治策略[J].新农业，2022

（11）：50-51.

[2]孙中全.林业病虫害无公害防治方法探讨[J].农村科学实验，2022

（10）：149-151.

[3]周得霞.林业病虫害无公害防治的重要作用与策略探析[J].农家参

谋，2022（15）：144-146.

[4]艾志强，陈红华.抚州市东乡区林木病虫害防治与林业资源保护措

施[J].南方农业，2022，16（19）：199-201.

[5]杨赛外九.卓尼县林业病虫害无公害防治措施探析[J].南方农业，

2022，16（22）：8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