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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范围内，森林资源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开展生态建设的主要力量。近年来，云南的林业经

营状况不断改善，林地面积不断扩大，但在经营过程中，却存在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病虫害和资源

保护问题。如果林木病虫害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那么我们国家的林业产业将会受到极大的制约，这

将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对此，本文探讨了云南地区林木病虫害防治及森林资源保护

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为今后云南林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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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a global scale, forest resources occupy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are the main force 
in carrying out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forestry management situation in 
Yunnan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ing, and the forest area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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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diseases, pests,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that have not been 
effectively solved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If these problems of forest diseases and pests can-
not be effectively solved, our country’s forestry industry will be greatly constrained, which wi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our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forest diseases and pests and the protec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in Yunnan region, and provid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cer-
tain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in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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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在森林病虫害防治及森林资源保护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通过物力的、传统的人工

实地调查和目视诠释，对森林病虫害及森林资源保护进行监测和防治。然而，这种方法耗时费力，且难

以实现大范围覆盖，不易推广。二是利用现代科技的遥感技术进行森林病虫害及森林资源保护的监测和

预测。 
本文论述的不同点在于森林病虫害防治及森林资源保护需要以科学的全方位的人为措施为主，技术

力量为辅进行防治。提高病虫害防治的认识，加大防治资金的投入，加强植物保健，合理使用植物病虫

害防治技术，包括物理方法，生物防治，合理使用化学农药，提高林业管理人员的重视度，积极使用先

进科技实现森林资源的保护，增加森林资源保护的资金投入，加大森林资源保护力度，持续做好森林资

源利用、病虫害防治、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在推进森林病虫害防治及森林资源保护方面，

需要从防治保护理念、防治保护策略、规划设计、防治保护技术和智力支撑等方面采取全方位的举措。

通过加大森林病虫害防治及森林资源保护力度、推进生态修复、科学经营，可以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和保护，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生态平衡的维护。 

2. 林木病虫害概述 

2.1. 概念 

森林病虫害是森林灾害中危害最大的一种威胁。在林业中，病虫害是指林木在生长和发育过程中，

或是在其生殖物质的贮存和运送过程中，遇到了其它生物的干扰或是不适宜的环境，导致了林木的正常

功能被破坏，最后导致了林木生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生理、组织、形态等方面的变异，从而导致了林

木的死亡、畸形等问题，并最终导致了林木的减产，给林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树木疾病是一种常

见的自然灾害，其主要原因是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害虫都会吸收植物的液体，或以植物的营养器官为食，

进而对树木的生长产生不利的作用。目前，林木病害主要有三种类型，即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和

衰退性疾病。侵染型病原是真菌、细菌、病毒、线虫等对树木造成侵害，具有很强的感染性。而非侵染

型病毒不具有感染性，这是因为不适宜的外部环境因素所导致的灾难，例如：不适宜的水分、光照、营

养物质等，会导致形成的树木生长迟缓甚至死亡。第三种是衰竭型病害，它是在一定的生物和非生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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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联合影响下，导致树木的生长速度变慢，甚至导致树木的生长潜力降低，最终导致树木的死亡。 
树木病虫害发展的必要条件有两个，一个是植物本身状况，一个是引起植物疾病的因素，如果没有

这两个条件，植物就不会受到虫害。在树木病害的发生过程中，可以是单一的原因，也可以是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这些因素可以分成致病因素和诱导因素，其中，导致病害发生的是致病因素，

而诱发病害的因素是诱发因素，致病因素有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1]。 

2.2. 防治原则 

森林资源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关键部分，它对于维护生态平衡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进行病

虫害控制的过程中，应当把生态循环的理念融入到控制的原理当中，不能单纯地把消灭病虫害当作目的，

要从生态安全的角度出发，不能为了控制病虫害而去破坏环境，从而达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由于森林生

态系统具有很强的自身调控功能，所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措施维持森林的生态循环系统，将病虫害的发

生限制在森林生态循环系统之内就可以了，而且病虫害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一种自然现象，同时害虫也

可以作为花传粉和其他生物的营养物质，单纯的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不仅会损害其他生物，还会扰乱森

林的生态平衡，从而起到相反的作用。森林病虫害的治理同样要以经济代价为前提，在进行防治工作前，

要详细调查和研究该地区的气候、温度、地形地貌、林木种类、病虫害种类等情况，对时间、地点、措

施方法、费用投入等因素进行科学的把握，既能提升防控的效率，又能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

充分发掘治理工作的经济效益，对防控工作具有新的意义[2]。 

2.3. 病虫害发生的森林面积不断增大 

由于人工造林面积逐年扩大，尤其是人为营造的林木，通常都是以单一品种为主，一旦病虫害爆发，

整个林地都会被摧毁。由于资金、人力和科技的制约，林业管理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根据相关资料，

云南地区每年会发生林木病虫害，对林木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加强森林病虫害控制的努力和

效果，已是迫在眉睫。 

2.4. 成灾害虫种类逐年增加 

目前，引起大规模害虫灾害的昆虫，已经从八十年代的 35 种上升到当下的 50 种，其中有些是外来

物种，有些是尚待了解的未知物种。在林木病害防治工作中，一些危害较大的害虫，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找到有效的防治方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害虫还在不断地增加，给森林造成了不可估计的损

失。特别是近年来，外来物种的入侵，给我们带来了难以估计的阴影，这些外来物种以前并不熟悉，没

有经验参考，所以难以制定出有效的对策，导致灾难不断扩大。所以虫害防治的与时俱进，以及技术手

段的更新，都是必须要做的[3]。 

3. 云南林木病虫害的防治措施探讨 

3.1. 提高病虫害防治的认识 

一是要站在加快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印族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的高度来理解。坚持可

持续发展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要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二是

要站在新世纪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高度，做好森林病虫害防控工作，对于加快绿化美化进程、优化生态环

境、提离森林资源、推动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使林业跨越发展，就需要强化森林病虫害防控工作。

必须指出，林业害虫不仅具有堪比洪涝、火灾等灾害的危害与经济损失，而且在生物灾害学特征以及在

防控上难度大、时间长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林业病虫害的防控工作摆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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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事日程上，并将其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减灾规划相结合，并与党政领导的年度目标责任制

相结合。 

3.2. 加大防治资金的投入 

增加科研经费，加强生物防治工作的基础性工作。一是要继续按照“以地方为主，国家补贴为辅”

的投资方针，采取国家、集体、个人多层次、多途径筹集社会资本。二是各级政府部门要把防治、测报、

检疫列入地方防灾减灾规划，增加防治、测报、检疫文献编制：加强对象普查、基础投资等，特别是市

县两级财政，应加大防治投入。三是云南省大部分森林类型为公益型森林生态公益林，应当在生态公益

林生态补偿基金中给予相应的补助。四是完善和发展林业保险，实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策略[4]。 

3.3. 加强植物保健 

强化林木健康管理，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具有重要意义。病虫害的产生和危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植

株的生长情况，因此，对于有能力但生长不佳的植株，要适时施肥、浇水、松土、除草，增强植株的抗

病能力，并在秋季进行修剪，去除染病的枝条。这样既能调整植株的营养，又能降低病虫害的发生，增

加光照，使植株的长势更好，使病虫害不易越冬、繁殖和危害[5]。 

3.4. 合理使用植物病虫害防治技术 

(1) 物理方法。通过对有害生物的趋性等特性，将有害生物引诱过来，再进行重点治理。常见的有白

炽灯、黑灯、双色灯等；采用高频电流、微波加热、放射能量、激光和红外辐射等方法来控制虫害。 
(2) 生物防治。运用生物或其自身的代谢物进行病虫害的治理，其主要特征是：对人、畜和植物均无

抗药性，具有广泛的资源和较长的抑杀效果。但其作用时间长，成本高，人工培育和应用对其技术的要

求也相对苛刻。要使该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中，还需要与其他技术手段有机地配合使用。其主要

内容有：昆虫控制、鸟类控制和真菌控制。 
(3) 合理使用化学农药。只有当虫害暴发时才采取化学控制措施，尽量选择对环境污染较少、高效低

毒的农药。防止虫害对农药的抗性增强，应采用多种化学制剂或混合使用。云南省的林业害虫综合治理

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要从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考虑，在防治的基础上，为植物和有益生物创建

有利的环境，用全面的眼光来理解不同的控制方法的优缺点，使每一种控制方法的优势和限制都得到最

大的利用，从而达到最佳的控制结果[6]。 

3.5. 云南地区防治实例 

红河州文山松 2020 年有近 20,000 公顷的小蠹虫危害，其中三村乡是其主要的成灾区域。文山松墨

天牛以 2~3 龄幼虫潜伏于云南松树林中，次年二月底以成虫为食，4 月中至上旬，老熟幼虫下树，在根

部、林下灌木、草丛根部、枯树落叶层形成蛹。文山松墨天牛是在进入春季以后的 3~4 月份开始活跃，

其后 8~9 月份是其下一次取食高峰，因此，林业局根据红河州林业局的害虫防治指标，对文山松墨天牛

进行了综合综合治理，使其发生的森林害虫发生率低于 6%，无公害防治率超过 85%。在马尾松危害严重

的地区，其预测精度可达 90%，实现了 100%的监测覆盖率。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生物控制与人为控制

手段，从源头上控制虫害，减少文山松墨天牛虫害，提高现有的森林生态条件，达到减少灾害范围，控

制灾害的目的。为推进文山地区的松材线病虫害控制工作的开展，使工作人员能够实时掌握当地的气候

条件、地理状况、林木组成、虫害发生面积、虫害发生情况、寄主植物的生态状况以及虫害的生态环境

等，协助工作人员制定出最佳的虫害控制时期，并预先储备好虫害防控所需的材料，以提升虫害控制的

整体成效。林业局精心做好了各项监测工作，按照《病虫监测工作实施计划》，建立州、县、乡、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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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监测和预警体系，将文山松材线虫病疫情严重地区，做到了 100%的监控覆盖率，并在各地区建立了一

个固定的监测点和一个标准地的监测点，并将所监测到的害虫情况进行实时、精确的报告[7]。 

4. 加强云南地区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的有效措施 

4.1. 提高林业管理人员的重视度 

由于各个区域的地理环境和森林资源类型的差异，所以对于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的方法也是不

一样的。管理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林木，增强自己的管理意识，根据目前的森林资源，制订出一套适

合于现实的保护、开发利用制度，保证各种制度的贯彻执行。与此同时，国家的行政机关也要改变自

己目前的思想，把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发展当作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来进行，保证森

林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是科学合理的。另外，地方政府也要主动向当地民众宣传和宣讲，让他们真正认

识到对森林资源保护利用的重要意义，让他们对林业保护工作有更多的了解，降低毁林行为，更好的

保护森林资源[8]。 

4.2. 积极使用先进科技实现森林资源的保护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现代科技与森林资源的养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科技护林提

高了养护工作的有效性与准确性。运用现代科技，最大限度地优化森林资源的养护工作，聘用具有较高

科技水平的专业人士来进行引导，运用科技手段，深化对森林资源与生态系统的研究。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在造林过程中，培养出优质品种的苗木，同时，针对苗木的生长发育状况，对苗木进行调节与监测，

以实现经济林的迅速建成。运用科技手段改变环境中所产生的生态问题，确保林业资源在获得效益的前

提下，提高整个生态环境，减少环境污染所造成的伤害，对无法避免的污染问题要立即处理，使森林能

够维持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格局，在养护和发掘林木资源的同时，还能为周围人民谋取福

祉，为林业资源的保护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这样既可以降低对国家资金的依赖程度，又可以逐步建立

起一个良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其在发展和保护两种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够保持健康的发展[9]。 

4.3. 增加森林资源保护的资金投入 

政府应该增加对生态环境的投入。财政投入的增长，使当地的林业主管机关能够购置更多的设备和

药剂，为提高森林资源的质量提供坚实的保障。病虫害、地质灾害、火灾等都是森林资源中最易发生的

重大风险灾害，因此，对于各种灾害，都要由行政机关采取针对性的控制措施，以保证对各种灾害的有

效控制。近年来，由于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国家在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

根据不完全的数据，云南红河州向森林资源建设投资巨大，在各个区域建立了一个健全的森林保护系统，

为国家的森林资源保护工作做出了贡献。由于国家有关部门加大了对林业资源的投资力度，现全州森林

覆盖率达 58.3%，林业总产值达 396.19 亿元；强化林业生态建设，完成营造林 31 万亩、占计划数的 138%；

全州经济林种植面积达 524.4 万亩，实现产值 124.6 亿元[10]。 

5. 结语 

综上所述，林业是国家的重要产业，大力推动林业现代化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目前，

各种病害、害虫对树木的危害仍然很大，寻找有效的防控措施，是当前林业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森林病

虫害的产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在控制过程中，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营造良

好的生态环境，同时，在病虫害的治理上，也要做到有的放矢，保护现有的森林资源。最后，从业者需要

不断提升自我综合能力，加强相关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促进我国林业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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