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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业 育 苗 技 术 与 病 虫 害 防 治 技 术 要 点  
 

保广兄 

互助县林木种苗站 

 

[摘  要] 林业育苗与病虫害防治对林业发展至关重要。育苗技术涵盖种子处理、土壤管理等方面，影

响苗木质量与数量。病虫害防治涉及监测、预防与治理。两者相互关联，提高林业育苗技术并强化病

虫害防治，可推动林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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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ry seedling raising and pest control are very important to forestry development.Seedling 

technology covers seed treatment，soil man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affecting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seedlings.Pest control involves monitoring，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The two are interrelated to improve the 

forestry seedling raising technology and strengthen the pest control，which can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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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林业在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林业育苗是林业发展

的基础，优质的苗木是林业资源丰富的前提。同时，病虫害严

重威胁林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深入探讨林业育苗技术与病虫

害防治技术要点具有极大的必要性，这关系到整个林业产业的

稳定与发展。 

1.林业育苗技术要点 
1.1 种子处理 

在林业育苗工作中，种子处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首先，

要对种子进行精心挑选，去除那些有瑕疵、干瘪或者受到病虫

害侵蚀的种子，确保选取的种子饱满、健康且具有较高的萌发

潜力。然后，进行消毒处理，这可以有效杀灭种子表面携带的

病菌和虫卵，避免在育苗过程中引发病虫害。常见的消毒方法

包括使用化学药剂浸泡，如高锰酸钾溶液等，但要严格控制药

剂浓度和浸泡时间，以免对种子造成损害。再者，对于一些种

皮较厚的种子，需要进行催芽处理，例如通过温水浸泡、层积

处理等方式，打破种子的休眠期，促使种子提前萌发，提高发

芽率和整齐度。在催芽过程中，要密切关注温度、湿度等环境

条件，为种子提供适宜的催芽环境。只有做好种子处理的每一

个环节，才能为后续的育苗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1.2 土壤管理 

土壤是林业育苗的根基，良好的土壤管理对于育苗成功与

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育苗之前，必须对土壤进行细致的检

测，了解其酸碱度、肥力、质地等基本特性。根据检测结果，

对土壤进行改良。如果土壤酸性过强，可以添加石灰等碱性物

质进行中和；如果肥力不足，则需要添加有机肥料，如腐熟的

农家肥、堆肥等，提高土壤的肥力。同时，要进行土壤的翻耕

和平整工作，翻耕深度要根据苗木种类和土壤状况而定，一般

来说，翻耕深度在 20 - 30 厘米较为合适。这有助于改善土壤

的通气性和透水性，为苗木根系的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在育

苗过程中，还要注意土壤的保湿和排水，避免土壤过干或过湿。

过于干燥的土壤会导致苗木缺水，生长缓慢；而排水不畅则会

造成积水，引发根部腐烂等问题。此外，定期对土壤进行疏松，

防止土壤板结，也是土壤管理的重要内容。 

1.3 育苗环境调控 

育苗环境的调控是林业育苗技术中的关键部分。温度是育

苗环境中首要调控的因素，不同的苗木种类对温度有着不同的

要求。在种子萌发阶段，一般需要较高的温度来促进种子的萌

发，例如一些热带苗木种子萌发需要 25 - 30℃的温度环境。

而在苗木生长阶段，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苗木的生长速度

和质量。因此，在育苗设施中，要配备相应的温度调控设备，

如温室中的加热设备和通风降温设备等。湿度也是育苗环境中

不可忽视的因素，适宜的湿度能够保证苗木的正常生长。在种

子萌发期，较高的湿度有助于种子吸水膨胀和萌发，但随着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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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的生长，湿度要逐渐降低，防止湿度过高引发病害。光照同

样对育苗有着重要影响，要根据苗木的喜光性或耐阴性来调整

光照强度和光照时间。对于喜光苗木，要保证充足的光照时长

和强度；对于耐阴苗木，则要避免强光直射。此外，育苗环境

中的空气质量也很重要，要保持空气的流通，及时排除有害气

体，为苗木生长提供清新的空气环境。 

2.林业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性 
2.1 对林业资源的破坏 

林业病虫害对林业资源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一旦病虫害

爆发，树木的生长会受到直接的抑制。例如，松材线虫病，这

种病虫害会侵入松树的木质部，破坏松树的输导组织，使得松

树无法正常运输水分和养分，导致松树逐渐枯萎死亡。大量的

树木受到病虫害侵袭后，木材的质量会严重下降，原本可以用

于建筑、家具制造等的优质木材，由于病虫害的侵蚀，变得腐

朽、脆弱，失去了应有的经济价值。而且，病虫害的传播速度

往往很快，一片原本郁郁葱葱的森林，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因

为病虫害的肆虐而变得满目疮痍。这不仅减少了森林的木材蓄

积量，还使得森林的生态功能大打折扣，如水源涵养、土壤保

持等功能都会受到影响。此外，一些珍贵的树种由于受到病虫

害的威胁，数量急剧减少，甚至面临灭绝的危险，这对林业资

源的多样性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2.2 对生态平衡的影响 

林业病虫害对生态平衡有着深远的影响。森林是一个复杂

的生态系统，其中包含着众多的生物种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当病虫害大规模爆发时，会打破这种生态平衡。首

先，病虫害会直接影响到树木的数量和种类。树木是森林生态

系统中的生产者，为众多生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树木数量的

减少会导致以树木为食的动物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如一些食

叶昆虫的天敌鸟类，由于树木上的昆虫数量减少，它们的食物

来源变得匮乏，从而影响到鸟类的生存和繁殖。同时，一些依

赖树木栖息地的动物，如松鼠等，也会因为树木的死亡而失去

家园。其次，病虫害还会影响到土壤微生物的生存环境。树木

的根系与土壤微生物有着密切的关系，树木的死亡会改变土壤

的理化性质，进而影响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进一步破坏

生态平衡。而且，森林在调节气候、净化空气等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林业病虫害的爆发会削弱森林的这些生态功能，

从而对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3.林业病虫害监测技术 
3.1 传统监测方法 

传统的林业病虫害监测方法在林业保护中有着不可忽视

的历史意义和一定的实用价值。其中，人工巡查是最基本的传

统监测方法。林业工作人员定期在林区进行巡查，凭借自身的

经验和专业知识，观察树木的生长状况，如树叶的颜色、形态，

树干的纹理等是否存在异常。例如，当树叶出现发黄、卷曲或

者有虫洞时，就可能是病虫害的迹象。此外，设置诱捕器也是

传统监测方法的一种。诱捕器可以根据不同病虫害的习性来设

计，如对于一些蛾类害虫，可以使用灯光诱捕器，利用蛾类的

趋光性将其吸引过来并捕获。通过对捕获的害虫种类和数量的

分析，能够初步判断该地区病虫害的发生情况。还有，样地调

查也是传统监测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林区内设置一定数量

的样地，对样地内的树木进行详细的调查，包括树木的健康状

况、病虫害种类、危害程度等。虽然传统监测方法需要投入大

量的人力、物力，且监测的范围和精度相对有限，但它为现代

监测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在一些偏远地区或者小规模

林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2 现代监测技术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现代监测技术在林业病虫害监测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卫星遥感技术是其中一种先进的监

测手段。卫星可以获取大面积林区的影像数据，通过对这些影

像数据的分析，可以识别出林区内树木的健康状况。例如，健

康的树木在影像上呈现出正常的绿色，而受到病虫害侵袭的树

木由于叶绿素含量减少等原因，颜色会发生变化，通过对这种

颜色变化的识别，可以快速定位病虫害发生的区域。无人机监

测技术也是现代监测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人机可以在林区

低空飞行，搭载高清摄像头、红外热成像仪等设备，对林区进

行详细的拍摄和监测。高清摄像头可以清晰地拍摄到树木的枝

叶细节，便于发现病虫害的早期症状；红外热成像仪则可以根

据树木的温度差异来判断其健康状况，因为受到病虫害侵害的

树木其温度往往会发生变化。此外，物联网技术也被应用于林

业病虫害监测。通过在林区内设置传感器，如温湿度传感器、

病虫害传感器等，可以实时采集林区的环境数据和病虫害信

息，并将这些数据传输到监测中心，实现对林区病虫害的实时、

精准监测。 

4.林业病虫害预防措施 
4.1 生物预防 

生物预防是林业病虫害预防措施中的一种环保且可持续

的方法。生物预防主要是利用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控制病虫

害的发生。例如，引入害虫的天敌是一种常见的生物预防手段。

在林区内引入食虫鸟类、昆虫天敌等，如啄木鸟可以捕食树干

中的蛀虫，瓢虫可以捕食蚜虫等。这些天敌在自然环境中与害

虫形成了一种捕食关系，能够有效地控制害虫的数量，使其维

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此外，利用昆虫性信息素也是生物预防

的一种方式。昆虫性信息素是昆虫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用于

吸引异性。通过人工合成昆虫性信息素，设置性信息素诱捕器，

可以干扰害虫的正常交配行为，减少害虫的繁殖数量。还有，

利用微生物来控制病虫害也是生物预防的重要内容。一些微生

物，如苏云金杆菌，对某些害虫具有致病性，可以将其制成生

物农药，喷洒在林区内，在不伤害有益生物的情况下，有效地

控制害虫的发生。生物预防措施不仅能够有效地预防林业病虫

害，而且对保护生态环境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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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物理预防 

物理预防在林业病虫害预防中有着独特的作用。物理隔离

是一种常见的物理预防措施，例如，在林区周围设置防虫网，

可以有效地阻止害虫的入侵。防虫网的网孔大小要根据需要防

范的害虫种类而定，这样可以防止害虫从外部飞入林区，对树

木造成危害。诱捕技术也是物理预防的重要手段，除了前面提

到的利用昆虫性信息素诱捕害虫外，还可以利用灯光诱捕、颜

色诱捕等方法。灯光诱捕是利用害虫的趋光性，在林区设置合

适的灯光诱捕器，将害虫吸引过来并捕杀；颜色诱捕则是根据

害虫对某些颜色的偏好，如黄色诱虫板可以吸引蚜虫等害虫，

将害虫粘在诱虫板上。此外，高温处理和低温处理也可用于物

理预防。对于一些种子或者苗木，可以通过高温蒸煮或者低温

冷冻的方式来杀死其中携带的病菌和虫卵，从而预防病虫害在

育苗过程中的传播。物理预防措施操作相对简单，对环境的影

响较小，是林业病虫害预防的有效补充。 

4.3 化学预防 

化学预防在林业病虫害预防工作中是一种较为直接有效

的方法。在化学预防中，使用化学农药是关键的手段。在选择

化学农药时，要根据不同的病虫害种类、发生程度以及树木的

种类来确定合适的农药品种。例如，对于一些食叶害虫，可以

使用菊酯类农药；对于蛀干害虫，则可能需要使用内吸性农药。

在使用化学农药时，要严格按照规定的剂量和浓度进行喷洒，

避免农药残留对环境和树木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要注意农药

的喷洒时间和喷洒方式。一般来说，在病虫害的初期或者高发

期来临之前进行喷洒效果较好。喷洒方式可以根据林区的地

形、树木的分布等情况选择喷雾、喷粉或者涂抹等方式。此外，

化学预防还包括对土壤的化学处理，例如在育苗前对土壤进行

消毒处理时，可以使用福尔马林等化学药剂，杀死土壤中的病

菌和虫卵，为苗木生长创造一个相对无菌的环境。虽然化学预

防效果明显，但也要注意合理使用，防止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5.林业病虫害治理技术 
5.1 生物治理 

生物治理是林业病虫害治理技术中符合生态理念的重要

方法。生物治理主要依靠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抑制病虫害的

发展。如利用昆虫天敌进行生物治理，当病虫害爆发时，可以

大量释放害虫的天敌昆虫。例如，在松毛虫爆发时，可以释放

赤眼蜂，赤眼蜂会将卵产在松毛虫的卵内，从而抑制松毛虫的

繁殖。此外，利用微生物制剂进行治理也是生物治理的重要途

径。像白僵菌这种微生物，它可以感染害虫，使害虫僵化死亡。

将白僵菌制剂喷洒在林区，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白僵菌会在

害虫种群中传播，有效地控制害虫数量。还有，利用植物源

农药进行生物治理也具有很大的潜力。植物源农药是从植物

中提取的具有杀虫、杀菌作用的物质，如苦楝素等。植物源

农药对害虫具有选择性毒性，对有益生物和环境的危害较

小，在林业病虫害治理中可以作为化学农药的替代品，有效

地治理病虫害。 

5.2 物理治理 

物理治理在林业病虫害治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物理

捕杀是一种常见的物理治理方式，对于一些体型较大、易于发

现的害虫，可以采用人工捕捉的方法。例如，在一些林区发现

天牛幼虫时，可以使用工具将其从树干中挖出。对于一些小型

害虫，也可以利用物理器械进行捕杀，如利用吸虫器收集害虫。

物理隔离在治理过程中也能发挥作用，当某一区域病虫害严重

时，可以通过设置隔离带，防止病虫害向其他区域扩散。例如，

使用塑料薄膜或者其他隔离材料，在受灾区域周围设置隔离

带，阻止害虫的迁移。此外，热处理和冷处理也可用于物理治

理。对于一些感染病虫害的苗木或者木材，可以通过高温烘烤

或者低温冷冻的方式来杀死其中的病菌和害虫，从而达到治理

的目的。物理治理技术在不使用化学药剂的情况下，有效地控

制了病虫害的传播和危害。 

5.3 化学治理 

化学治理是林业病虫害治理技术中较为常用的方法。在化

学治理中，准确选择化学药剂至关重要。要根据病虫害的种类、

危害程度以及树木的种类和生长阶段来确定合适的化学药剂。

例如，对于早期的叶部病害，可以使用杀菌剂如多菌灵进行防

治；对于严重的蛀干害虫，可以选用毒性较强的杀虫剂如敌百

虫。在使用化学药剂时，要严格按照规定的剂量和浓度进行配

制和喷洒。过量使用化学药剂不仅会对树木造成药害，还会对

土壤、水源等环境要素造成污染。同时，要注意化学药剂的喷

洒时间和频率。一般来说，在病虫害的高发期或者初期进行喷

洒效果较好，并且要根据病虫害的发展情况合理确定喷洒频

率。此外，在化学治理后，要对治理效果进行评估，观察病虫

害是否得到有效控制，树木的生长是否恢复正常。 

结束语： 
林业育苗技术与病虫害防治技术是林业发展的两大关键

要素。育苗技术为林业提供优质的苗木资源，而有效的病虫害

防治技术则保障林业资源的健康成长。在未来的林业发展中，

应不断优化育苗技术，创新病虫害防治手段，以实现林业的可

持续繁荣，为生态环境的稳定和人类的福祉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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