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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一技》在线服务（第 15 期） 

 

 

 

森林害虫综合管理技术（一） 

 

前言 

昆虫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属于无脊椎动物中的节肢动

物，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在所有生物种类（包括

细菌、真菌、病毒）中占了超过 50%，它们的踪迹几乎遍布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直到 21世纪初，人类已知的昆虫有 100

余万种。 

森林昆虫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和林

木的生长发育及繁衍关系密切，还和系统中其它动植物有联

系。就人类利益衡量，我们将对林业生产造成危害的一类森

林昆虫称作森林害虫。对于森林害虫的综合管理，我国著名

昆虫学家蔡邦华院士作如下定义：“森林害虫综合管理即充分

利用害虫和森林生态环境的辨证关系，以预防为主，以营林

措施为基础，发展森林生物群落中不利于害虫危害而有利于

林木健康生长的因素，因地制宜，经济地运用生物、物理、

化学等相辅相成的系统措施，防止环境污染，把害虫控制在

不成灾的水平，达到保护环境和促进林木速生丰长的目的”。

现将具体措施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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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检疫 

    植物检疫是指由国家专门机构，依据有关法规，应用现

代科学技术，对生产流通中的植物、植物产品及其他应检物

品，采取一系列旨在预防危险性病、虫、杂草传播蔓延和定

殖危害的技术及行政措施的综合管理体系。其目的是为了防

止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等有害生物由国外传入和国内传

播蔓延，保护农林业生产和环境，维护对内、对外贸易信誉，

履行国际间或国内地区间的义务。 

    在检疫机构，如遇有害检疫昆虫，其处理办法一般是采

用熏蒸的方法，熏蒸剂主要有溴甲烷、硫酰氟和磷化铝片等。

溴甲烷沸点低，应保存在钢瓶中；无味，浓度高时略有甜味；

比重为 3.27，大于空气的比重，故喷雾器应放在高处；不溶

于水，而溶于有机溶剂；化学性质稳定，不容易被酸碱性物

质所溶解；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但对有生命的植物影响不

大，除了扁柏属、豆瓣绿属、桧属和云杉属植物。硫酰氟无

色无味；沸点为-55˚C，应存放在钢瓶中；适用于低温熏蒸。

磷化铝片使用方便，但处理后，棉花的拉力会下降；另外，

磷化铝遇水会产生磷化氢气体，该气体有毒，且可自燃，所

以用量要少于 200片；除此之外，磷化铝会与铜起反应，故

精密仪器不可用其熏蒸。 

    相对于其他防治措施来说，植物检疫费时费力，但对保

护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农林生产，具有重大意义，是防患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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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最佳途径。 

2林业防治 

   林业措施应贯穿林业生产的全过程，可以分下列几方面

来叙述。 

2.1苗圃方面 

    育苗造林可以提高造林成活率，缩短幼林郁闭前年限。

在苗圃方面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圃地的选择很重要，除了考虑气候、水源、土壤

等苗木生长的必要条件外，还应特别注意土壤与苗木地下害

虫的关系。 

    （2）播种或植苗前，必须进行土壤地下害虫种类和密

度调查，必要时土壤经消毒后才能使用。 

    （3）种子或插条等栽培材料，应事先进行优选，并进

行播前消毒处理。 

    （4）轮作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地力，而且可以大大减免

害虫连续大量繁殖，抑制有害种群的数量。 

    （5）苗圃地常需施肥，但厩肥等有机肥应事先充分腐

熟后才能施用。 

    （6）在苗圃周围种植某些害虫特别喜欢取食的植物，

并在害虫盛发期对这些引诱作物集中处理，可以大大地减免

苗木所受到的损害。 

    （7）保持圃地的清洁，及时清除杂草及一切枯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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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建立严格的苗木出圃验收制度。 

2.2造林和育林方面 

造林质量的好坏，影响十分长远，必须坚决贯彻“适地种

树”的原则。正确选择造林树种，注意合理地安排树种搭配比

例和配置方式，尽可能多地营造各种混交林，对提高人工林

的自然保护性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三北”防护林内，虫害

猖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营造纯林的必然结果，害虫只

不过是在完成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即对现有的森林进行自

然选择，而虫害的大规模发生，则恰恰证明纯林的不合理性，

是大自然淘汰了纯林。 

 

森林抚育同样是一种重要的林业防治法，随着森林的发

育进程，依据林分生长和当地主要害虫种类及其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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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地正确地组织透光伐、除伐、生长伐等等，具有重要的

意义。 

2.3主伐利用方面 

及时地进行森林的主伐利用，不仅符合国家对木材生产

的需求，也可以缩短林木生产周期，充分利用地力；如果森

林过熟，将导致严重的病虫害损失。主伐时要采用合理的采

伐方式并做好伐区的清理工作。 

3物理机械防治法 

    物理机械防治法即应用简单工具以及近代的光、电、声、

微波、辐射等物理技术成就来防治害虫的方法，具体分述如

下。 

3.1捕杀 

    捕杀害虫的方法很多，例如：人工捕捉天牛成虫；待天

牛产卵后，找到其产卵刻槽，人工用铁锤砸卵；夜间在金龟

子成虫群集树冠取食时，于树冠下铺以布单，然后突然震动

树冠，随即收起布单，可以捕获大量金龟子成虫；等等。这

些方法简单易行，但不适用于害虫大规模发生区域。 

3.2诱杀 

    即利用害虫对某些物质或条件的强烈趋向，将其诱集后

捕杀，常用的方法是： 

3.2.1灯光诱杀 

    利用害虫强烈的趋光性，运用黑光灯诱集害虫，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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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虫装置有：在灯下约 5cm处放置一较大容器，容器内盛水，

水面洒以少量煤油等，害虫扑灯，容易跌入水内而淹死。 

黑光灯适用于发生高峰期短且具有强烈趋光性的害虫，

如铜绿丽金龟；在无风、无月、无雨时诱集效果最好；另外，

植物园中应尽量避免使用黑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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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潜所诱杀 

    许多害虫在不同时期喜欢栖息一定的环境，人工设置类

似栖息环境可以诱集这些害虫，然后杀灭。例如，在树干上

束草，可以诱集多种果树害虫和松毛虫幼虫进入其中越冬，

解下草束，即可将害虫烧杀。     

3.2.3饵木诱杀 

    许多蛀干害虫，如天牛、小蠹等，喜欢在新伐倒木上产

卵繁殖，因此，在伐除松树后可留下伐桩，引诱红脂大小蠹

上去产卵繁殖，等到时机成熟，用塑料薄膜覆盖伐桩，以土

压角，投放磷化铝片，进行熏蒸处理。 

利用复叶槭对光肩星天牛的引诱作用，将杨树与复叶槭

间种，然后对复叶槭上的害虫进行集中处理，从而减轻杨树

的受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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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辐射不育 

昆虫受到规定剂量的射线，如钴-伽马射线照射处理后，

能使其后代不育。这种现象被称作辐射不育。50多年前，美

国逊尼尔岛上的羊螺旋蝇就用这种方法被人类消灭的。具体

方法是在一定区域内释放人工饲养并经过辐射处理的目标

害虫，该害虫与野生型害虫交配后，产生不育的后代，从而

降低了种群密度。该方法的优点是：（1）只对一种昆虫起作

用，不会影响其它种类昆虫的正常生长与发育；对人类健康

同样无影响。（2）不但对天敌无害，而且还可以为天敌提供

寄主。（3）害虫不产生抗性。（4）对一年发生代数越多的昆

虫，效果越好。（5）害虫密度越低越好。缺点是：（1）需要

廉价且大量地饲养不育昆虫。（2）只适用于雌虫一生只交配

一次的害虫种类。 

4化学防治法 

    在现有的害虫防治方法中，化学防治无疑是应用最广，

见效最快，而且往往又是比较经济的一种防治方法。 

    滴滴涕的发明者曾经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而现如今，滴

滴涕已被禁用，这无疑是对化学防治方法的一种巨大讽刺。

其缺点主要有：污染环境；使害虫产生抗性；害虫再增猖獗

以及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 

    在用化学方法防治害虫时，应坚守以下原则：（1）到需

要治时才治。（2）能不用尽量不用。（3）调节用药时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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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施药。（5）用选择性药剂，如长效触杀型微胶囊剂和触

杀型涂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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