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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林业有害生物专业防治队伍是增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能力，提高防治效果的重要条件。 该文从射阳县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现状及其专业防治队伍建设情况出发，以射阳县林场专业防治队伍建设为例，分别从加强政府

引导、组织业务培训、规范队伍运作、防治业务责任落实、落实资金等 ５ 个方面入手，论述建立专业防治队伍的重要

性、迫切性、必要性，及建设专业防治队伍的措施，提出建设发展好专业防治队伍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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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园林城镇、美丽乡

村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绿色森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保护好林业资源成了全社会

关心的大事。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是森林保护的重

要内容，是一项技术性较强、时效性较高的工作。
为全面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力度，确保森林

资源安全，建设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队伍显得尤为

迫切和重要。 笔者就射阳县林场建立林业有害生

物专业防治队伍的成功经验，谈点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队伍建设的想法，供参考与借鉴。

１　 专业防治队伍建设现状

射阳县位于江苏盐阜平原东部，东临黄海，土
地２ ７８３ ｋｍ２，下辖 １５ 个镇区， ２４５ 个村居。 至 ２０１５
年全县森林覆盖面积５１ ３０６ ｈｍ２，其中有林地３１ ０１８
ｈｍ２、灌木林地（含桑果） ６ ４６２ ｈｍ２、四旁树占地面

积１３ ８２６ ｈｍ２，林木覆盖率 ２８ ３％。 城市绿化覆盖

面积 ８２８ ｈｍ２，绿地面积 ９４１ ｈｍ２，人均公共绿地

２３ ４９ ｍ２。 农村造林树种有意大利杨树、水杉、银

杏、湖桑等，城市绿化树种及品种超过百种。 全县

育苗面积近１ ０００ ｈｍ２。 主要发生虫害为食叶害虫

和蛀干类害虫［１］。
单一的造林树种，极易造成林业有害生物的发

生。 近年来，县政府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当作

保护林业资源重要工作来抓。 特别是 ２０１３ 年发现

美国白蛾以来，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射阳县美

国白蛾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了《射阳县美国白

蛾防控应急预案》，每年与各镇区签订美国白蛾等

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目标责任状，利用县政府财

政专项资金、林业专项资金购置喷雾机等药械 ３９３
台（套）、甲维盐等农药 ３２ ｔ、杀虫灯 ２６０ 盏、美国白

蛾专用智能测报仪 ４ 台（套）等。 同时重点要求各

镇区及有关单位成立病虫害专业测报队伍、防治队

伍。 然而，目前全县仅射阳县林场成立了 １ 支专业

防治队伍，镇村还没有建立林业有害生物专业防治

队伍，都是以临时抽调人员成立打虫小分队，以解

燃眉之急（见表 １）。

表 １　 射阳县林业有害生物专业防治组织情况

单位
防治人员 ／ 人 人员性质

专业 临时
抽调 专业 临时

抽调

林业
防治
经历

是否
专业
培训

药械配备 ／ 台

大型
器械

小型
器械

性别
年龄 ／ 岁 学历 职称

２０－５０ ５０ 以上 专科
以上 高中 初中

以下 初级 中级

县林场 ４ １１ ４ 职工 ３ ａ 以上 是 ２ ２０ 男 ５ １０ ５ ５ ５ ４ １

镇（１５
个村） ０ ３０（每

村 ２ 人） ０ 村民 无 否 ０ ３０ 男 ０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０ ０



　 　 射阳县林场是国有林业场圃，在营造林、资源

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森林经营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

经验。 该场于 ２０１２ 年通过申请注册了射阳县啄木

鸟森林病虫害防治队伍，人员共 １５ 人，既有林业技

术人员，又有长期从事林业生产的职工，还有较好

的林业专业知识。 成立专业防治队伍首要目的是

为该林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配备了车载式高

射程喷雾机 ２ 台，手推式喷雾器、担架式喷雾机、背
负式喷雾器 ２０ 台余主要防治器械。 主要开展化学

药物防治［２］，防治范围为本场、全县重要生态区位

（国道、省道、河流）及镇村的林区。 目前该专业队

伍是由林场管理，所有费用由林场支付。 同时，专
业队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补充运行经费不

足。 射阳县近年来发生的多次森林有害生物，都是

由该专业队伍进行防治。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与交通部

门合作，对县域境内的沈海高速、沿海高等级、陈李

线等国道、省道、县乡道、乡际道 ５６ 条１ １４０ ｋｍ 的公

路进行了防治；年防治作业面积达 ７００ ｈｍ２。 ２０１５ 年

对临海镇进行了整体承包防治，主要是全镇通村道

路、河圩堤林木及渠西、五岸、兴圩 ３ 个村村庄树木进

行了美国白蛾的防治，全镇防治作业面积达４ ０００
ｈｍ２。 临海镇由于对第 １ 代美国白蛾进行了防治，与
没有专业防治队伍防治的四明、海河等镇相比，效果

明显。 由于临海镇第 １ 代美国白蛾防治彻底，目前美

国白蛾未发现有抗药性，第 ２ 代、第 ３ 代美国白蛾发

生较少，而四明、海河等镇虫害就很重。

２　 专业防治队伍存在的问题

２．１　 专业防治队伍不足，结构不稳定

由于领导不重视，镇村干群对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认识不足，不愿投入人力和财力建设专业防治队

伍。 认为林木生长的周期长，农民自己喷点药，当
年林木不死亡就行了。 殊不知，当虫子把道路 ２ 侧

树叶一夜吃光、小区居民生活受困扰、农户室内爬

满虫子时，产生的社会影响有多大［３］。 总认为建设

病虫害专业队伍防治是浪费人力财力，不值得。 目

前，单家独户的防治，无论是防治理念、防治设施、
防治手段、防治技术，还是防治力量，都无法适应全

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需要。
２．２　 防治人员无专业防治知识，素质参差不齐

镇村参加防治人员都来自于农民，都是临时抽

调的，文化层次参差不齐，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有
对害虫防治适期不了解、农药配比不准确、药械性

能不熟悉、操作时对人身不保护等问题，常出现害

虫打不死，防治人员农药常中毒，误工误时，防治效

果不佳的现象。
２．３　 配备药械分散，统防统治能力差

近年来，本县各镇村相继购置了一批药械，但
较为分散，大都是平均分配，每村也只有 １—２ 台背

负式喷雾器，防治较为零散，顾头不顾尾，草草过

场。 大都是迫于林业部门压力，临时抽调村民开展

防治工作，走形式，病虫害暴发时无法应对。
２．４　 队伍建设缺乏资金支持，防治手段落后

建设专业防治队伍，药械的配备，药品的购置，
人员的培训，必备的劳务，都需要经费支撑。 而县

乡 ２ 级财政普遍困难，无力支付正常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开支，导致机械使用后期维护、保养跟不上，使
用时经常出现电瓶、摇控、发电机、电线路、水线路

的故障发生，影响防治工效。

３　 专业防治队伍建设必要性

３．１　 增强应急处置能力的需要

林业有害生物暴发是一种突发性自然灾害，具
有蔓延速度快、危害程度重的特点，直接威胁到人

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 为此，应建立健全突发

事件应急机制，在组织、技术、资金、物资上做好应

急准备，特别是应急防控人员队伍建设。 一旦发生

突发事件，专业防治队伍在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
一部署下，能分级联动，各负其责，协同作战。
３．２　 加大控灾减灾力度的需要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科学

防控”的原则，强化生态安全，建立健全林业有害生

物的监测预警体系、应急救灾体系［４］。 林业有害生

物专业防治队伍能够实现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标

准化、规范化、科学化、信息化，实现拉得出、打得

响，实现灾害可持续控制，把灾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３．３　 提高保护森林资源的需要

为了保护射阳县森林资源，必须组建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专业队伍，提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能力，。
提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队伍的科学防治水平，多使

用生物农药减少环境污染，对实现射阳县林业可持

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５］。

４　 专业防治队伍建设的措施和建议

４．１　 加强政府引导和媒体宣传，提高全民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意识

　 　 推进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专业队伍建设工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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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领导是关键。 政府要将防治工作作为政府为林

农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安排专题研究。 要充分认

识到专业防治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要在组织、资金、
技术等方面全力支持。 加强宣传，提高全民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意识。
４．２　 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

专业化防治队伍，要根据“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自愿参加、民办公助、互利互惠”的原则，以行政

推动和林农自愿相结合，以先进的森林保护技术和

森林保护机械为依托，按照统一测报、统一防治指

标、统一药剂、统一施药时间的“四统一”要求，采取

承包防治、代防代治、政府应急防治等多种形式，以
有偿服务方式达到集中、统一防治目的。
４．３　 加强业务培训

通过业务培训、实战演练，了解当地林业有害

生物发生规律，掌握防治技术，熟悉施药器械的使

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县林业部门不定时地对林业

有害防治专业队伍进行相关技术指导工作，解决在

防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一步增强林业有害生物

生物防治的专业化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专业队伍的整体技术水平。
４．４　 加强领导，规范管理

（１）组织好防治队伍。 根据全县林业发展需

要，由国有林场和苗圃实体单位牵头组织实施，吸
纳有一定文化知识、熟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人员

组成防治专业队伍，每队队员 １０—１５ 人。
（２）配齐防治器械。 要配备车载式高射程喷雾

机、手推式喷雾机，烟雾机、杀虫灯等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必备防治器械。
（３）分类服务。 技术人员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通讯便利者提供信息服务，示范林区提供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展示服务，代治药械者提供“代治”服务，
并为本县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提供情报、农药、
药械“代治”等配套服务。

（４）规范技术要求。 专业队防治前要现场调

查，确定防治路线、防治药剂、规避范围。 据虫情发

生特点及具体地段，选择适当的器械进行防治，如
绿色通道用车载式高射程喷雾机，成片林使用烟雾

机较多，道路 ２ 侧选择车载式、手推式器械较多。 防

治一定要和预测预报结合起来，抓住防治的最佳时

间，抢在大暴发前的活跃期，确保防治效果。
（５）严格制度责任。 日常安排专人负责维护防

治设备，以便及时应对突发性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需要。 从机械的管理和维护，药品的存放使用，器
具的进出库，防治的安全生产，以及与防治单位都

要签定责任状，做到责任到人，确保防治效率。 同

时建立好全过程防治档案，包括药物的使用比例，
每日的天气和防治的工作量等。
４．５　 争取多渠道落实防控资金

森林病虫害防治具有时间急、来势猛、有效防

治周期短的特点。 要达到拉得出、打得响，保证人

员培训到位、机械维护到位、防治效果到位的要求，
经费保证是前提。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属于公共事

业，尽可能要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经费纳入公共财

政支持的范围，列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并多渠道

筹措资金，形成稳定的投入机制。 同时，通过为政

府和部门提供防治服务的形式获取防治费用。 如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 年，射阳县林场县啄木鸟专业防治队

伍通过对交通部门全县１ ０００ ｋｍ，面积近千公顷林

地，签订防治合同，落实防治责任，共得防治费用 ２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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