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廊坊市 2022 年春尺蠖防治实施方案

春尺蠖为我市重要杨树食叶害虫，针对其发生早，暴食

性强，虫情发展迅速等特点，根据防治需要及各县（市、区）

上报的防治方案，制定了 2022 年春季防控春尺蠖的防治实

施方案，具体如下：

一、发生趋势预测

2021 年 11-12 月在全市开展了春尺蠖越冬蛹挖蛹调查，

调查区域设为片林、绿色通道、村庄、城区等 4 个区域，共

计挖蛹 1039 头，其中片林和绿色通道挖蛹量最多，占到总

量的 96%以上，且死亡率偏低，仅为 16.8%。预计 2022 年春

尺蠖发生面积为 33.2 万亩，呈大面积发生趋势，中、南部

地区以中、重度发生为主。

二、指导思想和防治原则

（一）指导思想：春尺蠖防治工作以政府主导、实现长

效控制为指导思想，以全民参与、联防联治为要求，以综合

防治、分区治理、督导检查为措施，以降低危害程度、促进

林木健康、保护森林资源为目标，通过大规模防治实现对春

尺蠖危害有效控制。

（二）防治原则：为了保证防治整体效果，春尺蠖防治

坚持联防联治、统一时间、全面开展的原则。在防治措施上

坚持多措施、多机制、分阶段和早动手的原则；在防治用药

上坚持经济、有效、科学、环保的原则。



三、防治目标和任务

（一）防治目标：防治率达到 100%，防治效果达到 95%，

防治面积为 55.1 万亩次。

（二）防治任务:全市防治任务为 55.1 万亩，三河市 1

万亩、大厂 5 万亩、香河 7.1 万亩、广阳 2.1 万亩、安次 11.4

万亩、固安 2.7 万亩、永清 15.4 万亩、霸州 3 万亩、文安 2

万亩、大城 2.2 万亩。

为了确保防治效果，各地挖蛹调查时间统一为 11 月中

旬-2 月中旬，成虫及幼虫前期防治时间为 2 月中旬－4 月上

旬，幼虫喷药防治时间为 4 月 15-5 月 1 日。

四、工作措施

（一）因地制宜，制定防治实施方案

在本方案的基础上，各县（市、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结合调查结果，按照总体要求，制定操作性强、科学、实效

的具体防治实施方案。方案中的防治作业设计要具体到路、

渠、堤和片林，对每一防治点要制定相应的防治对策，明确

防治责任人和监督人，并制定出防治工作组织开展和检查验

收流程图，以及防治保障措施和问题应对措施。

（二）加强监测，准确掌握发生情况和虫情动态

各地要在 1 月 30 日前布设好诱虫灯监测，并持续跟进

统计越冬蛹羽化时间、高峰期，幼虫发生期、高峰期等发生

动态，各地要在 3 月 15 日前完成春尺蠖发生区域、发生面

积、发生程度等发生情况详细调查，准确全面掌握发生态势，



为防治打好基础。

（三）及早动手，做好各项防治准备

根据春尺蠖发生早、短期暴食的特点，各县（市、区）

按照早动手，早准备的要求，做好防治资金筹备，3 月中旬

前完成防治药剂和设备购置、储备，保证进入防治期后物资

充足、设备到位，能够满足防治需要。

（四）加强专业队建设，开展社会化服务

各县（市、区）在防治前完成防治专业队组建工作，以

乡镇为单位组建防治专业队，每个专业队由 3～5 人组成，

配备相应的器械和药剂，并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积极开展

地面防治社会化服务，保证在最佳防治时间内完成有效防治

工作。

（五）宣传发动，开展群防群治

结合春尺蠖发生面广，涉及造林户多的因素，从提高整

体防治效果，统一时间开展联防联治的角度出发，各县（市、

区）充分做好春尺蠖防治的宣传发动工作，使林木经营者均

深刻认识到开展春尺蠖联防联治的重要性和春尺蠖连年发

生的危害性。宣传发动采取召开动员会、技术培训、发放明

白纸、电视讲座和滚动播放防治技术等手段开展，各地在 3

月上旬以前召开一次全县（市、区）防治动员大会，3 月中

旬以前完成各乡镇防治技术宣传和培训，4 月中旬前结合发

生情况完成一次电视防治宣传。

（六）抓住时机，集中时间，统一开展防治



春尺蠖防治分展叶前和展叶后两个阶段进行，在每个阶

段，各县（市、区）根据林业部门监测预报信息，抓住关键

时机，以乡镇为单位，按照防治作业任务，调动防治专业队，

组织群众，集中时间，统一开展防治。

（七）进行督导检查，开展效果验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成立防治督导组，各县（市、区）

成立相应的督导组，在防治期间深入发生地，进行巡回检查

督导，对未开展防治或防治不力的单位或个人，责成当地林

业部门下达《限期除治通知书》，并监督其按照完成；市督

导组将对各县（市、区）的防治效果进行检查验收，对防治

不到位、效果差的，进行通报。

五、防治措施

为了达到对春尺蠖全面有效控制，采取空中防治和地面

防治相结合、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相结合、专业队防治和群

防群治相结合，适时适情开展科学防治。

（一）人工防治

人工防治主要指春尺蠖前期防治措施，既从春尺蠖越冬

蛹到幼虫上树取食、树叶展开前的防治方法。

1.蛹期防治

在蛹期利用人工挖蛹和翻耕的方法杀死或销毁越冬蛹。

有条件的造林大户可采取收购越冬蛹措施，组织人工在发生

春尺蠖的片林内进行挖蛹防治。

2.成虫防治



粘虫胶防治：成虫开始上树至幼虫孵化前期可采用人工

树干涂胶、涂毒环和绑毒绳的方法，阻止雌成虫、幼虫上树

产卵和危害。树干 1.5 米左右的地方涂刷两道粘虫胶，胶环

宽度为 5～10 厘米，两胶环之间的距离宜为 20～40 厘米，

可有效粘杀上树的雌成虫和幼虫。

塑料环阻隔防治：于成虫羽化前在树干１米左右的地方

缠绕一圈宽度为 8～10 厘米塑料环或胶带，胶带上缘紧贴树

干，下缘留有一定的空隙，形成喇叭口，阻隔上树的雌成虫

和幼虫,并在胶带环下喷药，杀死成虫或幼虫。

另外，有条件的造林大户在成虫期，可组织人员捉杀成

虫，或在片林内挂置一定数量的杀虫灯诱杀成虫，降低成虫

基数，达到防治效果。

（二）喷药防治

化学喷药防治主要用于幼虫上树危害、树叶已经展开后

的防治措施。

1.地面喷药：采用苦参碱、阿维菌素、苦.烟乳油等速

效药剂进行地面喷药防治。

2.烟雾剂防治：对林分密度比较大的树林中发生的春尺

蠖，采用喷烟机或释放烟雾剂方法防治。烟雾机药剂选用阿

维油烟剂和 4.5％高效氯氢菊酯乳油（1：30～40）；烟雾剂

选择速灭威烟剂等。

3.飞机喷药：飞防范围为大厂、香河、安次、永清、霸

州、文安、大城等重点发生区的绿色通道和河渠路堤两侧林



木。药剂采用环保型植物性杀虫剂苦参碱、灭幼脲 3 号等。

（三）生物防治

核型多角体病毒防治：采用含量为每毫升 1.25×10
10

的

春尺蠖核型多角体病毒，每亩用量为２毫升，加入 0.1％的

洗衣粉，在春尺蠖 1～2 龄幼虫达到 80％时进行喷雾防治。

六、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春尺蠖防治前（3 月中旬），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召开

全市春尺蠖防治工作会议，安排部署防治工作，各县（市、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各乡镇、各造林户进行联防联治。

（二）技术保障

各县（市、区）森防技术人员深入实地指导防治，推广

运用喷雾、喷烟、缠胶带等多种措施进行防治。各地森防人

员适时开展春尺蠖成虫羽化、卵孵化和幼虫发育进度监测调

查，并及时发布各虫态防治信息。

（三）资金保障

市、县两级财政把春尺蠖防治纳入防灾减灾范畴，做好

防治资金预算，并及时足量到位。市级财政负责市管县部分

飞机防治和社会防治，其他省管县防治费用由当地财政解决。

（四）措施保障

通过运用飞防、地面喷药、生物防治和人工防治等综合

手段，能够对春尺蠖实现有效防治。同时，开展发生区各地

域的联防联治，达到对全面防治。



（五）限期防治通知书

按照“谁经营、谁负责”的原则，严格执行《森林病虫害防

治条例》 “限期防治通知书制度”，对责任单位或个人依

法下达“限期防治通知书”，责任单位不除治的，林业部门

或者其授权的单位可以代为除治，由被责令限期除治者承担

全部防治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