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桦尺蠖综合防治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标 准 名 称：桦尺蠖综合防治技术规程

项 目 编 号：       DB63JH-156-2021   

制、修订类型：           制定            

主要起草单位：循化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海东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归 口 单 位：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起 草 时 间：     2021年 8月---2022年 4月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1 年 8 月 17 日，由循化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海东市

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申请地方标准立项，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下达的《关于印发 2021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

知》（青市监函【2021】253号)文件，批准《桦尺蠖综合防治技术

规程》地方标准的制定（项目编号 DB63JH-156-2021）。

2.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循化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海东市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

协作单位：民和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3.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马玉忠 男 副高级工程师
循化县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

规范制定的总负责，负责整体工

作计划和安排

陈玉祥 男 副高级工程师
循化县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

负责规范内容的监测、防治调查、

试验

李玉珍 女 工程师
海东市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

负责规范、编制说明的编写及编

写中具体问题的解决

韩志福 男 工程师
循化县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

负责规范的补充编写及相关资

料的查阅

白永芳 男 工程师
民和县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

负责规范的补充编写及相关资

料的查阅

拉浪措 女 工程师
循化县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

规范内容的监测、防治调查，试

验数据的统计

丁小菊 女 副高级工程师
循化县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

规范内容的监测、防治调查，试

验数据的统计

史兴国 男 助理工程师
青海省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总站

规范起草工作中有关问题的协

调

赵旭阳 男 助理工程师
青海省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总站

规范起草工作中有关问题的协

调



陈瑞芳 女 副高级工程师
循化县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

规范内容的监测、防治调查，试

验数据的整理

卓玛措 女 工程师
循化县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

规范内容的监测、防治调查，试

验数据的整理

马伟 男 工程师
孟保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

桦尺蠖其他地区分布情况的调

查

杜海玉 女 副高级工程师
孟保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

桦尺蠖其他地区分布情况的调

查

王晓婷 女 工程师
青海省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总站

规范起草工作中有关专业问题

的鉴定

孙万桂 女 工程师
青海省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总站

规范起草工作中有关专业问题

的鉴定

邓梅 女 副高级工程师
青海省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总站

规范起草工作中有关专业问题

的鉴定

王生发 男 副高级工程师
青海省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总站

规范起草工作中有关专业问题

的鉴定

张香婷 女 助理工程师
化隆县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

桦尺蠖其他地区分布情况的调

查

霍小红 女 工程师
民和县林业和草原

站

桦尺蠖其他地区分布情况的调

查

齐培风 女 副高级工程师 互助县北山林场
桦尺蠖其他地区分布情况的调

查

张有梅 女 助理工程师 海东市林业站 海东市森林资源的调阅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桦树是青海省森林的主要建群阔叶树树种，是大量天然林的次

生优势树种。桦尺蠖幼虫取食桦树叶片，虫口密度大时危害桦树，

造成桦树生长势减弱、年生长量减少，严重时甚至枯死。

桦尺蠖，鳞翅目、尺蛾科，双云尺蛾属，幼虫取食桦树叶片，

一年一代，以蛹在落叶腐殖层内越冬，4月成虫羽化。该虫在监测、

防治时间和防治方法等方面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但截至目前，我

省尚无桦尺蠖综合防治技术标准，工作和生产中迫切需要有关桦尺

蠖监测和防治技术方面指导。



自 2015 年以来循化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和海东市森林病

虫害防治检疫站对桦尺蠖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系统的监测和研究，

基本掌握了桦尺蠖的生物学特性和防治技术。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下达的《关于印发 2021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

通知》（青市监函【2021】253号)文件精神，循化县森林病虫害防

治检疫站和海东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在系统观察桦尺蠖生物学

的基础上，整理调查结果资料，起草了《桦尺蠖综合防治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旨在有效遏制桦尺蠖的危害，保证我省桦树林的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为桦尺蠖监测及防治方法提供技术依据。

三、主要起草过程

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关于印发 2021年青海省地

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青市监函【2021】253号)文件，

批 准 《 桦 尺 蠖 综 合 防 治 技 术 规 程 》 ( 项 目 计 划 编 号

DB63JH-156-2021）标准的制订。起草单位积极组织相关人员组成编

写小组，明确了编制人员各自的责任和任务。标准编写根据近年来

循化县对桦尺蠖的生活史、生物学特性的监测调查及防治实践中总

结出的经验，起草了《桦尺蠖综合防治技术规程》。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关于印发 2021年青海省地

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青市监函【2021】253号)地方标



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及编制工作安排意见要求，对桦尺蠖综合防治技

术规程进行编制。本规程的整个编制严格按照工作计划进行，遵循

“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实用性、普遍性”原则。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实施条例》，按

照 2020 年批准颁布的国家标准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本规程适用于

桦尺蠖的监测和防治。

2.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以《森林法》《植物检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为指

导思想，贯彻“预防为主、科学治理、依法监管、强化责任”的方

针，遵循以监测、天敌保护为主，药剂防治为辅，协调运用人工物

理防治等措施，降低被害株率和虫口密度，进而逐步压缩范围（发

生面积）和危害程度的原则。《规程》符合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没有任何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1.桦尺蠖生活史及生物学特性观测

经调查，桦尺蠖在我省西宁市、海东市和海南州有分布。海东

市在循化县道帷林场、夕昌林场监测到发生后进行了全面踏查。踏

查有危害状时，根据《林业主要有害生物调查总则》（LY/T 

2011），按林班面积的 0.2%设立了标准地。每块标准地面积为 3亩，



用界桩做好标记，标准地内寄主植物不少于 100 株。观测时在标准

地内采用对角线法或“Z”字形法选取标定 30 株标准株，每个标准

株上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选取标定 4个 50cm长标准枝调查，

调查后取数据平均值作为标准枝的虫口密度。每个标准株树冠投影

下标定 1m×1m×0.1m 样坑，每个样坑上布设 1m×1m 纱网，依次观

测样坑内蛹、纱网中成虫、树干树皮裂缝下卵、标准枝上幼虫。通

过观测熟悉掌握了桦尺蠖蛹羽化为成虫、成虫交尾产卵、卵孵化幼

虫、幼虫取食叶片老熟，老熟幼虫坠树落地化蛹越冬活动规律。

桦尺蠖在我省一年发生一代，以蛹在落叶腐殖层内越冬，4 月

上旬越冬蛹开始羽化，羽化盛期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成虫钻出落

叶腐殖层爬着上树。雄虫趋光性强，雌虫上树交尾后将卵产于 2.5

米以下枝干上，卵成块状。产卵盛期 4月下旬至 5月上旬。幼虫共 5

龄，孵化盛期为 5 月中旬，幼虫孵化后沿树干爬行，钻入芽苞内取

食嫩叶，危害盛期为 6 月中旬至 7 月初。7 月中旬老熟幼虫坠树落

地化蛹越冬。

2.防治措施及防效

2017年循化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在道帷林场和夕昌林场

监测到桦尺蠖发生，对桦尺蠖进行了防控。自 2017年以来，通过连

续几年的持续防控，总结出成虫期阻隔成虫上树或悬挂杀虫灯诱杀

等物理防治，幼虫期采用 1.2%烟碱·苦参碱乳油 1000 倍液、3%高

渗苯氧威 3000倍液（雾化颗粒直径是影响雾化效能的重要因素）喷



雾、苏云金杆菌喷粉喷粉或 1%苦参碱烟剂、噻虫啉烟剂喷烟等生物

防治，防效均可达到 85%以上。蛹期挖茧、卵期砸卵防效好，但成

本高，砸卵对树破坏严重，这两种防治措施不可行。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起草后海东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共征求了 7家单位

的意见，其中生产、销售、使用单位 7 家（西宁市、西宁市湟中区

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海南州兴海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海东

市平安区、民和县、互助县及互助北山林区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

站），这 7家单位都提出了宝贵意见。4月 11日，省林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组织被征求意见的 7 家单位和起草的 2 家单位（海东市森

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循化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及 1 家协作

单位（民和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进行了线上预审。预审逐条

探讨，具体讨论如下：

（一）西宁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林业副高级工程师钱晓澍

提出的 2条意见：1、桦尺蠖形态特征（幼虫、蛹、成虫照片中应该

突出各虫期的主要形态特征，主体在照片中太小，建议重新更换）。

采纳。2、在每个标准株上选取标定 1枝 50cm长标准枝，取样量少，

建议改成：在每个标准株上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各选 1枝 50cm

长标准枝。采纳。

（二）西宁市湟中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林业副高级工程师

吴有邦提出的 2 条意见：1、取消雌成虫调查项，雌成虫翅退化， 



无飞行能力。采纳。2、单株叶子受害率（x）%>60,成灾标准有误。

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及成灾标准》（LY/T 1681），未采纳（无

误）。

（三）海东市民和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林业副高级工程师

张秀玲提出的 2条意见：1、术语加“防治方法的术语”解释，如无

公害防治、天敌等。无公害防治：对人、畜、禽、鱼等其他生物比

较安全，对生态和环境危害无或较轻的防治措施。天敌：对桦尺蠖

有一定控制作用的生物，包括寄生性、捕食性生物和病原微生物。

因为林业生态工程大部分是人工林，林种树种结构单一，生物多样

性差，难以发挥对林业有害生物的生态自然控制作用，林业有害生

物一旦大爆发，生物在短期内是不能控制其蔓延的，还是要靠人为

药剂防治快速干预，尽快将灾害发生程度和发生面积降到可控最低

限度，达到防灾减灾目的。不予采纳。2、防治技术加入当前先进的

无公害防治技术和方法，如：无人机防治、生物防治、灯诱等防治

措施并细化。无公害防治：保护和利用天敌、阻隔防治，杀虫灯防

治（具体细化）；飞机防治：采用无人机喷雾防治（细化）；生物

防治：采用 BT粉剂等生物制剂防治（细化）。不予采纳。无人机防

治是生物防治中装载药剂的载体，BT粉剂是生物防治中具体的药物，

防治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引进天敌无法掌握度，很有可能破坏

原有的生态系统。

（四）平安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林业副高级工程师范钟玖



提出的 2 条意见：1、蛹长多少。采纳。2、桦尺蠖幼虫期对桦树的

叶片暴食，导致全叶被食光，建议 2 低龄幼虫期及时进行防治，做

到早发现，早防治，以免对桦树林区造成严重危害。初孵幼虫延树

干爬行，也可涂 20cm宽毒带进行防治。蛹期在土壤 5cm范围内，刀

可捡拾蛹壳，从而减少虫口密度。保护天敌，确保生态平衡，提出

防治的最佳时间和方法，喷雾防治最佳浓度。部分采纳。2 低龄幼

虫期及时进行防治，防效好。涂 20cm宽毒带对树体破坏严重，也影

响林地旅游景观；刀可捡拾蛹壳，破坏植被严重，成本高；喷雾防

治最佳浓度视具体药物配制。不予采纳。

（五）互助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林业副高级工程师陈尚花

提出的 4条意见：1、发生程度分级中重度和成灾划分标准与所列调

查总则不符，死亡株率的成灾标准也不符。重度改为 x>50,y>50,死

亡株率 z改为失叶率 z>60。对《林业主要有害生物调查总则》（LY/T 

2011）、《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及成灾标准》（LY/T 1681）参照执行。

不予采纳。2、调查方法中 1m×1m×1m3,1m×1m2改为 1m×1m×1m，

1m×1m。采纳（笔误）。3、喷烟防治中郁闭度大的林分幼虫期无风

或微风天气的 7：00-11：00 和 16：00 以后喷烟防治应改为防治时

间应掌握在无风早晨 5：00-7：00 或傍晚 18：00-20：00。采纳。

4、附录中缺桦尺蠖识别特征、桦尺蠖生物学特性。参照黄连木尺蠖

监测与防治技术规程 DB11/T952-2013。不予采纳（文件中有）。

(六）互助北山林区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站林业副高级工程



师齐培风提出的 1条意见：6.1分级 表 1桦尺蠖发生程度分级与附

录 B表 B5桦尺蠖幼虫期调查表中两者对“发生程度”的表达方式不

相符，建议采取同一种表达方式。采纳。表达方式不是不相符，而

是未表述清楚，不够清晰精炼。

（七）兴海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林业副高级工程师卢彪儒

提出的 2条意见：1、7防治技术中建议林区地势平缓，交通便利，

可利用喷烟喷雾设备进行防治；林区地势陡峭，交通不便地区，可

通过燃放烟剂采用功效高、劳动强度低的方式进行防治。不予采纳。

交通便利与否关系不大，地势陡峭、交通不便可用无人机防治，燃

放烟剂有引起火灾隐患。2、7防治技术中桦尺蠖老熟幼虫期，危害

桦树天然林甚为严重，主要对桦树的叶片暴食，导致全叶被食光，

建议低龄幼虫期对药剂敏感，而蛹期耐药性强，因此从幼虫孵化盛

起开始加强监测，及时进行防治，做到早发现，早防治，以免对桦

树林区造成严重危害。采纳。幼虫孵化始盛起就开始加强监测。见

附件：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

起草单位根据预审会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全面修改。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1.《桦尺蠖综合防治技术规程》已明确规定了桦尺蠖的虫情

监测及防治技术措施、防效调查等综合防治技术措施和要求，该规

范制定后，要求桦尺蠖分布区的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要认真组织

学习，在今后的桦尺蠖监测防治工作中全面推广应用，严格按照本



规范的技术方法进行操作，科学防治。

2.本规范作为指导生产的依据，应加强对该标准执行情况的检

查与监督，并加强标准的宣传与推广作用，定期开展对标准执行情

况的调研。

八、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林地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随着各项林业生态工程的深入开展，林地面积逐年增加，生态

环境得到日益改善。林木面积的增加，也为林业有害生物增加了寄

主植物。有些林业有害生物的严重发生不仅影响林木生长，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而且还影响造林绿化成果的巩固和发展，破坏林地旅

游景观，已成为制约林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

林业有害生物被称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是林木的大敌，其发

生具有潜伏性、传播性和周期性等特点。所以科学防治林业有害生

物危害是林业建设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是国家减灾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护林地资源、维持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

建设、维护生态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据调查，林业有害生物桦尺蠖在青海省部分地区桦树上有不同

程度的发生，加强研究桦尺蠖的监测，综合防治桦尺蠖在我省具有

普遍性要求，已是迫在眉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是一项专业、复杂

的工作，其意义不单体现在对林业生物灾害的治理上，而且可以实



现对国土生态和林木资源安全的防护，是保护人们生活条件的基础，

工作的开展要以政府直接领导统一组织协调，要遵循森林保护理论

知识，进行针对性的部署，尽量选择无公害环保型技术措施，确保

高效、安全、健康运作。因此，需要对桦尺蠖的监测及防治技术进

行统一规范，是全省性的关键共性技术。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是各级

政府主导，林业和草原行业部门进行管理，各级森林病虫害防治检

疫站统一组织实施的工作，涉及到各级政府、各级业务部门、各级

事业单位，因此实施的主体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林业有害生物桦尺

蠖的监测及防治技术不仅面对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行业人员、还有

各个社会防治组织、育苗户及造林户等。《桦尺蠖的综合防治技术

规程》制定的就是生态监测和灾害防控方面的标准，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示范推广，服务社会，减少经济损失。

本规范的制定，为科学、规范指导桦尺蠖监测及防治工作提供

可靠的技术保证，减少防治成本和对环境的污染，使我省的桦尺蠖

的监测和防治工作更加科学、规范，将有效保护我省的森林资源、

巩固造林成果，改善林业生产条件和城市园林景观。

《桦尺蠖综合防治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小组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