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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松材线虫病的危害及防治

潘广平
马山县周鹿镇农业林业和水利站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松材线虫病是一种严重的森林病害，对松树和其他针叶树种造成极大的威胁。本文综述了松材线虫病的

危害、分布、传播途径以及防治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该病害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媒介昆虫如松褐天牛等传播，因

此防治该病害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包括加强检疫、监测、砍伐病树、喷洒化学药剂和使用生物防治等方法。本文的研

究对于深入了解松材线虫病的危害及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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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松材线虫病是一种严重的森林病害，主要由

松材线虫引起，通过媒介昆虫如松褐天牛等传播。该病

害对松树和其他针叶树种造成极大的威胁，严重影响了

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为了有效控制松材线虫病

的传播和危害，需要深入了解该病害的分布、传播途径

和防治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本文将重点探讨松材线

虫病的危害、分布、传播途径以及防治方法等方面的内

容，以期为相关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松材线虫病简介

松材线虫病（Pine Wood Nematode Disease，简称
PWND）是一种严重危害松树的病害，主要影响松树
的生长和发育。该病害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分布，尤其

是在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松材线

虫病对松林的危害程度较高，严重时可导致大面积的

松林死亡，给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损失。

（1）松材线虫病的定义。松材线虫病是由松材线虫
（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寄生在松树体内引起的一
种病害。松材线虫是一种微小的线虫，属于垫刃科、拟

长蠹属。当松树受到松材线虫侵染后，会导致树木生长

受阻、叶片黄化、枝干枯死等症状，最终导致整株树木

死亡。（2）松材线虫病的病原体。松材线虫病的病原
体是松材线虫（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它是一种
微小的线虫，长度仅为0.2-0.3毫米。松材线虫的生活史
分为两个阶段：卵和成虫。雌雄成虫在寄主植物体内交

配产卵，卵孵化出幼虫后侵入寄主植物的组织内，取食

细胞内的营养物质。幼虫在寄主植物体内发育成熟后，

雌雄成虫再次交配产卵，完成一个生活周期[1]。（3）松
材线虫病的传播途径。松材线虫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

下几种：第一，媒介昆虫传播：松材线虫的卵和幼虫可

以通过媒介昆虫（如天牛、象鼻虫等）传播到健康的松

树体内。媒介昆虫在取食带有松材线虫卵和幼虫的植物

组织时，将病原体带入健康树木体内，从而引发病害。

第二，水流传播：松材线虫的卵和幼虫可以通过水流传

播到远离感染源的健康松树体内。当雨水或灌溉水流动

时，携带着病原体的水分子会将病原体带到新的寄主植

物体内，引发病害。第三，人为传播：人类活动也是松

材线虫病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例如，人们在砍伐、运

输和使用受感染的木材时，可能会将病原体带到新的环

境，从而引发病害。此外，人们在进行森林抚育、修剪

和病虫害防治等活动时，也可能无意间将病原体传播到

健康树木体内。第四，自然扩散：松材线虫病的自然扩

散主要依赖于气候条件和寄主植物的生长状况。在适宜

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病原体可以在寄主植物体内迅速

繁殖，并通过上述途径传播到新的寄主植物体内。

2 松材线虫病的危害

松材线虫病是一种严重的森林病害，对松树造成了

巨大的危害。以下将详细介绍松材线虫病的危害，包括

其症状、对松树的危害、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对

人类的影响。（1）松材线虫病的症状。松材线虫病的症
状比较明显，通常表现为松树的针叶先变成黄绿色，然

后逐渐失水枯黄，并最终脱落。随着病情的发展，松树

的树冠会逐渐萎缩，最终导致整株死亡。此外，病树皮

表面往往会出现一些褐色的块状物，这是病原线虫在树

皮内大量繁殖的结果。（2）松材线虫病对松树的危害。
首先，感染了线虫的松树根系会受到损害，导致水分和

养分吸收能力下降，从而使松树生长变得缓慢或停止。

其次，线虫在树皮内大量繁殖会破坏松树的输导组织，

使水分和养分运输受阻，最终导致松树死亡。此外，线

虫还会导致松树的免疫系统受损，使松树更容易感染其

他病害。（3）松材线虫病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
破坏。首先，感染了线虫的松树会逐渐死亡，这不仅直

接影响了森林的景观和生态平衡，还会导致一些生物失



农业科技与发展·2023� 第2卷�第7期

107

去栖息地和食物来源。其次，线虫的传播往往与媒介昆

虫有关，如松褐天牛等，这些昆虫在传播线虫的同时也

会对其他树木造成危害。此外，由于大量松树的死亡，

一些依赖松树的植物和动物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整

个生态系统受到影响。（4）松材线虫病对人类的影响。
首先，松材线虫病会破坏森林资源，减少木材供应，从

而影响木材产业的发展。其次，由于大量松树的死亡，

一些以松树为栖息地的动物也会失去栖息地和食物来源，

从而可能引发动物物种数量的减少甚至灭绝。此外，由于

大量松树的死亡，一些依赖松树的植物也会受到影响，可

能会引发一些植物物种数量的减少甚至灭绝。

3 松材线虫病的防治措施

3.1  加强检疫和监测
首先，加强检疫是预防松材线虫病传入和传播的关

键措施。对于进境的松材，需要对其进行严格的检查和

检疫，确保没有携带病原线虫。对于本地松材，也需要

进行定期的检疫，以防止病害的传播。在检疫过程中，

可以采用各种检测方法，如解剖检验、显微镜检查、PCR
检测等，以确保准确快速地检测出病原线虫。其次，建

立完善的监测网络是及时发现和控制松材线虫病的重要

手段。通过定期对松林进行监测，可以及时发现受害松

树，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处理。监测网络可以包括定

期巡查、定点监测、遥感监测等多种手段，以便全面及

时地掌握松材线虫病的发生和发展情况。然后，及时发

现和处理受害松树是控制病害扩散的关键环节。一旦发

现有受害的松树，需要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处理方

法包括砍伐病树、喷洒化学药剂、使用生物防治等方

法，以消除病原线虫的繁殖和传播源。同时，对于病树

的砍伐和处理也需要进行严格的操作和管理，以防止病

害的再次传播。最后，加强宣传和教育是促进公众参与

防治工作的必要手段。通过宣传和教育活动，可以提高

公众对松材线虫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增强防治意识。

同时，也可以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和管理能

力，提高防治工作的效果和质量。

3.2  生物防治
首先，引进天敌昆虫是生物防治中常用的一种方

法。一些寄生蜂、寄生蝇等天敌昆虫可以寄生在松材线

虫的幼虫或成虫体内，导致线虫死亡或影响其繁殖能

力，从而降低病害的传播和危害。这些天敌昆虫通常需

要在病区以外的松林中寻找和收集，然后引入病区，以

控制病害的传播。为了确保天敌昆虫能够在病区中生存

和繁殖，需要进行适当的管理和保护措施。其次，利用

微生物防治松材线虫病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一些细菌

和真菌可以寄生在媒介昆虫体内，导致其死亡或影响其

繁殖能力，从而降低病害的传播速度。例如，一些细菌

可以感染松褐天牛等媒介昆虫，导致其死亡或降低其繁

殖能力。这些微生物通常需要在实验室中进行培养和繁

殖，然后将其喷洒到病区和媒介昆虫身上，以控制病害

的传播。然后，生物防治还可以通过使用植物提取物等

方法来进行。一些植物提取物可以干扰松材线虫的生长

和繁殖，从而降低病害的危害。例如，苦参提取物可以

干扰松材线虫的生长和繁殖，从而达到防治的目的。这

些植物提取物通常需要在实验室中进行提取和纯化，然

后将其喷洒到病区和松树上，以控制病害的传播。同

时，在防治松材线虫病时，需要结合监测预警、清除病

源、营林管理等多种方法综合使用，以达到更好的防治

效果。同时，也需要注意保护和利用天敌昆虫和微生物

等资源，以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性。最后，需要指出

的是，生物防治方法的使用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

范。首先需要确保使用的天敌昆虫和微生物等资源不会

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威胁；其次需要遵循科学、合理

的使用方法和管理措施，以保证防治效果和可持续性；

最后需要结合其他防治方法综合使用，以达到更好的防

治效果。

3.3  化学防治
它通过使用化学药剂来杀死或控制线虫和媒介昆虫

的生长和繁殖，从而有效地控制病害的传播和危害。然

而，化学防治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环境造成污染、产

生抗药性等，因此在使用时需要谨慎选择合适的药剂和

使用方法，以减少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首先，选择合

适的化学药剂是化学防治的关键。在选择药剂时，需要

考虑药剂的毒性、杀虫效果以及对环境的影响。一般来

说，应选择低毒、高效、环保的化学药剂，如拟除虫菊

酯类杀虫剂等。这些药剂对松材线虫和媒介昆虫具有很

强的杀伤力，并且相对较为环保，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

较小。此外，为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应尽可能选择局

部作用的药剂，避免使用大面积覆盖的药剂。其次，在

使用化学防治时，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剂量的合理性。

不同的松材线虫病发病程度和环境条件需要不同的药剂

使用方法和剂量。在使用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

择和调整，以达到最佳的防治效果。例如，对于发病较

轻的松林，可以采用喷雾或熏蒸的方法进行防治；对于

发病较重的松林，可以采用注射或埋设药带等方法进行

防治。同时，需要注意药剂的安全使用，避免对人体和

环境造成危害[2]。再次，化学防治的时机也是需要注意

的问题。在松材线虫病的防治中，化学防治通常是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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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防治方法无法有效控制病害时才使用。因此，需要根

据病害的实际情况和防治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

化学防治。例如，在春秋季节，媒介昆虫活动频繁，此

时使用化学药剂可以有效地控制病害的传播和危害。同

时，需要注意药剂的残留期和影响，避免对环境和人类

造成不良影响。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化学防治并不是

一种长期的防治方法，而是一种应急措施。因此，在使

用化学防治时，需要结合其他防治方法综合使用，以达

到更好的防治效果。例如，可以结合生物防治方法进行

综合防治，利用天敌昆虫和微生物等资源来控制病害的

传播和危害。同时，也需要注意保护环境和其他生物的

安全，避免对生态平衡造成不良影响。

3.4  营林措施
营林措施是一种通过改善松树的生长环境和提高其

抗病能力来减少松材线虫病发生和危害的防治方法。首

先，选择抗病性强的品种进行种植是营林措施中重要的

一环。抗病性强的品种具有较低的感病率和较强的抗病

能力，可以有效地减少病害的发生和传播。在选择品种

时，需要考虑其对本地环境的适应性以及抗病性能等因

素，以确保种植的松树能够健康生长并有效地抵抗松材

线虫病的侵害。其次，加强抚育管理是营林措施中的重

要手段。合理的抚育管理可以改善松树的生长环境，提

高其抗病能力。例如，及时修剪病枝和枯枝，清理林地

内的杂草和枯枝落叶等，可以减少病害的传播源和降低

病害的发生率。此外，适当的施肥和灌溉也可以促进松

树的生长和发育，提高其对病害的抵抗力。然后，保持

林地卫生也是营林措施中的重要方面。松材线虫病的媒

介昆虫通常在枯枝和落叶中栖息和繁殖，因此保持林地

卫生可以有效地减少媒介昆虫的数量和繁殖场所，从而

降低病害的传播风险。同时，对于发现的病树和枯死

树，需要及时进行清理和处置，以防止病害的扩散和传

播。再次，需要注意的是，营林措施需要长期坚持和持

续进行。松材线虫病的防治不是一次性的工作，而是需

要长期坚持和持续进行的。因此，在营林措施的实施过

程中，需要定期巡查和监测松林，及时发现和处理病害

的发生，确保防治效果和可持续性[3]。最后，需要指出的

是，营林措施需要与其他防治方法综合使用。虽然营林

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病害的发生和传播，但在某些情况

下，单一的防治方法可能无法完全控制病害的传播和危

害。因此，需要将营林措施与其他防治方法综合使用，

如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等，以达到更好的防治效果。

结语：总之，松材线虫病的防治需要采取综合措

施，包括加强检疫和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理受害松树、

使用化学药剂和使用生物防治等方法。为了提高防治效

果和质量，需要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和研究，探索更加高

效、环保和可持续的防治方法。同时，也需要加强宣传

和教育，提高公众对松材线虫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促

进全社会共同参与防治工作。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才能有效控制松材线虫病的传播和危害，保护森林

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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