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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材线虫病防治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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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松材线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松树林木生长的世界性重大病害，做好松材线虫病的综合治理工作，对于维

持森林生态平衡，保护森林资源，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阐明松材线虫病危害的角度出发，通过

解析其在森林中的扩散路径与发生特点，探索防治新技术的应用，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松材线虫病的综合治理技术

方案，以期达到提高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服务功能的目的，从而让松材线虫病的防治新技术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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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双碳战略的实施，必须加

速推进林业建设。松木林属于对干旱、大风、低温等极

端环境适应性极高的森林类型，是目前国内人工林建设

的主要树种。松木林若在生长过程中出现松材线虫病，

则会在40天之内枯死，3-5年后被彻底毁灭。鉴于松材线
虫病在我国具有较高发病率和广泛传播的风险，使得林

业管理部门必须提高对松材线虫病的认识程度，大力推

广应用松材线虫病防治新技术，制定出切实可行、行之

有效的综合治理对策，进而促进松木林得以正常生长。*

1 松材线虫病概述

1.1  危害
松材线虫病是由松材线虫侵入松树树体所引发的寄

生虫性病害，多发生在松科植物上。一旦出现，就会严

重地抑制树木的生长，甚至引起树木枯死。从树木病

虫害的发生情况来看，松材线虫的危害性十分强大。松

材线虫可从松树表皮的创伤处侵入树干，在松脂通道中

形成新的寄生体并大量增殖，在繁殖过程中会严重伤害

松树的薄壁细胞和上皮细胞，使松树正常的代谢水平下

降，从而削弱松树的蒸腾能力，最后抑制松树的光合作

用与正常生长，导致松树枯死。

1.2  特点
每年的五月至十月间，是松材线虫活动的高峰期，

此时的松材线虫可以在松树内部大量增殖并大规模侵

入，在入侵过程中大量啃食树木表皮，造成松树表层破

损，从而促进更多的松材线虫侵入松林，松材线虫卵一

般在3-4月完成孵化。由于松材线虫害的不断蔓延，使得

作者简介：罗辑（1981.05-），男，广西桂林人，从
事林业有害生物监测与防治工作，E-mail:200781528 @
qq.com。*通讯作者，高级工程师，E-mail:295259568@
qq.com。

感染害虫的松林开始呈现出明显的病理症状，如果得不

到及时的处理，将会导致大批的树木死亡，给林业带来

巨大损失[1]。通常情况下受虫危害的松类大多于10月份
枯死，但如果该地区温度高于其它年，空气中的水分较

少，那么松材线虫的孵化和树木枯死的时间就会更早。

1.3  表现
松材线虫病自身具有很高的侵染性和致死率，是引

起松树枯萎病的重要因素。松材线虫病最早会在松褐天

牛体内寄生，由松褐天牛侵入到松树体内后不断地繁殖

和移动，扩大松树的受害范围，影响松树的光合作用和

蒸腾作用，导致松树出现脱水和发黄等表现。松树在感

染松材线虫病后，常出现较为典型的不落叶症状，这是

由于松树生病之后，其树脂的合成和分泌能力会逐渐降

低，代谢功能也会越来越差，最终枯萎而亡[2]。

2 松材线虫病的扩散路径

松材线虫无飞行能力，其传播途径以自然传播或人

工携带为主。首先，在自然传播中最主要的传播媒介就

是松褐天牛。松褐天牛在每年4-10月份会到健康松林上补
充养分，松材线虫这时就会附着在松褐天牛身上，顺着

松褐天牛从松树创口出侵入松脂通道，将卵产在树脂道

中，以极高的繁殖速率，使松林在短时间内慢慢衰弱直

至彻底枯死。其次，人工携带的传播途径主要是运输。

松材线虫产自于北美洲，自1982年在南京被首次报道，
后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湖北，湖南等地均暴发

扩散，大部分是由人类传播引起，在运送松材时，携带

松材线虫的松褐天牛会飞到健康的松树上，导致松材线

虫病扩散，危害到松林安全。

3 松材线虫病的综合治理对策

3.1  加强对松材线虫病的监控力度
松材线虫病的传播速度非常快，要想彻底消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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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加强对其的监控范围。首先，林业主管部门应对

松材线虫病进行全面调查，掌握其发生的地点、时间、

范围和数量，针对松材线虫的生长机制，对其进行适时

的调查，以便于为进一步开展松材线虫病的防控工作奠

定基础[3]。如为更好掌握松材线虫在10℃以上的生长情
况，相关人员应在3-6月份开展调查，并及时掌握相关情
况，为提高调查结果的精度，相关人员还应该通过开展森

林巡查，对森林中死树进行采样分析，来掌握该地区域松

材线虫病的扩散情况。其次，应加强森林松木线虫病的监

控工作，以有效地防治松材线虫病的流行和传播[4]。

3.2  做好森林抚育管理工作
林业主管部门需要有计划地开展森林抚育管理工

作，及时对松木进行养护，提高其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首先，林业主管部门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筛选出可以

抵御松材线虫病的优良品种，根据松材线虫在松林中的

分布特征，林业主管部门要有秩序地推动松林改造工

作，通过多种植物的组合，选择出具有较强抗性和适应

性的松木品种，从根源上减少松材线虫病的扩散力度。

如林业主管部门可以在松林之间栽植阔叶混交树种，达

到控制松材线虫病种群和切断其扩散途径的目的。其

次，林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松林的养护与管理，采取的

主要方法有：一是对枯死的松木进行及时清整，枯死松

木是松材线虫最主要的繁殖地，森林管理员应加强枯死

松木的清除力度，比如6月份的枯死松木要在八月前清
除，在采伐时要注意采伐的木桩不能高度不可以超过5厘
米，采伐后在伐桩上铺上磷化铝，再用塑料薄膜盖住，

保证塑料薄膜的温度不能小于10摄氏度，这样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松材线虫的问题[5]。二是要适时地优化松林的生

长条件，采用透光伐和卫生伐等抚育手段，提高松林的

生长条件。在松树的养护和管理中，应注重对疫木的有

效控制。如在媒介昆虫非羽化期进行防治性采伐，以达

到合理拉开松林间距、改善林木长势的目的。

3.3  采取生物防治手段
林业主管部门必须要积极采取生物防治手段，从根

源上解决松材线虫病危害问题，其主要方法有：一是药

剂控制，主要包括化学药剂喷洒和打孔注药两种。化学

药剂是用可以灭杀松材线虫的农药在松树上大面积的进

行喷洒，在林木病虫害防治领域，大多林木主管部门都

会采用无人机对作业区域进行施药。施药时应根据松材

线虫病的危害程度选用合适的农药，如针对松树褐天牛

幼虫，可以选用2-3升/棵的虫线清乳油80倍液进行喷洒，
对无发病迹象的松木，可采用钻孔注射药剂的方法降低

其发病几率，在每年的十二月将甲维盐阿维菌素水溶液

等药物注入到松林中。二是布置陷阱诱杀，主要应用在

松材线虫病流行林区中心地带。鉴于诱捕器诱杀对周围

的环境条件有很高的需求，因此不能在疫区和非发生区

之间进行，使得此区域的有空十分难以被捕杀，相反，

很有可能会将媒介昆虫引入到非发生区域内，造成人为

的虫害扩散[6]。在设定陷阱的时候要遵循下列规定：通常

在媒介昆虫羽化5天之前设置诱捕器陷阱，保证每个陷阱
间隔150米，需要注意的是，陷阱应安置在森林开阔和通
风良好的地方。林业管理人员要对诱捕器内部的虫害幼

崽进行及时清除，同时对其进行分析，掌握该地区域内

松材线虫的数量和种类，进而为制定科学有效的防控措

施奠定基础。三是采取生物防治手段，有效阻断媒介害

虫的传播途径。

3.4  加强监测阻断虫害传染源
疫木处理是控制松材线虫病害的主要措施，也是保

障松树健康成长的重要环节。首先，要对松木林区内的

松材线虫疫木进行彻底的清扫，并对发病的树木进行及

时拔除，通过采用“先封后伐”的方式进行预防，即先

将病（枯）死木清除掉，然后伐活立木，在采伐疫木之

前需要先对其进行编号，合理设计好清理疫木码垛、焚

烧的地点，将被砍伐的生病植株当场进行粉碎和焚烧[7]。

在对疫木进行粉粹处理时，要确保粉粹的物质颗粒不大

于1厘米，在进行焚烧处理的时候，要按照近选择用火安
全范围的原则，将采伐超过1厘米以上的枝核都烧掉。
在一些运输条件较差的山地地区，可以采用不锈钢丝网

覆盖技术。其次，林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松树植物的检

查力度，严格控制病株苗木进入林区，以阻断传播源的

蔓延。在此过程中，应加大对松材线虫病的监测和监

测，防止松材线虫病的扩散。林业主管部门应定期深入

林区、木材加工厂等地，对非法砍伐、运输和非法加工

使用和滞留死亡疫木进行检查，防止疫木从封闭区域走

私。鉴于松材线虫病传播的速度非常快，传播的范围也

十分广，所以林业主管部门应在防治区域内建立无林木

地带，从而实现对该区域内松材线虫病种群扩散和转移

路径的彻底治理。

4 松材线虫病综合防治技术的推广手段

4.1  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松材线虫病防治的支持
各级政府应加强对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的重视程

度，并将其列入到重要议事日程中，建立松材线虫病防

治领导小组，由领导挂帅，林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

织开展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8]。建立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

和监督考核机制，定期对各级部门开展的松材线虫病防

治工作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并将其作为对相关部门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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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同时积极加强基层林业工作站

的建设，为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4.2  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人员管理意识
为提高管理人员对松材线虫病的认识程度，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有效控制松材线虫病的扩散力

度，需要以松材线虫病防治新技术为重点，结合多种宣

传形式与手段，通过创办公众号和发布短视频等方式，

大力宣传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主要防治措

施。利用森林防火宣传月活动、森防科技活动月等时间

节点，采取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向广大松木管理人员

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纪念品，同时进行讲座，宣传的内

容主要包括：讲解松材线虫病的危害性、传播途径和预

防措施、松材线虫病的发生规律、识别与防治技术等。

4.3  加大防治资金投入，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
为使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得到长期、稳定、有效的

开展，管理部门必须创建稳定的资金投入渠道，除国家

的专项资金外，还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对松材线虫病防

治工作的资金投入。将松材线虫病防治纳入到森林病虫

害防治专项经费中去，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专项资金用于防治检疫、疫情监测、普查、除治

和除治技术推广等工作上，进而使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

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4.4  加强技术指导，提高防治质量
为防治松材线虫病的出现与蔓延，各地林业部门需

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工作，培训对象包括但

不限于基层检疫人员、森林经营人员、基层森防技术人

员、护林员等。帮助相关人员熟悉松材线虫病的发生特

点和传播途径，掌握预防松材线虫病的相关技术，并积

极地与当地乡镇政府和村委会进行沟通与合作，及时对

病害情况进行了解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

的防治方案，然后下发到各个乡镇、村委会进行实施。

在防治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当地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通过提高其自身专业能力和知识储备来促进松材线虫病

防治新技术的有效推广。

结束语

松材线虫病的出现会严重危害到松木产业的健康发

展，其防控已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面临的重大挑战，开

展松材线虫病的综合治理工作，对于改善我国松林的品

质和提升生态服务功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采用松材

线虫防治新技术进行根治已成为当前主要手段，然而任

何新技术的顺利运用和推广都需要各方的共同参与，只

有不断的进行改革与合作，才能使我国林业资源得到有

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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