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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松材线虫病多种防治措施成效 

万泽敏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华东调查规划设计院  310000） 
 

摘要：松材线虫病防治的措施很多，但是效果各不相同，经常使用的措施主要包括枯死树清理、树干剂注射、药剂喷粉及生
物防治等措施，为了探究这些防治措施的效果，本文针对防治措施进行了论述，为松材线虫病林间防治工作提供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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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病原因及发生规律 
1.1 病因分析 
松材线虫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一是易于感病的寄主植

物，由于马尾松，黑松是常用的绿化树种，在我县有大面积
种植，给松材线虫的流行提供了物质条件；二是能够致病的
活体松材线虫的存在，在这一点上青阳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湿
润气候，为松材线虫及其传播媒介松褐天牛提供了非常有利
的生存繁殖，客观上为该病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三是近年来
交通运输业的发达，大量附着有松材线虫病传染物的木材被
人为的带进了林区，客观上增加了松材线虫病大爆发的概
率；  

1.2 发生特点 
一是该病潜伏期长，多数松林感染后并不会立即出现明

显症状，由于监测缺失和技术手段落后，往往都是发现疫情
时已为时过晚，难以实施有效措施；二是该病传播速度极快，
进一步增大了疫区周边区域的预警难度；三是该病的发病症
状复杂，很难进行快速的确诊；四是其传播途径多样，不仅
通过松褐天牛等常规传播方式，还可伴随木材交易，运输过
程中由人为原因传播。 

二、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治理难度大 
对松材线虫病治理难度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由于我

国检疫工作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法规工作还不完善，检疫手
段不够先进，从而给一些植物疫病的传播留下了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与重大工程省际间的苗木、木材、木制品的调运检
疫不规范密不可分。 

2.2 防治技术落后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基层林业技术人员对新技术、新方法

的应用能力较差，一方面是由于积极性较差，另一方面是由
于基层技术人员学习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对新技术的掌握
有一定难度。 

2.3 资金缺乏 
一是资金缺乏造成对松材线虫病防控科研的投入不足，

因此造成研究进展缓慢，甚至一些已经取得进展的研究因缺
乏资金无法推广到实际应用中而出现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
的现象。二是在实际的松材线虫病治疗过程中，如病树砍伐
清理，药剂喷洒等均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一旦出现
资金短缺，就会造成很多防控措施实施不到位，疫情出现反
复。 

3 松材线虫的防治 
3.1 建立完善的疫情监测体系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实施：一是采取有效的针对

措施，在辖区出入境公路设置检查站，严禁携带有病虫害的
苗木，木材等进行运输。二是每月对辖区内的松林进行疫情
检查，发现问题及早处置。三是定期对本地的木材市场，加
工厂进行检疫执法，对有问题木材进行销毁并对商家进行劝
说教育以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四是尽快进行相关法律法规
的制定，细化处罚规则，明确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的职责，
以保障相关措施的顺利执行，提高防治效果。 

3.2 实施科学防治 
本文选择４种方法进行试验。在枯死树清理方法中，对

规划的试验病区样地内，对病死松树、疑似感染的松树以及
受到外界影响导致的衰弱、受压等枯死或己经萎蔫的侧枝进
行清理，除此之外受到人为乱砍滥伐的松树枝干等进行清理
和伐除并进行除害处理，除害处理的主要对象为经过伐除清
理后的所有松木及直径超过１ｃｍ的枝条。 

树干剂注射方法主要是利用两种注干药剂对试验样区
全部松树进行打孔注药，在距离松树根基２０ｃｍ处斜向下
４５°的位置打孔，控制打孔半径在３ｍｍ左右，孔深要达
到树体木质部，一般情况下约为５～６ｃｍ，将注干剂的注
药嘴插入打好的孔内并做好编号与记录。 

药剂喷粉主要采用２％噻虫啉微胶囊粉剂进行喷粉，根
据当地松褐天牛成虫羽化期特点，首轮在５月中旬开始喷
药，第二轮防治作业在７月中旬进行，喷粉过程中要细致均
匀，保证每棵树的树枝上都有附着药剂。 

生物防治主要花绒寄甲在试验林地进行释放，施放花绒
寄甲以能够降低松褐天牛虫口密度，减少松材线虫传播机
会，减轻松林受害程度。 

3.3 试验结果与分析 
经过一段时间对不同防治方法样地进行检查，计算不同

防治方法植株死亡率和防治效果：植株死亡率＝（总植株数
－成活植株数）／总植株数×１００％防治效果＝１－植株
死亡率计算后不同防治措施的防治效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防治措施的防治效果 

 
4 结语 
试验表明，几种防治方法的成本与防治效果都各有优缺

点，树干注射效果最好，生物防治效果最差，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在开展松材线虫病防治应该以枯死松木清理和树干注
射为主要防治措施，以药剂喷粉和生物防治及其它防治作为
辅助措施。此外，建立生物防治示范区，对松树的品种进行
人工选育，以提升防病性能，在防治工作中逐步进行防治方
法的交叉试验，以完善综合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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