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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地区樟子松种植面积持续扩大的同时，其感染病害的
概率也大增长，其中危害最为严重的病症便是枯梢病。由于各地
区的气候情况不同，因此枯梢病的发病规律也并不一致，因而林
业部门应对其发病症状及发病规律进行了解与分析，且于枯梢病
大面积爆发前做好应对，并加强对已感染枯梢病的樟子松的针对
性治理，以有效降低枯梢病对樟子松所产生的危害。

一、樟子松枯梢病的发病原因及症状分析
（一）发病原因
松球壳孢菌是导致樟子松感染枯梢病的主要病原菌，此病

菌的腐生性较强，常寄生于樟子松林与其他寄主之上，在樟子松
出现长势不佳时便会趁机侵入樟子松体内，从而使之出现枯梢危
害。此病的发病率较高，最高可达 80%以上，气候、生态环境、
降雨量等会影响樟子松长势的因素均会引发此病。

（二）发病症状
樟子松发病后轻者出现枯梢，重者呈现出溃疡斑，或是会

出现枯针症状。通常病原菌会侵入新生嫩梢之中，不会对松树组
织产生损伤。若是嫩梢之上出现病斑，会使之皮层发生开裂，其
中的松脂会溢出，并会使周边针叶死亡。染病之后溃疡斑有愈合
的可能，但会有部分组织坏死，因此枝梢会向下弯曲并枯萎。旧
枝梢染病后病斑面积变大的同时会溢出松脂，且会生成分生孢子
器，若是枝干周边布满病斑，枝条便会受侵蚀而死，最终樟子松
也会死亡。因枯梢病导致樟子松长势受阻的概率高达 40%左右。

（三）发病规律
松球壳孢菌生成的分生孢子器会寄生于病梢或病叶之上，越

冬后于温度适宜时复苏，并侵染健康针叶与枝梢。通常温度达到
24℃时，分生孢子便会萌发，且只要 12 小时便可侵染至嫩梢，
3～4 天可见明显的病斑。若侵入的是老枝，发病时间将会稍长。
孢子侵害的主要部位是树木损伤处或枝梢感染虫害的位置，虫害
爆发期会同步发生大规模的枯梢病，从而会樟子松因衰竭而死
亡。通常北方地区的春秋两季枯梢病为高发期，幼树及老树均会
受到此病侵害。枯梢病是一种寄主主导性的病害，因此病害严重
与否与寄主的生长环境有直接关联。土壤营养不足、水分过大等
会导致樟子松长势不佳的因素均会导致枯梢病的发生与加剧。

二、樟子松枯梢病的防治技术分析
（一）营林预防措施
1.营造混交林。北方地区的樟子松枯梢病发病树种相对单

一，且与自然林相比，人工林的发病率更高。因此，应建造混交
林，通过樟子松与其他树种的混合栽种而增强人工林树种的丰富
性，从而避免因树种栽种过于单一而导致枯梢病大肆蔓延。通过
提升人工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效提升樟子松对枯梢病的预防能
力。

2.加强营林管理。营林时还应控制好种植密度，注重于光照
及通风环境的营造，从而提升樟子松的疾病抵抗能力。同时，还
应樟子松采伐时应结合其长势、健康情况采伐长势不佳的树种，
以免其抵抗力弱而感染枯梢病。此外，还应及时进行新树的补
种，促进林分更新，以减少枯梢病的发病率。

（二）治理技术
1.生物防治技术。绿木霉菌。绿木霉是一种可有效抵御樟子

松枯梢病的霉菌，通过抑菌实验分析发现，绿木霉及其活性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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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樟子松的抗寒与抗旱能力极强，并且具有显著的抗逆性特点，这些特点与北方地区的环境与条件适应性较强，因而其在北方地区的栽种量相对

较高，是速生林及防护林建设中的常用树种。然而樟子松种植时常会出现枯梢病，病树不仅顶梢会卷曲与干枯，树皮还会出现开裂或大面积溃疡，危害严重

时会使樟子松病死。鉴于此病对樟子松危害极高，林业部门应加强对此病的防控，通过了解其病因而制定可行性的防治措施，以保障樟子松的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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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均对球壳孢菌丝的生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可使之含有的
蛋白量下降，还可降低其中所含有的抗氧化酶的活性。在选择适
合的霉菌之后，可于工厂中利用发酵液水剂进行菌剂的制备。北
方的部分地区在樟子松人工林治理时，通过野外预防及防治实验
相结合的方式，取得了高达 65%左右的枯梢病防治成效。抗生
菌。除了绿木霉菌之外，还可应用抗生菌防治枯梢病，此细菌可
在樟子松的针叶上生长并产生微生物群落，会对松球壳孢菌起到
一定的抑制效果，从而会降低枯梢病的发病概率。

2.化学防治技术。化学防治是樟子松枯梢病应急防治所采用
的一种方法，除病害大面积爆发期尽量减少应用，以免其对生态
环境产生较大污染。化学防治可对病害的扩散起到快速的抑制效
果，在樟子松幼树枯梢病防治方面，效果较为显著。化学防治技
术应用时常用的化学杀菌剂较多，其中多菌灵及百菌清效果较为
理想，代森锰锌等也具有一定效果。根据不同药剂的标注浓度进
行调配使用即可。

预防药剂。如国光银泰便以浓度为 80%的代森锌可湿性粉
剂配制的，可将国光思它灵加入到其 600 ～ 800 倍液当中进行喷
洒，可对樟子松的枯梢病起到良好的预防效果，且可为樟子松生
长提供充足营养，可优化其长势。

治疗药剂。在枯梢病治理时，应于发病之初将浓度为 25%的
咪鲜胺乳油作为杀菌剂进行喷洒，或是利用浓度为 50%的多猛锌
可湿性粉剂喷洒病枝叶，一周用药一次，连续喷洒二至三次即可
治愈。

3.物理防治。若樟子松枯梢病的发病规模较小，通常是剪除
病枝并集中销毁，并利用消毒剂进行切割部位的喷洒，以杀灭其
上附着的病菌，以免樟子松再次感染枯梢病。

三、结束语
樟子松一种营林与绿化建设中应用率较高的树种，具有经济

性与美观性双重功能。然而因其易受到枯梢病侵袭，因而其使用
价值受到了影响。基于此，林业部门应以地方具体情况为依据，
加强对樟子松枯梢病发病规律的了解与掌握，通过合理地营林措
施进行预防，并利用生物防治、化学防治以及物理防治相结合的
方式实现对樟子松枯梢病的有效控制，以降低枯梢病产生的影
响，提升樟子松的木材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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