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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是杉木科常绿乔木，树干直，结构细，材质

柔软，耐腐蚀，防蛀，具有生长迅速、木材丰富、

用途广泛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建筑、桥梁、造

船、家具等领域。融安县位于广西北部，介于北纬

24° 46′～ 25° 34′，东经 109° 13′～ 109° 47′之

间，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20.54℃，

年降雨量 1458mm，这些有利的气候条件适合杉木的生

长。因此，近年来融安县加快了桉树产业的发展步伐，

并成为广西地区杉木种植面积丰富的“经典林区”，杉木

也已经成为我省速生丰产林的主要种植树种。目前，广

西森林覆盖率为 62.55%，林地面积 1613.7 万公顷，其中

杉木林地 150.4 万公顷，杉木蓄积量 1.3 亿m3。人们普遍

认为杉木是一种抗病虫害的树种，杉木病虫害发生相对

较少，易于人工种植。从 20世纪 60年代到 70年代，由

于中国林业对杉木的过度重视，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导

致杉木病虫害问题日益突出。杉木病虫害发生率较高，

尤其近年来，这一比例有所上升，因此，必须做好杉木

病虫害防治工作，这也是杉木栽培成功的关键。

为了更好地了解杉木林病虫害的种类和动态，及时

制定杉木病虫害防治策略，保护融安县森林环境。通过

对融安县多年来杉木主要病虫害的野外调查、抽样、预

测和统计，发现影响杉木生长的主要病虫害有杉木缩顶

病、杉木炭疽病、杉木细菌性叶枯病、杉针黄叶甲、杉

梢小卷蛾、黑翅土白蚁等，现将这些病虫害的种类、分

布、发生特点以及防治策略等结果总结如下。

一、杉木主要病害种类与防治措施

(一)杉木冠缩病

2016 年在南安市大余县新华镇和南安市黄坑林场

第一次发现该病害。目前，该病的发病面积超过 13.33 

hm2。这种病害是由茶褐斑引起的，并逐渐成为我国南

方杉木林的一种严重病害。该病可导致杉木的主枝、侧

枝和丛生芽死亡，严重影响杉木的生长。在发病初期，

顶芽和幼叶基部有水渍，然后逐渐变成深棕色和棕色斑

点。很快，顶芽几乎枯萎或死亡，死枝下形成了大量的

枝群。主茎顶芽坏死后，下部形成许多小溃疡，导致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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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定芽和疾病。头部损伤的主要部位是大块、皮质和

木质部，局部呈褐色和坏死。有些杉木通常有主茎尖，

在主茎的不确定部位可以看到溃疡的小点，此时该病害

不会传播，也不会使花蕾干燥。当顶芽死亡时，疾病会

延迟，然后形成萎蔫症状。在融安县，该病害从 4月下

旬开始在树枝上发生，并在 6月中旬至 7月中旬达到高

峰，而且该病害的严重程度与当年的降水量密切相关，

快速生长的植物更容易发生此病。预防和治疗该疾病的

一般方法是在每年的高峰期 6月初喷洒 30000g/hm2 多菌

灵气雾剂可以减少致病菌的数量，从而达到更好的控制

效果。发病前有两个高峰，在高峰期进行防治能更好地

发挥疾病防治作用。

(二)杉木炭疽病

杉木炭疽病是杉木的主要病害之一，是由分生孢子

和子囊菌分生孢子引起的，可感染宿主的任何器官。染

病斑点可无限延伸，导致树叶枯萎、枝梢枯萎、花蕾枯

萎、花朵腐烂、果实腐烂、树枝溃烂。该病害在融安县

各乡镇均有分布，尤其在融安县西山林场分布较广。该

病的主要特征是茎枯和叶斑，即在顶梢开始发病，并向

枝叶下部扩散蔓延。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后期叶尖迅

速变褐死亡。任由这种疾病继续发展，可导致整根针叶

死亡，延伸到幼嫩的茎部，并逐渐使每根深棕色的枝条

枯萎。在老枝条上，它通常只对针叶有害，对茎的危害

较小。枯叶两侧有一小片黑斑分生孢子盘，潮湿气候下

可见粉红色分生孢子。在造林土壤肥力差，腐殖质含量

低，黏重板结土壤，透水性差，山体蓄水量低的地方，

更容易感染炭疽。因此，为了营造健康杉木林，建议

在立地条件较差的山区种植其他乡土树种，或在造林

后 1 ～ 4a内连续施肥，施氮、磷 3kg，钾肥和复合肥按

0.5 ∶ 2 ∶ 1的比例，施用在距根系 20cm的斜坡上。或

使用百菌清、多菌灵和其他烟雾剂在林间防治疾病，如

在该病的高峰期，可喷洒 1500 倍的蛋氨酸，能有效减少

细菌感染。

(三)杉木白叶枯病

杉木白叶枯病是两种疾病，即叶枯病和火枯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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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果体感染的早期，不规则地出现小红斑，周围有淡黄

色的水晕。随着疾病的发展，病斑的颜色逐渐变成深棕

色。随着小细胞的出现，周围的光环也随之扩大。在后

期，病斑上方的部分或全部叶片死亡，叶片变白且不脱

落。4月初，杉木的第一根枝条容易发生病害，首先出现

红色斑点，然后每根枝条逐渐变为深棕色并死亡。患叶

枯病的杉木，其枝叶枯萎后呈灰白色。4月份大规模出现

该病害，然后病害急剧上升，受感染的植物自下而上、

由内而外蔓延，最终可导致整个杉林受害，而严重的病

害一般发生在森林边缘、林道两侧和出风口处。该病的

发生主要受潮湿天气的影响，大规模暴发的主要原因是

土层薄、土壤肥力差、垄作和纯杉木林间距不足等。修

复杉木白叶枯病纯林，培育阔叶林，改变树种组成，改

善环境，是减少该病害传播和危害的主要措施。加强森

林培育，促进杉木生长，提高其抗病性，喷施 70%代森

锰锌 500 倍液或 70%百菌清 600 倍液，可迅速预防疾病

的发生。

(四)杉木的生理黄变

杉木幼林立地条件差，或遭受旱涝灾害易诱发杉木

的生理黄变。病树从 6月开始。当新芽上的针叶变成绿

色、黄色或橙色时，幼树的生长就停止了。第二年春

天，针叶树的黄变逐渐恢复到绿色已经太晚了，或者它

们不能完全恢复到绿色，并在 6月后重复变黄。严重变

黄的杉木幼树容易感染炭疽，导致大量树枝死亡。为防

止杉木黄变，应注意因地制宜的原则，加强幼林抚育管

理。除了加强水肥管理外，还可用波尔多液、50%的退

菌特、托布津和多菌灵 800 液，或 75%百菌清可湿性粉

剂 600 倍液、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125 ～ 175g兑水

40 ～ 60kg，在早春或深秋病菌侵染时喷施，可有效防止

生理黄变的发生。

二、杉木主要虫害种类与防治措施

(一)杉针黄叶甲

2018 年在大余镇黄龙沟村首次发现该昆虫，面积

62hm2。后发现，2年生的杉木幼林是该虫害的主要为害

对象，分布面积为 46.67hm2。杉针黄叶甲属于杉木的一

种常见严重害虫，主要侵染杉木针叶、枝条、叶片和叶

柄，杉木受害后，其针叶会出现深沟，并造成剥落、生

长停滞或生长缓慢等现象，但在早期并不会枯萎，后期

逐渐枯萎。杉木损伤的严重阶段为该虫害的成虫期，其

次为幼虫期。成虫喜欢光照，寿命长达 30 ～ 40 天，活

动高峰为上午 11:00 ～ 14:00，晚上 9:00 至第 2天基本

稳定在新梢针叶基部不懂，而且成虫有能力短距离飞行

3 ～ 5m，具有较强的假死特性。该虫害为 1年 1代，在

其成虫期是控制该害虫的关键时期，可使用 25%辛硫磷

乳油对其进行喷雾防治。

(二)杉梢小卷蛾

该虫在全国杉木种植中均有发现，但主要分布在南

安区和冀村。在杉木幼枝上，尤其是在杉木幼梢上，杉

梢小卷蛾会采食其顶部，导致主枝和侧枝都可能受到严

重损害。而杉梢小卷蛾的幼虫头部和胸部后板为深褐

色，胴体乳白色，每节与紫红色腰带相连，节中间有白

色环。杉木出现杉梢小卷蛾为害后，成虫白天通常一

动不动，停在杉木顶上栖息。1 ～ 2龄的幼虫以嫩叶为

食，3龄后以嫩枝为食，并有转移习性。防治措施：林

分改造。纯杉木混交林可以形成杉木阔叶林，改变环

境，吸引鸟类栖息，减少危害。加强杉木林的护理，促

进林冠的早期关闭，可以减少危害。指导管理。在成虫

羽化盛期，设置黑光灯进行诱杀，降低虫口基数，以免

造成第一代幼虫大暴发；使用 50%敌敌畏或 80%多菌灵

800 ～ 100 倍液在幼虫孵化期进行喷杀，使用“621”烟

剂在成虫羽化期进行熏杀，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三)黑翅土白蚁

黑翅白土蚁广泛分布于各个杉木种植场地，影响杉

木的根茎、树皮和枝干，可导致杉木造林成活率低和幼

林凋零。黑翅土白蚁成虫有翅膀，上背部、胸部、腹部

呈深棕色，头胸腹背面黑褐色，深棕色的翅膀，全身浓

密的毛发和棕色的脚。其蚁巢一般离地面 3m左右，飞行

孔从地面突出，为圆形；在 5—6月的飞行期间是黑翅土

白蚁的为害高峰期，入秋的 9月后，逐渐形成第 2个为

害高峰期。如果发现杉木林出现白蚁危害，可采取以下

措施：人工挖掘白蚁巢穴，沿蚁路跟踪找到巢穴后，再

找到主巢，消灭蚁王后将整个巢穴挖出烧毁。在采蚁繁

殖阶段，充分利用其光敏性，应用太阳能杀虫灯，在发

生区诱捕和杀死白蚁。诱饵诱杀，可用 1份诱饵、1份

糖和少于 6份蕨类植物粉；或者 4份桉树皮粉，1份糖

和 75%灭蚁灵粉，制成药包，每包 4g，均匀埋于杉木林

间，深度为 5 ～ 10cm，药包用量为 225 袋/hm2，可取得

了良好的控制效果。同时，因为在林区腐烂的伐木残留

物很容易招引黑翅白土蚁，因此还要清理林区的伐木残

留物。

(四)双条杉天牛

双条杉天牛能使杉木叶子变黄，使整株植物死亡。

双条杉天牛成虫小，暗褐色，翅膀上有两条黄棕色的横

带，胸部的前部和后部有 5个光滑的突起，排列成梅花

状，长约 2mm。这种害虫的发生一般为一年 1次或两年

1次，有成虫、幼虫和蛹多种形态。幼虫危害高峰期为

每年的 7 ～ 8月，成虫羽化后在树皮的裂缝里产卵。虫

卵孵化后，幼虫以树皮为食，从树干上吸取白色树脂，

然后在木质部进食，而大多数的幼虫都集中在树干的下

部。双条杉天牛防治方法如下：加强森林抚育，做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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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萌发和发芽控制工作。密林应及时合理间伐，使林分

通风、生机勃勃，不易造成病虫害。如果发生害虫，木

材必须及时清除，伐木必须及时剥皮，砧木必须减少或

剥皮。当幼虫蛀食进入到木质部时，可将含有 25%乐

果 400 ～ 800 液或辛硫磷 300 倍液的敌敌畏注入到蛀道

口中，然后用黄泥封死。在为害高峰期，可在幼虫进入

木质部之前剥去树皮；或在虫口密度高、郁闭度大的林

区，可使用敌敌畏烟剂熏杀成虫。

(五)杉肤小蠹

杉肤小蠹以杉木韧皮部和木质部之间的纵向单孔为

食。成虫 3.0 ～ 3.8mm长，深棕色或红棕色。复眼呈肾

形，凹面较浅；天线有两条斜线，分为三部分。胸部后

板略呈星形梯形，略低于宽度，基缘中央突出，翅膀锐

利，均匀分布着小圆点和黄色短发。鞘翅目的长宽比为

1.4。在凹凸不平的凹槽之间，底座和凹槽之间的法兰处

有水平折痕，后法兰处有一个逐渐变薄的平缺口，缺口

处有一个中心鬃毛鳞片。鞘翅目：在沟槽之间有一排纵

向密集的肿瘤，顶部向后，包括 1～ 3个沟槽之间的 10

多个肿瘤，以及第二个沟槽之间的 6 ～ 7个肿瘤。卵子

长 1.0mm，宽 0.5mm，呈椭圆形，在出生时是白色的，

在孵化时是透明的黄色和白色。成熟幼虫长约 5.0mm，

身体弯曲。紫色幼虫，成熟幼虫为黄白色，嘴是棕色

的，头是黄褐色的。茧长 3.5mm，宽 1.5mm，最初呈乳

白色，羽毛一长就变成黄棕色。腹部末端有一对指甲。

一个长约 8cm的雌性纵向孔，交配室位于雌性通道的下

端，密集子隧道从母隧道横向延伸至两侧，然后上下延

伸。4月上旬至 6月中旬为幼虫羽化期。茧从 5月初到 7

月底出现。5月中旬，第一代成虫出现并聚集在原始森林

中。7月初，第一代成虫咬下羽毛洞，飞离受感染的树

木，随风散去，寻找健康的杉木。越冬后，雌成虫在杉

木树干下 3m以下寻找生长和产卵的机会。虫洞中有一个

圆孔，雄成虫跟随在虫洞中，如果蛀洞过多，常伴有褐

黄色的蛾类，会严重影响杉木的树脂流动，并逐渐削弱

杉木。4月如果发现黄棕色粉末或白色脂肪流，可喷洒

80%敌敌畏乳剂或 75%辛硫磷乳剂 800 ～ 1000 倍液，以

控制成虫。在 3—4月之间，危险的林分可能会吸引长羽

毛的新成虫，可在杉木干部喷洒 25%蛾蚜灵可湿性粉剂

1500 ～ 2000 倍液，防治效果良好。

三、结束语

杉木是一种生长快、抗虫性强的树种，综合利用价

值非常高。目前，杉木病虫害虽然有 100 多种，但造成

经济损失的病虫害并不多。尤其在过去，大规模的杉木

病虫害很少发生。但由于天敌减少，或造林方法简单，

苗木质量检疫不严等原因，导致杉木主要病虫害加重，

杉木生长发育不良。经调查，融安县杉木常见病虫害主

要有杉木缩梢病、炭疽病和杉木白叶枯病等，这些病虫

害的发生在该地区已形成一定危害，值得当地林业部门

高度重视。为了防治杉木病虫害，一是要选择适宜的造

林树种，避免在土壤贫瘠、潮湿的深山等立地条件不好

的地方进行造林，然后建设大型杉木混交林。二是加强

杉木林抚育管理，合理施用复合肥，促进杉木生长，增

强抗虫性，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三是注意使用生物农

药，保护和利用天敌，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四是实施

杉木病虫害综合防治战略，将杉木病虫害控制在病虫害

层面，而不是灾害层面。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杉木的健

康生长，提高杉木的种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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