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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生态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进步，国家的

森林面积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大，但是也存在林区的质量

相对较差、树种相对单一以及人工林比重大等问题，这

为林业有害生物的传播提供了舒适的环境。安徽歙县的

松材线虫病发生面积在不断升高，这也被誉为“不冒烟

的森林火灾”。松材线虫病于 20世纪流入我国，已经

累计致死松木达到了上亿株，损害的松林面积也达到了

几十万公顷，为国家造成了非常大的经济损失。另外，

生态建设方面的损失也无法估量。近些年安徽歙县地区

干旱少雨，这也为松材线虫病营造了相当有利的传播环

境。因此，目前松材线虫病的预防控制是安徽歙县林业

部门的重点关注工作。

一、松材线虫病防控形势

松材线虫病是目前安徽歙县生态系统中最具危险性

和威胁性的病害，它具有非常强的传播性以及破坏性，

也是眼下危害我国林业发展最严重的有害生物。我国有

关松材线虫病的发生和传播扩散面积在不断增加，而安

徽歙县林业面对的威胁不断加大，其危害损失也持续加

重，松材线虫病则呈现出难以控制的事态，导致预防控

制变得尤为严峻。因此，必须实行生态文明思想、维护

其生态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提

升对松材线虫病预防治疗工作重要性的正确认知，采用

绝对有力的预防手段，坚决抑制住松材线虫病不断扩散

传播的趋势。

二、松材线虫病防控意义

（一）对相关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影响

松树是目前安徽歙县林区绿化的主要种植对象，其

对控制风沙、保持水土养分以及保证农业稳定高产方

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处于环境相对恶劣的区

域，当松木枯萎甚至死亡以后很难再对其他树种实行种

植，当环境受到破坏后也基本不能恢复到原本的模样。

如果松材线虫病的危害范围得不到有效防控，则会对整

个区域松树林形成重大危害，还会出现重大损失，甚至

会威胁到安徽歙县的生态工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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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

松材线虫病的出现，致使大面积松木的枯萎和死

亡，需要大量的资源来治理受松材线虫病迫害的松木。

另外，遭受到松材线虫病危害的区域就会被确定为疫

区，需要进行严格的检查和防控，抑制好松材线虫病病

情的传播，这就对相关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十分严

重的影响。

三、松材线虫病概述

（一）松材线虫病的病症表现

一般情况下，松材线虫病对松树进行迫害时的具体

表现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携带病原体的松褐天牛

会将病原体留在松树的嫩枝表层，这时的发病症状不是

非常明显而且不易被发现，松树由于树脂分泌受到阻碍

就会促使树叶的颜色加深，这是初期表现的症状。第二

阶段，在松树的树干上能明显观察出松褐天牛的产卵现

象，此时的松木叶就会变成枯黄色，比第一阶段的树叶

颜色明显加深。第三阶段，当松树受到的侵害变得更加

严重，枝干上就会出现显而易见的松材线虫病痕迹，而

此时松木叶的颜色就会逐步加深呈现出褐色，同时树叶

由于严重缺水而慢慢枯萎，这时的松材线虫病的迹象变

得十分明显。第四阶段，伴随着松材线虫病对松木的不

断迫害，松木的颜色会不变深直到呈现出红褐色，此时

的松树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最后枯萎致死。这就是松

材线虫病对松树造成伤害的全过程，通常情况下松材线

虫病容易在 5月底到 6月初期间发病，7—8月是松材线

虫病的主要发病期。处于高温和干燥的条件下，松材线

虫病的发病率会随之升高，一旦松木感染松材线虫病，

死亡的概率非常大，而且松树死亡的规律一般都是以上

一年内发生松材线虫病的位置为核心，逐渐向四周传

播。在最新传播的区域随机分布，再经历一段时间的发

展扩散后，以指定的地点为中心聚集分布，逐渐地变成

核心分布。

（二）松材线虫病的传播媒介

松材线虫病主要通过松褐天牛进行扩散。松褐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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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啃食松木的嫩枝表层，松材线虫就会沿着表层伤口

进入到松木内部进行繁殖，给树脂道薄壁和上皮细胞造

成破坏，树脂分泌就会受阻或者停止，最后致使松树枯

萎死亡，松褐天牛一年产生 1代，待到初春化蛹，4月

下旬开始羽化，羽化后在蛹衣内停留七天，接下来就会

咬破羽化孔爬出来。然后，它们就会食用松木嫩枝来摄

入需要的养分，进而会把自身所带的病原体感染到被啃

食的松木上。一旦防控不及时，就会促使松材线虫病的

肆意传播。所以，预防松褐天牛是防止松材线虫病进一

步扩大的重要步骤。

（三）松材线虫病的调查方法

为了预防松材线虫病的出现，除了对林区松树进行

日常监测外，每年的春季和秋季还要对辖区内的松林进

行全面普查。通过调查，对发现的不明原因枯死松树要

及时取样检测。一旦发现疑似病情就要通过定位系统，

同时标记到森林资源分布图上。对其病情进行取样检

测，再送到有关部门对其鉴定，确定传感染松材线虫病

的真实状况。在普查过程中，对发现松木有枯萎死亡的

状况，就要详细检查其数量、面积以及立地环境条件和

松褐天牛的分布情况，并标注详细位置。

（四）松材线虫病的防控技术

对松材线虫病防控要坚持以疫木清理为核心，以疫

木源头管理为根本的防治思路，每年要在松褐天牛羽

化前，全面彻底清理所有枯死松树、濒死松树，清理工

作可采取择伐和皆伐措施。对枯死松木进行采伐工作期

间，按照国家防治技术方案的相关规定，尽量对其根部

大挖掘达到一定深度，去掉表皮腐质，做好伐桩处理，

用一定厚度的塑料膜或钢丝网罩，对伐桩覆盖封压处

理，采伐下来的松木枝干必须采取就地集中焚毁处理。

进入到松褐天牛羽化的初期和高峰期之后，还可以选用

药剂对重点区域实施喷洒防控。还可在天牛羽化期内，

选择环境合适、便于作业的地点传播密集的松林设置诱

捕器，定期在诱捕器诱杀松褐天牛成虫。对一些重点区

域的松林的健康松树，还要实施打孔注药保护，对其有

效预防。同时，可结合营造林项目、森林景观提升工程

等，新造非松彩叶树种，调整林分树种结构，提高林分

质量，达到预防松材线虫病发生的目的。

四、松材线虫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防控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由于松材线虫病的隐蔽性较强，通常在传播前期不

易被发觉，当病症显现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范围。因

此，在没有出现松材线虫病以前，有关防控工作的展开

时间和详细预防手段等是无法对其精准估量的，同时还

缺少有力的数据信息来支撑，致使部分地区林业部门无

法对其进行实时决策，也无法及时做好防控宣传。另

外，松材线虫病是专门针对松科类树木进行感染的病

害，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因此，相关部门对松材

线虫病的危害性未给予重视，就会对防控工作存有侥幸

心理和自我安慰。

（二）有关防控资金严重不足

关于松材线虫病的预防控制工作是一项十分艰巨的

任务，由于覆盖的面积较广，难度系数较大，而且在预

防控制工作中的资金投入量相对较大。我国大部分林区

都缺乏专业资金，安徽歙县林业部门也不例外，想要满

足防控需要，如果只靠当地政府的部分拨款是远远不够

的。在对其实施预防控制期间，由于防控资金的缺乏，

致使一些预防对松材线虫病的必要设施安装不到位，也

大大提升了预防控制工作的难度。

（三）防控治理难度大

而松材线虫病的传播速度极强，对林区的危害甚

大，松科树木一旦感染松材线虫病，最快会在 40d内枯

萎死亡，一旦防治不及时，3～ 5a内大片的松树林就会

完全被摧毁。另外，松材线虫病的潜伏期较长，通常被

发觉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因此也加大了治理的难度系

数。同时，因为安徽歙县松林的面积较大，部分的林区

林木分布间隔比较小，相对的管理人员不充足，因此增

加了排查的难度。再加上林区内部同种松木颇多，由此

也提高了传染的风险。

（四）病死木处理隐患大

目前，对于感染松材线虫病而死亡的松木一般采用

集中焚毁的处理手段，因为集中焚毁能将松材线虫病彻

底杀死，以防它对其他松木传播感染。但是，由于就地

焚毁对林区可能会造成安全威胁。首先，对于感染松材

线虫病而死亡的松木的清理一般都在春季，由于该季节

风大的特点，如果引起火灾，那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比松

材线虫病给林区带来的伤害更大。其次，就是会给周围

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因为集体焚烧会产生大量的烟尘

造成空气污染。最后，病死木在进行砍伐处理期间，如

果发生松枝掉落的情况，不能第一时间发现对其及时处

理，那么就会致使松材线虫病在健康的林区迅速感染，

进而导致松材线虫病的下一步蔓延。

（五）传播媒介防治重视不到位

松材线虫病的出现主要是通过松褐天牛进行扩散

的，一旦防预治疗工作进行的不到位，就会促使松材线

虫病在林区迅速传播。然而，部分有关部门在松材线虫

病的预防工作认识不到松褐天牛在这其中的关键性，在

对其进行防预治疗时，只是对松材线虫病进行针对性处

理，从而忽视了对松材线虫病传播介质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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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松材线虫病防控的对策

（一）加强领导和防控资金投入

对于松材线虫病的预防控制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

程，具有涉及面广和难度系数高的性质。林业部门的有

关领导应当统一思想，提高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进

一步培养大家的责任感和赋予一定的紧迫感，从而将松

材线虫病的防控治疗作为主要工作。同时，安徽歙县的

财政部门还需对松材线虫病的防控提供经费，以此来保

证松材线虫病的防控工作正常开展，另外，还要做好有

关部门的协调工作，保证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顺利实

施。合理发挥乡镇的行政职能，为松材线虫病的防治工

作尽一份职责，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

（二）增强宣传力度，提高整个社会的防控意识

充分利用新时代互联网技术，采用一些有效措施发

布关于松材线虫病的信息，对其大力度宣传。并且充

分利用关注度高的网站，为其进行宣传引导，拓宽宣传

渠道，还要选择受众群体相对广泛的新媒体展开宣传工

作，促进大家的参与，从而做好对松材线虫病的防控工

作。同时，加大力度拓展松材线虫病的防控范围，为

大家科普松材线虫病的危害，增强大家的防控意识。首

先，是组织人员对其范围的乡镇甚至村落发放相关的宣

传手册，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到松材线虫病的防控中来。

其次，就是组织人员对其木材加工厂等相关产业部门宣

传普及防治技术等。然后，可以通过视频和公众号渠道

大力宣传松材线虫病的防控知识和相应办法，并为林农

给予技术上的支持。经过对宣传工作的全力展开，进一

步提升人们对松材线虫病的防控认知，由此也为松材线

虫病的防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优化防治措施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做好对松材线虫病的传播介质

的预防工作。首先，应当采用科学有效的手段对其展开

综合防控。对于感染区域的枯死松木进行及时处理，同

时采用合适的预防对策来控制松材线虫病的传播媒介，

还有预防新的感染病流入。其次，关于现有的松材线虫

病的传染面积，仔细了解枯死松木的分布区域和具体数

量，熟悉流行趋势。最后，在经济条件符合的情况下，

在保护好重点区域松木的条件下，对松材线虫病传染区

对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造，减少松树的种植，为其添

加其他树种，降低安徽歙县林区有害生物的传播，提升

抵御能力。

（四）加强疫情监测

为了对松材线虫病进行有效防控，还需要完善对受

侵害的松木做好监管机制，管控好传播源头，防止松

材线虫病对健康的林区进行传染。严格执行有关技术规

范，保证受侵害的松木清理到位。组织松材线虫病的检

测团队，开展监测专项检查，如果发现松木材料未经允

许或者未经检疫而进口，应当对其进行严肃处罚，以此

来防控松材线虫病的传播。

（五）加大松树枯死木清理力度，降低松褐天牛种

群的数量

松褐天牛作为松材线虫病的主要传播介质，其在安

徽歙县林区的分布十分广泛，其危害性也相对较大，这

就对松褐天牛的防控方面要重点关注。定期清理枯萎死

亡的松木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松褐天牛的数量，从而有

效控制松褐天牛的传播速度，进而对松材线虫病的传播

有很大控制作用。此外，还能采用诱杀、喷洒药物等手

段，来降低松材线虫病的传染率。

六、结束语

伴随着我国政府部门对林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安徽

歙县林业局对松材线虫病的防控措施和防控制度也在持

续更新，并且防控工作也取得了进一步成就。但是，有

关松材线虫病的预防控制工作依然不能松懈。在进行松

材线虫病的预防控制工作中，还要不断挖掘其主要致病

机理，同时优化防控机制，引进创新防治技术，探寻更

加有效的林业发展治理制度，促进安徽歙县林业的稳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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