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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材线虫病又称为松树萎焉病，一旦松树感染此

病，不但发病迅速，而且还会导致松材出现大面积死

亡，对林区生态结构造成巨大的影响，严重时会给林区

带来毁灭性的冲击，严重阻碍了松林的营林建设和持续

平稳发展，因此该病又被称为松树“癌症”。如果松材

线虫病得不到有效的防治，对于现存的松木资源就是严

重威胁，可能会给林业发展带来致命性的打击，严重影

响整个林区的经济效益。在此情况下，就需要林区工作

人员、管理人员提高警惕，结合松材线虫病的危害特

征，实施有效的虫害防治措施，高度重视松材线虫病的

防治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和控制松材线虫病所带来

的危害，避免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一、松材线虫病的概述

（一）发病症状

在高温和干旱的气候条件下，松材线虫病发病率会

增加，所以在 5—7月是松材线虫病发病高峰期，而低

温条件会抑制松材线虫病的蔓延和扩散。天牛通过啃食

松木来补充营养，松材幼虫通过从天牛啃食的伤口进入

松木木质部，寄生在树脂中蜕皮成为幼虫，通过在树脂

道内迅速繁殖和扩散，随后逐渐遍布整棵松木，被感染

的松木出现树脂分泌减少甚至停止现象，其通过破坏松

木表皮的细胞壁，导致植株出现缺水问题，导致蒸腾作

用降低，松叶从原来的绿色渐渐转变成黄褐色，最终导

致病树干枯死亡。松材线虫病发展过程分为 4个阶段：

第一，松木外观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树脂的分泌会开

始减少甚至停止，蒸腾作用会降低；第二，松叶颜色开

始发生由绿变成红黄色的变化，树脂不再分泌，仔细观

察松木表皮会发现有天牛或者其他昆虫在上面产卵；第

三，叶片颜色大部分变成黄褐色并开始枯萎，松树表皮

会附着很多甲虫的蛀屑；第四，叶片全部变成黄褐色，

整棵病树慢慢干枯并死亡，但松叶未有明显脱落。

（二）发病规律

1.松材线虫病发病时具有较强的潜伏期，很多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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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了该病后前期症状表现不明显，由于加上没有专业

的检测方式，就会导致疫情发现较晚，未能有效防治松

材线虫从而错过了最佳的防治时期，导致松林大面积枯

死，影响林区的经济效益。

2.松材线虫病是通过松树、天牛、线虫和环境相互

结合共同作用的效果，其传播速度快、毁灭性强，而且

传播方式多变，难以掌握其实际传播规律，为预防准备

工作增加了许多难度。

3.松材线材病具有多样的传播途径，主要分为自然

传播和人为传播，松材线材病可以借助天牛作为传播媒

介和通过自身的移动进行自然传播；或者将带有松材线

虫的松木及其制品通过公路、铁路等异地进行运输，将

疫情人为地传入新的地区再进行人为运输时也很容易造

成松材线虫病的传播，特别是木材运输时造成疫木流通

是松材线虫病传播的主要原因。由于松材线材病种类的

多样性，人为传播不受自然限制，传播速度快、涉及领

域广、管理难度大，导致林区人员对该病害进行预防时

就产生了很大的困难。

二、松材线虫病的危害

（一）感染速度较快

松材线虫病的毁灭性强、传播速度快、感染迅速是

其主要特点。松材线虫可通过天牛作为传播媒介，携

带松材线虫的天牛在健康的松树枝条上营养，松材线虫

通过天牛啃食松树表皮的伤口迅速进入松木体内，仅通

过短时间积累便会大规模地进行传播和扩散，造成松木

出现大片枯死的现象。一般情况下，松材线虫病扩散速

度较为明显，在松材线虫病的发病状态中，其蔓延表现

是呈点状型分布的，随之会慢慢转变成块状或者片状。

在日后的防治过程中，可以通过分析掌握松材线虫病的

蔓延特点和分布位置来实施防治措施，从而减少林区

损失。

（二）致死率较高

松木被松材线虫病感染的前期症状是不明显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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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病部分较隐蔽，还处于潜伏时期，不容易被发现。

一旦经过长时间的潜伏期，松材线虫病处于爆发期后就

会导致松木迅速被传染，并且在短时间内出现枯萎的现

象。一旦松木被松材线虫病传染大约在 40d内会死亡，

对植株的危害性极大。在实际对松材线虫病进行防治

时，如果仅依赖单一的防治方法无法将虫害进行有效消

灭，造成防治效果不佳。又因为松材线虫病早期所呈现

的症状跟其他昆虫相似，容易产生混淆现象，就会加大

防治工作。除此之外，因为松材线虫病传播途径的多样

性，在前期未能及时发现并实施防治工作难度，会对林

业的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松材病虫病防治存在的问题

（一）治理难度较大

在实际对松材线虫病进行防治时，存在治理难度较

大的问题。首先，松材线虫是属于外来有害物种之一，

因此在开展植物检疫工作时就产生了一定的难度，又因

为我国的林业检疫工作开展时间较晚，在此方面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相对缺乏，检疫技术又比较落后，

从而加快了病害的传播概率。其次，在林业建设过程

中，缺少对木材和种苗的检疫工作，其不仅影响了当前

的检疫工作效率，还加大了植物疫病的传播。最后，由

于松材线虫病早期被感染时症状表现不明显，等到症状

明显时再进行防治，此时病害已经进行大面积爆发了，

造成防治难度加大；由于松材线虫病传播速度极快，依

靠媒介或者自身移动在松木体内进行迅速繁殖，线虫慢

慢随松木疏导组织至遍布全株，一旦病害爆发则无法在

短时间内有效进行防治。

（二）防治技术较落后

松材线虫病自 1982 年传入国内以来，即使相关部

门也在积极防控，但疫情仍然在快速扩散，严重威胁着

林业的发展。目前，防控松材线虫病的技术仍处于落后

阶段，在松材线虫病的防治分析中，受到发展因素、

人为因素的影响。第一，发展因素。在首次发现线虫松

材病后，虽然在防治工作上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整体防

治力度未得到明显提升。由于没有制定出合理的防治方

案，导致预防病害效果不好；第二，人为因素。基层林

业工作人员对检疫管制力度相对薄弱，不关注细节，部

分林业工作人员一方面不重视先进技术方法的应用，工

作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林业技术人员对于新技术的应

用能力有限，所以在实际防治工作中，对线材病虫害的

防治意识不强。

（三）资金投入匮乏

防治松材线虫病无论是科研人员对于新技术的研究

以及林业人员对于病害的防治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只有在相关防治技术的研究中投入充足的资金，才能保

证良好的研发效果，如果资金投入不足，就会导致研究

进度被推迟，先进的防治技术得不到积极的推广和应

用。而且在相关防治过程中，无论砍伐、清理、人工、

肥料的使用、喷洒药物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如果资

金匮乏，就会阻断一些防控措施的实施，导致松林被更

多病害侵蚀。

四、松材线虫病的防治措施

松材线虫病具有传播途径多、传播速度快的特点，

一旦松木被其感染，如不及时进行治理，就会造成毁

灭性的伤害。因此，要高度重视对松材线虫病的防治工

作，尽可能将损失减少到最低，松材线虫病的防治措施

有如下几点：

（一）及时清理枯死树木

病死的枯树是松材线虫病的源头，因此要重视对病

树的处理和治理，松木一旦被松材线虫病感染后，如果

没有及时得到有效治理，就会导致松树枯萎死亡。对于

病死的树木要及时进行清理，可以有效控制松材线虫病

的蔓延扩散，如果没有及时进行清理，附着在病树体内

含有大量松材线虫会随着天牛媒介或者自身移动到健康

的松树体内，从而传染其他健康松木。对病树枯木进行

清理时，要注意观察天牛等传播媒介的长势，尽量在其

羽化成虫之前进行，避免造成虫害扩散。砍伐松枯死木

木，主干及>1cm的枝干，把病树集中运出种植区进行焚

烧处理，避免危害其他松木。具体可以采取熏蒸的方式

进行，对病树进行熏蒸一定要保证熏蒸袋的完整性，避

免造成熏蒸效果不佳，未能有效清除虫害。

（二）选择综合治理方法

在松材线虫病的防治过程中，需要选择综合的防治

方法，才能有效预防病害的传播。

1.实施物理防治方法。在实际的防治过程中使用物

理防治方法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结合林区的地理位

置、气候、温度等因素，通过合理设置诱捕器，通常天

牛在夏秋季节是活动的高峰期，在此期间在林区投放诱

捕剂吸引天牛并集中进行诱杀，可将天牛进行大量消

灭，通过控制天牛数量，对于松材线虫病的蔓延、扩散

有非常重要的效果。特别注意的是，天牛在此期间已

经进行一次羽化了，所以要结合具体实际情况来进行

防治。

2.实施化学防治方法。由于天牛本身具有较强的耐

药性，一般的药物难以将其杀灭，因此加大了防治的工

作难度，但是随着化学技术的不断提升，可以结合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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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有效抑制松材线虫病的发生，在天牛羽化期可

以使用噻虫啉和杀螟松进行喷杀。通过使用飞机喷洒噻

虫啉，可以使天牛虫口基数大幅度下降，减少率可达到

84%左右，该喷洒方式适用于大面积喷洒，而且能够均

匀喷洒药剂，防治效果较好，但实施成本较高。除此之

外，使用化学防治松材线虫时，还要充分考虑噻虫啉的

使用浓度和喷洒时间，目前使用噻虫啉的浓度主要有 1%

和 2%，浓度越高，则需要更高的成本，而且也会对松林

造成不良的影响。也可以利用 50%杀螟松乳油 1500 倍溶

液进行喷洒，由于不同的药剂和不同的浓度会产生不同

的差异，在实际防控时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配比。

3.实施生物防治方法。在实施生物防治时可以借助

天牛的天敌来消灭天牛，从而减少天牛以及松材线虫的

数量。可以按照松树的比例来放置适当的蜘蛛、蚂蚁等

天敌，但放置的数量不能过多，避免破坏生态平衡，通

过天敌来减少松材线虫的数量，使线材松虫病能够得到

有效防治，从而控制线材松虫病的蔓延。也可以使用绿

僵菌来防治天牛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绿僵菌是一种寄

生菌，其不会像化学药剂一样会产生副作用，更不会对

附近的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苦

豆碱来抑制松材线虫的繁殖，最终使松材线虫死亡。

（三）增强防治意识

由于松材线虫病的防治周期较长，难度较大。政府

应该结合相关林业部门开展讲座工作，进行讲座培训，

并通过发布报纸、期刊和印发松材线虫病宣传手册等进

行大范围宣传。利用媒体、网络等途径去普及松材线虫

病的危害和防治技术与有关法律，让人们对松材线虫病

具有较全面的了解，从而提高人们的重视程度和防控

意识，自觉参与疫情防控。除此之外，提高林业工作人

员的技能，通过技术培训，增强自身思想素质和业务技

能。只有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松材线虫病的防治意识，并

在防治工作中积极应用，才能有效遏制松材线虫病的传

播和扩散。

（四）加大对松木及木制品的检疫力度

松材线虫病的检疫要从源头去重视，加强对松材和

树苗的检疫工作，降低松材线虫病的蔓延和扩散。在

木材的检疫工作中，对进入辖区的运输木材人员和涉木

单位进行登记记录，警惕外来木材进入林区，严格执行

检疫和复检制度，对木材的来源进行反复确认，避免运

输进来的木材携带松材线虫病。一旦松木林内有木材线

虫病发生，要及时封锁林区木材运输通道，对木材进行

检疫，防止疫木人为流失传播，危害其他健康松木的

生长。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松材线虫病是一种具有极大传染性和毁

灭性的病害，对松木产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严

重影响着林业经济效益。因此，对松材线虫病的防治极

其重要。想要控制和有效减少病害的扩散和传播，就需

要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从病害的发病症状与规律入手，

结合松材线虫病的发展特点，通过对病树枯枝及时进行

清理、烧毁，选择合理的综合防治方法，增强人们的防

治意识，加大对松木及木制品的检疫力度等防治措施，

全面控制松材线虫病的传播，从而推动林业经济的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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