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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材线虫对松树稳定生长具有较大危害，松材

线虫病实际传播范围较广，发生之后难以治愈，所以

要选取综合性防治措施。近年来我国多数松树在生长

中均死于松材线虫，对区域林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较

大危害。为了保障松树种植成活率全面提升，要结合

松材线虫发生形势及基本现状选取针对性防治措施，

全面普及推广松材线虫防治技术措施，提高松树种植

栽培成活率。

1　松材线虫发生形势分析

在每年3-4月份，天气逐渐回暖，多数越冬的三

龄松材线虫在活动中开始朝着天牛蛹室进行集聚。在

每年4-5月份，进入到蛹室的线虫脱皮之后将会逐步

生长成持久性四龄幼虫，并进入松褐天牛成虫体内。

等到每年5-6月份，带有松材线虫的松褐天牛成虫进

入寄主树木中进入到营养补充阶段，并开始逐步进入

羽化阶段，其中松材线虫四龄幼虫将随松褐天牛成虫

对健康树树皮进行取食时从伤口中进入到树体内部。

当松材线虫幼虫进入到全新的主体之后将会快速生长

蜕皮，逐步长成成虫，进入到快速繁殖生长阶段。在

4-5d便能繁殖出一代，种群数量不断递增，在松树

体内部开始逐步移动扩散。等到每年7-8月份，羽化

后的松褐天牛要在松材线虫感染之后的树体上进行活

动，取食、产卵，孵化的幼虫将会在树皮下层取食生

存。此阶段，受到松材线虫及多数虫害威胁，将会导

致松树死亡。等到秋末冬初时，松材线虫要以分散型

三龄幼虫进行越冬，其中松褐天牛则会以老熟幼虫向

木质部位钻蛀为主，在蛀道末端中建立蛹室进行越

冬。等到第二年的4-5月份，诸多枯死的松树中松材

线虫扩散型三龄幼虫开始活动，逐步蜕皮生长为持久

性四龄幼虫，又会对周边健康树木产生危害，长期循

环发展将会导致松材线虫传染范围不断扩大[1]，从而

导致整片松林死亡，因此防治松材线虫要结合幼虫活

动现状做好区域性预防措施。

2  松材线虫致病机制

对于松材线虫致病机制当前缺乏具体定论，目

前是有多种看法组成。首先是酶的破坏作用，在松材

线虫侵害部位将会提取出纤维素酶，此类纤维素酶也

是松材线虫分泌物中的重要组成元素，并且从具体实

验中能得出松材线虫毒性作用与纤维霉素活性是呈现

为正相关关系。纤维素酶能对大量纤维素进行分解，

对细胞壁具有较大损伤，所以其分泌物对松树细胞壁

会产生较大破坏，这样将会导致松材树木生长中不能

有效传输水分，将会加剧树木死亡速率。其次是剧烈

的毒性危害，松材线虫分泌的分泌物毒性较强，如果

将已经被松材线虫侵害过的松树嫁接到松树上，也会

导致健康树体死亡。最后，松材线虫还会导致树木水

分传输路径受阻，其中管胞是松树水分主要传递通

道，当松树种植生长中感染松材线虫病将会导致管胞

产生空穴问题，对松树水分的基本传输能力会产生较

大负面影响[2]。

3　松材线虫预防措施探析

3.1　微生物预防

在微生物防治技术措施中要集中选取淡紫拟青

霉菌对松材线虫病进行集中防控，其中淡紫拟青霉

PT1菌株发酵滤液对松材线虫具有良好毒杀预防作

用。从防治应用成效中能得出，PT1菌株发酵液整体

稳定性较强，热稳定性能良好，能有效抵御强酸强碱

以及光照中紫外线照射，防治效果良好[3]。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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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选取白僵菌进行预防，主要是由于球孢白僵菌对松

褐天牛具有较强的致病性，要与松褐天牛引诱剂共同

应用。从预防试验中得出，当引诱剂发挥作用之后，

松褐天牛将会在引诱区域周边松树蛀食中碰触到白僵

菌，对更多松褐天牛产生感染，起到杀死作用。在每

年夏季生长阶段，要在松树种植林区喷施白僵菌溶

液，每667m2林区实际应用量为0.5-1.0kg。

3.2　全面推广森林健康发展理念，提高预防成效

在松材线虫病防控中生物化学技术应用成效较

高，在预防中效果明显。在松材线虫综合预防控制

中，要全面推广应用森林绿色健康发展理念，从源头

对疫病扩散现状进行控制，突出森林健康理论指导地

位。基于生物平衡及生物链关系维护实现森林生态系

统平衡发展，通过自然调控作用使得生物平衡关系顺

利发展，适应病虫害预防要求，从而对当前森林生态

系统中产生的各类生物灾害具有良好的预防和恢复能

力。比如松树健康生长环境构建中可以预防性引入啄

木鸟、管氏肿腿蜂等。当采用药剂进行防控时，要对

各类药剂应用成本进行控制，在保持防治效果基础上

选取成本相对较低的药物。

林业管理部门要集中组织人员对林区中病疫树

木进行预防清除，全面破除疫病寄主生长环境，这样

能有效地限制病害发生范围的扩散，并能有效地防止

后续病害的发生。在清除区域中不明死因松树时要集

中选取全伐及选择性砍伐，提高预防的有效性。全伐

是对疫情覆盖区域中所有松树进行砍伐与无害化处

理，最大限度地限制疫病传染。在松材线虫病前期预

防中，要认识到疫病传播媒介是松褐天牛，所以在前

期预防活动中要集中消除松褐天牛。首先可以布设诱

杀器，在松褐天牛羽化之前1-5d要放置诱捕器，在诱

捕器下方位置距离地面1-1.5m距离放置诱芯瓶，在瓶

内放入引诱剂。间隔3d观察一次，每间隔一周对引诱剂

进行更换，避免引诱剂失效，提高预防控制操作成效。

3.3　完善预防法律法规，强化预防检疫工作

在松材线虫病前期预防工作中，管理部门要做

好针对性预防检疫工作，制定更为科学化的法律法

规。结合当地基本预防要求，补充不同预防处罚条

例。还要对各类运输途径进行集中管控，选取全天候

检查措施，在各个道路公路中设定检查站，做好运输

中各类木制品、植物的检疫，对种植林地以及加工厂

进行检查，防治携带有病原体制品进入到其他区域。

在前期预防中，相关技术管理部门要扩大技术研究力

度，建立更为科学化的防治技术。结合各个区域基本

现状，拟定完善的防治预警机制及预防流程，选取科

学化预防方法。全面扩大预防普查力度，不留死角。

在全面普查活动开展中要确定主要责任人，对各项技

术及仪器设备进行检查和更新，提高普查技术力度。

对于各区域上报告的松树死亡情况要注重及时进行取

样分析，展开实地调查。全面扩大松材线虫病监控管

理力度，对于风电场、防护林等区域均要做好高效化

的预防管控工作，当后续疫情发生之后能在动态基础

上及时掌握发生的情况[4]。

3.4　加大预防宣传力度，全面预防松线虫病疫情

对于社会基层群众，要注重从多类媒体路径进

行宣传，比如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社交平台，

发放宣传单、张贴公告等方式普及宣传松材线虫相关

预防知识，能为后续病虫害预防奠定有效基础。此

外，林业管理部门还要针对性做好疫情清理工作，制

定科学化的清除计划，对重点灾区集中清理，跟踪排

查清理的区域，为了防止疫情范围扩大，要注重对新

病死松树、枝芽、根桩等全面清理。管理部门做好设

备应用调度，以及清理作业布局，对区域松树生长现

状进行追踪调查。

4　结语

当前在松树生长中松材线虫病危害较大，对松

树生长质量具有较大危害，当前要集中选取针对性防

治措施，强化防治成效。为了避免这类疫病大规模扩

散，要在掌握松材线虫病传播特征基础上选取针对性

防治技术措施，严格做好各项检疫操作，从多个路径

控制松材线虫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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