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治松材线虫病
经费“打水漂”

王政懂：首先我们要对松林价值
有一个客观评价。

今年初，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

了我国 2019 年松材线虫病疫区，我市

在列。有人问：“每年投入的几百万元

防治经费都去哪儿了？投了这么多钱

松材线虫病依然每年都在发生，就不

能任其自生自灭吗？”还有人认为，我

市树种资源丰富，松树死光也没多大

关系，甚至期望松树越早死光越好。

这些过激言论，确有主观臆断之嫌。

想要直观地了解松林价值，我们

可以先算一笔生态账：我市森林资源

以马尾松纯林为主，林相单一。目前

我市松林面积约 56.29 万亩，占乔木林

地面积的 70.3%。自 2004 年起，我省

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也就是

说为森林产生的生态效益支付林农相

应 的 费 用 。 我 市 现 有 生 态 公 益 林

44.52万亩，2017年的补偿标准（注：仅

是补偿性支付）为每亩每年 40 元，省、

市财政共支付补偿资金1780万元。此

外，我市城区已建成绿地约 4800 亩，

累计投入绿化经费约8亿元，每年绿化

管护投入费用 1000 多万元。以此类

比，可以粗略估算 56.29 万亩松林的价

值有多大。

松树作为我市现阶段森林生态的

当家树种，多存活一天就在为生态环

境多做一天的贡献，在涵养水源、固碳

释氧、净化大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

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虽然我市有些地

类松林下阔叶树资源已经比较丰富，

但阔叶树要成为当家生态树种还需要

较长时间。而且马尾松能生长在许多

生态脆弱地带，一旦死亡很难有替补

树种。虽然松材线虫病很难歼灭，但

通过防治大大减缓了其扩散蔓延的速

度，大大降低了松树死亡率。延缓松

树死亡也是在给当家生态树种的更替

赢得时间。如果任由松材线虫病这场

“不冒烟的火灾”吞噬宝贵的松林资

源，几十万亩松林在几年内就会全部

枯死，损失的生态效益和经济价值是

难以估量的。

为何松材线虫病
防治难见成效

王政懂：松材线虫病是世界公认
的重大植物疫病，俗称“松树艾滋病”，
其危害特点决定了难防难治。

松材线虫是松材线虫病的病原，

繁殖力惊人。在25℃最适温度下，1条

雌虫一个半月能繁殖 4000 万亿条。

松材线虫会堵塞树干内所有孔道，使

枝条萎蔫、针叶下垂，整个树冠状如火

烧，全株干枯而死。松树一旦感染该

病，最快 40天左右就会枯死，3-5 年便

会造成大面积毁林的恶性灾害。松褐

天牛是松材线虫病的主要传播昆虫。

一棵枯死松树上多的有几百条松褐天

牛，而 1 只松褐天牛最多能携带 28 万

条松材线虫，可见其传播力有多强。

松材线虫深藏在树体中，普通的

喷药技术难以达到防治效果，因此我

们主要通过清理死树、杀灭松褐天牛

的方法防治。但这种防治方法存在许

多不足：一是清理任务艰巨，病死松树

多生长在深山密林中或悬崖陡坡上，

想要完全清除干净，难度极大；二是有

的松材线虫侵入树体后有近两年的潜

伏期，松树感染了该病，但当年不发

病，外表与健康松树无异，这种病树凭

肉眼无法辨别，很难清理到位；三是清

理要求高、投入大，清理枯死松疫木要

求1公分以上的枝条全部销毁，清理每

担疫木需支付人工费用 30 多元，随着

死树量增加，资金短缺问题已十分突

出；四是工作量大，易产生畏难情绪、

厌战情绪，最终导致“除哪里算哪里，

防多少算多少”；五是一些涉松木材加

工场点非法加工疫木、非法调运松疫

木制品及村民擅自非法留存松疫木的

现象十分普遍，导致疫情人为传播途

径难以杜绝；六是与我市相邻的县市

区都已是松材线虫病疫区，松材线虫

病通过天牛自然传播的几率非常大。

一般用什么办法
防治松材线虫病

王政懂：防治松材线虫病采用的
是综合治理方法。

松褐天牛从健康松树嫩枝上取

食，其携带的松材线虫通过取食口进

入健康松树；松褐天牛补充营养后，在

感染了松材线虫的松树上产卵；松褐

天牛羽化时，又将松材线虫携带至新

的健康松树。这就是松材线虫病的侵

染循环。因此，想要防病，先要治虫。

每年 10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底是松

褐天牛休眠期。我们要赶在松褐天牛

羽化前尽量把病死松树清除干净。砍

伐下来的疫木树干、枝丫，有利用价值

的，送到经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批的疫

木定点加工企业进行专业化处理后使

用；没有利用价值的，就地烧毁，同时

对伐桩进行技术处理。

5月至6月是松褐天牛的羽化高峰

期。每年天牛羽化期，要喷洒噻虫啉

粉剂防治天牛成虫；在林间设置诱捕

器，利用植物源信息素、聚集素和特有

光源诱杀天牛成虫；利用花绒寄甲等

防治天牛。这些方法可以大幅度降低

松褐天牛的虫口密度、减缓松材线虫

病的传播蔓延速度。

防治松材线虫病不仅要做好山上

文章，还要管好山下疫木。非法加工、

存放、使用、调运松疫木及其制品，都

会导致疫情传播。开展检疫封锁、强

化检疫执法、严厉打击违犯森检法规

行为，是切断松材线虫病人为传播途

径的有效手段。在此，特别呼吁广大

村民，以防治松材线虫病大局为重，切

不可认为山上的树是自家的，就擅自

将松疫木拿回家存放、使用。

有了松材线虫病
松树都难逃一死

王政懂：新型防治技术的应用可
保松树不死。

传统的松材线虫病防治方法下，

松树一旦染疫，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但随着树干注药技术的成熟，这一局

面将逐步得到改变。树干注药可有效

保护松树存活，防控效果立竿见影。

树 干 注 药 就 是 给 松 树 打“ 预 防

针”，在松树树干离地 0.5 米-1 米处打

孔后，插入专用药剂，根据松树胸径大

小，注射数量不同的免疫剂，药剂在树

体的蒸腾拉力作用下均匀地传导至松

树的各个部位，在 2-3 年内保持药性，

可有效杀死入侵的松材线虫。根据前

几年的小范围试验，此项技术已基本

成熟，按规程注药后可确保3年内松树

成活率在 97%以上。而且打孔注药的

成本已降至约 600-700 元/亩（平均每

年200-235元/亩），推广可行性很高。

今年，省林业局将我市列为松材

线虫病新型防治技术示范区，下拨专

项经费用于推广打孔注药技术。我市

已划定东永高速永康东至方岩段的

3000 亩松林为新型技术示范基地，今

后还要将交通要道两侧、水源涵养区

及风景区周边的山林作为重点防控

区，优先推广新型防控技术。

下一步将如何
防治松材线虫病

王政懂：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只
有变革管理模式及防控技术创新才能
取得实效。

针对当前松材线虫病防控的严峻

形势，我们要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坚持

区块分割、分类施策，隔离检疫、全面

防控，确保各项防治措施落地见效。

一是要有计划地推广新型防控技

术，逐步扭转松林越防越少的被动局

面，力保松林安全；二是要坚持综合采

用清理病死松树、喷洒噻虫啉粉剂、设

置林间诱捕器及生物防治等技术，最

大限度降低松褐天牛虫口密度、减缓

松材线虫病的传播蔓延速度；三是要

分类施策，科学防控。对经济开发区、

城西新区、东城街道辖区的松林组织

攻坚，力争2年内拔除疫点。将水源涵

养区、风景区及高速公路等重要通道

两侧松林作为重点除治区，力争实现

疫情可控。对高山远山枯死松树实行

检疫封锁处理，确保枯死树不冒顶，以

最小的投入确保疫情得到最大限度的

压制；四是要加强隔离检疫，全面防

控。坚持动态监测，随时掌握疫情动

态，加强除治现场的验收把关，确保疫

木清理或用药防治落实到位。全面加

强检疫执法，严禁松科植物及制品非

法运输，严厉打击非法加工、存放、使

用、调运松疫木及其制品行为，坚决杜

绝因人为原因导致疫情扩散蔓延。市

域边界适时喷洒噻虫啉药剂驱避隔

离，阻隔周边县市疫情传入。

目前我市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已

经到了疫情扩展、防控经费严重赤字、

厌战情绪弥漫的严峻状态，只有开拓

创新，敢打硬仗，才能稳步扭转松材线

虫病防控工作的被动局面。相信通过

这些举措，能够有效遏制松材线虫病

的传播及蔓延，保护松林资源和生态

安全，让丽州大地青山常在。

年年防，年年治，还被列为疫区

松材线虫病防治白费功夫
教授级高工、市森防检疫站站长王政懂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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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对松树进行打孔注药

对于松材线虫病防治，各种声音不绝于耳：“每年投入几百万元经费，还有这么多枯死松树，钱不是打水漂？”“年年防，年年治，
为什么松材线虫病每年都在发生？”“防治松材线虫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既然是‘绝症’，还不如让松林枯死算了。”“当
前松材线虫病疫情究竟如何？到底有没有有效的防治办法？”⋯⋯面对这些质疑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市森防检疫站站长王政懂
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作了专业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