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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松材线虫病防控形势分析与对策

唐彩蓉１，杨兴伟２

（１．大竹县东柳林业站，四川 大竹　６３５１００；２．大竹县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四川 大竹　６３５１００）

摘　要：根据大竹县林种结构现状和周边松材线虫病发生状况，分析了大竹县松材线虫病防控形势和防控的生态
经济意义，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大投入和宣传力度、建立严密防控责任追究体系、推广应用最新科技成

果、杜绝自然和人为传播，提出防范措施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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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材线虫病（ＢｕｒｓａｐｈｅｌｅｃｈｕｓｘｙｌｏｐｈｉｌｕｓＮｉｃｋｌｅ）是
世界上最具危险性的林业有害生物之一，是松树的

一种毁灭性流行病，为国际、国内重大检疫对象，俗

称松树“癌症”。寄主植物感染松材线虫病后４０ｄ
后即可死亡。从发病到整片松林毁灭只需３ａ～５ａ
的时间。更可怕的是，由于松材线虫隐蔽危害，媒介

昆虫羽化期长，加之病害扩散蔓延的途径多、速度

快、范围大，目前世界上尚无根治该病害简便、经济

可行的办法，防治工作极其困难。松材线虫病已对

我国一些地区的生态、外贸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造

成了严重影响。虽然大竹县目前尚未发现松材线虫

病，但大竹县主要乡土树种和蓄积最大的乔木树种

为马尾松，分布广泛，主要媒介昆虫松墨天牛也普遍

分布，松材线虫病疫情已从周边多个方位逼近，随时

有可能传入，对大竹县森林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

威胁，一旦发生，大竹的松树将遭受灭顶之灾，对生

态、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影响，预防形势十分严峻。

１　大竹县森林资源现状及周边松材线虫病
发生状况

１．１　大竹县森林资源现状
１．１．１　森林资源现状

大竹县幅员面积２０７６８０ｈｍ２，属于中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区，主要森林类型为天然次生林和部分人

工林，集中分布在３山（华莹山背斜山脉、铜锣山背
斜山脉、明月峡山背斜山脉）。全县现有林业用地

面积６９６６７ｈｍ２，占幅员面积的３３５４％，其中：有林
地５６４００ｈｍ２，占林业用地面积的 ８１％，疏林地
１２００ｈｍ２，占林业用地面积的 １７％，灌木林地
４７３３ｈｍ２，占林业用地面积的６８％，无林地７３３３
ｈｍ２，占林业用地面积的１０５％（见图１），森林覆盖
率３２２％，现有活立木总蓄积２００６９２８ｍ３，其中：
林分蓄积１６９０１９３ｍ３，占 ８４２２％；散生木蓄积
２９４３９ｍ３，占 １４７％；四旁树蓄积２８７２９６ｍ３，占
１４３２％。主要森林植物有松、杉、柏、竹、香椿等，其
中松林２６６６７ｈｍ２、杉木６３２６ｈｍ２、柏木林４９７３
ｈｍ２、竹林１３４６７ｈｍ２、香椿４９６６ｈｍ２（见图２），近年
来随着长防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天保工程的实施，

新造近６６６７ｈｍ２的马尾松纯林或松、杉混交林，全
县松林蓄积已达１６５１５４２ｍ３。

图１　大竹县林业用地现状图

图２　大竹县树种分布图

１．１．２　松林资源分布特点
１．１．２．１　分布不均，山区深丘较多，平坝少。松林
主要分布在３山即华蓥山、明月山和铜锣山，铜锣山
（中山）分布较少，９０％分布在与重庆市梁平县、垫
江县和广安市邻水县、广安区及达州市渠县、达川区

交界的华蓥山、明月山。

１．１．２．２　中幼林比重大，成熟林少。
１．１．２．３　树种单一，纯林多，混交林少。主要以马
尾松中幼林纯林为主。

１．２　大竹县周边松材线虫病发生情况
１．２．１　疫情非常逼近

我国自１９８２年发生松材线虫病以来，目前已扩
散蔓延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

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陕西等

１５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２４５个县级行政区（国家
林业局２０１７年第４号公告），累计致死松树５亿多
株，毁灭松林３３５０００ｈｍ２以上，造成经济损失数千
亿元。并对庐山、黄山、张家界等名山大川以及三峡

库区等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临近重庆、贵州、

陕西、湖北等部分地区和四川省宜宾市、自贡市、达

州市、广安市等的部分县（市、区）已有松材线虫病

发生。重庆市和达州市、广安市的疫区与大竹县毗

邻，疫情已经非常逼近。

１．２．２　传入机率很高
四川省自２００４年在广安市邻水县首先发现该

病发生至今，已有宜宾市、自贡市、达州市、广安市等

多个市州的８个县（市）发生，造成各疫情发生区大
面积砍伐松树，经济、社会、生态损失巨大，大竹县紧

靠重庆市万州、长寿和广安邻水县、达州市达川区等

疫区，疫情传入机率非常高，隐患大，对大竹县的森

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建设已构成了严重威胁。

１．２．３　环境适生
松材线虫病的发生与环境条件密切相关，特别

是温度和土壤含水量直接影响松材线虫的生长发育

及病害的发生发展。在松树生长季节，如遇高温、干

旱，松材线虫病发生就相对严重。

松材线虫病的发生与外界环境条件关系密切，

尤其是与气温有直接的关系。松材线虫适宜在年均

温１０℃以上的地方生长，而大竹县分布着大量的马
尾松等易感寄主地方的气候条件都适合该线虫生

长，同时这些地方又存在着大量的松墨天牛等媒介

昆虫。

大竹县马尾松林分松墨天牛发生虫口基数高、

密度大，每年有大量因采割松脂、森林火灾、松毛虫

危害等原因引起衰弱和死亡的松树，加上清理不彻

底，为松墨天牛的大量繁殖提供了充足的食料和场

所。部分经营加工及使用松木（特别是煤矿）、松木

包装物的单位和个人防范意识不强，有未经过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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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准入，甚至没有经过调出地检疫从疫区、非疫区

调入松木、松木包装物的现象发生。松材线虫病随

时有传入大竹县、扩散蔓延的可能，防控形势严峻。

１．２．４　无天敌分布和制约
松材线虫病属外来有害生物，我国现阶段暂没

发现天敌，目前主要制约措施是阻断其传播媒介蔓

延和人为传播。国外天敌为捕线虫真菌。

１．３　大竹县枯死松树发生现状
大竹县于２００２年首次在观音镇发现枯死松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枯死松树累计已超６０００株，虽然通过
近年来的大规模除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形势仍不

容乐观。

２　松材线虫病防控的生态经济意义

松材线虫病对大竹县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

发展的潜在威胁不可低估，主要表现如下。

２．１　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影响
松树是大竹县造林绿化主要树种，现有松林资

源２６６６７ｈｍ２。这些森林在调节气候、防风固沙、涵
养水源、保持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抵御各种自然

灾害、保障农业稳产高产方面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特别是立地条件差的地方，松树枯死后，难以更新别

的树种，环境破坏后很难恢复。因此，松材线虫病一

旦传入大竹，不仅影响２６６６７ｈｍ２松林资源安全，造
成损失，而且还将严重影响大竹县提出的实施生物

多样性保护、生态公益林、森林旅游、城乡绿化与绿

色通道等生态工程建设，这样，大竹县要做响生态旅

游品牌，实现“生态立县、绿色发展”的目标将难以

实现。

２．２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松材线虫病一旦发生，不仅造成松树大量枯死，

损失极大，而且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

行除治，更严重的是将被强制性划定为疫区，对其实

行检疫封锁，限制松木及其制品的流通，给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如县内的木材加工业生

产的木制产品将不能出口，涉木企业投入的大笔资

金就会打“水漂”。

３　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大竹县的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虽然取得

较好成效，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当前的严峻形势，在

看到成绩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寻找不足，加以改

进。

３．１　有的乡镇和相关部门对松材线虫病危害的严
重性和防控工作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存在麻痹侥幸

心理，思想上重视不够，工作不到位。

３．２　有的单位对疫情监测、监管不够积极，经过多
年的艰苦奋战工作后存在厌战情绪、懈殆心理，措施

不力，非法调运松木现象时有发生，疫情通过人为因

素扩散蔓延的隐患较为严重。

３．３　随着国际贸易往来增多，境外松材线虫随进口
木材、木质包装传入的风险不断增大。

３．４　防控资金渠道不畅，主要靠上级补助费开展防
控业务工作，本级投入严重不足，影响防控工作的进

度和成效。

４　加强防控工作的对策建议

为保护森林资源安全和工程造林绿化成果，促

进经济和生态建设稳步发展，坚决拒松材线虫病于

大竹之外，必须进一步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４．１　加强组织领导，加大防控资金投入
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面

广，难度大。建议有关部门领导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切实把松材线虫病

防控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县财政局要

安排松材线虫病专项经费，用于松材线虫病疫情调

查、监测、预防、样品的采集与送检，保障日常工作的

顺利开展；做好工商质监、公安、交通、邮政、电力、广

电、通讯、林业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协调工作，使各

方共同努力，把松材线虫病防控的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

４．２　加大防控宣传，提高全社会的防范意识
大竹县外来松木质材料数量大，渠道多，来源复

杂，对调入松木、松苗、各种商品和设备的松木质包

装箱都可能把疫木带入，涉及单位多、参与人数众。

因此，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分发资料等多种

方式，系统地大力宣传，有针对性地集中学习、面对

面交流，动员全社会参与，才能做好松材线虫病防控

工作，树立“疫病防控，人人有责”的社会意识。

４．３　明确职责分工，建立严密的防控责任追究体系
充分发挥乡镇的政府管理职能，把辖区松材线

（下转第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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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就要根据贡献大小及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晋

升职位职务，同时，加大建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精神激励，形成人才的虹吸效应。对工作业绩差、考

核不合格的职工，要给予降职、降职称等处罚措施。

综上所述，尽快在林业勘察设计单位中树立人

力资源是第一重要资源的管理理念至关重要，只有

以人为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才能挖掘林业的潜

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现有人才的积极性，才能使林业

在长江生态环境修复、绿化全川等生态环境建设中

取得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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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病防控工作分解到村、到人、到山头、到地块、到单

位，以村为单位进行属地管理，以乡镇干部联村的方

式，对各村山场枯死松木、涉松木经营加工企业进行

指导防控管理。建立起“职责分工明确、分片责任

到人、监管制度完善、强化责任追究”和“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责任追究体系。

４．４　加强检疫检查，严厉打击违规调运行为
加强检疫检查工作是防止松材线虫病传播的一

种重要手段。森防检疫站、森林公安、木材检查站等

要依法开展检疫检查，尤其要加强对松类材料的检

查，发现没有经过检疫审批准入或没有经过调出地

检疫而调运的松类材料（主要是松坑木、松原木、电

缆盘、包装箱）要给予从重从快查处，防止松材线虫

病人为传播蔓延。

４．５　加大松枯死木清理力度，采取综合防治手段，
降低天牛种群数量

松墨天牛是松材线虫病主要传播媒介，目前，大

竹县松墨天牛分布广、密度高、危害重，降低和控制

松墨天牛密度成为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的当务之

急，各地要加大对松枯死木的清理力度，推广应用最

新科技成果，在天牛成虫羽化期设置高效诱捕器诱

杀、释放川硬皮肿腿蜂、花绒寄甲、设置饵木集中诱

杀、喷洒噻虫啉、甲维盐注干等多种措施控制松墨天

牛的种群数量，以降低传播媒介昆虫携带松材线虫

自然传播蔓延的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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