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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墨天牛的飞行特性与防治

松材线虫病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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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森林植物检疫站 , 宁波 315000)

摘　要　对我国目前实施的松材线虫病防治指导思想(战略思想)进行探讨 , 认为

“控制 、压缩 、 扑灭” 的指导思想要求开隔离带和皆伐松林 , 会激发松墨天牛飞行

潜力 , 导致松材线虫病进一步扩散;“留住 、压缩 、无害” 新的指导思想要求用健

康松树留住松墨天牛 , 同时清理死松树压缩松墨天牛种群基数的方法 , 使松材线虫

病防治走上了一条新道路 , 在宁波市东部松材线虫病防治实践中收到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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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材线虫病这一难防难治的毁灭性疫病已成为我国松林资源安全的心腹大患。现在各地

正在积极探索有效的防治技术 , 以期突破 , 而很少从宏观的高度审视防治的指导思想。我们

在实践中认识到 , 指导思想是战略问题 , 是目标和手段的最高概括 。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取得

防治成功的基础;反之 , 面临 “大敌” , 制定模糊的或错误的指导思想 , 必然导致防治失败 。

本文就指导思想问题进行探讨 , 以供同行参考。

1　现指导思想及其运行效果

1.1　现指导思想

目前防治松材线虫病的指导思想可表述为 “控制 、 压缩 、 扑灭” 六字方针[ 1] 。控制:

在发生区和保护区之间开隔离带 , 阻断媒介昆虫自然飞行扩散 , 把松材线虫病控制在发生区

内。压缩:从发生区外围入手 , 向内皆伐松树 , 逐年压缩发病面积 。扑灭:通过皆伐逐年改

造发生区内松属树种 , 达到扑灭目标。

现指导思想还有一种变通形式 。考虑到开隔离带投资大 , 财力难以承受 , 在实践中常把

“控制与压缩” 合二为一 , 变为由外围向内压缩 , 改造松林 , 扑灭疫病。

1.2　现指导思想的理论依据

松材线虫病靠松墨天牛 (Monochavnus alternatus)而自然传播。松墨天牛最大飞行距

离为 3.2 km , 所以开设 3.2 km 以上宽度的无松隔离带就能阻断疫病扩散。



1.3　现指导思想的形成过程

现指导思想源于广东深圳市松材线虫病的防治实践。1988年 , 广东深圳市认为从香港

传入了松材线虫病 , 为阻止疫病推进 , 广东省投资千万元 , 率先在发生区和保护区之间开设

了宽 4.0 km , 长 86.0 km 的隔离带 , 力图把疫病扑灭在深圳境内 。这个指导思想在安徽的

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1995 年 , 林业部森防总站会同安徽省森防站正式提出 “控制 、压

缩 、 扑灭” 的方针 , 并由林业部保护司发文执行。安徽省把松林划分为 “除治区 、 隔离区 、

保护区” 3类 。在隔离区实施超前皆伐 , 形成无松树的隔离带(区);在除治区实行强度皆

伐 , 消灭寄主扑灭疫病;在保护区不发生松材线虫病 。

1.4　现指导思想的运行结果

总的看来 , 这个指导思想的运行效果不尽人意。广东深圳市 , 松材线虫病在 1995 年越

过隔离带 , 危害东莞和惠阳 2市松林 , 控制失败。浙江省采用了这个指导思想的变通形式 ,

1995年 , 试图扑灭邻近安徽的长兴县疫点 , 为了 45株死松树 , 皆伐松林 207 hm
2
, 1996年

初见扑灭效果 , 不料 1997年又死灰复燃;富阳市情况更严峻 , 为了保 “天堂” 杭州松林 ,

1995 ～ 1996年皆伐松林 665 hm 2 , 未见效果 , 现在疫情离杭州只有 6 km , 情况危急;宁波

市象山县 , 1995年起采用这个指导思想后 , 防治效果急转直下(表 1)。

据报道 , 在安徽省这个指导思想取得成功 , 到 1996 年底 , 共扑灭 7县 32乡镇的发病

点
[ 2]
。

表 1　宁波市象山县 1994年后松材线虫病发生情况
Table 1　Spread of pine wilt disease in Xiangshan County of Ningbo af ter 1994

年　份 发病小班数/个 发病面积 (小班)/hm 2 病死树数量/株

1994 360 1 400 18 000

1995 646 2 533 69 000

1996 1 584 6 067 149 000

1997 2 271 7 933 301 000

2　新指导思想及其运行效果

2.1　新指导思想

新指导思想可概括为 “留住 、 压缩 、无害” 六字方针 。留住:发生松材线虫病的地区须

把疫病留在原发生地 , 尽量减少外迁扩散机会。压缩:用综合防治方法压缩松墨天牛种群基

数 , 降低疫病危害程度。无害:发病区的松树枯死率 , 以林业小班为单位降到 0.1%以下 ,

达到有病不成灾的经济水平。

2.2　新指导思想原理

2.2.1　新指导思想是建立在松墨天牛善飞而不愿飞的特性之上　松墨天牛善飞 , 从海岛到

大陆隔海一次性飞行距离可达 3.2 km
[ 3]
。由此可知 , 在陆地 , 松墨天牛连续地飞 —停 —飞 ,

扩散距离应是无穷。室内观察推知 , 松墨天牛一次飞行距离可达 5.4 km (表 2)。

由表 2可见 , 4头室内羽化的松墨天牛 , 其中有 1头存活 7 d。在夜间观察其光反应特

性时 , 在 2 h 内 , 有7次飞行 , 最长一次持续 6 min (在室内打转), 移动速度15 m·s-1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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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松墨天牛室内飞行特性观察
Table 2　Observat ion on the filight behavor of M.alternatus in room

编号 观察日期 观察时间 起飞次数 最短时间/ (″)最长时间/ (″)移动速度/m·s-1 可能距离/m

1 1997-05-04 9:00～ 11:00 3 10 50

2 1997-06-09 8:30～ 10:30 3 7 80

3 1997-06-28 19:20～ 21:20 7 3 360 15 5 400

4 1997-07-09 8:30～ 10:30 1

换成直线可达 5.4 km 。1996年 , 在象山县爵溪镇所属的无人小岛 (仅 3株小松树), 大岩洞

上发现松材线虫病死树 3株 。该岛离大陆有 4.5 km 。这些都表明 , 松墨天牛飞行能力强 ,

潜力大 , 难以用人工隔离带阻断扩散。

但松墨天牛确是不愿飞的懒虫 。由表 2可见 , 松墨天牛羽化后 , 白天很少飞行 , 4 号虫

2 h内仅飞行 1次。在纯松林内松墨天牛活动范围均在 100 m 以内
[ 4]
。由此可见 , 松墨天牛

在松林内能满足其本身生命活动所需的食料和产卵场所 , 表现出不愿飞的习性;反之 , 失去

松林 , 松墨天牛就作长距离飞行 , 传播疫病 。

2.2.2　压缩松墨天牛种群基数就能减轻松材线虫病危害　松材线虫病能被压缩直至无害 ,

也是新指导思想的基点之一 。松材线虫病的 3个弱点是压缩松材线虫病的重要条件 。依附

性:松材线虫需依附于松墨天牛才能完成侵染循环。暴露性:受害松林症状明显 , 完全暴

露。集中性:媒介昆虫和病原线虫都集中在枯死松树内。所以 , 每年把出现在林地内的枯死

松树予以烧毁除害 , 松墨天牛的种群就会下降 , 松材线虫就会失去依附条件而被压缩 , 直至

无害 。

2.3　新指导思想的执行效果

1996年夏 , 宁波东部北仑区和大榭区(原为北仑一个镇), 由于舟山松木的运入和过境 ,

罹患了松材线虫病。与北仑交界的鄞县国家级古迹阿育王寺的古松群也受波及而枯死 29株

巨松 (未检到松材线虫)。

面对严峻形势 , 出现了 2种指导思想:原指导思想认为 , 要保鄞县和阿育王寺古松群 ,

需舍北仑 1.3万 hm2 松林 , 在 2县 、区交界处开设 1条隔离带 , 在北仑重灾区和轻灾区之

间柴桥镇开设 1条隔离带 , 然后加大皆伐力度 , 加快林相改造 , 从西向东压 , 把疫病扑灭在

北仑境内。新指导思想认为:北仑虽然松材线虫病严重 , 病死树达 291 451株 , 但仍有 4

000余万株活松树 , 这是留住松材线虫病的物质基础 , 即使每年枯死 100万株松树 , 北仑松

林也能持续 40 a;如再通过有效压缩 , 北仑和大榭松林完全可能持续存在;在鄞县和北仑交

界处开设隔离带 , 会使阿育王寺古松群处于第一道防线 , 灭顶之灾难以避免。

实践表明 , 新指导思想完全正确 , 北仑和大榭取得了明显的防治效果:一是 2区完全留

住了松材线虫病 , 没有向外扩散 , 林相也未受任何损害。二是松材线虫病得到明显压缩 。2

区病死树压缩率达到 69.2%。北仑区还扑灭 18个发病村 , 26个发病小班 (保留松树前提

下), 特别是大石契镇病死树数量从 1996年 7 360株 , 压到 1997年 42株 , 压缩率达 99.4%,

处于无害状态。三是阿育王寺古松群得到有力保护 , 1996年枯死巨松 29株 , 1997年仅出现

1株枯死松树 , 效果极为显著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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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宁波市东部地区松材线虫病防治实绩
Table 3　Success of cont rolling pine wi lt di sease in east part of Ningbo

地　区
1996年 1997年

村数/个 面积/ hm2 死树数/株 村数/个 面积/ hm2 死树数/株
死树下降率/ %

大榭区 21 500 156 691 6 153 6 894 -95.6

北仑区 58 1 287 134 760 39 1 178 82 901 -38.5

阿育王寺 29 1 -96.5

3　结论与讨论

3.1　松墨天牛的飞行特性是从无松树或松树数量不能容纳某种群的地点向松林迁飞 , 这种

迁飞的距离在陆地可以是无限的;反之 , 在松林内 , 松墨天牛不必长途迁移 , 活动范围很

小。所以用松林留住松墨天牛是防治松材线虫病的最好方法。开设隔离带 , 超前皆伐松林会

激发松墨天牛飞行潜能 , 导致扩散 。

3.2　牵住松墨天牛 “牛鼻子” , 利用暴露 、 集中 、依附三性特点 , 逐渐压缩其虫口基数 , 是

防治松材线虫病必选途径 。这种压缩思路 , 效果好 , 成本低 , 能使松林持续发展 , 易被防治

主体 ———群众接受。压缩寄主 , 一是寄主永远改造不完 , 二是投资投劳巨大 , 三是群众存有

抵触情绪 , 很难推行 。

3.3　原指导思想在安徽运用得很成功。但安徽情况与宁波不同 , 一是病情基数低 , 全省只

有 10万死树 , 不及宁波 1个乡镇数量 , 基数低相对较易治;二是安徽投入大 , 宁波投入资

金 , 每株死树最多 2.00元 , 远不及安徽水平 。这是我们在引进经验时必须予以注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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