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出重点 合理规划
切实摸清管理范围内基本情况。景区内有

专业人员调查并分类登记整个林区的松树情
况，对生长 80年以上的 5600多株松树登记挂
牌，对生长 50年以上的 20000多株松树分块登
记。松材线虫病防治区域划分为核心防治区、
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三部分，并建立档案，
做到心中有数。

防治中因区域采用不同方法防治，核心区
域的大树不惜重金，采用日本松线光防治；其它
区域的大树用宁波产免疫剂防治；另外杂交林
的松树用白僵菌、噻虫啉喷粉。

把握时效 及时除治
景区护林防火员也是松材线虫病观察员，

他们在日常巡逻中不断观察分析疫情，根据观
察情况及时防治，一旦发现松树有病（如发黄现
象），立即报告。同时，派专业人员不定期到景
区查看松树生长情况，根据松树的不同情况分
别采用不同治疗手段，对死松树发现一株，及时
清理一株。

应用科学方法清理死树。因景区松树密
集，如砍树方法不当，会影响旁边一大批健康松
树。组织专业队伍，用科学方法砍死树：在密集
树林中，砍死树时，先去树梢，再用绳子拉，预先
看好方位，避免伤害周边树木，避免因砍死树影
响周边松树及林下阔叶树的生长。

综合防治 建立体系
防治松材线虫病工作面大量广，防治药品

品种多、机器设备多。在市区两级森防站专家
和技术人员指导下，采用药物防治和生物防治
相结合的科学综合防治方法：药物防治以免疫
制剂的注射、羽化期药剂喷洒等方法；生物防治
选用肿腿蜂、白僵菌等。

2020年，溪口风景区国家森林公园投入免
疫制剂 4.95万瓶，基本实现风景区内上牌古松
实现“零死亡”目标，当前免疫预防已成为保护
松林资源的重要手段。同时，喷洒噻虫啉2吨、

施放肿腿蜂100万尾、花绒寄甲 5万尾、悬挂诱捕
器 200套。近年来，通过药剂和生物相结合的科
学综合防治方法，使景区古松高大挺拔、常绿永
存，为景区增光添彩，受到游客的称赞。

全面检查 及时补救
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开展后，对防治情况检

查分析。通过逐年累积经验，对不同胸径松树对
应的药量、诱捕器的药量有比较合适的把控。如
诱捕器药物诱捕天牛调换2次，诱捕器效果更佳。

每年防治后，对防治工作全面检查，检查后发
现存在问题，及时补救。如检查中发现蒋母墓道
山有2株松树松针发黄，区森防站专家实地查看，
发现有松材线虫病感染症状，用宁波免疫剂再次
注射，松树的松针经补救后又变青了；雪窦寺含珠
林中最大的松树松针有点发黄，及时采取措施补
救，使树木恢复生机。

强化队伍 优化林相
松材线虫病防治不同于一般病虫防治，防治

技术含量高且复杂：防治药物品种多、机械设备种
类多、设备操作有难度。自2004年起，建立了一支
10人专业防治队伍，专门开展药物防治和死树清
理工作。队伍建立后，请区森防站专家指导培训，
熟悉打孔机、喷粉机、烟雾机等各种机械设备和药
物种类及使用方法。目前，专业队伍人员稳定、素
质高，每人都会熟练使用和保养各种机械设备，掌
握药物调配和使用方法。专业队伍建立后防治情
况明晰、防治方法好、效果佳、花钱少、便于管理。

蒋母墓道山 750多亩树林是纯松树林，一旦
松材线虫病暴发，全山松林有可能被毁灭。为确
保旅游事业可持续发展，提高景区林木抗病能力，
专门做好科学优化林相方案，完成对蒋母墓道山
的林相优化：留养杂木，在稀疏的地方补种银杏、
白玉兰、香樟、杜英、木禾和深山含笑等阔叶树
4000多株。优化后生物多样性提高，森林抗病性
增强，效果较好。

今后，溪口将继续加大后期培育管理工作，确
保景区绿色生态，植被良好，促进旅游事业持续健
康发展。

健全制度 做好宣传
早在 2010年，我区出台《奉化市重点松林

保护区总体规划》，根据区位及松林分布，将全
区15万亩松林划分为柏坑森林公园保护区、城
区松林保护区、溪口风景区保护区等 3个重点
松林保护区，以保护区为中心推进防治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今年，重新制定《宁波市奉化区重
点松林保护区规划（2021-2025年）》，致力于通
过各种防治手段达到浙江省松材线虫病防治

“十四五”时期总体目标。
目前，我区已成立奉化松材线虫病防治工

作指挥部，由分管农业的副区长任总指挥，各镇
（街道）、林场也纷纷建立健全各项组织，尤其是
溪口风景区，专门成立溪口风景区松材线虫病
防治领导小组。区政府每年召开松材线虫病防
治专题会议，要求各镇（街道）相关负责人参加
会议，并与各镇（街道）签订责任状，把防治工作
纳入政府考核内容，为防治工作提供有力的组
织保障。

通过固定宣传牌、派发宣传资料、利用新闻
媒体多种形式向社会宣讲松材线虫病的危害及
防治，让市民树立鲜明的防范意识，理解松材线
虫病的防治工作。

及时调查 掌握动态
充分发挥国家级中心测报点作用，建立由

区、镇（街道）、村三级测报员组成的测报网络，每
年开展春秋两季松材线虫病调查，并结合小班卡
和小班图对松树的发生小班、面积、株数等作详
尽记录，确保调查监测覆盖面达到100%。

同时，由镇（街道）出面与各兼职测报员签
订合同，将每个山头地块落实到每一名兼职测
报员，要求发现一株枯死松树上报一株，为防治
工作提供最详细的数据资料。

清理到位 预防先行
各镇（街道）、林场以招标形式向社会组织

清理专业队，并与各专业队签订《奉化区松材线
虫病除治工程合同》，明确清理要求：伐桩要低

于 3厘米，溪口国家级风景区要求做到发现一株
清理一株，并对树根药物处理；凡大于1厘米枝桠
必须和病死木同步运到指定地点处理，不得留于
山中；疫木运输车辆必须凭区松材线虫病防治指
挥部签发的疫木专用车方可运输。此外，各镇（街
道）均落实工程监理人员，跟踪清理人员，实行全
程监管，确保清理质量。

积极转变防治思路，由“除”逐渐向“防”过
渡。2005年，宁波市新研制的松材线虫病免疫剂
问世，近几年，我区大力推广免疫剂注射预防，
2012年至 2020年，共采购免疫剂 92.87万瓶用于
防治，其中溪口镇每年投入4万瓶左右，实现风景
区内上牌古松实现“零死亡”目标，当前免疫预防
已成为我区保护松林资源的重要手段。同时，利
用布散器粉炮，噻虫啉、施放肿腿蜂、悬挂诱捕器
等方式开展春季防治工作，每年春防投入资金80
万元左右，形成立体式的防治体系，有效控制松材
线虫病的传播蔓延，实现松材线虫病“有病不成
灾”的既定目标。

加强检查 严格监管
为减少松材线虫病的人为传播，确保疫木安全

利用，根据省市要求，每年开展检疫执法专项行动，
加强对全区各木材加工厂和木材使用单位监管检
查力度，尤其是排查登记风景区周边加工厂，建立加
工企业台账记录制度，签订经营松木承诺书。

目前，全区有一家由国家林业局批准的疫木
处理厂可加工利用疫木。松材线虫病防治指挥部
办公室与企业签订严格的疫木安全利用责任状，
要求其必须具有在疫木加工过程中能 100%杀死
松褐天牛和松材线虫的加工工艺流程。对松疫木
及枝桠的调运规定时间、地点、运输路线等，细化
条文，明确各自责、权、利等内容，确保疫木在依法
利用过程中的安全流通。

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任重而道远。我区将持
续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认识，严格执法，依法
办事，开拓创新，将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更加广泛
深入扎实开展，确保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提高到
一个新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为松林构筑一道安
全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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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松材线虫病 促进可持续发展

溪口风景区抓好松林重点防治

通讯员 张紫昀 卓芳玲

我区共有林业用地面积130.20万亩，森林蓄积量311万立方米。其中松林面
积6.69万亩，主要集中在溪口镇、大堰镇和萧王庙街道。1998年，松材线虫病在裘
村镇缸爿山首次发现；2000年，发病面积和枯死松树株数达到历史最高峰，分别达
到37260亩、136000株。

多年来，我区切实做好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守护绿水青山，保护林业资源和
生态安全。经过10多年防治，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据2020年秋季
疫情调查数据显示，全区枯死松树面积及数量分别为3408亩、3755株，分别比最高
峰时期减少了91%和97%。

通讯员 张紫昀 卓芳玲

溪口风景区是国家 5A 级风
景区，也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共有
2800多亩，其中松林占90%以上，
百年以上的松树有80多株，80年
以上的有5000多株，50年以上的
有 20000 多株，高大挺拔的古松
是景区一道亮丽风景线。这片松
林也被省林业厅确定为十大重点
松林保护区之一。

溪口风景区的生态区位异常
重要，松材线虫病入侵严重威胁
着景区松林安全、生态安全、旅游
产业和经济发展。做好松材线虫
病防治工作，是直接关系到溪口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为此，我区集中财力、物力、人力，
科学防治。尤其是2004年后，采
用药剂防治、生物防治和林相优
化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防治方
法，景区内死树逐年减少，松材线
虫病的蔓延得到有效控制，防治
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