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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省打孔注药防治松材线虫病实施方案

（2022 版）

为保护我省松林资源，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规

范打孔注药防治技术方法，实现打孔注药点位数据落地上图，提

高防治绩效，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打孔注药防治实施范围

注药实施范围划分为重型疫区、中型疫区、轻型疫区及预防

区四种类型，划分标准见表 1。

表 1 松材线虫病打孔注药实施范围划分标准及打孔注药对象

防治范围 预防区 轻型疫区 重型及中型疫区

实施范围

划分标准

松树分布较广的

重点生态区(包

括无疫情的各类

自然保护地、国

有林场等)

松材线虫病发生较

轻的林区或经过治

理后只有零星死树

的松材线虫病发生

区域

松材线虫病严重危

害区域或松林资源

丰富、病死数量相

对较少的区域

打孔注药

对象

优势松树和古树

名木

以病死松树为中心，

直径 100m 范围内的

所有未见明显衰亡

症状的优势松树

对大径优势松树进

行选择性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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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树干钻孔

施工时间：最佳施工季节为当年 12 月至次年 2 月。

钻孔部位：选择在表面光滑、无死节、无受伤部位进行钻孔。

首次钻孔一般在松树根基距地面 50-80cm 的高度，多轮钻孔时可

适当提高钻孔高度。在一棵松树上多轮注药时，新注药孔应在上

一次钻孔部位的不同侧面或上方 5-10cm 处，并避免在同一条垂直

线上。需要钻 2 个及以上注药孔的，钻孔位置应均匀分布于树干

周围，相互间隔距离≥20 ㎝，且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钻孔深度及孔径大小：根据药瓶瓶嘴的长度和大小确定钻孔

深度和孔径大小。钻孔深度离韧皮≤5.0cm，孔径≤0.7cm。

钻孔角度：用钻孔机沿松树干倾斜向下 45°左右方向钻孔。

三、树干注药

确定使用药剂和用量：

使用“三证”齐全的农药注干制剂，用药量标准参照附录 E。

根据松树胸径大小，选择合适的注干药剂规格。

操作流程：

1.打开注药瓶瓶嘴，将注药瓶插入注孔内。

2.适当用力按压并旋转药瓶，使注射头部分和注孔紧密结合。

打开尾气孔。

3.药瓶回收：注药后 2 个月内完成药瓶回收。根据回收的药

瓶数量核查用药量。按环保要求，妥善处理回收的药瓶。

4.补充注药：在药瓶回收的同时，检查是否有遗漏注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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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结晶、外流，瓶嘴被堵、尾气孔没有正常打开等情况。如果存

在上述情况，且未超出施工时间的，应当及时补充注药，并进行

相应的记录。详细记录内容见附录 A。

5.检查验收：结合药瓶回收工作开展检查验收。检查率不得

低于 5%，抽样检查中未正常施药株数超过 10%的，应当认定为不

合格。检查验收结果记录内容见附录 B

四、信息登记和安全标识设置

对打孔注药的每株松木进行标记和信息登记。信息登记见附

录 A。可采取挂牌方式进行标记，挂牌所用标签应为不易腐烂的材

料，标记信息清晰。

为了防止用药对人畜造成意外危害，应当在进入用药林地的

主要通道处设置醒目的安全标识。对人为活动频繁的林地，在林

地的不同部位设置多处安全标识。

五、防治效果评价

防治效果评价：

由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或乡镇组织开展效果评价，连续 2 年，

一年一次。在 11 至 12 月，现场检查松树死亡情况，并记录检查

结果。记录内容见附录 D。

防治效果计算方法：分别计算打孔注药后 1 年内和 2 年内因

松材线虫病引起的松树死亡率，在去除明显因其它原因死亡的松

树株数后，松树死亡率计算公式如下：

松树死亡率（％）=死亡松树总株数/注药松树总株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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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效果评价标准：

根据因松材线虫病引起的松树死亡率评价防治效果，确定为

合格和不合格，具体评价标准见表 2。

禁止使用“三证”不齐的农药注射剂。

应当根据作业验收合格的工程量支付相应款项。防治合同条

款中，应当对作业验收不合格和效果评价不合格等情况约定赔偿

金，对因使用假冒伪劣农药等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约定赔偿款。

表 2 打孔注药防治松材线虫病效果评价标准

当年防治效果 第 2 年防治效果

合格
松材线虫病引起的松树

死亡率 ≤1%

2 年累计松材线虫病引起的松树

死亡率≤1%

不合格
松材线虫病引起的松树

死亡率 ＞1%

2 年累计松材线虫病引起的松树

死亡率＞1%

六、数据落地上图

1.数据上传

（1）“数字森防”上传：注药人员完成树干施药流程后，使

用“数字森防”手机 APP 打孔注药模块，上传注药松树的定位、

胸径、注药类型、注药瓶数及注药照片等数据；检查验收、防治

效果评价数据须按要求同步上传至“数字森防”。

（2）第三方软件上传：打孔注药企业有自研管理软件的，须

主动向“数字森防”管理部门提出融合申请，获取专属秘钥，秘

钥仅限本企业使用，不得转借，正常使用秘钥进行的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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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视为本企业操作；数据同步前，须由业主方提前告知“数字森

防”管理部门，数据上传过程须严格按照要求格式，发现企业违

规操作、数据造假等不当行为，将视情况列入“黑名单”。

2.数据要求

（1）定位要求：注药定位数据须为“数字森防”手机 APP 对

应模块直接采集的真实、原始数据，采集位置须在目标点位 10 米

内，如采集点位于高山远山信号不佳，可使用“数字森防”手机

APP 对注药点位进行微调，不得使用定位模拟软件修改真实坐标。

注药企业软件上传定位数据应统一转换为 WGS-84 坐标系。

（2）照片要求：照片数据须为“数字森防”手机 APP 打孔注

药模块调用手机照相机直接在事件发生点位现场拍摄，照片清晰

直观、上传大小在 1.2M 以上，不得翻拍电脑、平板等电子设备存

储照片，不得使用模拟软件上传系统存储照片；照片应完整清晰

显示松树上的注药标识标牌、全部或部分注药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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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打孔注药松树信息登记表

乡镇（林场）名_________ 村名称_________ 林班号_________

小班号 ________

树 种_________

注药株数_________ 注药时间_________

注药药剂_________ 生产厂家_________ 生产日期_________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企业注药逐株登记表或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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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注药作业检查验收表

乡镇（林场）名_________ 村名称_________ 林班号_________

小班号 ___________

类型：重点保护区________ 新发生或零星发生区域________

一般发生区________

验收时间 ________

登记注药株数________ 核定注药株数________ 补充注药合格

株数________ 其中：遗漏注药数_________ 药瓶嘴被堵数

_________ 尾气孔没有正常打开数_________ 其它_________

验收人签名：________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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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药瓶回收与验收情况记录表

乡镇（林场）名_________ 村名称________ 林班号_________

小班号：_________

药瓶回收情况 回收 _________ 没有回收 _________

药瓶丢失数量_________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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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防治效果评价表

D1:当年防治效果评价表

乡镇（林场）名_________ 村名称_________ 林班号_________

小班号_________

打孔注药松树数________ 死亡松树总数________ 松材线虫病

引起的松树死亡数_________

当年防治效果评价为_________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D2:第二年防治效果评价表

乡镇（林场）名_________ 村名称_________ 林班号_________

小班号_________

打孔注药松树数________ 死亡松树总数________ 松材线虫病

引起的松树死亡数_________

防治效果评价为___________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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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打孔注药防治松材线虫病

常用制剂及参考用量

常用制剂及参考用量参照农药登记证，相关信息可以在中国

农药信息网上查询。

一、1％阿维菌素微囊悬浮剂，注药剂量 1.2—1.4 毫升/厘米

胸径。

二、1％甲维、9％吡虫啉可溶液剂，注药剂量 1—1.5 毫升/

厘米胸径。

三、2％甲维盐微乳剂注干剂，注药剂量 2—3 毫升/厘米胸径。

四、2.2％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水乳剂，注药剂量 2—2.4

毫升/厘米胸径。

五、5％阿维菌素乳油，注药剂量 1.8—3.6 毫升/厘米胸径。

六、0.3%苦参碱，用药量：3.6—4.2 毫升/厘米胸径；

七、2%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用药量：2—3 毫升/厘米胸

径；

八、3%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用药量：2—3 毫升/厘米胸

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