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火炬松松针褐斑病防治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火炬松原产美国东南部，上世纪四十年代引入我国，1972

年引种河南省信阳市鸡公山林场李家寨林区，1975 年引种到泌

阳。因其适应性强、生长迅速、干性通直而被定为豫南荒山造林

先锋树种而大面积推广。当时的育苗用种全靠进口，价格昂贵，

为解决用种困难，河南省林业厅在多方调研的基础上于 1980 年

决定在泌阳县马道林场转山林区铜山湖的南岸建立火炬松良种

基地，火炬松用种困难解决后在泌阳县快速推广栽培四十余万亩，

为火炬松的各项技术研究提供了基地。 

目前，河南省就火炬松树种标准化研究方面，河南省地方标

准中已发布由泌阳县马道林场为主制定的《火炬松栽培技术规程》

和泌阳县林业局为主制定的《火炬松松梢螟防治技术规程》，火

炬松的病虫害防治尤其是专项防治地方标准还有巨大的空间，制

定火炬松松针褐斑病防治技术规程，有利于发挥豫南火炬松资源

优势，提高火炬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结合生产实际，

广大林业工作者和从业者急需火炬松松针褐斑病防治技术规程，

因此开展这项标准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和可行的。 

在火炬松栽培的几十年中，曾经发生过松针褐斑病灾害，当

时由于没有一定的防治技术规程可以参考，造成了部分火炬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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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严重，个别死亡。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泌阳县马道

林场和泌阳县林业局工程技术人员在省、市林业技术工作站的指

导下，探索火炬松松针褐斑病防治技术措施，经过多年的实践，

提出了火炬松松针褐斑病防治技术规程。 

该技术规程的预期为全市范围内火炬松松针褐斑病防治提

供技术依据和操作规程，该技术规程的效果为全市火炬松松针褐

斑病防治达到国家要求的防治标准。 

该地方标准发布后，为驻马店市范围内火炬松松针褐斑病防

治提供了技术依据，项目防治施工单位有了明确的标准，林业主

管部门有了检查验收标准。按照该地方标准，对松针褐斑病危害

火炬松的危害症状及发病规律、病情调查、防治技术措施提出依

据。该标准的发布，填补了驻马店市该项技术的空白，具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任务来源 

任务来源是《驻马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 年第

三批驻马店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中下达的计划

20242013号。 

（二）编制原则和依据 

1、编制原则： 

准确性 本标准所规定的条款力求明确无异议。 

统一性 标准结构、文体和术语力求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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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性 等同采用现有基础标准的有关条款，达到标准间的

相互协调。 

适用性 标准的内容易于实施和便于被其他文件所引用，具

有可操作性。 

特殊性 本标准既遵循相关标准的要求，又体现驻马店地域

的特殊性和区域性，并注重具体技术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2、编制依据： 

依据泌阳县马道林场和泌阳县林业局在驻马店市范围内各国

有林场和山区乡镇实施的火炬松松针褐斑病防治实际技术编制

本标准。参考 GB/T15781 森林抚育规程、GB/T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LY/T1681-2006 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及成灾标

准、LY/T2648 林用药剂安全使用准则、LY/2011林业有害生物调

查总则等国家、行业和河南省内相关地方标准。 

三、工作简况 

本标准是在驻马店市泌阳县火炬松松针褐斑病防治技术的

基础上进行总结的。由于松针褐斑病病害大发生时对火炬松生长

造成了破坏，火炬松栽植后防治松针褐斑病时迫切需要有技术依

据。泌阳县马道林场申报了《火炬松松针褐斑病防治技术规程》

驻马店市地方标准的制定项目，2024 年 10 月 31 日该项目被驻

马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列为 2024 年第三批驻马店市地方标准制

定项目计划。计划下达后，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组织技术力量

对火炬松松针褐斑病病害在驻马店市范围内的防治技术措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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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外业调查和内业整理。标准草案形成后，征求了驻马店市林业

局、驻马店市林业技术工作站、泌阳县板桥林场以及生态环保、

自然资源、园林等部门专家意见，共收到修改建议 8 条，标准起

草小组分别予以采纳。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见下表。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徐德平 男 工程师 泌阳县马道林场 主持全面工作 

汪丽莎 女 正高级工程师 泌阳县林业技术工作站 主管技术工作 

路明 男 工程师 泌阳县林业局 分管技术工作 

李中英 女 工程师 泌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指导技术工作 

姜远 男 工程师 驻马店市绿化所 参与技术工作 

刘  娜 女 工程师 泌阳县林业局 参与技术工作 

曹  魏 男 工程师 泌阳县林业局 参与技术工作 

吕琳 女 助理工程师 泌阳县马道林场 参与技术工作 

刘炳宏 男 助理工程师 泌阳县马道林场 参与技术工作 

关首全 男  泌阳县马道林场 参与技术工作 

彭月明 女 助理工程师 泌阳县林业局 参与技术工作 

李国森 男 助理工程师 泌阳县马道林场 参与技术工作 

王银吾 男 助理工程师 泌阳县马道林场 参与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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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汪雨 女 助理工程师 泌阳县板桥林场 参与技术工作 

侯巽 女  方城县小史店镇人民政府 参与技术工作 

狄新令 男 高级工程师 泌阳县马道林场 参与技术工作 

姜其军 男 高级工程师 泌阳县林业局 参与技术工作 

四、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标准起草领导小组制定了火炬松松针褐斑病防治技术实施方

案，确定在全市火炬松分布范围内重点区域进行防治技术实施调

查。共分四个调查组，于 2024 年 11 月 10 日—2025 年 3 月 28

日，分别在泌阳县马道林场火炬松林分集中的黑石山林区和紧密

相邻的盘古乡安子沟村委栗园村委火炬松项目林、泌阳县板桥林

场唐庄林区内进行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标准的调

查时间、调查方法、危害程度划分、防治技术措施等内容。 

1 调查时间 

根据松针褐斑病发生的高峰时间确定调查时间为每年的 4-6

月和 9-10月。 

2 调查方法 

采用线路踏查和标准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调查。 

根据火炬松林分的林分类型、林龄、立地条件等确定踏查路

线，沿林班线、林间道路、山脊等线路进行踏查，发现有危害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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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设标准地进行详细调查。 

每 3000亩设置 20mx30m 标准地 1块，在标准地内按对角线法

或平行线法抽取 10 株样株进行调查，每样株在东西南北方位各

选取 1枝 50cm长枝条，统计调查针叶束数量和感病针叶束数量，

调查结果记录在火炬松松针褐斑病标准地调查表，计算病针叶束

率。 

病针叶束率按下式计算。 

 

式中： 

a    ——病针叶束率； 

𝐴1  ——感病针叶束数量； 

𝐴2  ——调查针叶束数量。 

3 危害程度划定 

根据病针叶束率对火炬松松针褐斑病的危害程度进行分级：

病针叶束率≤30%为轻度，30%＜病针叶束率≤60%为中度，病针

叶束率＞60%为重度。或按照感病株率（x）对火炬松松针褐斑病

的危害程度进行分级：0＜x≤10 为轻度，10＜x≤20 为中度，x

＞20为重度。危害程度分级标准按照 LY/T2011规定执行。 

或按照感病指数对火炬松松针褐斑病的危害程度进行分级：

5-20 为轻度，21-40 为中度，41 以上为重度。危害程度分级标

准按照 LY/T1681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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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治技术措施 

4.1 防治原则和要求 

4.1.1防治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 

4.1.2防治要求 

以营林措施为基础，做好预测预报和植物检疫，因地制宜地

使用生物、化学和物理等防治方法。 

4.2 防治方法 

4.2.1植物检疫 

严格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杜绝使用感病苗木造林。 

4.2.2营林措施 

造林时选择经检疫过的无病壮苗，并对造林用苗根系用 25%

多菌灵 10倍液的泥浆蘸浆，营造混交林，切断病害传播途径。 

4.2.3清除病原 

及时清除病死树、枯枝落叶和杂草，并集中销毁，减少越冬

病原。 

4.2.4疏伐修枝 

对过密的林分进行疏伐修枝，保持通风透光，提高抗病性。

适用条件和控制指标按照 GB/T15781 规定执行。 

4.2.5药剂防治 

4.2.5.1防治指标 

当病针叶束率达到 15%时或感病株率达 10%以上或感病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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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以上，需开展药剂防治。感病指数按下式计算：感病指数=∑

（病级株数×该级代表数）÷（总株数×最高一级的代表值)×

100。 

病害分级标准： 

Ⅰ级  全株健康     代表值 0 

Ⅱ级  感病针叶占全株针叶的 25%以下   代表值 1 

Ⅲ级  感病针叶占全株针叶的 25-50%    代表值 2 

Ⅳ级  感病针叶占全株针叶的 50.1-75%  代表值 3 

Ⅴ级  感病针叶占全株针叶的 75%以上   代表值 4 

4.2.5.2农药使用要求 

注意交替或轮换用药，防止产生抗药性。药剂选择和使用应

符合 GB/T8321（所有部分）和 LY/T2648 规定。 

4.2.5.3化学防治 

发病前或发病初期喷施保护剂保护，病害发生为害的关键时

期喷施杀菌剂防治，有效控制该病害的发生和为害。常用药剂见

下表。 

药剂名称 浓度 

45%代森锌可湿性粉剂 500～800倍液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1000倍液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500～800倍液 

25%嘧菌酯悬浮剂 1000～1500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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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名称 浓度 

43%戊唑醇悬浮剂 1000～1500倍液 

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500～2000倍液 

40%氟硅唑乳油 6000～8000倍液 

45%眯鲜胺水乳剂 1000～1500倍液 

40%苯醚甲环唑悬浮剂 2000～3000倍液 

5%甲基托布津胶悬剂 500-800倍液 

百菌清烟剂 按每公顷 15kg烟剂施放，施放 2-3次，每次间隔 10-15天 

多菌灵烟剂 按每公顷 15kg烟剂施放，施放 2-3次，每次间隔 10-15天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和冲突 

六、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无。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守现行法律法规，与其他强制性标准有较好的协调

性，无冲突。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火炬松松针褐斑病防治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小组 

2025 年 2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