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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和附录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植树造林司归口。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负责解释。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负责起草，甘肃省定西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辽宁省

北票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绥中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尤德康、柴守权、邱立新、董晓波、王志勇、杨海秀、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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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松毛虫、赤松毛虫和落叶松毛虫监测

与防治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油松毛虫（犇犲狀犱狉狅犾犻犿狌狊狋犪犫狌犾犪犲犳狅狉犿犻狊ＴｓａｉｅｔＬｉｕ）、赤松毛虫［犇．狊狆犲犮狋犪犫犻犾犻狊（Ｂｕｔ

ｌｅｒ）］、落叶松毛虫（犇．狊狌狆犲狉犪狀狊Ｂｕｔｌｅｒ）（以下简称松毛虫）的术语和定义、发生类型划分、发生程度和成

灾标准、虫情和灾情监测、预测预报、防治对策、防治措施及防治效果检查。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松毛虫的监测与防治。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５１６３—２００４　封山（沙）育林技术规程

ＧＢ／Ｔ１５７７６　造林技术规程

ＧＢ／Ｔ１５７８１　森林抚育规程

ＧＢ／Ｔ１８３３７．３—２００１　生态公益林建设　技术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增殖阶段　犿狌犾狋犻狆犾犻犮犪狋犻狏犲狊狋犪犵犲

松毛虫大发生的过程一般经历初始、增殖、猖獗、衰退四个阶段。增殖阶段的特点是：松毛虫种群数

量显著增多，且呈上升趋势，已开始向四周扩散，林木已显现被害征兆并有局部严重受害现象，受害面积

扩大，天敌也相应增多。

３．２

　　监测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

在生物学、生态学、生理学基础上，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和科学调查方法，持续观察松毛虫种群动态

规律。

３．３

　　标准地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犾犪狀犱

在松毛虫调查区设置的有代表性的固定样地，面积一般为０．２ｈｍ２（５０ｍ×４０ｍ）。

３．４

　　防治　犮狅狀狋狉狅犾

协调运用多种预防和除治技术措施，对松毛虫种群数量进行干预或调节，使种群保持在有虫不成灾

的水平。

３．５

　　无公害防治　狀狌犻狊犪狀犮犲犾犲狊狊犮狅狀狋狉狅犾

对人、家畜及其他有益生物无明显伤害，对环境不造成污染的防治措施。包括保护和招引自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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