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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松人工林松梢象甲防治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松梢象甲(Pissodesnitidusroelofs)防治的术语和定义、虫情调查、防治对策与措施、
检查验收。

本标准适用于红松人工林松梢象甲的防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15781 森林抚育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被害株率 attackedtreesrate
松梢象甲幼虫为害的主梢数占调查主梢总数的比值。

3.2
虫口密度 insectdensity
调查总虫数与总株数的比值。

3.3
松梢象甲 Pissodesnitidusroelofs
松黄星象

红木蠹象

鞘翅目、象甲总科、象甲科昆虫。

4 虫情调查

4.1 虫情调查原则

采取线路踏查和标准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虫情调查。在线路踏查后,对达到发生统计起点的

受害林分进行标准地调查,确定害虫的虫口密度与发生危害程度。
注:发生统计起点为被害株率>2%。

4.2 虫情踏查

4.2.1 踏查路线

沿着林间小路、小班线、林班线或其他自选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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