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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林业检疫性害虫除害处理技术规程

GB／T 26420一2010

本标准规定了对携带林业检疫性害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以及填充物、装载容器、运输工具和堆

放场所等进行除害处理的技术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植物检疫机构对携带林业检疫性害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以及填充物、装载容器、

运输工具和堆放场所等实施检疫除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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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4897 刨花板

GB／T 7909 造纸木片

GB／T 9846 胶合板

GB／T 11718 中密度纤维板

GB／T 20476—2006松材线虫病发生区松木包装材料处理和管理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植物检疫 plant quarantine

旨在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传人和／或扩散或确保其官方防治的一切活动。

3．2

林业检疫性害虫 for鹤t quar如tine pest insect

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的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分布不广，并得到

官方防治的林业害虫。本标准中的林业检疫性害虫是指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发布的《林业检疫性有害

生物名单》、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发布的《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补充名单》、国务院林业主管

部门公布的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名单中的害虫。

3．3

林业植物及其产品 for既t plaⅡt and its product

林业上活的植物及其器官、未经加工的植物性材料，以及虽经加工但由于其性质或加工的性质仍有

可能造成有害生物传人和扩散危险的产品。

3．4

除害处理 disiⅡfestation of pest

杀灭、去除有害生物或使其丧失繁育能力的过程。

3．5

熏蒸处理 fumigation treatmeⅡt

用一种完全或主要呈气态的化学药剂，对携带有害生物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以及包装材料、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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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装载容器、运输工具和堆放场所等采取密闭熏蒸的方式达到除害处理要求的过程。

3．6

热处理h％t treatmeⅡt

对携带有害生物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以及包装材料、填充物、装载容器等采取加热的方式达到除

害处理要求的过程。

注：本标准中热处理指热风处理。

3．7

微波处理 microwave treatment

利用微波能量处理携带有害生物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以及填充物、装载容器等达到除害处理要求

的过程。

3．8

制板处理 wood．b髂ed p蛆d m蛐ufactured treatment

按照人造板的制作工艺，对携带有害生物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加工制造成人造板，并达到除害处理

要求的过程。

注：本标准中人造板主要包括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细木工板。

3．9

检验inspecti％

对植物及其产品或其他限定物进行官方的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有害生物和／或是否符合植物检疫

法规。

4种子除害处理

4．1集中销毁

林业检疫性害虫危害严重且利用价值小或量少的种子可实施集中销毁处理。

4．2熏蒸处理

种子熏蒸处理方法见附录A。熏蒸使用药剂的种类、投药剂量、熏蒸时间及注意事项见附录B。

4．3微波加热

将待处理的种子放人微波炉中，根据种子的不同设定处理温度进行加热处理。处理用微波炉可选

用ER一692型或WM0—5型微波炉。处理效果检查见附录A中A．3．7。

微波处理适应于处理数量较少的染虫种子。

4．4安全性要求

熏蒸处理时，应选取远离民居、公共场所、人口稠密的地方，且所选地要地势平坦、土壤紧密、向阳、

通风良好、交通方便且该地下风口没有人居住。库房熏蒸所使用的熏蒸库应离其他建筑物50 m以上。

熏蒸时应设置熏蒸警戒标志。

熏蒸和微波处理后应保证种子发芽率在90％以上。

种子除害处理应在确保不会造成林业检疫性害虫传播扩散的条件下实施。

5苗木、鲜切花及插条、接穗、砧木等繁殖材料和观赏植物除害处理

5．1集中销毁

染虫程度重或利用价值小或量少的苗木、鲜切花及插条、接穗、砧木等繁殖材料和观赏植物可实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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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销毁处理。

5．2药剂处理

5．2．1喷药处理

将配好的药剂直接喷洒到染虫苗木、鲜切花及插条、接穗、砧木等繁殖材料和观赏植物上杀死害虫。

喷洒时应根据不同虫态和不同种类的苗木、鲜切花及插条、接穗、砧木等繁殖材料和观赏植物等选择不

同的药剂和浓度。

5．2．2药浸处理

适用于染虫苗木及插条、接穗、砧木等繁殖材料的除害处理。

将染虫苗木及插条、接穗、砧木等繁殖材料放入配有药剂的水池中浸泡，直至杀死害虫。浸泡时应

根据不同虫态和不同种类的苗木、鲜切花及插条、接穗、砧木等繁殖材料等选择不同的药剂和浓度。

5．2．3涂干处理

适用于苗木和观赏植物的除害处理。

将处理药剂涂于苗木和观赏植物枝干上，直至杀死或驱除所有害虫。涂干时应根据不同虫态和不

同种类的苗木和观赏植物选择不同的药剂和配药比例。

5．3熏蒸处理

5．3．1熏蒸方法

熏蒸苗木、鲜切花及插条、接穗、砧木等繁殖材料和观赏植物时一般应采取库房或集装箱熏蒸，熏蒸

处理方法见附录A。

5．3．2药剂选择和使用要求

熏蒸药剂可使用溴甲烷，溴甲烷的使用剂量和熏蒸时问见附录c。

5．4安全性要求

熏蒸处理的安全要求见4．4。

药剂和熏蒸处理时，应在保证苗木、鲜切花及插条、接穗、砧木等繁殖材料和观赏植物活性、使用价

值和经济价值的基础上实施。

苗木、鲜切花及插条、接穗、砧木等繁殖材料和观赏植物除害处理应在确保不会造成林业检疫性害

虫传播扩散的条件下实施。

6木材、竹材、藤条及其制品除害处理

6．1集中销毁

染虫程度重或无利用价值、数量较少的染虫木材、竹材、藤条及其制品可实施集中销毁处理。

6．2熏蒸

6．2．1熏蒸方法

熏蒸处理的方法见附录A。熏蒸处理的安全要求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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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药剂选择和使用要求

使用的熏蒸药剂一般为溴甲烷、磷化铝和硫酰氟，三种药剂的使用剂量和熏蒸时间见附录D。

6．3热处理

将木材、竹材、藤条及其制品放人热风型干燥窑(箱)中，按照处理前确定的温度和时间加热处理。

热处理的具体方法见附录E。

6．4微波处理

处理方法按照GB／T 20476—2006中的5．3规定执行。处理效果检查见附录A中A．3．7。

6．5制板

将木材按照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生产工序，加工制作成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细

木工板，利用加工制作过程中的粉碎、加热等工序杀死林业检疫性害虫。处理过程中的废料应全部烧毁。

木材制板处理可按照当前人造板的生产工序和工艺要求进行，相关内容可按照GB／T 4897、

GB／T 9846和GB／T 11718执行。

6．6造纸

指利用木材进行造纸，并在造纸生产的制浆工序中将林业检疫性害虫杀死，达到除害处理的目的。

处理过程中的废料应全部烧毁。

造纸木材的选用按照GB／T 7909中的规定进行，造纸按照造纸生产工序和工艺要求进行。

6．7安全性要求

熏蒸处理的安全要求见4．4。

热处理和微波处理应在保证木材、竹材、藤条及其制品的使用价值基础上实施。

木材、竹材、藤条及其制品除害处理应在确保不会造成林业检疫性害虫传播扩散的条件下实施。

7果实除害处理

7．1集中销毁

对林业检疫性害虫危害严重且经济价值小或量少的果实可实施集中销毁处理。

7．2再利用处理

对林业检疫性害虫危害较轻、果实受害数量少且果实表面危害特征明显的果实，可人工筛捡出受害

果实，并经检查无带虫果后制成干果、果泥等产品加以利用。筛捡出的受害果实应及时进行集中销毁。

7．3安全性要求

果实的除害处理应在确保不会造成林业检疫性害虫传播扩散的条件下实施。

果实再利用处理应确保再利用的果实中无带虫果实、果实产品无危害人类健康风险的条件下实施。

8包装材料、填充物、装载容器、运输工具、堆放场所除害处理

8．1集中销毁

对无利用价值的包装材料、填充物、装载容器可实施集中销毁处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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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熏蒸处理

8．2．1熏蒸方法

熏蒸方法见附录A。运输工具、堆放场在实施帐幕熏蒸时，可密闭后直接投药熏蒸。

8．2．2投药剂选择和使用要求

熏蒸使用的药剂为溴甲烷、磷化铝和硫酰氟，三种药剂的使用剂量和熏蒸时间见附录D中D．1。

8．3喷药处理

对染虫的运输工具、堆放场所可根据害虫种类的不同选取不同的杀虫药剂进行除害处理。

8．4再利用处理

针对数量多且可再利用的包装材料、填充物、装载容器等，可在熏蒸处理后再利用或作制板处理。

熏蒸方法见附录A。制板处理方法见6．5。

8．5安全性要求

熏蒸处理的安全要求见4．4。

包装材料、填充物、装载容器、运输工具、堆放场所的除害处理应在确保不会造成林业检疫性害虫传

播扩散的条件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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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准备工作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熏蒸处理方法

A．1．1制订熏蒸方案。

A．1．2确定熏蒸对象的类别、数量、大小和当地气温或室温等基本情况，若熏蒸对象有外包装，还应检

查其透气性。

A．1．3测量温度，确定熏蒸药剂种类。

A．1．4计算熏蒸剂使用剂量和熏蒸时间。

A．1．5熏蒸药剂和仪器设备的准备和安放。

A．1．6设置熏蒸警戒标志。

A．2熏蒸剂种类和技术指标

溴甲烷(CH。Br)

磷化铝(A1P)

氯化苦(cel。N0z)

硫酰氟(SOzFz)

A．3帐幕熏蒸

有效含量不低于98％；

有效含量不低于56％；

有效含量不低于98％；

有效含量不低于95％。

A．3．1仪器设备

帐幕熏蒸的仪器设备有：

——双面压延防水布或厚度o．1 mm以上农用塑料薄膜(聚乙烯薄膜)；

——熏蒸气体浓度检测仪：最低灵敏度为o．5 g／m3；

——卤化物测漏仪：最低灵敏度为o．1 g／m3(25 ppm)；

——其他仪器设备：磅秤、温度计、计算器、胶带、防毒面具、警戒标志等。

A．3．2处理方法

A．3．2．1堆垛及堆积测量

将熏蒸对象在选择好的熏蒸场地上堆垛。堆垛的大小视具体情况而定，堆垛要尽量规则，基本上形

成一个长方形或圆锥形。一般垛高为1．5 m～2．o m。若堆垛的宽度不整齐，向上明显变窄时，宽度应

以基部和顶部宽度的平均值来计算。堆积按公式(A．1)、(A．2)计算。

长方形： V—L×Ⅳ×H⋯⋯⋯⋯⋯⋯⋯⋯⋯⋯(A．1)

圆锥形： v一1／3”(D／2)2H⋯⋯⋯⋯⋯⋯⋯⋯⋯⋯(A．2)

式中：

y——堆积，单位为立方米(m3)；

L——长度，单位为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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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宽度，单位为米(m)；

H——高度，单位为米(m)；

D——直径，单位为米(m)。

A．3．2．2挖沟

沿垛堆四周挖一宽20．o cm以上，深30．o cm以上的沟，挖出的土堆放在沟外侧，覆盖帐幕后回填。

A．3．2．3覆盖帐幕

将准备好的帐幕覆盖在堆垛上，帐幕四周边埋人沟内，用沟外侧的土回填，适当加水，踩紧踏实。

A．3．2．4投药点设置

气态熏蒸剂的施放：根据堆垛的大小设置投药点，堆垛在70 m3以下时，可在堆垛上部中央处设置

一个投药点，堆垛大于70 m3时，可在堆垛上部设置两个投药点。在投药点将一块50 cm×50 cm的塑

料布吊起四角，形成一个中间下凹的蒸发盘，然后将投药管的一端置于蒸发盘内，另一端伸出沟外，打开

施药开关，熏蒸剂即流入堆垛。

固态熏蒸剂的施放：施药前先在熏蒸堆垛里把准备放置药片的器皿布设好，然后按预定的施药量，

分别把药片倒人器皿，随着施药的进程逐步把堆垛密闭起来。

液态熏蒸剂的施放：施药点设在堆垛的上层，在施药点的上方帐幕上打个洞，把漏斗的下端插入，将

药液倒人漏斗内即可，待药液全部流入帐幕后，用胶布把帐幕上的洞口封闭。

A．3．2．5投药

投药前先检查帐幕有否破损，四周边、投药口外缘是否封好，帐幕若有破损处需用不干胶带或其他

粘合剂补好，确认封闭严密后开始投药。操作人员应戴好防毒面具站在上风处，投药完毕，封好进药口，

保持密闭至所选择的熏蒸时问。

A．3．2．6设置熏蒸警戒标志。

A．3．3投药量计算

投药量按公式(A．3)计算。

Cm—C×V ⋯⋯⋯⋯⋯⋯⋯⋯⋯⋯(A．3)

式中：

c目——总投药量，单位为克(g)；

c——每立方米的投药量，单位为克每立方米(g／m3)；

y——堆积，单位为立方米(m3)。

A．3．4检漏

熏蒸人员戴好防毒面具，用卤化物检漏仪或熏蒸气体浓度检测仪检查帐幕边缘、投药口等容易发生

泄漏的地方，一旦发现泄漏需及时封堵。

A．3．5补救措施

用浓度检测仪检测帐幕内熏蒸气体，在常压熏蒸时，散气前规定的最低浓度值与实际浓度检测值之

差小于或等于5．o g／m3时，延长熏蒸时间8 h～12 h；大于5．o g／m3时需补充投药，并延长熏蒸时间

12 h～24 h。补充投药前，应重新查补漏洞。补充投药量按公式(A．4)计算。

M—P×R×V÷100 ⋯⋯⋯⋯⋯⋯⋯⋯⋯⋯(A．4)

式中：

M一一补充投药量，单位为千克(kg)；

P——低于所要求的最低浓度值，单位为克每立方米(g／m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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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系数，其数值为1．6；

y——熏蒸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A．3．6结束操作

熏蒸完毕，先将帐幕下风方向一边打开，o．5 h后再揭幕充分散毒，揭幕时从打开的一边开始。

A．3．7效果检查

处理结束后，应及时抽取样品进行效果检查。害虫死亡、昏迷、活虫的鉴别，可在解剖镜或扩大镜

下，用针刺激和热刺激来判断。若检查还有活的虫体，则应重新进行处理。

A．4库房(集装箱)熏蒸

A．4．1设施和仪器设备

A．4．1．1 熏蒸库：墙体为砖混结构，墙壁结实，墙体厚度应在18．o cm以上，墙体内外均要用水泥批搪

防止熏蒸剂渗漏。熏蒸库内地面及库顶均要用水泥灌造，批搪光滑。库房的墙壁、顶部和地面不能有裂

缝，门窗的设计应达到有效密封的要求。通往库房外的管线在穿墙处应封堵严密。熏蒸库容积应不小

于68．O m3。

A．4．1．2集装箱：具有一定强度、刚度和规格专供周转使用的大型装货容器，其容积应不小于24．o甜。

A．4．1．3气化器：气化器出口熏蒸药剂的温度不低于20℃。

A．4．1．4 电风扇：所有电风扇每分钟的总风量应等于熏蒸总体积，安装在熏蒸库的天花板上。

A．4．1．5熏蒸气体浓度检测仪：最低灵敏度为o．5 g／m3。

A．4．1．6卤化物检漏仪：最低灵敏度为o．1 g／m3(25 ppm)。

A．4．1．7其他器材：测毒采样管、磷化铝盛药盘或盛药袋、温度计、计算器、粘胶带、浆糊、牛皮纸、剪

刀、卷尺、防毒面具、手套、警戒标志等。

A．4．2处理方法

见A．3．2。

A．4．3投药量计算

见A．3．3。

A．4．4检漏和补救措施

检漏和补救的方法见A．3．4和A．3．5。检漏时重点检查熏蒸库门、通气管接口、投药管、取样管等

容易发生泄漏的地方。

A．4．5结束操作

熏蒸完毕后，操作人员应注意佩戴防毒面具，打开熏蒸库(集装箱)门，开启电风扇或抽风机通风，散

毒。熏蒸库(集装箱)门打开后，应有专人值守，严防人员进入，并保证熏蒸库(集装箱)门外50 m内无

人员停留。通风散气12 h～24 h后，方可进入熏蒸库(集装箱)，并作熏蒸处理效果检查。熏蒸处理效

果检查见附录A中A．3．7。

经检查，确认各样均无活体检疫性森林病虫即为熏蒸合格。熏蒸合格后，撤下警戒标志，结束熏蒸。

熏蒸情况记入熏蒸记录表(见表A．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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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蒸日期 堆积 投药量 总投药量 熏蒸时间 活检疫对象
批号 样号 记录人

(年、月、日) ma g／m3 g (+、一)

A．5注意事项

A．5．1 严格按照规定的剂量和处理时间进行熏蒸。

A．5．2避免在过高的温度下熏蒸。

A．5．3避免重复熏蒸。

A．5．4库房熏蒸时，要在电风扇开启后开始投药。投药结束后，电风扇应继续开启15 min～30 min

直到熏蒸库内各点熏蒸剂气体浓度均匀为止。

A．5．5熏蒸完毕后立即通风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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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种子熏蒸使用药剂的种类、投药剂量、熏蒸时间及注意事项

B．1 种子熏蒸使用药剂的种类、投药剂量和熏蒸时间

种子熏蒸使用药剂的种类、投药剂量和熏蒸时间见表B．1。

表B．1 投药剂量和熏蒸时间表

密闭时间
熏蒸药剂 温度 投药剂量

4℃～10℃ 35 g／m3 72

溴甲烷 11℃～20℃ 35 g／m3 48

21℃～31℃ 35 g／m3 36

10℃～20℃ 9 g／m3 72

磷化铝
21℃～31℃ 9 g／m3 48

4℃～10℃ 50 mL／m3 72

氯化苦 1l℃～20℃ 45 mL／m3 72

21℃～31℃ 40 mL／m3 48

4℃～10℃ 40 g／m3 72

硫酰氟 11℃～20℃ 40 g／m3 72

2l℃～31℃ 35 g／m3 48

注1：表中温度指熏蒸当日的最高气温。

注2：表中所列的投药剂量均是熏杀种子带虫剂量，若熏杀种子间带虫时，用量可酌情减少。

注3：表中熏蒸投药剂量和熏蒸时间按熏蒸种子害虫的种类不同进行适度调整。

B．2种子熏蒸注意事项

10

实施熏蒸处理的种子含水量一般不应高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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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规范性附录)

溴甲烷熏蒸苗木、鲜切花及插条、接穗、砧木等繁殖材料和观赏植物的投药剂量和时间

c．1受蚧虫、蓟马、红蜘蛛、白蚁、潜叶蝇、蚜虫侵害

投药剂量和熏蒸时间按表c．1进行。

表c．1投药剂量和熏蒸时间

温度 投药剂量 密闭时间

℃ g／m3

4～10 56 2

11～15 48 2

16～20 40 2

21～25 32 2

26～29 24 2

30～32 14 2

注1：熏蒸受甲虫类和钻蛀类昆虫侵害的苗木和观赏植物时，可在表中数据基础上适当加大投药剂量和延长熏

蒸时间。

注2：表中温度指熏蒸当日的最高气温。

c．2多叶休眠苗木熏蒸

熏蒸外部和钻蛀危害害虫的投药剂量和熏蒸时间按表c．2、表c．3进行。

表c．2外部害虫投药剂量和熏蒸时间

温度 投药剂量 密闭时间

℃ g／m3

4～10 40 3．5

¨～15 40 3

16～20 40 2．5

21～25 40 2

26～29 32 2

30～32 24 2

注：表中温度指熏蒸当日的最高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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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钻蛀害虫投药剂量和熏蒸时间

温度 投药剂量 密闭时间

℃ g／m3

4～10 64 3．5

11～15 64 3

16～20 64 2．5

21～25 64 2

26～29 48 2 2

30～32 40 2．5

注：表中温度指熏蒸当日的最高气温。

c．3无叶休眠苗木熏蒸

无叶休眠苗木指木本落叶的苗木、结乳汁果的苗木以及这些苗木的根。

熏蒸外部危害的害虫的投药剂量和时间见表c．3。熏蒸钻蛀害虫时，可在表c．3所列熏蒸时间上

延长O．5 h。

c．4溴甲烷熏蒸苗木、鲜切花及插条、接穗、砧木等繁殖材料和观赏植物的注意事项

c．4．1可根据苗木、鲜切花及插条、接穗、砧木等繁殖材料和观赏植物的种类、苗龄、耐药性、害虫种类

及虫龄适度调整熏蒸剂量和时间。

c．4．2熏蒸苗木、鲜切花及插条、接穗、砧木等繁殖材料和观赏植物时不应堆垛。



附录D

(规范性附录)

熏蒸木材、竹材、藤条及其制品的投药剂量和熏蒸时间

熏蒸木材、竹材、藤条及其制品的投药剂量和熏蒸时间见表D．1。

表D．1 投药剂量和熏蒸时间表

GB／T 26420—20 1 0

投药量 熏蒸时间
熏蒸药剂 温度

g／m3 h

63～83 48

10℃～20℃
42～56 72

溴甲烷
42～63 48

20℃以上
28～42 72

10℃～20℃ 20 168

磷化铝
20℃以上 20 120

10℃～20℃ 60～80 48

硫酰氟
20℃以上 60～80 24

注1：表中温度指熏蒸当日的最高气温。

注2：当日最高气温低于4℃时停止熏蒸处理。

注3：磷化铝熏蒸处理时，当日最高气温不低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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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准备工作

附录E

(规范性附录)

木材、竹材、藤条及其制品的热处理

E．1．1制订热处理方案。

E．1．2确定热处理对象的类别、数量、厚度(直径)以及是否适合热处理等基本情况。

E．1．3确定热处理的温度、时间。

E．1．4清扫热风型干燥窑(箱)和检查密封性。

E．1．5热处理设备的安放和性能的检测、调试。

E．2热处理设施设备

E．2．1热风型干燥窑(箱)：由窑(箱)体、通风装置、燃烧炉、换热器、喷蒸装置、进排气装置、窑(箱)门、

检查门和控制柜等组成。

E．2．2其他设备：热处理自动控制系统。

E．3热处理方法

E．3．1装窑(箱)：将木材、竹材、藤条及其制品放入窑内并堆垛。在堆垛时，木材、竹材之间应放有隔

条，堆的四周与墙壁之间留约15 cm的空隙，以便热气流通。

E．3．2设置木芯探头：木芯温度探头放于窑体中部放置。

E．3．3清扫窑(箱)内杂物。

E．3．4关闭窑(箱)门，检查窑(箱)门的密封性。

E．3．5点火并启动热处理自动控制系统，做好记录。

E．4结束操作

在达到热处理温度和时间要求后停火，并打开窑(箱)门、排烟引风机和进排气道，进行散热排烟。

E．5效果检查

抽取被处理的具有明显林业检疫性害虫危害的木材、竹材、藤条及其制品进行效果检查，抽样数量

为每批处理总件数的o．5％～5．o％，但最低不得少于3件。处理效果检查见附录A中A．3．7。木材、

竹材、藤条及其制品热处理检查合格后即可出窑(箱)，若不合格应查找原因，重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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