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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物病害的流行,多是人为干预不当偶发或突发事件所致.针对我国半个多世纪

以来农业生产中出现的新问题,本文指出了农业绿色生产的紧迫性,并提出其原则要求与

战略思考,强调坚持农业绿色生产,有利于调控植物病害的发生、流行,强调顺其自然才能

维护自然本真的本质原理.最后阐述了在农业绿色生产中,强化植物医学工作对植物生态

调控的重要性,研究结果旨在促进农业生态平衡,确保植物群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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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occurrenceandepidemicsofplantdiseaseswhicharetriggeredbyinappropriate
humaninterventionorunexpectedevents.Inviewofthenewproblemsinagriculturalproduc-
tioninChinaformorethanhalfacentury,thispaperpointsouttheurgencyofagricultural
greenproduction,putsforwarditsprincipleandstrategies.Itemphasizesthatadheringtoagri-
culturalgreenproductionisbeneficialtocontroltheoccurrenceandprevalenceofplantdiseases,
alsotheessentialprinciplethatnaturecanonlybemaintainedbylettingnaturetakeitscourse.
Finally,theimportanceofstrengtheningplantmedicinetoecologicalcontrolofplantdiseasesin
agriculturalgreenproductionwasexpounded.Theresultsofthestudywereaimedatpromoting
thebalanceofagro-ecosystemandensuringthehealthofplant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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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绿色生产

1.1 存在问题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从土中生,土安食才安.但是现在,土壤安全吗? 耕地健康

吗? 土中生产的粮食及产品,你能放心享用吗? 众所周知,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人地矛盾激

增,为了追求高产、超高产,水稻生产先后全面实施矮秆化(1956年开始)、杂稻化(1976年开

始),为解决人类饥饿问题立下“不朽功勋”,但未曾想到这却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例如,品种单

一化带来耕作简单化(失去了大量农家品种和传统的精耕细作),施肥化学化造成病虫种群变

化,施用农药加量化,加上地膜残留和“工业三废”等问题,给土壤带来了不堪重负的污染.土壤

一经污染,其污染物就难以消除.作者于1992年在福州市琅岐岛上的一片曾经在1958年施用

过农药“西力生”(防治稻瘟病)的稻田中取样调查,结果还能检测出有机汞的残留,说明其农药

残留在土壤中可长达30年以上.
土壤污染不仅给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带来损害,而且也给空气安全和水体安全造成影响,

进而给食物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人畜安全、国家安全乃至整个人类生存安全带来更大

威胁.因此,针对土壤污染和生产过程中的化肥、农药污染,积极开展农业绿色生产,强化植物

医学工作,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1.2 基本涵义

农业绿色生产(GreenAgricultureProduction)是指在无污染或基本无污染,即污染指数(p
综)在0.7或1.0以下的耕地上种植作物;在作物生产过程中采取对生态、环境、人畜健康无害

的耕作、栽培管理措施,生产出符合标准的绿色农业产品即AA级或A级绿色食品.农业绿色

生产的目的在于从源头消除或减少污染,确保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为了实施该工程,我们在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的支持下,于生态环境优良的福建农林大学尤溪洋中科教基地选取3.33hm2

基本无污染稻田(种植前进行土、水、重金属和农药残留及基本养分检测),开展了3年(2013-
2015年)的水稻绿色生产实地试验,取得了预期成果,通过专家组验收,获得了充分的肯定.
1.3 原则要求

农业绿色生产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持续努力,原则上应该坚持以下5点要求.

1.3.1 增强绿色意识

绿色生产和绿色食品关系着食物安全、人畜健康、生态安全、环境安全、资源安全乃至国

家安全.全国、全民、各级政府、相关企业、涉农人员和生产者等都应十分重视,增强绿色行动

意识,积极支持绿色生产.

1.3.2 加快绿色行动

我国先后颁发了“大气十条”“水十条”和“土十条”,其中“土十条”提出,到2020年全国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要达到90%左右,到2030年这一指标要达到95%以上.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8)还通过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福建省人民政府(2015年、2016年)也先后颁布了《福建省

土壤污染防治办法》和《福建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16—2020年)》.同时,福建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2016)还印发了《福建省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全省耕

地地力平均提高0.5个等级,有机质含量提高0.2个百分点;畜禽粪便养分和作物秸秆养分还

田率分别达60%和60%以上;绿肥种植面积稳步恢复和发展;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达90%以

上;主要农作物肥料利用率达40%以上,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这些文件提出的指标和要求

无疑成为我国农业绿色生产的行动指南,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确实取得很大成绩,但距文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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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仍有很大差距,务必加大力气、加快推进绿色行动.
1.3.3 选用健康土壤

农业绿色生产的前提是选用健康土壤.根据土壤检测标准,土壤污染指数(p综)应小于0.7
(适于AA级绿色食品生产)或0.7~1.0以内(适于A级绿色食品生产);p综在1~2时虽为轻

度污染,但已不适于绿色食品生产,应加以修复、改造.

1.3.4 采用绿色品种

理想的绿色农业品种应具备优、高、稳、广4个特性.优,即品质优良;高,即高产、高抗;

稳,即优异性状稳定;广,即具广泛地区适应性.为此,务必十分重视和加强种质资源的保护、

开发和利用.
1.3.5 严格绿色管理

在农业生产中,从耕作、栽培、管理到收获的整个过程,务必按照“一优三高五效益”的要

求.“一优”,即生产的农业产品符合绿色优质;“三高”,即通过绿色生产操控技术,实现高效

(高光效、高肥效、高节水、高工效)、高抗(抗病、抗虫、抗逆)、高产;“五效益”,即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规模效益和持续效益.巧抓“三本”“四因”“十二字”.“三本”即种为先天之

本,苗为后天之本,根为活力之本;“四因”即因时、因地、因种、因苗管理,以绿色健康、生态

环保、优质安全为准则;“十二字”即在作物生产过程中,把握土、肥、水、种、密、保、管、工、

光、气、温、湿状况,灵活掌握、适时调控,这也是植物医学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1.4 战略思考

当前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严格实施耕地数量、耕地质量和生态环境三位一体的深度保护.
特别是耕地质量,耕地土壤是否污染和污染程度,是决定农业绿色生产的关键.在人们普遍以

产量高低论“英雄”的情况下,如何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国务院的

3个行动计划? 如何掌握化肥、农药使用的度? 如何提升化肥、农药的有效利用率? 如何不用

或少用化肥、农药,而以完善的农业生态体系确保农业优质、高效、生态、安全、高产? 这里需

要的是科学、是技术、是创新,而归根结底是人才———高质量的农业技术人才和高品位的植物

医学人才,以及如何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 如何让这些人才真正爱农、一心为农? 又将如何解

决谁来种好地,谁来发现、破解生产难题及科技创新和提升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问

题? 乡村振兴战略又将从何谈起?

2 病害生态调控

2.1 一个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植物病害(特别是病毒病)为何防治越勤,病毒种类越多,为害程度越猛?

实际上,许多病原生物,特别是病原病毒,原本只是静悄悄地潜伏于自然界中,与其寄主

植物共处共存(一般并不成灾),只是因为人类片面追求植物高产超高产,不断扩张,恣意推行

品种单一化所致的系列问题,从而造成农业生态失衡,威胁病原生物正常生存而被迫演化,被

迫变得更加顽强、更加凶猛,水稻病毒即典型之例[1].

2.2 流行实质

植物病害的发生和流行一般常以经典的“病三角”来阐述.即病害的发生、流行,必须满足3
个条件:有初始的病原生物,有足够的易感寄主,有合适的环境条件.“病三角”在自然植物中可

以很好地解析病害发生的基本要素,但在农田植物和设施农业植物中,却忽视了三者相互作用

的主体因素———人类行为(生产过程人为的干预).实际上病害的发生和流行也是有区别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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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自然植物很少成片生病,更少流行成灾;而人工培植物即农田植物和设施农业植物则完全不

同,往往可以由于人为干预不当造成大面积生病,甚至常常流行成灾.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把人工栽培植物病害发生和流行的实质分别予以说明.植物为什

么生病? 为什么流行成灾? 植物病害的发生是植物在生物因素或/和非生物因素作用下,人为

干预失当造成植物代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植物生命系统的失衡;植物病害的流行,是植物生命

系统在生物因素或/和非生物因素作用下,人为干预不当(偶或突发事件)所引起的农业生态系

统的失衡[2].
2.3 核心理念

实现两个转变———以追求“防病保产”转变为“绿色高值”;以针对病原生物为靶标的综合防

治转变为以植物群体健康为根本的生态调控.生态调控的实质是微生态与宏生态紧密结合、植

物医学与绿色生产紧密结合,其核心理念是以植物为本,理清人类行为—寄主植物—病原生

物—传播媒介—生态环境的互作机制,积极提升人的主动性,建立有利寄主植物健康生长、不

利病原生物及其传播媒介发生和流行的农业生态系统,确保植物群体健康[2-3].
2.4 调控策略

对于植物病害真正有效的调控应是顺其自然,强化农业生产的本真,实施农业绿色生产,

维护自然生态—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
2.4.1 总体要求

坚持绿色生产的五点原则要求(见1.3),通过核心理念上的两个转变(见2.3)和调控实施上

的精巧把握,达到农业生产的“一优三高五效益”(见1.3.5).
2.4.2 调控实施

针对植物病害流行本质,以更多维度、更广视角,把握农业生产与病害流行的关系,强化

“三本”,把握“四因”,巧调“三生”(生物、生态、生产的气场),活用“十二字”(见1.3.5);坚持四

字原则———抗、避、除、治,精巧抓准关键之一、二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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