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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县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
现状及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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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是新时代农业生产中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方向,是

建设现代农业的需要,而防治组织是推动专业化统防统治有效实施的关键.为了解植保病

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现状,选择贵州省黔东南州具有代表性的锦屏县进行调研,从施药器

械、组织模式、实施成效等方面系统总结了锦屏县专业化统防统治及组织实施中的基本情

况,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提出了对应的发展策略,旨在为推动下一步专业化统

防统治优质、高效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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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SituationandDevelopmentStrategiesofSpecializedUnified
PreventionandControlofCropDiseasesandInsectPestsinJinping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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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pecializedunifiedpreventionandcontrolofcropdiseasesandinsectpestsisthe
maindirectionofthedevelopmentofpestcontrolinagriculturalproductioninthenewera,and
itistheneedfortheconstructionofmodernagriculture.Theorganizationforpreventionand
controlisthekeytopromotetheeffectiveimplementationofspecializedunifiedpreventionand
controlmeasures.Inordertounderstandthecurrentsituationofthespecializedunifiedcontrol
ofdiseasesandinsectpestsforplantprotection,theJinpingCounty,representativeof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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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nanPrefecture,GuizhouProvincewaschosenfortheinvestigation.Thebasicsituationof
organizationandimplementationofspecializedunifiedcontrolinJinpingCountywassystemati-
callysummarizedfromtheaspectsofpesticideapplicationequipment,organizationmode,and
implementationeffect.Theexistingproblemsanddevelopmentprospectswereanalyzedandcor-
respondingdevelopmentstrategieswereputforwardaimingtoprovideareferenceforthenext
stepofprofessionalunifiedpreventionandcontrolforhigh-qualityandefficientdevelopmentof
agriculture.
Keywords:cropsdiseasesandinsectpests;specializedunifiedpreventionandcontrol;preven-
tionandcontrolorganization;modernagriculture;developmentstrategy

  推进农业绿色、高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

发展的新任务[1].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2022年中

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加强农业资源环境

保护,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2].
大力发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是加快传统的单户、单田、分散防治向先进防治

方式转变和建设现代农业的需要,既能解决因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失而在病虫害防治关键时期劳

力不足、农民一家一户防病治虫难的问题,也能显著提高病虫害防治效果、效率和效益,促进

了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大面积集中推广应用,是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

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措施[3-5].
为了解基层专业化统防统治发展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建议与策略,更好地指

导下一步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2022年2月,本研究选择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具有代表性的锦屏

县开展调研,经查阅植保相关工作资料,入村走访具有代表性的专业化防治组织以及主要合作

社、企业、群众,系统总结锦屏县专业防治的经验与模式.

1 贵州省锦屏县农业种植情况

截至2021年,锦屏县国土总面积1619.14km2,耕地面积19066.7hm2,其中水田

11533.3hm2、旱地5706.7hm2、园地1826.7hm2.13.3hm2 以上坝区16个(33.3hm2 以上坝区

7个,13.3~33.3hm2 坝区9个),坝区面积3066.7hm2.2021年作物种植面积33465hm2,其中水

稻6693hm2、玉米800hm2、马铃薯4565hm2、油菜3113hm2、蔬菜5867hm2、果树5027hm2、
中药材等其他作物7400hm2.常年农作物病虫害发生73333.3hm2,经防治后挽回农作物产量损

失33000t以上.

2 植保专业化防治组织现状

2.1 施药器械规模

锦屏县现有正常经营种植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企业127个,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社会化

服务的有3个,占比2.4%,分别为贵州大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锦屏县嫩寨农机服务农民专业

合作社、贵州硕源大地农业有限公司,拥有不同类型施药器械总数为30台(套),日作业能力

112hm2.其中贵州大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容量10L无人机2台、容量25L无人机3台、担

架式液泵喷枪喷雾机1台、背负式电动喷雾器6台,日作业能力64hm2;锦屏县嫩寨农机服务

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容量10L无人机2台、背负式电动喷雾器6台,日作业能力22hm2;贵州硕

源大地农业有限公司有容量25L无人机1台、车载式液泵喷枪喷雾机1台、自吸式电动喷雾机

2台(套)、背负式电动喷雾器6台,日作业能力26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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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

2021年锦屏县防治组织开展水稻、果树、蔬菜等主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社会化

服务面积共计1340hm2,其中贵州大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防治1126.3hm2、锦屏县嫩寨农机

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防治147hm2、贵州硕源大地农业有限公司防治66.7hm2.贵州大丰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面向全县15个乡镇开拓防治服务业务,服务区域以坝区为主,锦屏县嫩寨农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只在合作社所在地嫩寨村区域开展防治服务工作,贵州硕源大地农业有限公司

主要针对果园开展社会化服务.
2.3 防治组织组建方式

2.3.1 贵州大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大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拥有2台容量10L植保无人机,承接县内外的各类农作物病

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2021年新增购买了3台容量25L的植保无人机和其他施药器械.在县植

保站的指导下,公司根据市场需求,通过积极主动拓展业务,社会化服务规模逐年提升,

2018-2021年在县内开展有偿病虫害防治面积分别为133.3hm2、333.3hm2、933.3hm2、

1126.3hm2,每年到县外、省外开展有偿防治服务200~667hm2.目前服务对象以种植大户为

主,公司机手成员已发展到8人.同时该公司成员拥有柑橘、金秋梨、百香果等果园45.3hm2,

在开展病虫害防治社会化服务之余,以生产水果为主要业务.

2.3.2 锦屏县嫩寨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

该合作社拥有各类农机11台,其中较大型犁田机7台、联合收割机3台、插秧机1台,以

机耕、机收社会化服务为主要业务.2020年通过农机补贴项目购买了2台容量10L的植保无人

机,配备机手2人.2021年开始在嫩寨村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防治面积147hm2.

2.3.3 贵州硕源大地农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以种植果树为主要业务,在锦屏县拥有蜂糖李基地60hm2,根据基地病虫害防治需

要,成立了机防队,机防队由企业主要技术人员和临时聘请的农民工组成,有机手9人,主要

在公司种植基地区域内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2021年新购买了1台容量25L的植保无人机后,

拥有各类型施药器械10台(套),开展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66.7hm2.

2.4 防治服务收益

2.4.1 收费标准

防治服务分为提供药剂与技术服务、只提供技术服务不提供药剂2种方式.种植基地地形

和病虫害情况复杂的收费较高,地势平坦、作物生长较矮的收费较低.一般防治果树类病虫害

收费高于中药材,而中药材又高于水稻、蔬菜、玉米等作物,收费标准详见表1.

表1 防治不同作物不同服务的收费标准 元/667m2

作物类型 含防治用药 不含防治用药

水稻等矮杆作物 35 15
中药材 50 20

果树等高杆作物 70 35

2.4.2 营业收入

2021年,以上3个防治组织在县内开展病虫害防治社会化服务共计实现营业收入65.8万元

(不含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示范项目补助13万元、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补助5万元,

29 植 物 医 学        http://xbbjb.swu.edu.cn       第1卷



共计18万元);其中贵州大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收入54.6万元,占比83%;锦屏县嫩寨农

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收入7.7万元,占比11.7%;贵州硕源大地农业有限公司营业收入

3.5万元,占比5.3%(图1).

图1 锦屏县2021年专业化防治组织营业收入

2.4.3 净利润

2021年锦屏县3个防治组织营业总收入扣除施药器械折旧费、机手工资、农药成本后,实

现纯收入22.13万元.加上病虫害统防统治示范项目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补助共计

18万元收入,全年实现总利润40.13万元(图2).

图2 锦屏县2021年专业化防治组织收支情况

2.5 专业化防治组织发展基本情况

2.5.1 探索发展阶段

2010—2017年是锦屏县专业化统防统治起步探索发展阶段.为了培育专业化防治组织,

2010年,县植保站通过上级下达病虫害防治项目资金,统一采购当年较为先进的施药器械支持

乡镇机防队的建立,配备15L容量机动喷粉喷雾器150台到全县15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10
台,以村为单位,共建立机防队15个,并开展了相应的技术培训.2012年,县植保站再次用病

虫害防治项目资金采购机动喷粉喷雾器300台配备到各乡镇,平均每乡镇20台,乡镇以村级

为单位再成立了新的机防队各1个,截至当年,全县拥有机防队数量共计达30个,机防队员

300余人,机动喷粉喷雾器450台,日作业能力达260hm2.2016-2017年,县植保站为锦屏县

茅坪香橘专业合作社、贵州硕源大地农业有限公司配备10台多功能静电喷雾器和2台自吸式

电动喷雾机支持专业化防治组织的发展.

2010—2017年,县植保站每年通过病虫害防治示范项目资金实现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服

务面积140~340hm2,各乡镇建立的机防队基本没有自主开展社会化机防服务.除贵州硕源大

地农业有限公司外,其他的防治组织内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缺乏长远发展目标,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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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流动性大,不主动开拓市场,缺乏“自身造血功能”.项目配备的机动喷粉喷雾器等施药器

械也由于缺乏专人管理和常规维护,多数使用2~3年后因出现故障而不能正常使用,机防队员

也基本全部自行解散.

2.5.2 提升发展阶段

过去锦屏县防治组织施药装备和开展防治服务基本依赖于上级下达的病虫害防治项目支

持,没有根据市场需求主动开展社会化服务,也没有拓展市场.2018年,在县植保站的指导下,

第一支能够大面积开拓市场进行社会化防治服务的组织(贵州大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2020年,锦屏县嫩寨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机耕、机收、机插服务为主业,增加了机防服

务;2021年,贵州硕源大地农业有限公司配备了新的施药设备无人机.这3个防治组织根据市

场需求开始运作,真正走上了专业化防治、社会化服务发展之路,由过去防治服务完全由项目

支撑转变提升为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自我发展.

3 前景分析

3.1 专业化统防统治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由于传统单户、小规模农业生产经济效益普遍偏低,导致农村大量有文化青年外出务工,

务农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已成常态.农村土地流转,实现集中连片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重

要途径.发展专业化统防统治,是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发展的需要,能够有效促进传统的分散

防治方式向规模化和集约化统防统治转变,也能够较好解决一些暴发性、新发生的疑难病虫害

和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防控难题[3].

3.2 专业化统防统治是加快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的重要途径

要实现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农药减量增效”,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大力推

动绿色防控集成新技术大面积应用是主要手段.锦屏县的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开展情况表明,

新防治技术、新方法通过具有一定技术基础的专业化防治组织的推动,效率更高、更快,更容

易实现大面积的应用.实施专业化统防统治,实行农药统购、统供、统配和统施,是减少农药乱

用,严控高毒、高残留农药使用的有效途径[4].2018-2021年,锦屏县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区

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达30%以上.

3.3 专业化统防统治是促进粮食稳定增产的关键措施

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一项艰巨的战略任务.受异常气候、耕作制度变

革等因素影响,农作物病虫害呈多发、重发和频发态势,成为制约农业丰收的重要因素,做好

病虫害防控工作对确保粮食稳定、增产至关重.与传统防治方式相比,专业化统防统治具有技

术集成度高、装备比较先进、防控效果好、效率高,能有效控制病虫害暴发成灾[6].锦屏县专业

化统防统治作业效率比传统的防治提高10倍、防控效果提高8%以上,每667m2 增产15%以

上.“减损就是增产”,发展专业化统防统治是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重要措施.

表2 锦屏县2021年水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效果统计

类别 全年667m2 用药量/g 平均防效/% 667m2 产量/kg

专业化统防统治区 210.0 85.1 660.4

对照区 326.0 76.9 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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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题分析

4.1 社会化服务、专业化防治面积仍然较小

锦屏县2021年主要农作物水稻、玉米、马铃薯、豆类、油菜、果树、蔬菜等种植面积共计

27012hm2,社会化服务、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1340hm2,仅占种植面积的4.96%,占全县通

过组织村两委、合作社、企业等大户开展统防统治面积11840hm2 的11.32%(表3).

表3 锦屏县2021年主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统防统治对比 hm2

作物种类 种植面积 统防统治面积 社会化服务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

水稻 6693 4470 1010
玉米 800 400 42

马铃薯 4565 1060 0
豆类 947 210 0
油菜 3113 1000 0
果树 5027 3540 178
蔬菜 5867 1160 110
合计 27012 11840 1340

专业化统防统治占比/% 4.96 11.32

4.2 山地条件制约了专业化统防统治的发展

锦屏县耕地总面积19066.7hm2,13.3hm2 以上坝区面积仅有3066.7hm2,占耕地总面积

16.08%.山坡多、平地少,具有单、散、小的典型山地农业特点,多数地块地形复杂,不利于植

保无人机的施药.由于受到山地条件限制和传统单户进行生产等因素的影响,土地流转连片种

植面积不大,90%耕地由农户分散种植,只有10%耕地集中在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中经营.
种植大户容易接受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而小户接受意愿较低.防治组织向小户开展专业化统

防统治上门宣传、协商、动员需要花费较多的人力和时间,为了提高签药效率,工作的开展一

般需要村两委人员协助,并支付一定的报酬,防治成本增加.
4.3 认识不到位

多数农户对专业化统防统治作用、优势认识不足,尤其是对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作用认

识不到位,习惯于单家独户的传统生产方式,缺乏参与专业化统防统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接

受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意愿不高.
4.4 自身建设有待提升

部分专业防治组织技术水平偏低,遇到较为复杂的病虫害时,只能单纯承包施药劳务服

务,而不能提供防治用药服务.加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季节性明显,非病虫害防治季节,部分

机手会外出务工,机手报酬与出外务工相比,收入明显偏低,阻碍了专业化防治组织的发展.
4.5 抗风险能力不强

防治组织在施药防治后,常常遇到一些突发性的病虫、旱涝灾害以及农资价格变动等不确

定因素,影响防治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防治成本,影响承包服务收益和服务组织的发展

壮大[7].
4.6 扶持力度仍然偏弱

目前锦屏县对防治组织的扶持,主要通过省级下达的病虫害防治项目资金和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试点项目进行承包防治补助,但每年项目的不确定性且资金量相对有限,难以满足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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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的需要,不足以调动农户、防治组织的积极性,对防治组织的扶持发

展力度仍然偏弱.
4.7 补助资金未及时拨付

近年来,部分地区由于受到地方财政资金不足的影响,应该兑现给防治组织的补助经费未

能及时拨付,挫伤了防治组织的积极性.
4.8 主要施药器械性能、质量有待改进

当前锦屏县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主要使用的施药器械为植保无人机.无人机使用寿命较

短,使用年限仅为3~4年,一般使用2年后,电池储电能力明显减弱,不能提供充足电能保障

飞行施药时间,同时其他零部件易于老化,飞机飞行时自动跌落事故率增多等现象,增加了防

治组织购买施药器械的资金投入,经济效益降低.

5 发展策略

5.1 积极培育防治组织发展

专业化防治组织组建方式应多样化,可由村两委牵头组建,也可由种植大户、合作社、农

业龙头企业或农资经营企业建立[3-6].各级农业部门要做好政策扶持,重点促进具有一定实力的

防治组织的建立,帮助制订服务规程和管理办法等,引导防治组织优质、规范服务和科学防控,

积极培育专业防治组织的发展.
5.2 多渠道创收是保障稳定发展的基础

当前,单靠专业化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收入还不能完全保障防治组织稳定生存发展,需要

有其他产业收入作为防治组织发展的基础.从锦屏县的经验来看,完全依靠上级政策资金帮助

组建和开展业务的防治组织,一般缺乏自我发展的目标和动力,没有稳定经济收入来源,防治

组织往往难以生存和发展.目前锦屏县3个专业化防治组织都有自己的种植基地,或其他业务

收入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保障了施药队伍的稳定,促进了防治组织平稳发展.采取多渠道创

收的方式,积极主动开拓市场,增强自身“造血功能”,以发展其他产业为依托,增加收入的稳

定性,不断加强防治技术和技能学习,提升服务效果,是防治组织保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5.3 强化宣传力度

通过新闻媒体宣传、防治样板田参观、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途径进行广泛传播.宣传统防

统治和绿色控害效果,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到专业化统防统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

参与统防统治的积极性.
5.4 做好技术指导服务

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专业化防治从业人员开展技能培训,通过对病虫害知识预测预报、综合

防治、用药知识等方面的系统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和防治技术水平[8].同时要加强技术指导,及时

向专业化防治组织提供病虫发生趋势预报,指导开展专业化防治,确保获得理想的防治效果.

5.5 提升土地流转规模

连片大面积集中经营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推进产业规模化发展,也有利于专业化统

防统治工作的推进.目前锦屏县虽然进行了土地流转工作,但流转的力度、面积还相对较小,

种植大户较少.因此要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政府有关部门应出台有关扶持政策,鼓励将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

提升土地流转规模,扩大连片种植规模,以适应发展植保专业化防治的要求.同时引导农民采

取互换、并地的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农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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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化,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5.6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的产业是农业,服务的对象是农民,服务的内容是防灾减灾,具有较

强的公益性[3].锦屏县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虽然已经过10多年发展,但目前在仍然处于起步阶

段,发展规模仍然偏小,仍然需要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建议县级以上的政府设立财政专项资

金,对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进行扶持.扶持资金主要用于技术培训、购机补贴、专业化统防统

治补助等,扶持做大做强防治组织.如浙江省天台县对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实施财政专项

补贴,自2008年开始,补助标准从20元/667m2提高到40元/667m2,统防统治实施面积逐年

实现大幅提高,服务面积已从2010年的266.67hm2发展到2016年的9467.67hm2[9].加大财

政专项补助政策对统防统治工作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5.7 改进施药器械质量

植保无人机施药效率高,已逐步成为防治组织使用的主要施药器械,但仍然存在零部件易

于老化、使用寿命较短等缺陷.生产企业应根据存在的问题及时改进,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

升质量和使用年限,不断研制出效率更高、持久耐用、高性能的无人机,助力推动专业化统防

统治工作高质量发展.

6 小结

总之,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开展社会化服务,具有技术化、标准化、规模化、统一化、高效

化“五化”优势.是现代农业生产中病虫害防治工作发展的方向,从以政策扶持发展的起步阶段

向适应市场需求发展,再到高质量发展升级,使之成为病虫害防治的主力军.大力推进专业化

统防统治工作,是实现现代农业建设、适应病虫发生规律、提升植保工作水平的有效途径,是

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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