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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客观反映病虫害防控工作对果树产量的保产效果和植保贡献率,2022年全国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陕西、山西2省7县(市、区)植保站,以北方主要果树种类苹果、

梨为研究对象,系统开展田间对比试验,进行了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工作.据2省7
县(市、区)多点试验测产数据,2022年北方苹果病虫害防控的植保贡献率为35.57%,其

中,科学 综 防 区、统 防 统 治 区 和 农 民 自 防 区 的 植 保 贡 献 率 分 别 为50.91%,37.27%和

30.95%;梨病虫害防控的植保贡献率为44.38%,其中,科学综防区、统防统治区和农民自

防区的植保贡献率分别为56.17%,42.84%和36.09%.结果表明病虫害防控对果品保产植

保贡献率巨大,同时仍有较大潜力可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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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objectivelyreflecttheeffectofplantprotectionandthecontributionrateof
pestcontrolontheyieldoffruittrees,in2022,NationalAgro-TechExtensionandServiceCen-
ter(NATESC)organizedplantprotectionstationsin7counties(cities,districts)ofShaanxi
andShanxiprovincestosystematicallycarryoutfieldcomparativetestsandevaluatetheplant
protectioncontributionrateforappleandpear,whicharethemajorfruittreesinthenorthern
Chinaastheresearchobjects.Accordingtotheresultsoftheyieldmeasurementdataofthe
multi-pointexperimentinsevencounties(cities,districts)intwoprovinces,theplantprotec-
tioncontributionrateofapplepestscontrolinthenorthernChinain2022was35.57%,ofwhich
therateinthescientificcomprehensivepreventionarea,theunifiedcontrolarea,andthe
farmersself-preventionareawas50.91%,37.27%,and30.95%,respectively.Theplantpro-
tectioncontributionrateofpearpestcontrolwas44.38%,ofwhichtherateofscientificinte-
gratedcontrolarea,unifiedcontrolarea,andfarmersself-controlareawas56.17%,42.84%,
and36.09%,respectively.Theresultsshowedthat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pestscontribu-
tedgreatlytothefruityieldandplantprotectioncontributionrate,andstillhasgreatpotential.
Keywords:fruittrees;apple;pear;damageloss;plantprotectioncontributionrate

  苹果和梨是我国北方最为重要的果树种类,其栽培分布范围广、产量高,是全国城乡居民

喜爱的水果种类,在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

随着果品产业的发展,部分老果园栽培年限的延长,病虫为害加重,不仅严重影响果品产量,

也影响果品质量.从生产情况看,一般情况认为,果树病虫害造成的为害损失要高于粮食等大

田作物.有关粮食作物病虫害的危害损失和防控挽回损失尚有一些报道[1-4],但果树病虫害具体

为害有多大,通过防治挽回损失的植保贡献率有多少,除了云南省昭通市马永翠等[5-6]通过田

间试验,证明当地苹果病虫害在不防治的情况下,为害损失高达70%左右外,其他有关研究报

道一直较少,现实中缺乏有力的试验数据,难以反映果树病虫为害的严重性,以及病虫害防控

的效果和贡献率.为此,依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制订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效果与植保

贡献率评价办法(试行)》及有关文献[7-8],2022年在陕西、山西2省7县(区),围绕北方果树病

虫害的发生为害和防控植保率研究,以苹果(陕西省洛川县、白水县,山西省万荣县、阳泉郊

区、吉县)和梨(山西省祁县、原平市)2个主要果树种类为研究评价对象,科学选点,经多点田

间对比试验评估,以期为后期相关评价及病虫害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1 评价方法

1.1 试验设计

根据目前的生产实际,评价试验统一设4个处理,即严格科学防治区、统防统治区、农户

自防区和空白对照区.严格科学防治区为绿色防控集成技术示范区,全程按植保部门技术方案

进行防治.统防统治区选择果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种植能手、农民植保员栽培的果园,果农技

术素质较好,果园有一定规模,统一实施防治,管理水平较高.农户自防区由果农按照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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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防治习惯进行病虫害防治.以上3个处理一般以果园为单位,试验区面积3.33hm2 左

右;完全不防治空白对照区,不进行病虫害防治,面积667m2.

1.2 病虫害调查

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情况,从3月开始,在苹果、梨生长关键时期,在各试验区域开展主

要病虫害(包括:苹果褐斑病、白粉病、锈病、金纹细蛾、蚜虫、叶螨)调查,按5点取样法选

5株树,定株、挂牌标记,每株树选东、南、西、北、中5个方位,每个方位固定1个枝条,调查

病虫害发生情况并进行记载.

1.3 产量效益调查

本试验基于商品果进行评价,采收前分别对4个处理区进行测产,每个处理区选择5株

树,采收前1d,实测每棵树的产量,分拣出商品果,淘汰掉残次果,对商品果称质量计产,计

算商品果率,并根据平均株产量×667m2 株数计算产量.同时,果品全部采收后再根据整体产

量和商品果率验证试验数据.

1.4 为害损失率测算

本试验设定严格科学防治区,即在科学防控的情况下,病虫为害造成的损失最小,按理论

产量计;完全不防治区,即对病虫完全不进行防治,病虫为害造成的损失最大;其他不同防控

处理造成的为害损失居于中间[7-8].其计算方法如下:

667m2 商品果产量=667m2 产量×商品果率(%);

最大损失率(%)=(科学防治区商品果单产-完全不防治区商品果产单产)/科学防治区商

品果单产×100%;

实际损失率(%)=(科学防治区商品果单产-不同处理区商品果单产)/科学防治区商品果

单产 ×100%;

挽回损失率(%)=(不同防治处理商品果单产-完全不防治区商品果单产)/科学防治区商

品果单产×100%.

1.5 植保贡献率测算

植保贡献率即挽回损失率,不同防治水平的植保贡献率计算方法同挽回损失率.
县域范围植保贡献率根据不同生态区的防治处理情况及占比,参考病虫害发生程度、分布

状况调查数据,结合试验区域植保贡献率测算结果,采用加权平均的办法测算.北方区域的植

保贡献率采用参试各县域植保贡献率平均进行测算.
植保贡献率(%)=∑[(不同防治处理单产-未防治处理单产)/严格防治处理单产×不同

发生程度面积占种植面积的比].

2 结果与分析

2.1 苹果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

经陕西省洛川县、白水县,山西省万荣县、阳泉郊区、吉县植保站田间试验测定,以5县平

均数据汇总(以陕西洛川试验评价数据举例说明).在做好栽培管理基础上,2022年以陕西、山

西2省试验数据平均,评估北方苹果病虫害防控的植保贡献率为35.57%.其中,科学综防区、

统防统治区和农民自防区的平均植保贡献率分别为50.91%,37.27%和30.95%,科学综防区较

统防统治区和农民自防区的植保贡献率分别高出13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表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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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陕西洛川县苹果病虫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结果(陕西洛川)

试验处理
发生
程度

667m2

产量/kg
商品果
率/%

667m2 商品
果产量/kg

667m2 挽回
产量/kg

为害损
失率/%

植保贡
献率/%

占比/
%

县域植保
贡献率/%

科学综防区 1 2564 86.1 2207.61 1067.49 48.36 1

统防统治区 2 2328 83.78 1950.43 810.321 11.65 36.71 15

农户自防区 2 2350 80.18 1884.23 744.121 14.65 33.71 84

不防对照区 4 2314 49.27 1140.11 0 48.36

34.31

表2 北方苹果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结果(陕西、山西)

县区名称
严格科学防控区

挽回损失率/% 占比/%

统防统治区

挽回损失率/% 占比/%

农户自防区

挽回损失率/% 占比/%
县域植保
贡献率/%

全国植保
贡献率/%

洛川县 48.36 1 36.71 15 33.71 84 34.31

白水县 40.24 1 21.34 12 20.43 87 20.9

万荣县 61.74 13.85 51.37 66.29 47 19.86 51.94

阳泉郊区 55 6.7 47.5 60 25 33.3 40.51

吉县 49.23 3.98 29.42 92.05 28.6 3.97 30.18

平均 50.91 5.31 37.27 49.07 30.95 45.63 35.57

35.57

2.2 梨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

经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忻州市原平市2县植保站田间试验测定,以祁县、原平2县(市)平

均数据汇总(以祁县试验评价数据举例说明).在做好栽培管理基础上,2022年北方梨病虫害防

控的平均植保贡献率为44.38%.其中,科学综防区、统防统治区和农民自防区的植保贡献率分

别为56.17%,42.84%和36.09%,科学综防区较统防统治区和农民自防区的植保贡献率分别高

出14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表3、表4).

表3 梨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结果(山西祁县)

试验处理 发生程度 667m2 产量/kg 损失率/% 挽回损失率/% 占比/% 植保贡献率/%

严格综防区 1 3514.8 0 74.04 8

统防统治区 2~3 2804 20.22 53.82 70.9

农户自防区 4~5 2515.3 28.44 45.61 21.1

不防对照区 5 912.3 74.04 0 0

53.71

表4 北方梨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结果(山西)

县(市)名
严格科学防控区

挽回损失率/% 占比/%

统防统治区

挽回损失率/% 占比/%

农户自防区

挽回损失率/% 占比/%

县域植保

贡献率/%

全省植保

贡献率/%
祁县 74.04 8 53.82 70.9 45.61 21.1 53.71

原平 38.29 38.87 31.86 35.43 26.57 25.7 33

平均 56.17 23.44 42.84 53.16 36.09 23.4 43.36

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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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3.1.1 2022年北方果树病虫害防控的植保贡献率

经陕西省洛川县、白水县,山西省万荣县、阳泉郊区、吉县2省5县植保站开展田间试验

测定,在做好水肥等栽培管理的基础上,苹果病虫害防控的植保贡献率为35.57%;经山西省祁

县、原平2县(市)开展田间试验测定,梨的植保贡献率为44.38%.

3.1.2 果树病虫害防控贡献率还有较大潜力

多点试验结果表明,科学综防区较统防统治区和农民自防区的植保贡献率苹果分别高出

13.64和19.96个百分点,但占比仅10%;而统防统治区植保贡献率也比果农自防区高出6.32
个百分点,占比约50%.一些果业发展较早、基础较好的县,都有果业示范园区、果业合作社、

果业大户、“土专家”等,这些群体思想较为先进,愿意接受新技术,是今后开展科学防控、绿色

防控工作的主要着力点.通过进一步依托示范园区、果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

加强技术培训和示范带动,就有可能进一步推动绿色防控技术的规模应用,扩大科学防控和统

防统治的面积和比例,进一步提升植保贡献率.

3.2 讨论

3.2.1 关于果品作物的产量指标

苹果、梨等果树作物形成的果品不同于粮食作物,在产量的基础上,更注重的是能正常产

生经济效益的商品果.病虫害防治不好会影响树势,造成果实小、病虫果率高,大量果实达不

到商品果标准,当作残次果售卖而无法实现预期经济效益.因此,建议在今后的评价工作中,

应特别强调,要统一以商品果产量来评价果树病虫害防控的植保贡献率.

3.2.2 关于试验评价地点的选择

应尽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和果园,要能够兼顾体现不同的生态类型和防治水平.如陕

西、山西2省属黄土高原苹果主产区,如果能综合渤海湾主产区山东的测评数据,苹果病虫害

防控的贡献率就会更加客观.同时,在当地也要注意选择生态类型、病虫害发生程度、防控力

量等因素,使试验点的情况能尽量代表当地的病虫害发生和防控水平.

3.2.3 评价结果可能偏小

果树病虫害的年度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当年防治不好,其影响不止一年,如果不防治病虫

害,不但影响当年的果品产量和质量,而且会影响来年的花芽分化,进而影响产量和质量.本

年度试验是在上年防治较好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对照区为害相对较轻,产量相对较高,必

定造成评价结果偏低.同时,因担心减产多,试验中完全不防治对照区面积较其他处理区偏小,

由于周边病虫害实施了较好的防治,也间接对对照区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造成对照区病虫

害发生为害较轻,也进一步加大了评价结果偏小的可能.下一步在对照的选择上,可考虑找一

些即将废弃的果园进行参照,以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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