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卷 第3期 植 物 医 学 2023年6月

Vol. 2 No.3 PlantHealthandMedicine Jun. 2023

DOI:10.13718/j.cnki.zwyx.2023.03.009

水稻病虫害预警监测的表格化管理与实践
李伟兵1, 甘宗恒1, 李勇峰2, 陈建芝3, 黄守行4,

何花1, 何红丽1, 郑丽娟1, 段宝锋1,
蔡卫军1, 贺文军1, 资晖军1, 李文龙1

1.湖南省衡南县农业农村局,湖南 衡南430422;

2.湖南省衡阳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湖南 衡阳430404;

3.衡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湖南 衡阳430404;

4.衡阳市农业科学院,湖南 衡阳430404

摘 要:本研究在水稻病虫害预警监测工作中,以发生期预测为重点,自主设计了周预测

表、进度推算表、自动虫情测报灯数据记录表、历年战役安排表、一季稻生育期推算表等表

格,并进行了实践应用.旨在通过推行表格化管理,精确掌握病虫害的发生期,科学、精准

发布预警信息,确保将病虫害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缓解当前植保预警监测工作人员素质

不高、队伍不够稳定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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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isstudy,intheearlywarningandmonitoringofricediseasesandpests,focusing
onthepredictionofoccurrenceperiod,theweeklypredictiontable,progressestimationtable,
automaticinsectsituationdetectionlampdatarecordtable,pastbattlearrangementtable,
growthperiodestimationtableofsinglecropriceandothertableswereindependentlydesigned,
andappliedinpractice.Thestudyaimstoaccuratelygrasptheoccurrenceperiodofdiseasesand
peststhroughtheimplementationofformsmanagement,scientificallyandaccuratelyrelease
earlywarninginformationtoensuretheeliminationofdiseasesandpestsintheearlystage,and
alleviatethecurrentdilemmaoflowqualitystaffandinsufficientstabilityoftheteaminthe
workofearlywarningandmonitoring.
Keywords:earlywarningmonitoring;ricepestsanddiseases;teamdilemma;forms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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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产每时每刻面临气象灾害、生物灾害两大自然灾害的威胁.农业生物灾害因其发生

种类多、发生面广、危害损失大被喻为农业生产的第一灾,然而对上述2类灾害的预警监测工

作在人员、措施或手段存在很大差距.气象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具有健全的机构,农业生物灾害

(即动植物保护)测报则仅是农业农村部门的微小机构之一,经多轮机构改革,近年来已呈“线
断、网破、人散”的困局.预警监测工作需要有经验的同志才能胜任,但目前普遍存在岗位人员

少、人员不稳定的现象.在措施或手段方面,气象灾害预警监测与农业生物灾害监测预警差距

更大.针对如何提高生物灾害预警监测的现代化、科技化,农业部门、科研院所、企业近年来在

病虫监测自动化、智能化实时监测预警、预报信息服务模式创新及植保大数据建设等方面进行

了不懈探索,取得了明显进展[1-2].但是,当前大部分数据依靠基层植保工作人员实地目测调查

获得.对基层植保工作者而言,如何在适应人员困境的同时,对繁杂的监测数据去粗取精,科

学、从容指挥好县域内病虫害大面积防控工作,需要一定的数据管理能力.近年来,湖南省衡

阳市衡南县植保植检部门在水稻病虫害预警监测上推行了表格化管理,以期及时开展病虫害田

间调查、准确发布病虫预报,更好地服务防控工作.

1 研究思路

病虫害预测预报按发布时间距防治适期的时间长短分为短期预测、中期预测、长期预测;

按预报内容分为发生期预测、发生量预测、危害程度预测、产量损失估计、风险评估等,其中发

生期预测是确定病虫害防治适期的依据[3-4].衡南县水稻病虫害有20余种,重点预警监测并将

数据上报“湖南省农作物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的是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稻瘟

病、纹枯病、稻曲病、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这“三虫四病”也是对当地水稻生产影响最大的病

虫害.监测预警指导防治经多年实践发现,虫害重于病害、短期预测重于中长期预测、发生期

预测重于发生量、危害程度等预测.因此,表格设计重点还是侧重于发生严重的虫害、更有效

地指导防治的短期预测和发生期预测.

2 主要表格

2.1 水稻病虫害周预测表

水稻病虫害周预测表(图1)主要预报3方面内容:一是病虫害田间发生情况,包括二化螟、

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田间虫口基数、发育进度(图2、图3),“两迁”害虫的迁入、稻纵卷叶螟田

间赶蛾情况、病害及其他病虫发生情况;二是本周气温、降水等天气情况;三是水稻苗情.在掌

握以上3个重要预报要素基础上预测下一重要虫态发生期、防治节点.此表由下田调查人员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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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以便时刻关注重点对象、重点虫态、掌握进度,避免错过防治适期.

图1 水稻病虫害周预测表

图2 二化螟、稻纵卷叶螟发育虫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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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稻飞虱发育虫态示意图

图4 二化螟发育进度推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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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病虫发育进度推算表

包括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的发育进度推算表(图4、图5、图6).二化螟为本地虫

源,一年发生4代.表格设计了各代次成虫产卵前期、卵、1~6龄幼虫、预蛹、蛹等发育虫态常

年的发生历期,当地各代每年的温度变动比较少,如1代温度通常在21~25℃,2~4代约为

30℃,在以上温度条件下,1代、2~4代产卵前期为3d,卵历期分别为10d和5d,1~6龄幼

虫期分别为5~7d,4~5d,预蛹期为0.8d,蛹期分别为6d,5d.通常年份,越冬代成虫有2~
3个高峰,重点是前2个高峰;第1代至第4代幼虫的重点也是前2个高峰.

稻纵卷叶螟、稻飞虱是迁飞性害虫,一年迁入峰次较多,通常年份在当地可发生6代,可

将每个迁入峰记录,并进行进度推算.
这3个表格有助于测报人员从整体(或宏观)上跟踪害虫进度,并与周预测表、灯诱、系统

赶蛾互为验证.

图5 稻纵卷叶螟发育进度推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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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稻飞虱发育进度推算表

2.3 自动虫情测报灯数据记录表

利用昆虫的趋光性使用自动虫情测报灯进行成虫监测是当前植保预警监测的一个重要措

施.该方式对水稻上的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均有效果,应用得当可以提高病虫害预警

监测的准确率.将灯诱数据录入表格进行保存对害虫预测预报和发生规律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图7).
2.4 历年战役安排表

一个完整的病虫害预测包括4个步骤:根据预测的任务确定预测目标、收集和分析有关资

料和情报、选择预测方法并组建数学模型进行预测、预测评价和检验修正[4].对于基层植保工

作者而言,战役安排后天气、防治时间、防治药剂对防治效果、病虫害进度是否有影响、有何影

响、战役安排前田间调查数据是否精准、战役安排是否科学、有何经验或不足等,上述这些因

素有必要通过田间调查验证,并以简短文字总结.《历年战役安排表》以年度为单位对每期水稻

病虫防治战役进行记录,主要内容包括每次战役的防治适期、依据或理由、预测评价或检验修

正3个方面(图8).通过此表进行认真总结和纪录,有利于提升预警监测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和

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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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自动虫情测报灯数据记录表

图8 历年战役安排表

2.5 一季稻生育期推算表

一季稻已成为当前湖南省衡南县水稻的一个重要栽培类型.由于一季稻播种期不一致,病

虫害发生时期与危害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对稻瘟病、稻曲病防治的关键是要把握好幼穗发育进

度.如何科学有效地因田施策、指导大面积防治工作,需要植保工作者掌握农学方面的知识,
并与植保工作深度融合.一季稻生育期推算表按不同播种期列出了衡南县一季稻从种到收的各

生育阶段历期、距离收割时间,并将重点生育期需重点关注病虫防治时间点、病虫名称进行列

举(图9).合理应用此表有助于科学开展病虫害预警监测和大面积防控工作.

3 应用实例

3.1 二化螟

由于二化螟在湖南省衡阳市已对双酰胺类杀虫剂产生严重抗性,国际国内又尚无有效新

药,当前该虫在衡阳市的防治适期已由过去的1,2龄幼虫高峰(1代、3代)或卵孵化高峰(3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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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调整为各代卵孵化高峰.此时以枯鞘为代表的二化螟危害症状并未显症.受此影响,植保

植检部门一是发布病虫情报的时间要相应提前,二是二化螟进度监测要及时精准.以2017年3
代二化螟预警监测为例,根据田间调查、进度推算表推算、灯下验证,二化螟越冬代羽化高峰

分别为4月21至4月25日、4月30日至5月5日,1代二化螟羽化高峰为6月17至6月21
日、6月26日至7月1日.2017年6月中旬至7月初连续强降雨,对二化螟羽化、产卵、幼虫成

活抑制明显,田间调查2代二化螟虫口基数极低.部分工作多年的预警监测人员推断该年的3
代、4代二化螟不会成灾.根据发育进度推算表推算2代二化螟羽化高峰应为7月25日至7月

29日、8月4日至8月9日,防治适期应为8月5日至8月10日、8月15日至8月20日.历年

病虫防治战役安排及田间验证表明,湖南省衡南县双季晚稻田3代二化螟第一峰防治适期不能

超过8月10日,相应的病虫情报发布时间不能超过8月1日.此时自动虫情测报灯下7月19
日至7月29日蛾量依次为8头、6头、16头、25头、26头、19头、24头、56头、46头、54头、

70头、35头,7月26日蛾量突增,但尚不能判断蛾高峰.根据多年防治战役安排经验及已有数

据,安排8月8日至8月12日对3代二化螟进行了一次防治.事后查看自动虫情测报灯数据,2
代二化螟第一羽化高峰日为8月2日.田间验证此次防治时间相当精准:8月12日以后施药的

丘块二化螟不同程度出现危害.
3.2 稻纵卷叶螟

以2021年为例,田间系统赶蛾、灯诱监测表明,稻纵卷叶螟于5月27日至5月30日、6
月6日至6月8日、6月18日至6月21日出现了3个迁入峰.根据发育进度推算表推算,下一

代稻纵卷叶螟本地蛾高峰应为6月28日至7月1日、7月8日至7月10日、7月20日至7月

23日,田间赶蛾及灯下诱蛾表明本地蛾峰出现在6月28日至7月4日、7月22日至7月24日.
根据上述进度,大面积防治安排7月10日至7月15日、8月3日至8月8日进行防控,事后田

间验证准确率100%.但在13340m2 一季稻病害试验田出现以下问题:气象记录表明衡南县6
月20日已进入高温干旱期,根据往年经验,高温干旱会抑制稻纵卷叶螟产卵,即使产卵也会因

气候条件难以孵化,从而形成干瘪卵或无效卵;7月9日调查试验田水稻己进入幼穗分化4期、
每667m2 卵量3.5万粒(以2、3级卵为主),此期田间有一定的水层(即小气候尚可),根据《一
季稻生育期推算表》推算水稻破口抽穗期(即病害防治试验施药适期)应为7月18日,根据田间

卵量情况,稻纵卷叶螟施药适期应为7月10日至7月14日;针对2个施药窗口期不一致的情

况,到底是根据试验要求按生育期施药,还是根据“虫到不等时”按虫情施药,形成了2种不同

的观点,经厂家同意,2个重复按虫情施药适期于7月10日至7月12日施药,1个重复按病害

防治适期(即按水稻生育期)于7月18日按生育期施药.事后田间验证:7月18日施药的丘块稻

纵卷叶螟卷叶率为4.11%(↑6.40%),倒三叶受损较为严重;7月10日至7月12日施药的丘块

没有受到稻纵卷叶螟危害,功能叶全部完好.
3.3 稻飞虱

以近年7月中下旬稻飞虱的预警为例.受稻飞虱迁入峰次没有稻纵卷叶螟明显、当前稻飞

虱的主流防治药剂有内吸性且持效期较长等因素影响,衡南县稻飞虱的防治时间基本跟随二化

螟、稻纵卷叶螟,采取防治二化螟、稻纵卷叶螟时使用稻飞虱防治药剂持续、多次压低虫口基

数的策略.由于防治、取样等原因,预警监测人员田间调查的数据不一定能代表辖区内所有类

型田的病虫害发生实况.受此影响,在稻飞虱的预警监测中可能存在进度推算表、周预测表不

起作用的情况.但根据历年战役安排表总结数据,8月上中旬稻飞虱在一季稻失治田、植保无人

机施药田等局部丘块极易成灾.吸取多次教训,近年来衡南县植保植检部门一是在关键时期分

类型田加大普查力度,二是在低龄若虫高峰期(7月中下旬)发布预警信息,三是根据《一季稻生

育期推算表》将4月10日至5月10日播种的一季稻田做为防控重点.由于提前做好预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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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年来未出现反映植保部门病虫预警监测不准的投诉.

图9 一季稻生育期推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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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病虫害预警监测是一项技术性、实战性很强的工作.作为一名合格的病虫害预警监测工作

者,对关键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实况,应该像天气预报的卫星云图一样,了然于心;在组织大面

积防治的实战中,我们应该像军事家一样“挂图作战”.多年实践证明,使用周预测表、发育进度

推算表、自动虫情测报灯数据记录表等有助于掌握害虫的发生期.使用历年战役安排表、一季

稻生育期推算表等有利于我们科学、精准发布预警信息,确保将病虫害消灭在萌芽状态.期待

相关科研机构开发、设计出适合基层病虫害预警监测工作者使用的小程序、APP或表格等,以

缓解当前预警监测工作人员队伍不够稳定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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