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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是保障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安全、防灾减灾的重要举措之一,

也是植物保护工作的中心内容.近年来,山西省运城市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立足重大病

虫害防控、专业化统防统治、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成绩斐然,但仍存在一些困难.本文从

政策落实和技术推广方面分析运城市当前病虫害防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普及病虫害测报

信息化推广应用、推广病虫绿色防控技术、加大统防统治力度、实施农药减量增效行动、保

障政策扶持力度、加强技术培训和保障力度等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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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ropdiseasesandpestscontrolisoneoftheimportantmeasurestoensurethesafety
ofagriculture,especiallyfoodproduction,disasterpreventionandreduction,andisalsothe
centralcontentofplantprotection.Inrecentyears,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diseasesand
pestshasmaderemarkableachievementsbasedon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majordiseases
andpests,professionalunifiedcontrolandmanagement,andtheconstructionofgreenpreven-
tionandcontroldemonstrationareas.However,therearestillsomedifficulties.The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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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in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diseasesandpestsareanalyzedfromtheperspectiveof
policyimplementationandtechnologypopularization.Effectivemeasureswereputforward,
suchaspopularizingtheapplica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ofdiseasesandpestsmeasure-
mentandreporting,popularizingthegreenpreventionandcontroltechnologyofdiseasesand
pests,strengtheningtheeffortsofunifiedpreventionandcontrol,implementingtheactionof
reducingpesticideuseandincreasingefficiency,ensuringthepolicysupport,strengtheningthe
technicaltrainingand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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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是保障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安全及防灾减灾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

植物保护工作的中心内容.近年来,山西省运城市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工作中,认真贯彻“预防

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并在不断强化“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科学植保”理念的基础上,

紧紧围绕“提质增效转方式,稳粮增收可持续”的主线,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因地制宜,以重大病虫防控和专业化统防统治为重点,扎实推进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病虫绿

色防控和专业化统防统治融合工作,经济、安全、有效地控制住了各种病虫草鼠害的危害,把

损失降到了最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显著,确保了运城市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

量安全、生态环境和人畜安全,为运城市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增收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但

是,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一些困难.本文总结了运城市病虫害防治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同时对未来病虫害防治提出了适宜的对策和合理建议,旨在为病虫害防治提供理论指导.

1 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政策落实方面

1.1.1 秸秆还田不规范

在小麦、玉米一年两熟耕作制度下,大量玉米秸秆连年还田,对麦田土壤微生态系统产生

了显著影响,导致小麦地下害虫、土传病害危害加重,根部病害加剧发生[1].运城市田间温湿度

较低,秸秆还田操作粗放,粉碎不彻底,导致农作物秸杆难以腐熟,为地下害虫等虫卵安全越

冬提供了有利条件;根茎类、土传病害病原积累,导致粮食作物病虫加重,尤其是地下害虫、玉

米螟等虫害;丝黑穗、根腐病、纹枯病、全蚀病等病害防治难度加大,也给粮食生产安全造成一

定威胁.

1.1.2 项目资金下达时间受限

目前省级下达运城市的项目资金主要是中央救灾资金,该项目已开展实施多年,减轻了病

虫危害损失,减少了农药使用量,实现了农业节本增效,推动了病虫害统防统治组织健康发展,

社会反响整体较好.但是,在资金下达时限上仍存在问题,资金大多都是在全国两会结束后安

排,下达到市级、县级再按程序招标采购,通常是4-5月份,此时已错过小麦的最适打药期,

加之资金不能跨年使用,严重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1.1.3 农药减量空间有限

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农药已成为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生产材料,对保证产量具有重要

作用,但农药的不合理使用导致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加剧[2].运城市农药使用量常年维持在

4000t左右,已连续6年实现化学农药使用量负增长,农药用量稳定,农药结构合理,但是农

药成本逐年提高,原药和人工费用逐年增加,尤其是生物防治和理化诱控成本高、见效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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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困难,加之暴发性、迁飞性病虫害和草地贪夜蛾、番茄潜叶蛾等外来有害生物发生的不确定

性,客观用药需求增加,致使农药减量下行压力增大.

1.2 技术推广方面

1.2.1 绿色防控技术普及率不高

绿色防控技术是各项植保技术集成的配套技术,也是植保工作的发展方向,运城市全年病

虫害绿色防控面积达到40万hm2 以上,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50%以上,完成了目标任务,取

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运城市共扶持建设省、市、县各级规模108个农作

物病虫绿色防控示范区,总共面积2万余hm2,辐射带动周边面积超13.33万hm2,涉及小麦、

苹果、梨、蔬菜等多种作物,扶持建设万荣、临猗、芮城和闻喜4个省级病虫害绿色防控及农药

减量增效示范基地,示范基地应用生态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治和科学化学防控等绿色防控

技术集成体系,绿色防控措施到位率达100%,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30%,核心示范区面积达

到83.33hm2,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开展绿色防控面积超566.67hm2.尽管绿色防控已开展多年,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绿色防控技术推广普及仍有一定难度,生物防治和理化诱控成本太

高,同时绿色防控见效慢,多为政府推动,农民缺少自主开展观念,加之土地多为分散经营,统

一开展病虫害绿色防控和专业化防治节奏缓慢,严重影响了绿色防控技术推广进度.

1.2.2 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发展水平有待提升

运城市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共计130个,其中经工商、民政注册登记且在农业部门登记备

案95个,从业人员总数2800余人,其中经农业部门专业技术培训人员1500余人.在各种病

虫害发生的关键时期,这些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能够采取统一组织、统一规划防治地块、统一

调运农药、统一防治时间,做到连片作业,有效地控制了重大病虫危害,保障了农产品产量和

质量安全.但这些组织多规模小、设备少,其服务能力、技术水平、运行管理等各方面还存在不

足,市场竞争力较弱,运城市各类大中型植保机械(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悬挂式喷杆喷雾机、牵

引式喷杆喷雾机、大型风送式弥雾机、直升机、动力伞、三角翼等)370余台,平均每个组织人

员为10人左右,拥有大中型高效植保机械不到3台;全年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累计实施面

积超180万hm2 次,病虫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44%以上,但是粮食作物专业化统防统治

实施面积占到50%,其中中央资金、政府项目等占到60%以上,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还是以

政府项目为主导,加之运城市地形复杂,具有山地、丘陵、平原地貌类型,其中平原面积占总面

积的58.2%,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41.8%,部分县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混种,粮食作物以背

负式高低杆或者无人机进行防治,速度快,效率高,能及时应对重大病虫害,而经济作物受栽

培模式限制不适宜先进植保器械施药,造成农药使用成本增加,加之先进的植保机械价格偏

贵,严重影响了农民购买和施药积极性.

1.2.3 后勤保障亟需加强

近年来,随着作物布局的不断变化,新品种不断种植,新发病虫害种类不断增加,对植保

技术人员的要求更高,而病虫害调查和防控相对辛苦,要同时面对复杂地形、高温高热天气和

各种农药,导致基层植保技术人员大量流失,加之病虫害监测工具较少、代表面窄,田间普查

仍是病虫监测的主要方式,多靠人眼识别或者经验判断,费时费力效果差,造成病虫错失去最

佳防治时间.同时“用车难”依然是基层植保部门在农作物病虫调查和防治工作面临的问题之

一,尤其是在重大病虫害发生时,需要及时、全面地了解田间发生动态,并适时组织指导应急

防治,但基层没有植保专门车辆配备,往往是私车公用,加之病虫调查道路崎岖,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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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了植保工作的开展.

2 对策和建议

2.1 普及病虫害测报信息化

病虫测报是植物保护工作的基础,在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中起着信息支撑和决策支持的作

用.精准的测报可以指导农户“防与不防、什么时候防、防几遍、用什么方式防”,从而提高防控

效果,最大限度地减少农药用量[3].如今,以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为基础,融合视频、拍照

和自动分类计数为核心的害虫发生信息自动采集和病虫害远程实时监控系统已在全国各地农

技推广中心的推广下得到广泛应用[4],应该加大推广力度,统筹结合调查地块的地域、气候、

人为因素等实际情况,促进病虫测报信息化高速发展.同时,也要增加项目投入,通过设立专

项、明确专人、增加投入、加大考核等途径,在测报工作安排中,列出部分专项经费,支持新型

测报工具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积极推进新型测报工具研发应用[5].

2.2 积极推广病虫绿色防控技术

立足农药减量增效,分区域、分作物建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加速集成推广应用[6],通过

生态调控、预防保护、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精准用药等,规范建立绿色防控技术[7].同时根据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意见》(农办农〔2011〕54号)要求,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以绿色防控培训宣传活动为突破口,绿色防控试验和示范为模式,绿色防控示范县

为抓手,加大政策扶持,建设一批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加快培育建设国家级“绿色防控示

范县”,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绿色防控技术大面积应用.同时,加大对合作

社、农资经销商及农户普及科学用药技术,尤其是绿色防控技术,推广生物农药,积极寻求生

物农药、绿色防控设备补贴模式,降低成本,形成农民群众愿意用、主动用的局面,实现农业绿

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相融合.

2.3 加大统防统治力度

植保现代化是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内容,农作物病虫专业化防治组织是植保工作的主方

向,是解决当前农村防病治虫中劳动力缺失、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措施[8],运

城市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上百个,发展前景良好,继续按照“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

循序渐进”的原则和“扶大、扶优、扶强”的扶持方针,扶强一批、做大一批、做优一批农作物病

虫专业化防治组织,突出优势项目,做好市场规划,加大政府扶持.此外,也要盘活市场,谋求

多方发展,争取多方支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转,最终形成你争我

赶、热火朝天的新局面.应急防控是病虫害防控的重要工作,统防统治是病虫应急防控的有效

措施,以围绕稳粮保供为重点,以“两增两减”虫口夺粮促丰收行动和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

“十百千”技术指导行动为抓手,拓实推进病虫害防治,加大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低残留化

学农药的科学使用,在化学防控和统防统治上,积极推广飞机防治、自走式旱田作物喷杆喷雾

机、烟雾机、加农炮等新型先进植保机械,通过统防统治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农作物病虫害防

控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助力有机旱作农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2.4 继续实施农药减量增效行动

运城市农业发展过程中农药使用总量趋于稳定,农药科学安全使用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当

前,农业已进入特色转型、优质发展新阶段,农业部在《到2025年化学农药减量化行动方案》中

对农药减量增效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前提下,强化农药科学合理使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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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高农药利用效率是新要求[9].一要加强农药安全使用宣传,通过多种形式,依托“百县千乡

万户”农药科学安全使用技术,正确引导合作社、种粮大户、农户积极开展生物农药代替化学农

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代替老旧农药,高效施药方式代替陈旧施药方式,同时加大培训力度,

培育一批能够对症选药、精准施药等现代化的农民测报员、农民病虫防治能手和农民机防手.
二要持续深入推进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融合工作,继续依托各级绿色防控及农药减量示范基

地,通过辐射带动,推广新的技术模式,转变传统依赖化学农药的防治方式,因地制宜集成推

广绿色防控措施,加大生物农药的使用,从而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2.5 保障政策扶持力度

优化资金扶持,增加资金扶持面,扩大政策范围,引进更加适宜当地使用的先进植保机械,

进一步提升其防控能力和防控水平,积极引导资金使用,调整资金使用期限,适当考虑跨作物、

跨年份使用.

2.6 加强技术培训和保障力度

继续增强技术人员培训力度,要有广度,更要有深度,增加培训范围,通过请进来和走出

去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式,让农民和技术人员能力得到快速提升,同时建立健全市、

县、乡、村4级植保队伍体系建设.因病虫监测工作还是主要依靠基层,还需增加农民测报员数

量并加大培训力度.提高植保技术人员补贴标准,落实危化品接触补贴和高温补贴,提高人员

工作积极性从根本解决植保人员流失的现状.增加基层植保用于病虫监测防控的车辆,开展大

田病虫监测和防治,掌握重大病虫发生动态,及时组织指导应急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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