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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客观反映粮食作物病虫害防控的成效和贡献率,2022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组织河北、吉林、河南和云南4省植保体系开展玉米重大病虫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工

作.通过统一试验方案,设置严格综防区、统防统治区、农民自防区和完全不防区,采用多

点测产,经科学评估,2022年全国玉米病虫害(不包括草害和鼠害)防控植保贡献率为

18.74%.统计分析表明,严格防控情况下,植保贡献率比农户自防高8.44%;统防统治条件

下,植保贡献率也比农户自防高4.26%.玉米“虫口夺粮”仍有较大潜力可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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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evaluatetheresultof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majormaizediseasesandpests,
andobjectivelyreflecttheeffectivenessandcontributionrateofdiseaseandpestcontrol,in
2022,theNationalAgri-TechExtensionandServiceCenterorganizedtheplantprotectionsys-
temofHebei,Jiling,HenanandYunnantouniformlysettingstrictpreventionandcontrolare-
as,unifiedpreventionandcontrolareas,farmersself-defenseareasandnon-controlareas,u-
singthemethodofmulti-pointtestsampling.Afterscientificevaluation,thecontributionrateof
plantprotectiononnationalmaizepestsanddiseases(excludingweedsandrodents)in2022was
18.74%.Statisticalanalysisshowsthatunderstrictpreventionandcontrol,thecontribution
rateofplantprotectionis8.44%higherthanthatoffarmersself-prevention;underthecondi-
tionofunifiedpreventionandcontrol,thecontributionrateofplantprotectionisalso4.26%
higherthanthatoffarmersself-prevention.Theplantprotectioncontributionstillhasgreatpo-
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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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是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近5年玉米产量均稳定在2.6亿t左右,约占全年粮食总

产量的40%,是重要的粮食作物、饲料作物和工业原料,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肉蛋奶供

应和调剂日常膳食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强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成效与植保贡献率评

价工作,根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统一安排部署,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2020—2021
年试点探索总结的基础上[1-3],2022年印发了《关于加强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效果与植保贡献率

评价工作的通知》,制定了《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效果与植保贡献率评价办法(试行)》,前期组织

开展小麦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4-5],随后组织河北、吉林、河南和云南4省植保体系开展

玉米重大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工作,现将有关结果报告如下.

1 评价方法

1.1 试验处理安排

所有承担评价任务的省份选择不同作物具有代表性的主产县作为试验单位,按照统一试验

方案,以开展田间小区试验为主,在设置完全不防治对照处理的基础上,统一设置严格综防区、

统防统治区、农民自防区和完全不防区共4个处理.其中,完全不防区对照处理667m2,不设

重复;其他3个处理,每个处理134~200m2,重复3次.因不同处理防治力度和病虫基数等的

差异,形成不同的病虫害发生梯度.在作物收获期,通过实打实收测量不同防控处理情况下的

产量,判断不同防治情况下病虫害造成的损失和防治挽回损失,为加权平均计算防控植保贡献

率收集基础数据.

1.2 为害损失率测算方法

本试验设定,在严格综合防控情况下,病虫为害造成的损失最轻,按理论产量计;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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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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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测

算病虫害为害造成的最大损失率和不同防治力度的实际损失率,进而确定不同防治情况下为害

损失率.
最大损失率(%)=[(严格防治处理单产-完全不防治处理单产)/严格防治处理单产]×

100% (1)

实际损失率(%)=[(严格防治处理单产-不同防治力度处理单产)/严格防治处理单产]×

100% (2)

挽回损失率(%)=[(不同防治力度处理单产-完全不防治处理单产)/严格防治处理单产]

×100% (3)

1.3 植保贡献率计算方法

1.3.1 不同防治水平植保贡献率的测算

完全不防治情况下的产量损失率减去防控条件下的产量损失率,即为不同处理植保贡

献率.
植保贡献率(%)=完全不防治处理产量损失率-实际防控处理的产量损失率 (4)

不同防治水平植物保护贡献率还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植保贡献率(%)=[(不同防治力度处理单产-完全不防治处理单产)/严格防治处理单

产]×100% (5)

1.3.2 调查明确不同防治类型病虫害发生情况及占比

开展植保贡献率测算,要调查明确所辖区域内病虫害的防治情况、为害程度和分布情况,

明确所辖区域病虫害的发生面积.本试验按严格综防区、统防统治区、农户自防区为代表类型,

统计其面积占比,以为加权测算全代表区域病虫害造成的产量损失率做好准备.

1.4 不同地域范围植保贡献率测算方法

在当前生产中,一般需要分别计算县级、市级、省级和全国的植保贡献率.

1.4.1 县域范围的植保贡献率测算

根据不同生态区病虫害发生程度、分布情况和防治情况调查数据,结合代表区域植保贡献

率测算结果,采用加权平均的办法测算县域植保贡献率.
县域植保贡献率(%)=∑[(不同防治力度处理单产-未防治田单产)/严格防治处理单

产×不同发生程度面积在种植面积中的占比] (6)

1.4.2 市(地)级范围的植保贡献率测算

参考县域范围的植保贡献率的测算方法进行,也可依据所辖各县的植保贡献率结果,加权

平均进行测算.

1.4.3 省域范围的植保贡献率测算

采用各县的贡献率结果加权平均计算,也可以在县域测算结果的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

5~10个县,直接用加权平均的办法测算省域植保贡献率.
省域植保贡献率(%)=∑(县域植保贡献率×该县种植面积在统计总种植面积中的占比)

(7)

1.4.4 全国植保贡献率的测算方法

采用各省的贡献率结果加权平均计算,也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重点省份,用加权平均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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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算全国的植保贡献率.

全国植保贡献率(%)=∑(省域植保贡献率×该省种植面积在统计总种植面积中的占比)

(8)

2 评价结果

2.1 河北省玉米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结果

河北省植保植检总站在13个玉米主产市每市安排2个点,开展玉米病虫害防治效果与植

保贡献率评价工作.以鹿泉区、河间市、黄骅市、固安县、万全区5个有代表性地区的数据计算

河北省域防控贡献率.对5个县点测产数据平均后根据公式计算,严格综防区、统防统治区、农

户自防区病虫害防控挽回损失率分别为27.50%,22.53%和20.12%.据统计测算,河北省3种

防治类型所占比例分别为1.00%,54.30%和43.70%,加权平均后得出全省病虫害防控植保贡

献率为21.30%(表1).

表1 2022年河北省玉米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结果

试验处理 发生程度
平均单产/

(kg·667m-2)
损失率/
%

挽回损失率/
%

防治类型占比/
%

植保贡献率/
%

严格综防区 1~2级 615.3 — 27.50 1.00

统防统治区 2~3级 584.7 4.97 22.53 54.30

农户自防区 2~4级 569.9 7.38 20.12 43.70

完全不防区 3~5级 446.1 27.50 — 1.00

21.30

  注:依据河北省5个代表性地区调查数据,按照玉米种植面积加权评价计算防控植保贡献率.

2.2 吉林省玉米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结果

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组织公主岭市、蛟河市、敦化市、抚松县、洮南市、东丰县、梨树

县7个地区开展玉米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和数据采集工作.对7个地区进行数据平

均,严格综防区、统防统防区、农户自防区病虫害防控挽回损失率分别为19.81%,14.49%和

9.61%.据调查,吉林省3种防治类型所占比例分别为14.99%,46.74%和34.28%,加权平均病

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为13.04%(表2).

表2 2022年吉林省玉米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结果

试验处理 发生程度
平均单产/

(kg·667m-2)
损失率/
%

挽回损失率/
%

防治类型占比/
%

植保贡献率/
%

严格综防区 1级 740.09 - 19.81 14.99

统防统治区 2级 700.69 5.32 14.49 46.74

农户自防区 3~4级 664.56 10.21 9.61 34.28

完全不防区 5级 593.44 19.81 - 3.99

13.04

  注:依据全省7个代表性地区调查数据,按照玉米种植面积加权评价计算防控植保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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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河南省玉米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结果

河南省植保植检站在全省设立9个市(县、区)开展玉米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和

数据采集工作.经全省数据平均,严格综防区、统防统防区、农户自防区病虫害防控挽回损失

率分别为30.42%,26.26%和18.83%.据测算,河南省3种防治类型所占比例分别为3.49%,

50.49%和46.02%,加权平均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为22.99%(表3).

表3 2022年河南省玉米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结果

试验处理 发生程度
平均单产/

(kg·667m-2)
损失率/
%

挽回损失率/
%

防治类型占比/
%

植保贡献率/
%

严格综防区 1级 664.05 — 30.42 3.49

统防统治区 2级 636.46 4.15 26.26 50.49

农户自防区 2~3级 587.12 11.59 18.83 46.02

完全不防区 4~5级 462.06 30.42 — 0

22.99

  注:依据全省9个代表性地区调查数据,按照玉米种植面积加权评价计算防控植保贡献率.

2.4 云南省玉米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结果

云南省植保植检站在保山隆阳区、昆明富民县、寻甸县3个代表性地区开展玉米病虫害防

控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和数据采集工作.经全省数据平均,严格综防区、统防统治区、农户自

防区病虫害防控挽回损失率分别为25.90%,23.63%和21.30%.据测算,云南省3种防治类型

所占比例分别为11.89%,16.08%和62.03%,加权平均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为20.09%(表4).

表4 2022年云南省玉米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结果

试验处理 发生程度
平均单产/

(kg·667m-2)
损失率/
%

挽回损失率/
%

防治类型占比/
%

植保贡献率/
%

严格综防区 1 701.35 — 25.90 11.89

统防统治区 1 685.39 2.28 23.63 16.08

农户自防区 1 669.07 4.60 21.30 62.03

完全不防区 5 519.67 25.90 — 10.00

20.09

  注:依据全省3个代表性地区调查数据,按照玉米种植面积加权评价计算防控植保贡献率.

2.5 全国玉米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结果

依据河北、吉林、河南和云南4省测定的玉米病虫害严格综防区、统防统防区、农户自防

区防控挽回的产量损失率结果和各防治类型面积所占的比例,加权平均计算各省的植保贡献

率.在此基础上,依据各省玉米面积占4省玉米总面积的比例,按照公式(8)加权平均计算得到

2022年度全国玉米病虫害(不包括杂草和鼠害)防控植保贡献率为18.74%(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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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22年全国玉米病虫害防控植保贡献率评价试验结果 %

省份

严格综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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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控贡献率 植保贡献率

河北 27.50 1.00 22.53 54.30 20.12 43.70 21.30
吉林 19.81 14.99 14.49 46.73 9.61 34.28 13.04
河南 30.42 3.49 26.26 50.49 18.83 46.02 22.99
云南 25.90 11.89 23.63 16.08 21.30 62.03 20.09
平均 25.91 — 21.73 — 17.47 — 19.36

18.74

3 结论

3.1 2022年参试各省玉米病虫害防控的植保贡献率

经河北、吉林、河南和云南4省植保体系组织开展田间试验测定,在把握好土传病虫害、

苗期病虫害、生长中后期病虫害等防控环节,玉米病虫害防控的植保贡献率分别为21.30%,

13.04%,22.99%和20.09%,算数平均值为19.36%.

3.2 2022年全国玉米病虫害防控的植保贡献率

吉林、河北、河南和云南4省均为全国玉米主产省,分别代表我国北方春玉米区、黄淮夏

玉米区和南方丘陵玉米区,播种面积分别排全国的第2,6,5,9位,4省种植面积之和占全国

玉米总面积的30.2%左右.利用这4省玉米病虫害防控的植保贡献率加权平均计算全国玉米病

虫害防控的植保贡献率为18.74%.据此测算,2022年通过病虫害防控,共挽回玉米产量

5107万t.

3.3 玉米“虫口夺粮”仍然有较大潜力可挖

由表5中加权平均得到的数据分析得出,严格防控情况下,植保贡献率比农户自防高

8.44%;统防统治条件下,植保贡献率也比农户自行防控高4.26%.当前,全国玉米病虫害统防

统治覆盖率不到40%,绿色防控覆盖率在45%左右,离三大粮食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50%、主

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60%的目标仍有不小的差距.黄淮海地区光温资源匹配性好,是最具

增产潜力的区域,如何有效推广实施玉米中后期“一喷多效”技术,有效提升玉米保穗保产、控

害提质能力,对实现“十四五”粮食增产目标,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4 讨论

4.1 进一步增强选点的代表性

此次评价工作选点没有西北玉米产区样本入选,对于全国结果的测算可能存在影响,因为

不同地区的玉米病虫害发生种类不同,且不同的气候类型、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种植模式影

响下的产量水平对全国整体植保贡献率的测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完善.

4.2 进一步优化试验评价方法

2022年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省份开展试验县点的数量、调查数据的准备完整性都

存在差异,在计算各省不同处理的挽回损失率以及植保贡献率时,样本和数据量存在差异.同

时,目前的省域植保贡献率测算公式(7)和(8),由县域植保贡献率和不同处理挽回损失率两种

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数值存在差异,此次报告中是按照公式(8)的方式测算数值.因此,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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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分析明确,哪种计算方式能更科学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

4.3 进一步规范试验评价工作

在今后的调查测算工作中,一是选点要充分考虑各种生态区域、种植水平、管理模式等特

点,尽量兼顾全国各玉米主产区的情况;二是在试验处理、调查方法、数据分析、测算公式上还

有差异,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优化,达成共识;三是积极争取项目支持,科学测算植保贡献率

需要大量样本和基础数据作为支撑.当前基层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如果此项工作今后作为

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开展,需要从项目专项经费支持等方面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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