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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 是在 2006 年全国植

保工作会议提出的公共植保、 绿色植保理念基础

上，根 据 预 防 为 主、综 合 防 治 的 植 保 方 针，结 合 当

前 植 物 保 护 的 现 实 需 要 和 可 采 用 的 技 术 措 施 ，形

成的一个技术性概念 ［1］。其内涵就是按照绿色植保

理念，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生态调

控 以 及 科 学、合 理、安 全 使 用 农 药 的 技 术，达 到 有

效控制农作物病虫害，确保农作物生产安全、农产

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促进农业增产、
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的 ［2］。 近年来，湖南省各级农

业部门积极践行绿色植保理念， 着力推进病虫绿

色防控， 狠抓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与

推广，创建了多个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
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综合效益。 2007 年至 2011 年，
全 省 相 继 在 水 稻、 柑 橘、 蔬 菜 上 创 建 示 范 区 189
个，核心示范面积累计达到 5 万 hm2，辐射面积 57
万 hm2，创造经济效益上亿元。 虽然各地普遍采用

的上述模式在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推

广中起主导作用， 但该模式的推广应用也存在一

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农业部门可供投入资金不足、
绿色防控形成的产品与市场未形成对接、 农产品

优质不优价、农民积极性不高、企业或合作社投入

愿望不强等 ［3］方面。 解决此类问题，提高病虫绿色

防控生命力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则需要创新推广

模式。 鉴于此，本文拟从绿色防控基地基本情况、
主要使用的绿色防控技术、管理措施与成本、与市

场形成有效对接的措施等几方面来介绍一种与市

场有效对接的水稻病虫绿色防控发展模式， 以供

各地借鉴与参考。
1 绿色防控基地

湖南卫红米业公司 2011 年在宁乡县东湖镇东

湖社区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创建了一个面积 66.7 hm2

优质绿色水稻生产基地。 该基地种植水稻品种为玉

针香、沁香 1 号，水、肥科学管理，全程采用病虫绿色

防控技术。
2 绿色防控技术、管理模式与成本

根据绿色水稻生产要求，在水稻病虫防治上，推

行病虫绿色防控技术，放宽防治指标，全程不用化学

农药，适量施用生物农药。
2.1 主要技术

1） 灯诱技术。 采用佳多牌频振式杀虫灯，每盏

灯控制面积 3 hm2，灯距 200 m 左右，井字形排列。
每年开灯时间为 5 月中旬至 8 月底。 根据害虫活动

规律，每日傍晚开灯，凌晨 1 点关灯。 这样既充分诱

杀到水稻害虫，又有效保护了田间天敌。
2） 性诱技术。 采用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生产的水稻二化螟、 稻纵卷叶螟性引诱剂。 每

667 m2 分别安装二化螟诱捕器和稻纵卷叶螟诱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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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各 1 个，水稻生长期可控制二化螟和稻纵卷叶螟

的为害。
3） 稻鸭共育技术。 在水稻移栽后 7d， 放养雏

鸭，通过稻鸭共育控制田间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稻

飞虱、纹枯病及杂草为害。 以每 667 m2 养鸭 12 只，
每 2～3 hm2 为 1 个养鸭区， 专设 1 个鸭棚为鸭子栖

息场地。
4） 稻螟赤眼蜂技术。 利用稻螟赤眼蜂定向寄生

稻纵卷叶螟、二化螟卵，降低稻纵卷叶螟、二化螟田

间基数。 在二化螟、稻纵卷叶螟发蛾初期，以每 667
m2 放峰 10 000 头， 隔 7d 再次放峰， 每代次放 2～3
次峰。

5） 科学合理用药技术。 全季水稻只用 2 次药，
一次是针对水稻纹枯病，采用井冈霉素，另一次是飞

虱达标田，用植物源杀虫剂鱼藤酮防治。
2.2 技术管理模式

每 6.67 hm2 指定一人专门负责。 主要管理频振

式杀虫灯开关、灯上虫体清扫，性引诱剂钵加水、倒

虫体、换诱芯，鸭子的收放、喂食，稻螟赤眼蜂安放及

适时的田间施药。
2.3 防控效果

通过上述各项技术的集成运用， 在水稻病虫中

等偏重发生情况下，防治效果较好。定期调查结果表

明，水稻二化螟为害株率 0.85%，稻纵卷叶螟造成的

卷叶率也低于 8%，纹枯病病丛率 25%左右，未因稻

飞虱为害造成穿孔、倒伏。
2.4 成本

采 用 病 虫 害 绿 色 防 控 技 术，每 667 m2 投 入 总

成 本 为 270 元。 其 中 1 次 性 装 灯 成 本 50 元（1 年

投 入，多 年 受 益）、稻 鸭 共 育 成 本 80 元，稻 螟 赤 眼

蜂成本 60 元，二化螟性引诱剂及稻纵卷叶螟性引

诱剂成本 35 元， 施药成本 25 元， 人工管理成本

20 元。
3 与市场对接的措施及取得的经济效益

由于选用了优质品种，实施了科学水、肥管理和

病虫绿色防控技术， 该基地生产的稻米不仅符合绿

色水稻的要求，也符合市场对稻米优质、健康、口感

好的要求，具有广泛的市场潜力。如何向市场推销这

些优质稻米，如何体现出优质、优价是绿色防控稻米

产品与市场有效对接的关键， 也是解决当前农业工

作中小生产、大市场难题的关键。 为此，卫红米业公

司一方面做足市场宣传，积极打造“卫红绿色米”品

牌。 结合本省“湘米振兴工程”的整体包装，通过网

络、报纸、电视等多种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绿色防

控水稻米。 另一方面，建立特定的销售渠道，打造品

牌米。创新礼品米专供，网络、大型超市、专卖店直销

及大型星级宾馆特供等营销模式， 效果良好。 2011
年该基地（66.7 hm2）生产的绿色水稻米销售一空，
平均 1 kg 销价达到 40 元。

沁香 1 号和玉针香是优质稻米，每 667 m2 产量

约为 350 kg，精米率 35%，以销价 40 元/kg 计算，产

值为 4 900 元/667 m2。 扣除各种成本， 纯利润达到

2 800 元/667 m2，示范区总利润 280 万元，收益是种

植普通大米的 4～5 倍。
4 结论

与传统的由农民单家独户、 分散防治病虫相比

较，绿色防控是一项全新的工程，对技术、管理、防治

方式、生态与市场等要求高，中间环节多，操作难度

大。但是，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农产品价格波动大、
食品安全问题凸显的背景下， 如何实施农业可持续

发展战略、 积极推进农作物重大病虫绿色防控显得

尤为重要。 如何推进病虫绿色防控成为各级农业植

保工作者所面临的难题。研究认为，推进病虫绿色防

控，首先要熟化关键技术产品，其次要组建区域技术

模式，再次要建立展示示范网络，最后要探索长效推

广机制，探讨产业化推广方向［4］。 根据多年实践，笔

者认为，病虫绿色防控必须要与产业结合起来，只有

通过产业化推广，建立企业、基地农户双赢模式，建

立长效推广机制， 才能使绿色防控真正成为农作物

有害生物防控的常规技术。 笔者所介绍的这种与市

场有效对接的水稻病虫绿色防控模式就是与产业化

结合推广的模式，具有非常鲜明的市场性、企业主导

性、技术集成性、管理科学性，是一种生命力较强的

病虫绿色防控推广模式，是解决当前农业“小生产，
大市场”难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农业部门主导的

技术推广模式的有益补充。该模式推广应用需注意：
①有一个好的品种，市场对该品种认可度要高；②有

好的技术及科学的管理方式； ③把绿色防控与优质

农产品品牌创建有机结合起来， 在市场销售环节重

点打绿色防控牌，创造品牌价值；④农业部门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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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导、培训、信息服务，以及给予一定的绿色防

控物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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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专业统计就是运用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
对农作物有害生物为害损失数量进行资料收集、整

理、分析的过程和结果［1］。 它是农业统计中的重要组

成和不可缺少的部分。
植 保 专 业 统 计 根 据 主 要 病、虫、草、鼠 害 发 生

程度、发生面积、防治面积、挽回损失、实际损失等

项目统计发生情况。 通过统计： ①为国家科学防

灾、减灾提供历史数据；②能够完整地保存历年来

各种病、虫、草、鼠的发生实况；③能从这些历史的

统计资料中，掌握当地各种病、虫、草、鼠的发生规

律，为来年及今后的病虫草鼠发生趋势预测，特别

是中、长期的预测预报提供科学依据。 笔者长期以

来一直从事农作物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植保专业

统计工作，深感植保专业统计的作用和重要。 现就

植保专业统计的发展、应用和统计中存在的问题，
与各位同行进行探讨。
1 统计的发展

植保专业统计工作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创立的一

项重要的农业专业性工作。 30 年来，植保专业统计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传统手工算盘统计，到今天

的计算机自动统计， 已成为农业统计工作中一项重

要的基础性工作。
1.1 手工统计

温州的植保专业统计工作是从 1982 年开始的。
1982 年至 1984 年，温州市、县（区）两级的统计数据

均是先填在纸质报表上，用算盘来完成统计后，将一

本本纸质报表报送省站。 虽然统计内容相对比现在

简单，但由于是用算盘统计，费时、费力、差错率高。
自 1985 年起，使用微型计算器后，植保专业统计无

论在统计速度上，还是在统计的质量（准确度）上，有

了一个较大的进步。
1.2 计算机统计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计算机开始普及应用，
植保专业统计也由原来的算盘、 计算器统计进入计

算机时期。 统计的效率、质量明显提高。
虽然市、县（市、区）两级都用上了计算机进行统

计，但由于没有一套关联的统计运算程序，在县里向

市里，市里向省里统计资料的上报上，电子信箱虽已

开始使用，电子信箱只起了附属的作用，实质上还是

以纸质报表为主。统计数据的汇总还是比较繁琐，特

别是出错时，要重新从上到下计算。

温州植保专业统计的发展、应用和对策*

李仲惺， 周学杰

（浙江省温州市植物保护站，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 30 年来，植保专业统计方法由初期的算盘统计发展到今天的计算机统计；统计结果的报送形式由当初的邮寄

纸质报表发展为数字化传输。 植保专业统计能真实地记录历年来各种病、虫、草、鼠的发生情况，能揭示农作物病、

虫、草、鼠发生的内在规律，为病、虫、草、鼠害的预测预报提供科学依据；明确载明各级植保部门历年来任务完成情

况和取得的工作成果。 但在统计中出现的基本信息填报不全，数据错填、漏填及农药使用情况填报不全等问题，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统计报表的整体质量，有待进一步改进、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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