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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面积为 6.53 万 hm2，年产葡萄 100 万 t，总面积与

产量仅次于新疆，居全国第二，鲜食葡萄种植面积及

产量居全国第一。 省内葡萄种植老产区为辽西地区

的北宁市、辽南地区的盖县和大连市，两地区近几年

的葡萄产业均有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技术革新，越冬

根系冻害问题得到了解决， 辽北地区的葡萄产业发

展较为迅速；辽东的桓仁县具有独特的生物小气候，
与加拿大的冰葡萄酒生产带气候一致， 使桓仁县成

为冰葡萄酒的摇篮， 近几年冰葡萄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寄主面积的增加与品种的多样化，能够为葡萄根

瘤蚜的生存繁殖提供有利的条件。
3.3 贸易因素

辽宁的葡萄成熟期比华南地区要晚一些， 本地

葡萄上市销售时避过了全国性的销售旺期， 也更利

于经冬冷藏贮存，上市后发往全国各省，鲜果调运量

很大。 另外，近几年葡萄产业链在本省逐渐完善，农

民种植葡萄积极性不断提高，由于种苗市场的繁荣，
全省葡萄种苗调运量逐年提高， 每年跨省调运葡萄

种苗约达 150 批次。 作为葡萄根瘤蚜传播的重要渠

道，交通运输过程存在虫情传播风险。
3.4 发生隐蔽性

葡萄根瘤蚜发生为害具有隐蔽性， 其发生为害

轻时，葡萄植株上的症状不明显，常被果农误认为是

病害，不能及时发现疫情并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治，而

当为害严重到一定程度，能够辨识虫害时，该虫已成

大面积暴发形势，生产上难以控制。
4 预防措施

鉴于上述分析， 辽宁省应重视葡萄根瘤蚜的检

疫工作， 认识其为害的严重性， 警惕其再次传入本

省。通过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降低葡萄根瘤蚜再次

入侵辽宁的风险。
1） 建立葡萄根瘤蚜监测网。 在全省各市葡萄

集中种植地建立常年监测点，通过悬挂诱捕器等设

备和植物检疫人员定期田间踏查相结合，以利于在

第一时间发现疫情，及时封锁扑灭，避免疫情大面

积爆发。
2） 加强对葡萄根瘤蚜发生区寄主的调运检疫，

必要时进行复检，严防该虫随调运植物入侵。
3） 大力开展宣传培训，提高全社会对葡萄根瘤

蚜发生为害的认识，提高全民对该虫的鉴别能力，以

便发动群众及时发现并上报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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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是指采取生态调控、生

物防治、 物理防治和科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措施控

制农作物病虫害的植物保护措施 ［1］，是针对目前我

国农作物病虫害主要依赖化学防治措施带来的病虫

抗药性上升和病虫暴发几率增加、 农产品质量安全

隐患和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提出来的， 是现代

农 作 物 病 虫 害 绿 色 防 控 发 展
制 约 因 素 及 解 决 对 策

欧高财， 郑和斌， 任 凡， 陈秋芳

（湖南省植保植检站，湖南 长沙 410005）

摘要： 湖南省近年积极探索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取得了一定进展，也发现了病虫绿色防控存在的几个问题，明确了

病虫绿色防控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适用技术不多、集成度不高、推广模式不健全、应用规模不大、绿色防控产品市场

品牌不响、通道不畅通和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结合病虫绿色防控有关典型经验，提出了二点化解制约因素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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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对病虫防控更高要求的体现， 是我国乃至世界

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进入 21 世纪以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食品消费更加注重安全

和健康［2］。 因此，相关部门逐步重视确保食品安全源

头治理措施之一的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控， 着力采取

措施认真推进。 2011 年农业部下发了《关于推进农

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意见》， 要求各地创建示范

区，加大绿色防控技术示范与推广力度。湖南省也下

发了相关文件，积极推进病虫绿色防控，取得了一定

成效。 但病虫绿色防控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慢，存

在一些问题和制约发展因素。 调查与分析制约湖南

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发展因素， 并提出相关的

解决对策或建议， 对促进病虫绿色防控快速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1 发展现状

近年来， 湖南省高度重视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

控工作， 采取综合技术点上示范和适用技术大面积

推广的发展思路， 制定全省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

防控发展规划和推进意见， 发布农作物病虫绿色防

控主要技术之一的科学用药推荐品种。 大面积推广

上， 着重做好科学合理用药技术的推广， 落实用好

药、少用药，尤其是在专业化统防统治整体推进中落

实科学合理用药技术。在办点示范上，植保部门大胆

创新，首先以项目责任书形式严格分类管理示范区，
规定示范区创建面积、主推技术及其他技术指标；其

次积极引进相关企业、合作社参与，共建示范基地；
再次探讨对病虫绿色防控技术实行物资和经费补

贴。几年的实践，湖南省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控取得了

一定进展。主要体现：①创建多个农作物病虫绿色防

控示范区，推行一系列技术，取得较为明显的综合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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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摸索出政府部门+企业+基地农户为主线的病虫绿

色防控推广模式，打造了几个绿色稻米品牌，实现了

企业盈利、农户增收的双赢局面。③开展一些绿色防

控应用技术研究。 重点是掌握性诱技术、灯诱技术、
生物防治技术、 科学合理用药技术等单项技术和集

成技术的应用效果和管理方式， 为单项技术由点上

示范向大面积推广打下了坚实基础。 ④社会认可度

得到逐渐提高。 通过宣传、示范等途径，社会对病虫

绿色防控认可度逐渐提高，氛围渐浓。 国家、省、市、
县各级媒体报道了本省病虫绿色防控开展情况。

湖南省病虫绿色防控虽然在发展， 但速度仍较

慢，并存在几个问题：①对绿色防控的概念不清晰，
认为绿色防控就是用非化学农药的措施控制农作物

病虫害，盲目排斥化学农药。 ②办示范区时，单纯地

堆砌绿色防控技术，缺乏足够的科学性，出现了“绿

色防控是个筐，什么技术都往里面装”的现象。 ③社

会资本投入意愿不强，农民参与积极性仍不高。虽然

近年来鼓励一些粮食生产企业如湖南银光米业公

司、湖南卫红米业公司、湖南浩天米业公司加入到病

虫绿色防控行列中来，丰富了投资渠道，但整体来说

投入资金不大，农户基本没投入，很多示范区建设还

是依靠农业部门项目资金。
2 制约因素

绿色防控是保障农产品数量安全、 质量安全和

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手段，理应有快速发展，但

现实是这几年来发展速度较慢。 通过对绿色防控开

展情况分析和与一些企业、农户座谈，当前主要有 4
个方面因素制约病虫绿色防控发展。

1） 适用技术少，技术集成水平不高。 目前一些

绿色防控技术由于技术本身的缺陷或应用困难原

因，很难在生产实际中较好地应用，适用性强的绿色

防控关键技术还不多。以水稻为例，目前相对比较成

熟的水稻病虫非化防绿色防控单项技术只有翻耕灌

深水灭蛹技术、二化螟性诱剂技术、灯光诱杀技术、
稻鸭共育控虫技术、 稻螟赤眼蜂控害技术和一些生

物农药控害技术，即使如此，上述每一单项技术在生

产实际中总会遇到成本高、应用要求高、管理复杂、
见效较慢、性价比低等问题［3］，与传统化学用药防治

相比处于劣势，技术推广应用遇到较大的障碍。就集

成技术来讲， 目前也还未实现对多项技术在应用上

的有效契合，依靠某项技术又达不到满意效果，多项

技术结合使用的方法经济性又未有效解决， 未能形

成比较成熟的针对单一作物或单一病虫的绿色防控

技术规程，更未形成针对不同档次、不同需求的农产

品病虫绿色防控技术规程，技术储备的不够，较大程

度地影响绿色防控后势发展。
2） 推广模式不健全，应用规模不大。 近年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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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病虫害绿色防控很大一部分是以农业部门为主体

的示范展示模式，重在技术示范，普遍规模较小，投

入少，投入渠道单一，难以起到示范引路的效果。 表

现在技术应用示范与市场严重脱节， 应用主体积极

性不高，经济效益不好，制约绿色防控技术大面积应

用。 2011 年，笔者积极探索引导部分粮食生产企业

在基地上开展病虫绿色防控， 利用绿色防控技术的

产品创建绿色食品品牌，提升企业效益，提高了企业

参与、 投入病虫绿色防控的积极性， 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从整体上看，现有的以农业部门为主体的推广

模式，尚显单一和不足，难以大面积应用，满足不了

随着社会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病虫绿色防控

的要求， 也不利于有效完善投入机制、 扩大融资渠

道，制约病虫绿色防控可持续发展［4］。
3） 绿色防控市场品牌不响，通道不畅。 病虫绿

色防控在全社会的认知度还较低， 主要还是在农业

系统内部传播，未在社会大众中形成共识，无法建立

绿色防控的品牌， 也就无从为病虫绿色防控技术生

产的产品构成市场需要， 建立不起产品流通的市场

通道。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力量左右资源配置，一

项技术、一个产品能否推开，最终由市场决定，而盈

利水平决定社会资本参与热情。 病虫绿色防控生产

的产品与非绿色防控生产的产品相比未形成相应的

价格优势，优质难以优价，优价则销售不畅，造成盈

利水平不高，难以提高相关参与者的积极性。 目前，
制约病虫绿色防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绿色防

控品牌难建立，产品未与市场形成有效对接，未建立

针对绿色防控产品的市场通道。
4） 政策支持力度不大。 病虫绿色防控当前只是

一种农业部门行为，未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政策支持

力度不大影响快速发展 ［4］。 支持力度不大表现在 3
个方面： ①政府未建立对病虫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的

补贴政策，未出台像支持节能灯、先进农机具推广一

样的补贴优惠政策； ②未建立针对绿色防控技术生

产和应用企业的相关扶持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贷

款贴息等；③未设专项经费支持病虫绿色防控，近几

年病虫绿色防控研究、 示范与推广经费都是农业植

保部门从其他经费中挤出来的，资金量非常有限，应

用面积难以扩大； ④政府相关部门对病虫绿色防控

宣传力度不够， 未营造一种好的绿色防控技术推广

氛围。
3 解决对策

病虫绿色防控是病虫害防控新方向， 是一项新

鲜事物， 现阶段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强有力地支

持与引导，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推进病虫绿色防控快

速发展需找准具体解决对策：
3.1 着重处理 3 个结合

着重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当前与长远、示范与推

广的 3 个结合。①绿色防控要在政府引导下，多部门

协作和全社会参与， 将部门行为逐步上升为政府和

社会行为。 政府及其领导下的相关部门明确自己的

职责，做好宣传、引导、支持、服务、监督工作，政府要

从事关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的高度， 出台农作物病

虫绿色防控扶持政策， 对病虫绿色防控推行实物扶

持与经费补贴。 实行以农产品农药残留限制指标的

市场准入政策、 国家优质、 优价政策和生态补偿政

策。要把企业和生产者作为实施绿色防控的主体，通

过在生产的过程中应用绿色防控技术， 所生产出的

产品入市销售，取得合理盈利。相关企业要落实政府

要求，在政府的支持、引导、扶持下，实施市场运作，
把绿色防控与市场有效对接起来， 在落实病虫绿色

防控的同时，又实现自我追求利润的目标。②绿色防

控要兼顾当前，谋划长远，科学制定短期目标与中长

期目标，理清当前亟须完成任务与长远任务。当前就

是要加大宣传，储备技术，做好示范，加大对适用技

术，尤其是科学用药技术的推广力度。长远就要制定

政策，加大绿色防控技术和产品的开发研究，做好技

术集成，不断提高病虫绿色防控水平和能力，并不断

扩大病虫绿色防控的面积、规模，让更多企业和生产

者积极应用病虫绿色防控技术。 ③绿色防控发展初

期阶段， 要处理好面上推广与点上示范与展示的结

合。 面上推广的主要措施目前还是集中在科学合理

用药上，少用药、用好药是精髓。湖南省 2011 年以农

业厅通告向社会发布了农作物病虫害防控科学用药

推荐品种， 规定各地依据实际情况认真组织推广，并

要求专业化防治组织优先选名录品种， 科学合理用

药。与此同时，由农业部门与相关企业、合作社共建示

范样板（区），通过示范、展示、宣传，引导社会参与、
支持绿色防控，进而形成政策支持、部门推动、企业

和生产者积极响应参与的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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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点抓好 4 个环节

1） 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开发。 成熟且适用的绿

色防控技术是开展病虫绿色防控的基本前提。 针对

当前适用技术不多、技术集成水平不高的问题，各相

关部门应将有关费用列入各级预算，突出重点，资助

农业生态调控技术、生物农药技术、物理控害技术、
理化诱控技术和绿色环保农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对已有绿色防控技术应进行优化集成与规范化推广

应用。特别是要建立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的绿色

防控技术集成模式研究， 建立单一作物或单一病虫

的绿色防控技术规程或标准， 以供生产实际推广应

用。 近几年湖南省农业部门把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作

为推进绿色防控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 在有关绿色

防控技术应用要求、效果、管理方式、成本分析等方

面做了大量探讨［5］，摸索出了二化螟性诱剂技术、稻

鸭共育技术、科学合理用药技术等一些适用技术，并

依托十二五期间农业产业标准化创建项目， 着手研

制水稻、柑橘、茶叶、蔬菜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规程，
着手研制不同档次、 不同需求的稻米病虫害绿色防

控技术标准，期望通过三至五年努力，实现绿色防控

技术标准化或规程化。
2） 创新应用推广模式。 针对目前本省绿色防控

推广模式较为单一，投入机制不健全的现状，须大胆

创新， 逐步建立、 健全适合本省情况的应用推广模

式。 从近年本省以至全国涌现出的较为成熟推广模

式来看， 各地可从以下几种模式中选择适合本地特

点的推广模式，并加以改革创新：①依托相关企业的

生产基地开展绿色防控技术示范与推广， 含出口基

地、三品一标（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地

理标志产品）基地等。 采用企业全出资、农业技术部

门进行技术指导的合作方式。 ②政府部门+企业+农

户的推广模式。三方按一定比例投入资金，政府部门

负责技术指导和给予一定防控物资支持和防控经费

补贴，企业负责与农户签定合同、部分物资投入、产

品销售等，农户负责技术的应用、管理及投入部分防

控物资。③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推广模式。由农业技

术部门给予技术指导，专业化合作组织（含专业化统

防统治组织）实施，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合作组织开展

绿色防控技术应用情况给予一定的补贴或支持。 ④
成熟适用的单项绿色防控技术推广模式。 对一些成

熟适用的绿色防控技术，可采取补贴的方式，促成大

面积推广应用。
3） 产业化推广。 产业化推广是绿色防控的关键

和保障。从绿色防控的特点来看，只有大面积推广应

用，才能产生规模效应，只有实施产业化推广，才能

建立起长效推广机制， 才能有稳定的投入和积极地

介入，才能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从 2011 年起，湖南

以水稻为突破口， 迈出了产业化推广的步伐， 由国

家、省级粮食生产龙头企业湖南银光粮油公司、湖南

绿海粮油股份公司、湖南浩天米业公司带头，与农业

部门合作，签定合作协议，共建水稻病虫绿色防控示

范区（基地），规定各自责任。 农业部门负责指导技

术、农民培训和部分防控物资，企业部门负责另一部

分防控物资，与农民签定供种与回收合同，做好基地

管理与稻米的销售。 产业化推广的结果实现了企业

获利、 农民增收、 农业部门树立良好形象的三赢格

局，为病虫绿色防控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4） 建立市场通道。 建立绿色防控产品的市场通

道，对推进病虫绿色防控作用明显，意义重大。 从目

前情况来看，可采取以下 3 项措施来建立市场通道。
①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通过各种媒体、 采取不同方式

大力宣传病虫绿色防控， 提高绿色防控产品知名度

和影响力， 引导广大消费者了解与选择绿色防控产

品。 ②要严格实施三品一标认证，并逐步优化，建立

一个明确的认证机制，要制定针对“三品一标”中单

个农产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强制性标准或规程，
并强化监督与管理。③要推行市场准入制，建立农产

品可追溯系统。 虽然 2006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对农产品市场准入有了

相关规定， 但尚未对农产品市场准入明确具体办法

和管理机制， 市场管理部门通常依据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对农产品市场进行抽查， 农产品很难实施准

入制度。笔者认为，推行绿色防控产品市场准入制除

需要相应的政策法规、 质量标准和健全的质量监督

检测体系作保障外，还需要有效运作形式。有效运作

形式主要有：①设立“三品一标”专营市场；②在农产

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设立专营区； ③设立专卖店

和在超市设立专营柜； ④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产品配

送中心，大力发展农产品专供直销，缩短流通环节，
减少运销环节的污染。 同时，还要明确（下转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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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62 页）规定推行 农 产 品 分 级 包 装 销 售，对 包

装销售的农产品，应当要求标明品名、产地、生产日

期、产品的品级等内容，逐步建立起农产品可追溯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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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对磺酰脲类除草剂的抗性机制分为两种：
①靶标 ALS 基因突变。 控制杂草对磺酰脲类除草剂

抗性的 ALS 基因突变已在对地肤的研究中得以证

实［9］。②非靶标抗性。杂草对除草剂的非靶标抗性机

制包括植物（杂草）吸收除草剂后在体内迅速解毒而

使除草剂丧失活性，以及限制除草剂到达作用部位。
对于作用靶标单一而专化的磺酰脲类除草剂来说，
这种非靶标抗性较为少见。
3 开发与应用前景

针对磺酰脲类除草剂， 在进行产品开发时，要

注重产品的安全性和使用技术的成熟度。登记田间

药效应按农药田间药效准则设计试验， 规范喷洒，
全面、准确地评价产品的安全性，要有倍量试验，还

要特别重视长残效除草剂对后茬敏感作物的安全

性评价。
对于新剂型的研究，重点是开发一些安全性好，

使用方便的新剂型，如水性剂型，悬浮剂、干悬浮剂、
缓释剂、水分散粒剂以及无芳烃类溶剂的微乳剂等，
减少除草剂的飘移为害。另外，还应加强植物油型喷

雾助剂的开发［1］。
磺酰脲类除草剂给农民和农药销售者都带来了

较好的效益。 而近年来磺酰脲类除草剂成本的降低

也有助其在农业上进一步地大量应用。 尽管该类除

草剂的某些品种对后茬作物产生药害， 但其应用面

积仍呈扩大的趋势，且新品种也在不断出现，还有大

批候选品种。目前，如何解决此类除草剂在应用中对

后茬作物的药害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探索经

济、高效、安全、使用方便的安全剂无疑是一种新的

解决途径。安全剂作为除草剂研究中一个分支领域，
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

内外除草剂安全剂的开发与应用，农药管理的加强，
以及人们用药水平的提高， 磺酰脲类除草剂在目前

应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它将具有十

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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