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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腾飞 文/图

杂草同害虫一样，是影响农作物
生长的大敌。近年来，我国杂草发生
危害日益加重，抗药性显著上升，给农
业持续增产、农产品质量提升、生态环
境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成为农药
减量的重点和难点。

近日，全国农技中心、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长江中下游水稻化肥农药减施
增效技术集成示范项目组联合在湖南
省益阳市举办稻田杂草监测调查与防
控技术培训班。此次培训通过现场观
摩和专家讲解，展示交流纸膜覆盖控
草、生物控草、播喷同步施药、控水免
化学除草、新药剂除草等最新的杂草
防除技术，推进除草剂减量使用技术
应用，提升杂草科学防除技术水平，同
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使用化学除草剂之
外的更多技术选择。

最新杂草防除技术大比武

当前，日益突出的杂草危害已经成
为水稻种植中最让农民头疼的问题，抗
药性增强使除草剂防效大打折扣，急需
推广应用高效的杂草防除技术。

当天上午，益阳市资阳区新桥镇
的100亩水稻示范田里，集中展示了新
型生物有机肥和绿肥覆盖防控杂草、
纸膜覆盖防除杂草、抛秧田水控免化
学除草、农艺与除草剂结合减量增效、
多靶标协同防控抗药性杂草、机直播
播喷同步除草等 10 个专题示范区，19
家企业60个新药剂和新技术参与试验
示范，可谓是最新稻田杂草防除技术
的大比武、大集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示范田
块采用诱导萌发、人工捞草、分级淹
水、纸膜覆盖等农艺和物理措施，高效
低毒除草剂氰氟草酯、噁唑酰草胺+氰
氟草酯、氰氟草酯+异噁草松等化学措
施，植保和农机融合播喷同步封闭除
草，除草剂加助剂增效措施等，这些措

施的综合集成应用，不仅达到了较为
理想的防治效果，而且能够显著减少
除草剂使用量和用药次数。

如氰氟草酯搭配使用安融乐、激
健、青皮橘油等助剂，可以减少用药量
20%以上。采用播喷同步封闭除草技
术和秧苗处理带药下田技术，最大的
亮点是能节省人工，还能防早防小、减
少用药，有效对付抗性杂草。

不用除草剂也能高效防除杂草

当前，使用化学除草剂仍是防除
杂草最主要的手段。而从此次会上记
者了解到，采用纸膜覆盖、打捞草籽、
分级水淹、生物有机肥等物理、生物措
施也有不错的防控效果。

湖南省农科院柏连阳研究员在培
训班上重点介绍了水稻田生物控草新
方法——生物控草有机肥。该有机肥
中的除草化感物质可以抑制杂草萌
芽，褐腐酸、半炭化纤维等高效辅料在
施用后 2-3 天内可形成腐泥层封杀杂
草。此外，含有的稗草致病菌可以侵
染杀苗，由此构建出高效“抑芽-控长-
杀苗”的多靶向生物控草技术。

“在环洞庭湖地区，利用水资源丰
富的优势，通过该技术，结合前期诱导
抗病和蜂蛙灯控虫等配套技术，形成
一套有机生产技术体系，在益阳、岳
阳、常德等地累计辐射推广 4.8万亩。”
柏连阳介绍说，多年实践证明，有机稻
田施用控草有机肥，比施用常规有机
肥可增产 8%-16%，控草防效在 80%以
上，实现施肥除草一举两得。为解决
有机水稻生产中的除草难题寻找了一
条切实可行的方法，也为减轻化学除
草剂污染探索了一条新途径。他还介
绍了分级淹水控制杂草的方法，在水
充足的地区，抛秧后 5 天淹水 4-5 厘
米，抛秧后 15 天淹水 8-10 厘米，保水
一段时间，就能有效防控杂草，可以做
到不用化学除草剂。

南京农业大学强胜教授介绍的降

草减药稻麦连作田定量可持续控草技
术让人耳目一新，这项技术的关键点
就在于打捞草籽减少土壤中杂草种子
基数。具体来说就是在小麦收获后、
水稻种植前的田地准备期间，第一次
灌水前在沟渠、田块的进水口和出水
口设置过滤网，拦截随灌溉水流传入
的草籽。在灌水旋耕耙田时，维持 15
厘米的水深 7-12 小时，田里大部分的
杂草种子会漂浮在水面上，待杂草种
子被风集中到田边或田块角落的时
候，使用尼龙网兜直接捞出即可。

这样的操作会不会很费工？强胜
介绍说，通常一块田只需要三四十分
钟就可以打捞完毕。多了这样一步操
作，却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杂草基数，大
大减轻了后期防治压力。在江苏金坛
试验田，应用该技术6年间稻季地上杂
草发生量减少了 65%。江苏淮安试验
点，2016年至今，稻田由原来的两封一
补5次用药到现在仅使用一次封闭、麦
田仅使用一次茎叶处理的两次用药，
平均每公顷可节约成本 714 元，减少
72%的除草费用。

“相比传统的化学除草，可减少总
经济成本30%以上，减少50%以上的除
草剂施用量，提高稻麦两季作物产量，
还大大节约了人工成本，适宜大面积
推广。”强胜说。

注重早期治理事半功倍

“1995年之前，长江流域水稻栽培
方式单一，就是移栽，稻田禾本科杂草
也很简单，就是稗草，基本上一亩田一
包药、一次性就能搞定稻田杂草，成本
也很低。”湖南省农科院植保所刘都才
研究员介绍说，随着栽培方式的多样
化，稻田杂草种类也越来越多，抗药性
迅速上升。抗药性杂草防除难、损失
大，带来了用药加量、成本增加、药害
多发等诸多问题。

“杂草抗药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已
成为当前除草剂应用面临的最紧迫的
问题。”全国农技中心农药与药械处副
处长张帅告诉记者，像五氟磺草胺以
前是防除稻田杂草效果非常好的一个
药剂，但由于长期、单一使用，导致现
在防效大大降低，在部分田块甚至已
经无效。

杂草抗药性的上升和除草剂的不
科学使用密切相关。

前几日，全国农技中心组织植保
系统、行业专家开展了洞庭湖、鄱阳湖
地区双季稻区杂草考察，发现在杂草
防除中存在不少问题：一是除草策略
不合理。稻田使用除草剂，应推广土
壤封闭和茎叶处理相结合的“封杀”技
术。但是有些农民抱着不见草不打药

的传统习惯，几乎都忽略了前期土壤
封闭除草，过分依赖后期茎叶处理。
二是不能适期用药。通常在杂草低龄
期施用除草剂效果最好，但个别地区
农药经销商宣传“稗草增加一张叶片，
五氟磺草胺用量增加20毫升”，误导农
民提高用药量，错过了防治适期。三
是施药技术差。喷施除草剂用水太
少，常常一桶水（约15升）喷2-3亩，因
喷药粗糙，导致杂草漏治多、防效差。

提高除草剂科学用药水平，除了
要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除草剂，
几位专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杂草早期
治理尤其是封闭除草的重要性。中国
水稻研究所陆永良研究员指出，封闭
除草是杂草防控中重要和必要环节，
是对付抗性杂草的重要手段之一，能
封闭除草首选封闭。

刘都才也表示，防除杂草最好的
办法是防，不是杀。杂草早期治理是
防除抗性杂草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可
以大大降低田间杂草基数，提高整季
杂草防除效果。“稗草和千金子等 90%
以上的稻田杂草是在水稻播种后的10
天内萌发的。所以在这一时期对其进
行封闭处理，80%以上的杂草都可以得
到有效防除！”

集成推广抗性杂草解决方案

“长期单一依赖一种药剂最后会
面临无药可用的境地，杂草防除不能
再走以前的老路，必须采用综合防控
技术。”张帅介绍说，在前期大量试验
示范和技术探索的基础上，全国农技
中心组织相关专家总结出了适宜不同
地区的抗性杂草解决方案，对抗性杂
草防效均在95%以上，比对照药剂五氟
磺 草 胺 、苄 嘧 磺 隆 等 防 效 提 高
20%-60%。

机插秧田上，东北稻区推广“两封

一补”的控草模式。插前和插后分别
采用噁草酮·吡嘧磺隆、苯噻·苄、丙·
苄等进行封闭，补施选用氰氟草酯等
进行茎叶处理；长江流域及其它稻区
机插秧田采用“一封一杀”的控草模
式，插前或插后采用上述封闭药剂，插
后 15-20 天采用噁唑酰草胺、氰氟草
酯等进行茎叶处理。

旱直播稻田上，长江流域稻区采用
“一封二杀三补”的控草模式，播后苗前
采用丁·噁乳油、丙草胺等封闭，播后
15-20天采用氰氟草酯、噁唑酰草胺等，
后期选用噁唑·氰氟、噁唑酰草胺等进
行茎叶处理；以旱直播为主的西北稻
区，播种时用仲丁灵封闭，水稻 2-3叶
期采用噁唑·氰氟进行茎叶处理。

水直播稻田上，长江流域及南方其
它稻区采用“一封二杀”的控草模式，播
后苗前采用丙草胺（含安全剂）·苄嘧磺
隆进行土壤封闭，水稻3-4叶期采用氰
氟草酯、噁唑·氰氟等进行茎叶处理；西
北稻区，在水稻 2-3叶期采用五氟·氰
氟、噁唑·氰氟等进行茎叶处理，上水后
撒施苯噻·苄、丙·苄等控草。

人工移栽及抛秧稻田上，在秧苗
返青后，杂草 1 叶前采用丙·苄、苯噻·
苄等进行土壤封闭或杂草 2-3 叶期采
用噁唑·氰氟、二甲·灭草松等进行茎
叶处理。

全国农技中心首席专家王凤乐在
会议总结时表示，要充分认识农田杂
草防除的严峻形势和重要性，做好农
田杂草普查和抗药性监测，强化绿色
防除技术和新药剂的研发和示范，推
广应用新型植保药械提高防效、减少
药害。要坚持生态控草与化学除草相
结合，农药减量与杂草防除相结合，封
闭处理与茎叶处理相结合，坚持施药
安全与防除效果相结合，大力推进杂
草科学防除和除草剂减量使用，为农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杂草难防治？试试杂草防控新技术

□□ 本报见习记者 颜旭

近两年来，全球农化巨头并购浪潮
风起云涌。2017年，美国陶氏化学和杜
邦公司完成合并，源于陶氏杜邦农业事
业部的科迪华农业科技™（以下简称科
迪华），于今年 6 月 3 日完成拆分，独立
上市。用科迪华亚太区总裁傅培德（Pe⁃
ter Ford）的话来说：“我们还是一个新生
儿。”他还坦言，之所以要成为一家专注
于农业科技的公司，一是出于热爱和初
心，二是想着眼于目前农户们的需求以
塑造农业行业的未来，科迪华的职责就
是丰富种植者和消费者的生活。

“5+1”打造自身优势

如何利用有限的耕种面积，满足日
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同时减少环境压力，
是摆在每一个农业从业者面前的难题。
针对这一现状和农化行业日益激烈的竞
争，科迪华对于如何实现增产、提质和减
少环境压力的目标，有着自己的应对策
略。“全球优质的种质资源以及强大的育
种能力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傅培德指
出。据悉，陶氏杜邦合并之前，陶氏益农
和先锋种业均是行业内的优秀企业。先
锋种业在玉米大豆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
种质资源，陶氏益农则有较强的针对生
物技术性状这方面的资源。科迪华的独
立上市能够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带来一

定的协同效应。科迪华十分注重技术研
发，“我们在全球设立了 150多个研发机
构，还积极推进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同
时致力于生产更加自然、更加符合生态
需求的产品。”傅培德说。

除了以上三点之外，科迪华还全力
打造个性化的作物解决方案并积极布
局数字农业。“我们一直认为，科迪华应
该打造全面的解决方案和平衡的产品
组合，在种子、农化产品还有数字工具
等等这些领域都要发力，而不是只专精
于其中的某一项，”傅培德说。记者了
解到，科迪华的数字化工具能够挖掘土
壤和作物等方面的大数据，再利用先进
的算法对田间实现平方米级的分析，指
导农民精准定位问题地块进而开展工
作。傅培德介绍，“推进产品的研发和
生产，是数字化农业的一大用武之地。
通过对数据的处理和使用，一方面能够
帮助人们更好地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同时也可以使自身的生产更为高效，让
农户获益。”

正因为认识到中国有其独特的自

然环境优势、适于种植的作物和农业发
展特色，与其他跨国公司从全球各地开
发产品，再带进中国做本土优化的方法
不同，科迪华的产品概念往往在中国产
生，然后再推动其全球的研发系统来输
出产品。比如杀虫剂产品佰靓珑®的诞
生，就是源于国内稻农的普遍诉求：近
年来稻飞虱对吡蚜酮和烯啶虫胺等药
剂产生了抗药性，常规药剂基本无法对
其实现有效防控。该产品的活性成分
能够有效抑制而非激活烟碱型乙酰胆
碱受体，从而与新烟碱类稻飞虱防控药
剂无交互抗性，能让所有稻飞虱品种快
速停止取食。

“我们能将种质资源、育种能力、技
术研发、个性化的作物解决方案、数字农
业这 5项创新实力和本土化战略很好地
结合在一起，为本地种植者提供一站式
的解决方案，这就是科迪华和其他同行
的差别所在。”傅培德总结道。

赋能小型农户 实现经营创新

当前，小农户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

的主要经营方式，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离不开小农户的现代化。因此，提升小
规模种植模式的经营效率和收益对于保
障我国农业发展以及食品安全具有重大
意义。

“帮助小农户掌握先进技术并运用
于耕作经营，是科迪华以及整个行业义
不容辞的责任。我们非常注重倾听和
尊重农户的需求，以此来做出正确且快
速的响应，”科迪华大中华区总裁黄田
强表示。他还将科迪华帮助小农户实
现经营创新的做法总结为两点，首先是
提供可及的创新。缺乏获取创新技术
的渠道，是众多小农户面临的最大挑
战，而且小农户对于新技术的接受需要
一定的时间，熟练掌握则需要接受培
训，所以科迪华非常注重技术的传播。
比如通过远程的视频课程，一场培训基
本可以覆盖到全国各地的五千多农
户。其次是培养耕种经营能力。小型
农户如果希望实现快速的市场响应和
提升整体收益，需要依靠耕种的经营化
和商业运营能力的培养。经营化种植

意味着更具策略性的全周期统筹运作，
农户在进行土地规划、作物选种、追踪
作物健康状况、选用植物保护方案乃至
选择流通渠道出售产品时，随时都会需
要实时数据、农艺技术以及市场洞察等
相关的支持。

期待与同道者同行

提起科迪华的核心竞争力，傅培德
总结为协同合作、创新和本土化。他认
为协作是最为重要的关键点，而且科迪
华专注于执行，致力于把每一项要点做
到极致。

“我们希望能跟政府、研发机构、农
户、经销商，还有和我们持有相同价值观
的同道者同行。科迪华会秉承开放和透
明的态度，与同行伙伴们在多领域开展
紧密合作，建立牢固和深层次的联结。
我们可以在研发和技术创新等很多方面
展开合作，方式既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
以是本土化的。因为我们不认为任何一
家单独的企业可以完成整个产业链的融
合，协同合作是一条必经之路。”傅培德
发出了邀请。

最后谈及农业发展现状，黄田强认
为中国农业已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时
期，“科迪华看到了国内日新月异的技术
以及规模庞大的市场，愿意用开放的心
态与国内的创新者一起合作，助力中国
乃至全球农业变革。”

科技创新驱动农业变革
——科迪华农业科技™专访

特别关注

北京市3年减少化学农药
使用量15吨

经过 70年的绿化造林，北京的林地总面积已
达到109.93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2247万立方米，
林木病虫害的防控压力也逐年上升。笔者从市园
林绿化局了解到，利用以虫治虫生物科技、无人机
巡视等技术，三年来，北京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平
均控制在 0.03‰，远低于北京市与国家林业部门
签订《责任书》所规定的 1.2‰，实现了“有虫不成
灾”的防控目标。

北京在利用天敌昆虫杀灭害虫上，应用最多
的是周氏啮小蜂，它能将产卵器刺入美国白蛾等
害虫蛹内，其虫卵在害虫蛹内发育成长，吸干净寄
生蛹中的全部营养，从而达到杀灭害虫的效果。
2015 到 2017 年，全市累计释放周氏啮小蜂 50 亿
头，对美国白蛾实现了有效防控。另外，释放肿腿
蜂 1290 万头，主要防治粗鞘双条杉天牛、轻杨天
牛、杨干象、白杨透翅蛾、星天牛等多种钻蛀性害
虫。通过释放天敌害虫，全市 3 年共计减少化学
农药使用量15吨。

同时，北京在全国率先启用飞机防治精准化
作业监管平台和第三方流量测控设备，实时监测
飞行速度、出药速度、作业面积、喷药状态等实时
数据，实现精准定位、精准施药，减少漏防和重复
防治的发生。 王海燕

田间传技忙

为帮助群众解决生产技术难题，连日来，安徽
省阜阳市颍东区组织农技人员、土专家、种植能手
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向群众传授间苗定苗、化学
除草、病虫害防治等技术知识，受到群众欢迎。图
为，农技人员近日在袁寨镇后楼村向群众讲解大
豆病虫害防治技术。 宿飞 摄

“吞”一吨垃圾
可“吐”出两百斤肥料

一套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设备，“吃”进去的
是垃圾，“吐”出来的却是农作物有机化肥和做建
材的陶瓷灰。只见工作人员将垃圾桶放在设备
上，垃圾就被自动倒进卸料池，经分拣、粉碎、脱
水、发酵等一系列过程，一筐筐黑色的有机肥料便
被“吐”了出来。这是近日笔者在江西省南昌市蒋
巷镇垃圾资源化处理中心看到的场景，该站已成
为南昌市首个将产出有机肥推向市场的有机垃圾
集中处理站。

据该中心负责人说，中心自今年 6 月正式投
入使用以来，日处理垃圾 8吨，垃圾减量率达 90%
以上。垃圾经过分拣、粉碎、脱水等过程，最终进
入发酵间进行高温和发酵，24小时后就变成了有
机肥料，1 吨果蔬垃圾可产生 100 公斤的有机肥
料。由于各设施间经传送带相连，让整体处理设
备处于密闭状态，因此减少了渗透臭气，杜绝了二
次污染。

“中心是今年 3 月份从浙江省引进过来的，
分为垃圾分类区、垃圾处理区、资源堆肥区。中
心先把可回收垃圾分类分拣堆放回收，把易腐烂
垃圾投入有机垃圾微生物处理设备中，经舱内微
生物分解发酵 24 小时后制成有机肥，可直接用
于瓜果蔬菜的施肥。”蒋巷镇党委委员李轩告诉
笔者，剩余无利用价值的不可腐垃圾投入低温碳
化处理设备，8—12小时碳化离子分解为陶瓷灰，
可用于建材、路基材料、保温材料、园林绿化等。

周明

狂风暴雨后做好蔬菜管理

雨季即将到来，针对狂风暴雨后如何及时做
好蔬菜管理，特提出以下措施。

一是受灾较轻的蔬菜：
1.及时扶正，清除被浸泡植株叶片上的泥浆，

同时及时清沟排水，以防止沤根。并适当培高畦
面，挖深排灌沟，以防下一轮大雨的来袭。

2.注意防病害。由于受害蔬菜伤口多，风雨
有利于病原物的传播，易发生病害。可以用农用
链霉素防细菌性病害，用多菌灵防治真菌性病
害。叶面用 0.3%磷酸二氢钾喷施，增强抵抗力。
蔬菜大棚要及时通风换气，清除病株病叶，预防病
害流行，并修复受损设施和棚膜。

3.暴风雨过后要对黄瓜等露地蔬菜进行“涝
浇园”，及时给根系补充氧气，避免根系受损，随水
冲施生根壮苗剂和速效肥，促进根系的恢复和生
长。对已经成熟或即将进入采收期的蔬菜及时组
织抢收上市，减少损失。

二是对成灾、绝收、不能上市的、无价值的蔬菜：
要及时清理翻种，抢时间种植早熟、生育期短

的叶菜类蔬菜，可巧打时间差，利用有利时机补充
“伏缺”，将损失降到最低，并可获得一定收益。

王德明

田间经验

图为示范观摩现场图为示范观摩现场。。

图为示范观摩现场图为示范观摩现场。。

● 应用新型有机肥除草，利用有机肥中的除草化感物质抑制杂草萌芽，利用辅

料形成腐泥层封杀杂草。

● 用分级淹水控制杂草，抛秧后分不同时间、不同深度淹水，保水一段时间，就

能有效防控杂草。

● 降草减药稻麦连作田定量可持续控草技术，利用滤网与水的浮力和风力集中杂

草种子，打捞有效减少杂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