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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 在同一作物生态系统中，应增加化学防治药剂品种的多样性并适期施药。同时通过轮换用药、交替用药等技术充分发挥多分子靶标原理治理抗药性。

■ 在杂草最脆弱生育期进行防治，采用可替代作用机理的除草剂能有效提高防治成功率，轮作也是延缓抗性的有效措施。

■ 种子处理剂在作物萌发和生长初期用药，具有高效、经济、环保、持效期长、便于机械化作业等诸多优点，是降低使用量提高利用率的重要方式。

□□ 本报记者 颜旭

近日，全国农技中心在安徽省定远县举
办“2019 年全国农药减量控害与抗药性监测
治理技术培训班”，集中介绍了农业有害生物
抗药性和农药减量增效新产品、新技术。这
些最新技术的集成组装，不仅能够大幅度减
少农药用量，而且省工省力，更易操作推广，
为促进农药减量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技术支撑。

培训前一天，参训人员在定远县池河镇半
面店村观摩了水稻病虫草害农药减量增效技
术集成示范，共有 12家企业的 37个药剂以及
全国农技中心与中国水稻研究所共同研发的
水稻全生育期轻简化施药技术、先正达“稻之
道”、中化水稻解决方案、拜耳“更多水稻”、科
迪华“中国好水稻”等 9 套水稻综合解决方案
参与了试验示范，涵盖水稻种子处理、秧盘药
剂处理、破口期综合施药、添加助剂减量等最
新水稻农药减量增效技术。“这是一次水稻农
药品种大比武、农药减量增效技术大展示、水
稻综合解决方案大集成。”全国农技中心农药
与药械处副处长张帅评价道。随后大家还来
到明光市梁山村观摩了旱直播稻抗药性杂草
治理技术示范，共有 15家企业的 26个除草剂
产品参与试验，筛选了一批封杀组合的除草剂
产品供田间生产使用。

抗性治理面面观

当前很多农民在病虫草害防治过程中发
现，一些惯用的农药突然变得不太管用了，即
便是加大用药量也达不到理想的防效，这就是
病虫草害对农药产生了抗性。值得引起重视
的是，当前我国农田有害生物的抗药性发展迅
速，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理，不仅会给农业生
产造成巨大损失，对农药减量带来严重挑战，
也会给生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埋下不小的
隐患，长此以往甚至会造成“无药可用”的后
果。对此，在此次培训班上，许多专家呼吁应
大力推广科学用药，采取多种手段综合治理，
以延缓病虫草害抗药性的发展。

有害生物产生抗药性包括靶标不敏感、药
液穿透率降低、代谢酶活性增强等原因，弄清
机理后有助于找到合适的解决对策，这其中要
把握好几个关键点。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高希
武指出，在同一作物生态系统中，应增加化学
防治药剂品种的多样性，掌握合适的施药时期
从而适期施药。同时通过轮换用药、交替用药
等技术充分发挥多分子靶标原理来治理抗药
性。加强抗药性监测，应实时停用或淘汰不能
或难于恢复靶标敏感度的农药品种，对环境友
好型药剂要及早开展抗性治理措施。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
员刘都才强调，除草剂的抗性管理，治早、治
小、综合防控都很重要。应在杂草最脆弱的生
育期进行防治，采用可替代作用机理的除草剂
能有效提高防治成功率。轮作也是延缓抗性
的有效措施，注意作物多样性和播种日期，选
择有竞争性的作物，调整播种量，增加与杂草
的物理竞争。

恶苗病、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是水稻生
产上危害最严重的病害之一，化学防治因其高
效经济的特点目前仍是防控水稻病害的主要
措施，但化学农药长期单一使用会带来病原菌
产生抗药性的风险。因此，有针对性的开展对
不同地区、不同杀菌剂及施药适期对水稻病害
防控效果进行评估，并对该地区水稻主要病原

菌抗药性问题进行监测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杀菌剂抗性风险管控与治理，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刘西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抗
药性产生与如何用药直接相关，过于频繁、超
剂量及单独施用某些“高风险”内吸剂（甲霜
灵、嘧菌酯）往往导致抗药性在较短时间内发
生。因此，应科学施药，降低选择压，可延缓病
原菌抗药性发生，延长药剂的使用寿命。限制
每个生长季每种高风险药剂使用次数不超过
2 次，中低风险内吸剂不超过 4 次。还应实施
病害综合防控，减少用药、降低风险。

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稻飞虱和螟
虫的抗药性发展关乎着选用药剂能否对这些
害虫进行有效防控。南京农业大学高聪芬教
授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了近年来二化螟、褐
飞虱对不同药剂的抗药性发展动态，提出了对
水稻害虫的科学防控对策。

高聪芬建议，针对二化螟抗药性治理，应
综合利用多种防治措施，减少农药使用量和使
用次数。比如轮用及混用多种作用靶标农药，
减少农药的滥用和低效使用。加强抗药性监
测，选择适合本地区的防控对策。在进行褐飞
虱抗药性治理时，应停止使用部分药剂，如吡
虫啉、噻嗪酮、噻虫嗪；限制使用部分药剂，如
三氟苯嘧啶、吡蚜酮，每生长季限用1次；交替
轮换使用药剂，如烯啶虫胺、呋虫胺、氟啶虫胺
腈、吡蚜酮及毒死蜱。

减药技术连连看

只见平静的湖面上一团白色的颗粒缓缓
下沉，随后每一个小颗粒逐渐扩散至整个水
面，如果将湖水换种底色，竟像星星布满整个
夜空。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的研究员杨代斌揭晓了这一“魔术”背后的原
理——那一团白色颗粒是一种除草剂，能够扩
散则是利用了水面铺展施药技术。该技术主
要用在除草剂上，有颗粒、粉剂、悬浮剂等形
态。把“水面铺展悬浮剂”施入水中后，会先在
水面铺展，形成 1-3 微米的油层，然后在水中
扩散，具有迅速铺展，分布均匀的特点，能够大
大节省人力成本。

由于我国水稻产区分布不同、环境气候不
同、病虫害种类也是各式各样，但有些病虫害
在水稻整个生育期都可能发生，这就使得打药

成为一种常态。再加上天气炎热、水稻田下行
走不便，水稻田施药也困难多多，于是水面铺
展施药技术及水稻秧盘处理缓释颗粒剂应运
而生。据杨代斌介绍，水稻秧盘处理缓释颗粒
剂具有缓慢释放、靶标性强、无漂移的特点。
同时药剂位于根部泥土，不接触害虫天敌，对
天敌安全，且施药操作简单，既可以通过专门
的机器撒施也可以人工用手撒施，适用于不同
规模的种植户选用，省时、省力。

目前，大部分化学农药在施用过程中会存
在很大程度的损失，比如典型的茎叶喷雾方式，
施用的农药约60%在向作物冠层运行和界面沉
积的过程中脱靶损失，且主要受环境因子等不
可控因素制约，这显然与农药减量的目标背道
而驰。高效对靶传递与沉积技术也许是提高药
效、降低损耗、减少用药量的一个可行方案。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黄啟良介绍了高效对靶传递与沉积技术。该
技术较好地解决了农药剂量分布不均匀、雾滴
空间运行的蒸发飘移及叶面碰撞弹跳的能量
转换与耗散问题，是一种基于“内部调控传输”
与“外部助剂增效”全程协同防控，并结合“根
部控释给药”与“茎叶调控喷雾”协同增效减施
技术。相比自防田，使用该技术能够减少用药
2次，增产9.61%。

轻简化用药——看见植保未来

在粮食价格下调、农药价格和劳动力成本
上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轻简、省力的病虫
害防控方式将成为未来植保的必然趋势。水
稻全生育期轻简化施药技术是根据长江中下
游地区水稻生产和病虫草害发生特点，结合实
用的非化学防治技术增强稻田系统生态多样
性、降低病虫害发生程度和灾变频率，主抓“三
防”（播种前、移栽前和破口前）三个关键环节
的预防性用药，辅以其他时期的达标防治，实
现有效控制水稻病虫危害，促进水稻健康生
长，保证农田生态和稻米食用安全。

“对该技术来说，‘防’是重点、‘控’是补
充。就像对人来说，防控传染病，接种疫苗是
最有效的方法一样。‘防’要主抓播种、移栽、破
口三个环节，分别采用种子药剂处理、移栽前
秧苗用药和破口前保穗用药进行预防性施
药。‘控’则是指在分蘖末期、穗期，当暴发性、

流行性病虫害（“两迁”害虫、二化螟、纹枯病
等）达到防治指标时作为防治补充。要因地制
宜确定防治对象，对于病虫发生较轻的地区可
简化技术。”张帅介绍说。

据悉，种子处理剂在作物萌发和生长初期
用药，具有高效、经济、环保、持效期长、便于机
械化作业等诸多优点，是降低农药使用量，提
高农药利用率的重要方式。移栽前秧苗用药
可对水稻二化螟、稻纵卷叶螟起到很好的防控
效果，在一些地区持效期可达50-60天。秧盘
施药可避免大田过早用药，大幅减少人工投
入，减少大田期施药次数，使得天敌种群尽早
建立。由于水稻后期重要病害稻曲病、稻瘟
病、穗腐病等只能预防，不能治疗，因此确定最
佳打药时期对取得好的防效非常重要。

“应该转变防控理念，注重以预防为主。
该施药技术的优点在于操作简单，省工省药，
全生育期病虫害一体解决，能够显著提高稻田
自然天敌的控害能力。”张帅说。记者了解到，
该技术已在湖南、江西、浙江、安微、湖北、江苏
及上海等地开展了示范验证，可以有效将病虫
害控制在经济允许损失水平（5％）以内，每亩
水稻减少施药 2-3次，减少化学农药 30％，稻
田害虫天敌种类和数量明显提高。

最后，全国农技中心首席专家王凤乐对本
次培训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今后农药减量增效
将重点抓好五方面工作：一是使用新农药、新技
术减药。大力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新产
品、新剂型以及种子处理、秧盘用药、土壤消毒
等早期预防性用药，减少农药使用强度。二是
推广高效施药机械减药。抓好对靶施药、静电
喷雾、循环喷雾、防飘移技术试验示范，因地制
宜推广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植保无人机。三是
强化技术集成减药。结合实施化肥农药“双减”
国家重大科研专项，开展产学研协作攻关，突破
农药减量增效的技术难点，加速新农药、新技
术、新机具的研发应用进程，以作物为主线集成
组装一批农药减量增效的技术模式。四是发展
专业化服务减药。开展创建统防统治百强县活
动，支持“千强组织”和“星级组织”建设信息化、
智能化服务管理平台，引导统防统治组织不断
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五是抓好安全用药
培训减药。开展“百万农民科学安全用药培训
活动”，通过改变广大施药者的用药习惯提高安
全意识，实现农药减量。

奏响抗性治理与减药增效的共鸣曲

□□ 本报记者 梅隆 文/图

7月26日，山东蔚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雷
邦斯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在山东省青岛市
正式签署“功能型生物肥料产业融合发展战略合
作协议”，共同建立“农用微生物菌剂开发与应用
联合试验室”。

合作双方将围绕微生物菌剂技术开发与运
用、微生物肥料市场拓展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联合打造科技含量更高、功能性更强、性价比更
合理的优质微生物肥料产品，专注于土壤改良和
修复，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山东蔚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母公司青岛蔚蓝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以酶制
剂、微生态、动物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核
心业务的企业，是A股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603739），拥有3家院士专家工作站、2家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和9个国家级研发平台，是国内专业微
生态发酵基地，全国酶制剂行业十强企业。

蔚蓝生物股份总裁陈刚说：“蔚蓝生物以
‘生物科技还原生态世界’为发展愿景，坚持
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加强国内、国际合作，

在核心技术领域已经构建了自己的技术体系，
致力于在微生物尤其是农业微生物的研发上
构建自己的优势。公司专注于研发符合我国

农业发展需求的微生物制品，满足渠道对差异
化产品的需求，同时给合作企业提供全方位的
技术支持。”

陈刚表示，雷邦斯是一家在肥料领域非常优
秀的企业，和蔚蓝生物有着多年的合作基础，经
过几轮磋商，和蔚蓝生物达成了这项战略合作。
相信通过联合建立的实验室和达成的合作条款，
双方的合作会更加紧密，会产生更多服务于农资
行业的优质产品和方案。

雷邦斯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冉
峰表示，蔚蓝生物在微生物领域的研发国内领
先，此次联合共建农用微生物菌剂开发与应用实
验室，可以很好地补充公司产品线对生物肥料系
列产品的需求，满足合作伙伴对功能化、多样化、
差异化产品的需要。

据了解，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雷邦斯公司已
经成为享誉国内的知名新型肥料研发、生产、推
广和营销平台。伴随着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和
农资市场的需求变化，雷邦斯与全球十多家知
名企业都有深度合作，并不断引入先进的农业
生产技术及农用产品。其与蔚蓝生物联合研发
的褐藻胶裂解酶行业领先，建立了霍州、胶州、
营口等多个生产研发基地，公司销售网点遍布
全国，是全国最具代表性的新型肥料销售供应
商和引领者。

蔚蓝生物携手雷邦斯拓展生物肥料市场

我国生物肥产业
未来年增速可达10%

近日，2019中国有机肥产业发展大会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有机肥行业人士300余人围绕畜禽粪污的
资源化利用技术、微生物菌肥的创新方向、有机肥的政策走向等热
点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首席专家高祥照透露，我国有
机肥现用量在4000万吨左右，占资源量6719.8万吨的59.5%，充分
开发、利用有机肥源潜力仍很大。其中，作为有机肥行业中的一个
相对成熟的板块，微生物肥料一直是企业发力的重点。农业农村
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菌种质检中心主任李俊表示，我国微生物
肥料产业规模较五年前增长超过1倍，未来十年还将以10%的年增
速发展。

会上，有机肥行业的多位专家就诸多热点话题分享了专题报
告：中国农业大学李季教授在分享各类堆肥工艺和技术的同时，对
当前有机肥企业的情况进行了梳理；中国农科院区划所张树清研究
员对商品有机肥的生产工艺、创新方向做了深入的分享；北京农科
院的吴玉光结合视频，与代表们分享了非常实用的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技术和商品有机肥产业化模式；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院周海宾
老师则结合国外先进的种养结合模式，给有机肥生产企业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发展思路；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农业大数据中心周
林立博士深入阐述了有机肥追溯体系。 本报记者 戴军

资讯快递

关注健康需求
肥料产业新方向

近日，由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办、《肥
料与健康》编辑部和杭州标准化国际交流中心联合承办的2019肥
料创新成果标准国际化建设论坛在浙江杭州召开。

当前农业生产主要导向由增产转为提质，对肥料企业提出了
新要求。同时，肥料产业全球化趋势加快，中国企业如何从国内走
向国际，也是当下需要思考的命题。会上，来自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欧盟标准化委员会生物刺激素技术委员会等单位的多位中
外专家及企业代表呼吁，当前亟待以健康为导向重新定位肥料产
业的创新方向，并以此为立足点，推动中国肥料标准国际化进程，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如何从肥料源头关注作物和人类健康，这是一个新颖而迫切
的引领方向。”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商照聪在
会上表示，未来肥料标准制定将以健康为方向，通过建立新的标准
体系，对农业投入品进行健康评价，以此来引领行业发展。据透
露，目前，《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要求》《绿色产品评价 肥料》
等国家、行业标准等正在酝酿出台。

会上邀请多位中外专家交流了肥料热点领域的最新研究进
展。农业农村部微生物肥料和食用菌质检中心主任李俊指出，土
壤问题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而微生物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近些
年，微生物肥料产业发展迅猛，产业规模较五年前增加了一倍以
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2018年开始，土壤修复菌剂也在农业农
村部首次获得登记。 本报记者 王腾飞

鸭绿河农场实施“双控双减”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今年，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鸭绿河农场有限公司在农业生产中，
坚持实施“双控双减”，发展生态农业。在控水方面，江水灌溉面积
达3.03万亩，增加节水控制灌溉面积12万亩。在节水的前提下，让
万亩水田喝饱吃好，促进水稻防病增收。在控制农业污染方面，实
施农业投入品直供及严格准入，经过公开竞标选择优质减量的厂
家，控制农业投入品的质量，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设立了
多个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以减少对土壤和环境的污染。同时
还加大“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畜产品认证及证后监
管，完成了“三品一标”认证，100%运行国际环境治理标准体系。

在减少化肥施用上，该农场扩大水稻测深施肥面积达 12.8万
亩，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旱田缓释肥、水溶性肥等“减肥”技术示范
推广。在全场和科技园区设立25个示范校正试验、13个3414测土
配方试验、1个肥料利用率试验、1个锌肥试验，通过科技试验让种
植户看到“减”带来的经济效益。在减少农药使用上，推进苗带施
药、助剂应用、高效农药应用等农药减量控害技术，通过“三统一”
采购高质量农药，引进M18航化作业飞机，进行全面积精准施药防
病。对特殊地块，采用千台弥雾机作业以及植保无人机补充作业，
在高标保障全场万亩水稻健康生长的同时，做到农药减量不减防
病效果。除此之外，还建设了蟹稻、鳅稻、蛙稻等示范点，发展绿色
种植生态模式。 刘天鹏

示范观摩现场。 王晓岚 摄

双方负责人为共建的“联合实验室”揭牌。

近日，江苏省东海县代相村村民郑金成家的蓝莓采摘园里一
片丰收景象。郑金成一直坚持绿色、安全、健康的经营理念，底肥
施用熟化的豆饼料和有机粪肥，冲施专用有机水肥，并覆盖蓝莓行
间反光黑色塑料薄膜，避免杂草丛生，整个过程都采用标准化种
植，从而确保了蓝莓品质。 宋彦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