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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锐 文/图

2008年奥运会期间草地螟、2012年二代粘
虫、2019 年草地贪夜蛾……“十三五”时期，当
重大迁飞性害虫“入京”，其发生的突然性、蔓
延的迅速性为北京市农业生产敲响了警钟。
如何阻断重大病虫害对农业生产造成损失？
北京市植物保护部门从监测与预警、应急防控
技术研究、防控体系建设等方面健全重大病虫
害监测防控体系，确保了农业生产健康发展。

五地联合监测
三道“防线”层层预警

近日，记者在北京绿富隆观光园里看到了
双模式昆虫雷达。这里是围绕重大迁飞性害
虫，北京植保系统在延庆区迁飞性害虫的通道
上建立的昆虫雷达监测试验基地。

延庆区有 13 万亩玉米、3 万多亩蔬菜，是
草地螟、蝗虫等重大迁飞性害虫从西北方向

“进京”的重要通道。延庆区植保站高级农
艺师郭书臣说：“严格意义上讲，延庆是监测
草地螟的第一道‘防线’，粘虫、草地贪夜蛾
从南方来，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昆虫雷达
监测试验基地建于 2016 年，主要功能是监测
粘虫、草地螟、草地贪夜蛾等常见的十几种
迁飞性害虫。每年监测从 4 月开始，持续监
测 140 多天。

北京市植保站测报科张智博士告诉记
者，双模式昆虫雷达有水平扫描和垂直监测
两种模式，监测速度快，收集参数多，扫描范
围大。在雷达监测室，张智指着雷达扫描屏
上迁飞性昆虫的图像，对记者说：“我们从雷
达显示上能看到回波点，统计出回波点数
量，再辅助高空测报灯、无人机等设备进行
分析，判断属于哪一种昆虫、数量多少、迁飞
方向等，从而形成涵盖迁飞性害虫数量、会
不会在北京降落、从北京向哪儿飞等问题的
评估报告。”

从2015年起，北京重大害虫监测预报不再
是单打独斗，而是与周边省市联合开展监测预
报，提高了监测预报的时效性及准确性。“2019
年新发害虫草地贪夜蛾侵入我国后，北京植保
站牵头建立了京津冀蒙辽 5 省（区、市）重大迁
飞性害虫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平台，确定了13个
联合监测点，每年4月-10月，对重大迁飞性害
虫开展逐日系统监测，及时互通各地虫情，开
展区域性联防联控。”北京市植保站测报科科
长谢爱婷介绍，2019年，北京市植保站在北京、
河北及天津，沿七环、六环及城中区布控了迁
飞性害虫的“三道防线”，2020年在北部 4个区
布控了草地贪夜蛾“长城防线”，利用各种监测
防控手段，联合开展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及防
控阻截。北部区域重点监测阻截草地螟、蝗
虫，南部区域重点监测阻截粘虫、草地贪夜蛾
等害虫。“三道‘防线’和五地联防联控平台的
建立，使得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时效性提早了
一周，短期监测预警准确率提升至 95%以上。”
谢爱婷说。

健全监测队伍
田间有了“侦察兵”

“2020 年，新发害虫草地贪夜蛾成虫刚一
迁入北京市，就被我们的基层测报点查到了，
顺义是 2020 年首个发现草地贪夜蛾虫情的
区。”顺义区植保植检站副站长王泽民说。

王泽民说的基层测报点，是北京市植保系
统建立健全的监测队伍体系。近年来，北京市
已经发展基层测报员60余名，监测队伍系统由

“十二五”末的市、区 2级变为市、区、基层测报
员3级监测预警体系。

王艳青是顺义区的一名基层测报员，他负
责听澜农庄监测点的运行和记录工作。他告
诉记者，监测点的自动虫情测报灯 4 月 1 日开
启，常规监测 16种有害昆虫、14种有害检疫生
物。每周五定期向顺义区植保植检站报数据，
特殊情况会立即电话联系上报。“粘虫是顺义
区的重大病虫害之一，如果我发现一天诱集的
成虫量超过 20 只以上，就要立即上报，并密切
关注其发生动态，增加上报频次。个别重发年
份粘虫盛发期需要一天一报。一般来说，农庄
因为有黄板、诱虫灯等监测防控设备，提前就
把部分害虫消灭了。即使是重发年份，也会及
时发现虫情动态，及早采取防控措施，大大降
低了药剂防治的农药用量。”王艳青说。

“前些年，粮食、蔬菜病虫害田间调查主要
依靠我们区级的技术人员，每次病虫害普查要
把全区有代表性的田块都跑遍查完至少需要
2-3天时间，而且普查的田块代表性有限。”王泽
民想起以前的监测预警工作深有感触，同样对
如今监测设备、测报人员的配置很满意。他介
绍，顺义区在北京市植保站的支持下新建了17
个村级基层监测点，充分发挥全科农技员、村级

植保员及基地技术员的作用。他们生活在监测
点附近，熟知周边环境，受气候、交通、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小，能够按时开展病虫监
测。自从有了基层监测点，植保战线多了许多
一线的“侦察兵”，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病虫害监
测普查覆盖面、代表性及监测预报的时效性，为
开展重大病虫应急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撑。

随着北京市种植业结构调整、大区域气候
异常等，农作物病虫害发生规律趋于复杂化，
对病虫害监测预警的要求越来越高，仅依靠原
有的市、区 2 级测报体系无法满足北京市农作
物病虫测报要求。

谢爱婷告诉记者，“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农
作物病虫监测预警体系发展成3级测报网，重大
迁飞性害虫监测点能达到区不漏乡、乡不漏村。
每个粮食种植村都有监测点，病虫害监测普查的
覆盖率提高了3倍以上，基层测报员结合日常工
作几乎每天都在田里、棚里转，发现突发、暴发性
重大病虫害的几率和时效性明显提升。

预警阻截同步
绿色防控减量用药

农作物病虫监测预警是开展绿色防控的
重要基础。在延庆区香营乡的全科农技员张
石宽看来，高空测报灯不仅有监测预警的作
用，还是阻截重大害虫发生的“前线”。在北京
万达有机农业的种植基地，高空测报灯就安装
在地势开阔的空地上。张石宽介绍，高空测报
灯有光控系统，光照达不到一定标准时，测报
灯就会自动开启。当气温达到 15 摄氏度以上
时，测报灯在夜间开始工作，可以把距地面500
米以内的昆虫都吸引过来。

“根据气候条件、监测数据并结合历史数据
分析，得出迁飞性害虫对农业生产有多大影响的

报告。迁飞性害虫的成虫迁入数量是最重要的
指标，用不用防治、防治的关键期是什么、用什么
样的农药等，这些问题都是建立在监测预警准确
性的基础上，从而指导农业绿色生产。”谢爱婷
说。怎么分辨是益虫还是害虫？面对记者的疑
惑，张石宽说：“趋光性强的大部分是害虫，例如蛾
类、甲虫类等，一年能杀死100万只左右的昆虫。”

为解决重大害虫应急防控存在的后期植
株过高、防控药械不易入田、防控效果不佳等
问题，北京市植保站陆续开展了多悬翼、单悬
翼植保无人施药机、自走式高秆作物喷雾机、
风送式远程喷雾机等多款新型植保设备的型
号筛选试验，并对这些设备进行了作业方式及
施药效果的研究，最终探索形成了“无人施药
机空中防治+高秆喷雾机大面积田间防治+远
程喷雾机地头远程防治”的立体应急防治技
术。“据实际应用效果来看，推广立体应急防治
技术每亩可挽回产量损失 49.28 公斤，节省用
工 95%，提高防控效率 54.4%。”北京市植保站
粮经科科长岳瑾给出了具体数据。

根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工作方
针和“绿色植保”的理念，北京市植保站完善加
快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技
术及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环保型农药的应
用。“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建立了玉米螟生物
防治示范、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示范等绿
色防控区，五年累计释放赤眼蜂生物防治玉米
螟，释放面积167.78万亩次，释放赤眼蜂167.78
亿只，防治效果达 80.6%，减少化学农药用量
419.45吨；推广小麦种子包衣技术73.548万亩；
小麦春季“一喷三防”技术 70.483万亩次、防治
效果达 92.7%，小麦中后季“一喷三防”技术
86.428万亩次，防治效果达 94.1%，三项技术累
计减少化学农药用量313.82吨。

迁飞性害虫难逃“天眼”
——北京完善重大病虫害应急防控体系见闻

近日，位于连云港市海州区的江苏省农垦云台农场，工
作人员驾驶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在冬小麦地里进行“一喷三
防”作业。

目前是冬小麦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该市及时组织专业植
保机械，集中对冬小麦进行“一喷三防”全覆盖作业，防治病虫害、
预防干热风，为冬小麦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耿玉和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日前，第二届解硅菌农业应用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石家庄市召
开，与会专家对微生物肥料进行了研讨交流。

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首席专家高祥照表示，
未来肥料发展主要有三大方向：施肥方式向规模化、设施化发展；肥
料功能功效以简单、高效为主；质量效益讲究提质、优价。要用科学
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把行业引领好，把中国农业引向一个更加科学、
健康的发展之路。农业农村部微生物肥料质检中心、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主任李俊表示，微生物肥料是发展绿色农业之必需品，微生
物肥料功能多样性特点与国家绿色农业发展相吻合。目前，我国微
生物肥料产业处于新业态的初期阶段。“解硅菌剂是微生物肥料领
域重点研发应用的新产品。硅是多种重要作物的重要有益元素，土
壤有效硅的供给不足，已成为作物产量、品质、抗逆性的制约因素；
通过研发高效解硅菌及其解硅菌剂，可实现解硅与钾、磷、钙、镁有
效性的协同功效，具有‘一菌多效’的作用。”

“硅是植物生长的有益元素，我国缺硅耕地在 50%以上。不同
植物硅的积累和分布差异很大，硅的吸收受到硅转运基因调控。”华
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蔡昆争表示，硅的植物生理和作物
抗逆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包括提升物理抗性、激活植物体
内生化防御反应、诱导相关基因和蛋白表达、改善土壤微生态环
境。从施硅的生理效应上看，硅影响着植株生长、影响着矿物质营
养吸收，对非生物胁迫的影响包括抗金属离子毒害、缓解盐胁迫、增
强水稻抗倒性、抗旱性、抗高温、抗紫外线辐射等，对生物胁迫的影
响包括抗病、抗虫害等方面。“由于硅肥具有改良土壤的作用，因此
硅肥应施用在受污染的农田以及种植多年的保护地上。”

农业农村部植物根瘤菌及微生物肥料首席专家康耀卫对我国
首款生物硅肥的开发与商业化进行了介绍。2018 年，河北萌帮水
溶肥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康耀卫合作成立了专门的微生物研发团队，
对筛选一株或一类具有独特的、解硅能力超强的微生物项目进行了
立项。研发团队采用“富集平板高通量法”，从 20多万株微生物群
体中筛选出了34个新属、206株符合目的要求的菌株。经过对菌株
进行耐高温、耐盐、耐酸碱、溶血安全性试验以及菌株与常用农药混
配存活率试验、产孢率试验、刺激作物根系生长等试验，微生物研发
团队最终从206株具有解硅能力的菌株中优选出一株“MB35-5”菌
株进行商品化开发。

与会专家介绍，利用微生物菌剂生产既可以增产增收又能释放
活化土壤原有有益物质的一类肥料产品，因其激发土地潜能、解决
了资源利用与高效农业之间的矛盾，备受市场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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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丽

近日，在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记
者看到大片油绿的小麦正在拔节。眼
下，小麦病虫害防控即将进入“一喷三
防”关键时期。

“现在种田人力越来越紧张，需要
改变生产方式，推广机械化节约成
本。这两年植保无人机发展很快，但
专业的飞手比较紧缺，我们也迫切需
要不断学习新技术。”滁州市全椒县国
伟农业植保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万仁伟
既是持证专业飞手，也是种植大户，他
自己的 400亩小麦全部采用无人机飞
防，合作社包括他在内的 3 个飞手服
务了全椒及周边县的10万亩地。

让万仁伟感到高兴的是，他期
盼的培训说来就来。近日，由全国
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先正达集团（中
国）共同实施的“全国百县万名新型
农民科学安全用药培训项目”在滁
州启动，其中大疆农业还将共同开
展植保无人机飞手的相关培训。以
主要粮食产区种植大户、家庭农场
等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化防治服务
组织及植保无人机飞手为主体，在
农业生产管理和病虫害防控关键时
期，组织开展培训。

“5 年前，安徽省只有无人机 260
架，2020 年已经达到了 8700 多架，今
年将突破 1 万架。去年无人机飞防
面积达到了 1/4，无人机飞手的安全

用药培训迫在眉睫。”安徽省植保站
副站长黄超介绍，今年，安徽省制定
了无人机监管平台，重点对无人机飞
防作业的防效进行监管，要求标准化
作业，科学安全用药。放眼全国来
看，据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首席专
家王凤乐介绍，2020 年，植保无人机
防治作业已经达到 10 亿亩次，占到
全国防治面积的 1/7，无人机保有量
大约 10万架。

“目前在农作物耕、种、管、收过
程中，植保管理是薄弱环节，技术含
量高但专业化、机械化程度较低，无
人机的兴起可以弥补这一块缺陷，无
人机防治会成为主力。”中国农药工
业协会会长孙叔宝表示。“要实现农
药使用负增长，不仅需要更高效的新
型植保机械，也需要提高作业人员的
农技水平及用药水平。”大疆农业亚
太区销售总监陈腾蛟表示，首先，无
人机作业属于低容量施药技术，其农
药利用率远高于人工作业，能够直接
降低农药使用量；其次，植保无人机
的出现使社会化服务组织规模化进
行植保作业成为可能，农服组织大量
出现，由专业的技术人员代替农户进
行施药，有利于植保作业规范度、专
业度的整体提升。

据悉，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同
先正达开展科学安全用药培训已有
20年。培训对象由小农户到大农户，
再到如今新型职业农民和无人机飞

手，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
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先正达中国首
席可持续发展官姜业奎表示，今年的
公益培训继续“全覆盖”，发挥好MAP
服务模式在推广新理念、新技术方面
的突出作用，让全国的农业从业者更
加便捷的学习和掌握科学安全用药的
知识和技能；通过更加全面丰富的培
训教材，在农药使用的重点地区，结合
农业生产关键时期开展培训，并承诺
全年培训覆盖 100 万人次，其中包括
培训植保无人机飞手2万人次。

王凤乐表示，无人机植保因为用
药和用水量少，因此对药剂要求比较
高，目前专用药剂还比较少，还需要在
研发专用剂型方面下功夫。另外，标
准化操作也需要加强培训。对此，农
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总农艺师陶传江
表示，农药检定所将强化登记手段,确
保登记产品有效性和安全性。严把登
记安全性准入关，建立健全退出机制，
积极服务行业，研究飞防用药、纳米农
药等新技术。

培训现场，来自企业的讲师们为
100 多名飞手分享了关于安全用药、
无人机安全操作、小麦和水稻病虫害
综合解决方案以及飞防助剂的应用技
术。同时，“飞防打药农服平台”也正
式上线。该农服平台将通过小程序实
现合作伙伴的服务需求与专业飞防植
保队的服务供应衔接，进行体系化服
务能力赋能，更好地服务农民朋友。

新技术新理念为服务体系赋能
——探访植保无人机飞手培训

2021全国农机展在驻马店举办

日前，2021 全国农业机械及零部件展览会在河南省
驻马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该展会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
协会、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和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共
同主办，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已成为我国春季规模最
大、最具影响力的农机宣传、展示、交易平台。本届展会
展览面积近 5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 330 多家，吸引了 2 万余
人前来观展。

此次展会产品种类从主要农作物的耕种收环节向花生机
械、畜牧养殖机械、水产养殖及捕捞机械等多领域延伸。展出
了包括玉米收获机、青饲料收获机、花生捡拾收获机、果园开
沟机等千余种农业机械设备及各种零部件。据不完全统计，
展会期间，参展企业与经销商现场集中签署9000多份农机销
售协议，现场销售各类农业机械、机具共计9815台（套），现场
销售额达到2亿多元，预订交易成交额10亿元左右，参展农机
企业让利 3000 万元。其中驻马店专门展区现场销售达到
3000余台（套），实现销售额2000多万元，预订交易成交额1亿
多元。

展会期间，主办方还在室外划出专门区域，为具有高技
术含量的农机产品提供免费演示场地，加大对高技术含量的
新型智能农机产品的推介力度。展会同期还举办了相关报
告会、研讨会等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就 2020 年农机工业运
行情况、花生全程机械化、保护性耕作、农用导航技术等问
题作有关报告，把脉行业问题与发展趋势。记者还从主办方
了解到，2021 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将于 10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山东青岛世博城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颜旭

春耕不结束 服务不停止

眼下，中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板块进入一年中
最忙碌的季节。在其旗下的五洲丰、中农金瑞、湖北沃裕、茫
崖兴元等主要复合肥生产基地，每天运输原料、成品的车辆络
绎不绝，基地内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赶订单，各种复合肥、水
溶肥产品下线后立即装车发运。

公司副总经理王秦燕表示，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加
大农业技术应用力度，推进农业技术进户到田，提高农业科
技贡献率，改变传统落后的耕作方式。她介绍，春耕期间，
中农控股依托遍布全国的 1 万多个建在县、乡的基层服务网
点优势，组织 740 名农技服务人员深入基层，为科学种田提
供数字化保障，为种植户提供更精准专业的农事服务。“春
耕不结束，我们的服务不停止。”王秦燕介绍，公司各基层服
务网点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线上联系农
户，指导农户如何取土或者农技人员线下自行取土，并为农
户免费测土。目前，已采集的所有土样均已检测完毕，为春
耕精准施肥做好准备工作。

近两个月来，“中农开讲啦”线上课堂深受农民喜爱，
因为“春耕线上直播培训”涵盖了政策、水肥一体化技术、
数字农业等农户想要了解的许多内容。目前，已连续直播
了 15 场，累计观看人数达 389 万人，每场在线观看人数超
过 12 万人。 钟侬

在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无人机空中施药防控玉米螟。

三大项目助力作物提质增效

日前，2021拜耳提质增效解决方案论坛在江苏泰州市举
办。拜耳作物科学与全国农技中心、山西农业大学、中国水稻
研究所、广西农科院等权威机构专家齐聚一堂，会同各地植保
系统工作者，为水稻、玉米、荔枝、甘蔗、柑橘等作物进一步提
质增效献计献策。

近年来，鳞翅目害虫对农业生产的为害日益严重。拜耳
通过新一代双酰胺类专利高效杀虫剂“国腾”等创新产品，不
断深入探索不同作物鳞翅目害虫的本地防治方案，获得了良
好的应用实效。在杀菌剂方面，“拿敌稳”也已成为种植户高
效防治病害、助农提质增收的有力武器。

此外，“拜耳更多水稻项目”通过与全国农技中心的合作，
7 年间在水稻主产区的 134 个县（区）开展了本地化方案的实
践与探索。据全国农技中心药械处副处长张帅介绍，2020年，
该项目在黑龙江、江苏、安徽等 5 省实验点的实验结果显示，
平均每亩增产58公斤，增幅达10.9%；平均每亩减少农药使用
量33公斤，增加收入198元，节本增收效果显著。

拜耳作物科学大中华区客户市场部总监陈昕表示，今后，
公司将不断加强与专业机构的合作，响应国家减量增效技术
推广，积极整合种业、植保以及数字化农业的最新研究成果，
为广大中国种植者提供更多提质增效定制化的全程解决方
案，为实现农业提质增效贡献力量。 连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