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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详细阐述了植物保护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建国以来江苏

省植保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 21 世纪初江苏植保技术发展日标和重点技术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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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中，植物保护是保障农、林等栽培作物免受或减轻有害生物危

害而采取的多种综合保护措施。在现代化农业发展进程中．当农田水利、中低

产田改造、良种培育与推广、栽培制度与耕作条件的改进等农技措施实施后，

其影响高产优质的重要因素就是灾害性因素。除了地质灾害、异常气候外，有

害生物的危害为成灾第三大因素。据统计．江苏省农田每年病、虫、草、鼠等

有害生物的发生面积达 3 333.3 万 hm2/ 次。虽经综合治理，仍造成 110 亿元以上

的经济损失，仅水稻因遭受螟虫类等有害生物的危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41 亿元。

又如全省各类森林病虫害常年发生约 4 万 hm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3 600 万元。

仅松林线虫病发病面积达 1.3 万 hm2，常年病死松树 50 万株左右。

尽管对有害生物的综合治理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但由于有害生物对生态环

境的适应性、周期发生的反复性、异地迁飞的动态性、生物小种的变异性、随

作物及品种变更的突发性等特点， 致防不胜防，成为我国农作物优质高产的严

重障碍近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设施农业成为有害生物越冬基地，有害生物

对农药抗药性日益增大．农药用量加大．造成环境污染，对人、畜造成直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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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和慢性“致畸、致癌、致变”，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大敌。植物保护在农

林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中是一种公益性的投入，强化植物保护的作用与地位，

必将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踞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1  江苏省植保技术发展现状

1.1  病虫测报技术

灾害性生物发生种群动态的监测是植物保护工

作的基础。准确、有效地预测预报病、虫、草、鼠等灾害生物的发生动态，

是做好综合治理的关键。我省目前建有市、县级农作物病虫害测报站 95 个，乡

级病虫监测点 500 余个，其中有全国区域监测站 27 个。森林植物病虫测报点 53

个，其中全国区域测报点 15 个。桑树病虫测报站 6 个、测报点 30 个，初步形

成了全省范围内的测报网络体系。

近年来在完善和深化短、中期测报技术的同时．不断扩大测报对象的范围。

从粮、棉、油向林、桑、果、蔬、茶等作物病虫发展．累集了大量测报资料．

为研究灾害生物发生规律和分析病、虫情况提供了依据。我省较早运用测报电

码和模式电报传递病虫信息，组建了 10 余种病虫的模式电报；运用电算技术正

在组建害虫灾变预警系统，逐渐完善建立中、长期测报体系；运用雷达探测技

术对粘虫、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进行迁飞规律的研究，并已用于

异地测报；对稻、麦、棉等重要作物的主要病虫进行联台攻关研究，揭示了稻

瘟病、白叶枯病、麦类白粉病、赤霉病等病害的流行规律和褐飞虱、白背飞虱、

棉铃虫等害虫的种群消长规律，建立了预测模式，制定了防治阈值等。在林、

桑病虫害的预测预报中也同样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1.2  植物检疫技术

植物检疫在改革开放大流通的新形势下，显得更为突出与重要。随着体制

改革的发展，在原有基础上现设立了省出人境检验检疫局及所属 19 个市级局和

12 个县级办事处，统一了省内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 全省农业行政部门有市、



·37·
植物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2019 年 9 月

第 1 卷第 1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ps	 https://doi.org/10.35534/aps.

县级植物检疫机构 78 个，森林植物检疫机构 83 个，涵盖了全省植物检疫的全

部地域。

我省植检工作在全国口岸检疫部门中具有较大的影响，曾成功地截获了小

麦印度腥黑穗病、松材线虫病、鳞球茎茎线虫、云杉八齿小蠹、菜豆象、欧洲

榆小蠹、双钩异翅长蠹、谷斑皮蠹等重大病虫害；1983 年率先提出“术质包装

和铺垫材料的检疫”、“进境供拆船用的废旧船舶由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实施

检疫”，并被国家采纳立法实施。对澳大利亚进口建筑材料、非洲象牙海岸进

口原木，原苏联进口原木等大批进口物资的检疫处理与索赔等方面都在全国产

生较大的影响。

境内检疫方面，1998 年颁布了“江苏省植物检疫管理办法”，规范了引种

审批程序，加强了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的力度，有效地控制了水稻细菌性条斑病、

苹果绵蚜、假高粱等危险性病虫草害的传播和扩散，对省内稻水象甲、灰豆象、

食荚碗豆枯萎病等病虫害进行了有效的监管和扑灭。

1.3  综台治理技术

水稻病虫害综合治理较系统地体现了我省练防技术的发展进程 20 世纪 60

年代 栽培治螟与六六六的使用技术为主；70 年代二查二定（查苗情虫情，定防

治对象田、查卵块孵化进度，定施药日期）和狠治 1 代、巧治 2 代，重点防治 3

代螟虫的策略为主；80 年代，强调 作物为中心，注意品种抗性，建立多项防治

指标，提出了经济闺值及三合一（病、虫、草）的总体防治策略；90 年代，根

据病虫变化相对调整，加强与深化了单项研究的内容（如天敌昆虫的基数指标

和中性昆虫的媒介作用，抗药性机理与仿生农药的开发利用等），完善总体的

综防策略。在东亚飞蝗的综合治理中，也经历了防治为主，改治并举到监视为

主的发展进程 现阶段正实施“改造宜蝗区、监视发生区、挑治重发区”的治理

策略，同时从湖区的生态大环境考虑，有条件地压缩蝗区面积，控制发生危害，

确保东亚飞蝗“不起飞，不扩散，不危害”。在棉花、小麦、油菜、果树、蔬

菜等灾害生物的综合治理中都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橙材线虫病的综

合治理中，由初期的单纯清除病株死树、药物熏蒸处理病枝材，发展到在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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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树的同时，运用肿腿蜂、白僵菌、引诱剂等生物技术降低林间传播媒介 - 松

褐天牛的密度， 减轻危害；运用封山育林、抗病品种选育、林相结构调整等综

合营林技术， 恢复受害林相；通过建立疫情监测网络，及时发现疫情，及早扑

灭危害，对控制疫情的发生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4  农药、药械技术

化学农药以其快速、高效、经济、简便的特点在灾害生物的综合治理中占

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我省的农药工业在全国居各省之首，总产量约占全国的

1/4，原药品种 120 多种，年产量约 ll 万多吨，我省农药发展与植保科研紧密结合，

农药的更新换代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沿。从有机磷取代有机氯，发展氨基甲

酯类，拟除虫菊酯类，以及率先发展噻嚷酮（扑虱灵）、吡虫啉、氟虫腈等都

走在各省的前列。在取代有机汞、有机砷新杀菌剂的过程中同样较早地推广应

用了多菌灵、粉锈宁、三唑醇、扑海因、甲霜灵等新型药剂。

除草剂的应用更是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农户经济实力的增强较早在

全省普及推广，率先在国内组织实施农田无草害工程，基本实现了稻、麦、棉、

油菜田无草害。

在植保机械的研究中，我省拥有一大批植保药械的生产企业。建有全国植保

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和植保机械情报网，承担全国植保机械的产品质量监

测任务和信息发布 在高架弥雾喷粉机、背负式机动弥雾喷粉机、果园风送喷雾机、

烟雾机具研究中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果，为我省植保机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5  植保服务体系

植物保护工作在农业生产中是一种社会公益型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

工作。在 20 世纪 60 ～ 7O 年代就 四级农科网为基础，培训了一大批植保员队伍，

基本做到每个生产大队有一个植保员，每个生产队有一个治虫专业组。这种形

式一直持续了近 30 年，对农村的病、虫防治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由于

专业化，并不间断地培养，防治质量得到保证，病虫危害减轻，农药成本下降，

农药中毒事故较少，对推动植保技术的普及综防技术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后，植保工作从为集体服务转变为农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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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原有的植保基层组织解体，出现了户户有农药、家家忙治虫的局面。中毒

事故增多，防治成本提高、防治质量下降，买错药、用错药、打错药等情况时

有发生。为了适应新情况，开发植保社会化服务，通过植保公司、植物医院、

植保专业队和植保专业户等各种形式为农民防治病虫害服务，包括承包、代治

和咨询服务。这些服务组织活跃在农村，面向农户，对做好防治工作，保障农

业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船除了农户“治虫难”的后顾之忧。

2  植保技术发展目标和重点技术选择

随着人们对无公害绿色食品的强烈要求和对环保意识的增强，有害生物综

合治理的科技分量越来越高。从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的目标出发，从战

略的长远目标出发，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2.1  病虫测报技术

（1）病虫灾变预警技术是监测灾害生物发生动态的指示牌。随着农业结构

的调整，原有监测对象已不能适应现在的要求，应尽早确立新的预警对象和重

要灾害生物的研究，如美洲斑潜蝇、小菜蛾、甜菜夜蛾、光肩星天牛、杨树舟蛾、

杨尺蠖、草履蚧、松枯梢病、杨树溃疡病等的中、长期测报技术。将种下类群分化、

致害性变异、地理信息系统（OIS）、全球定位系统（GPs）系统的建立、性信

息素的应用技术等实用型技术尽快立项研究。

目前重点应是建立电子网络测报系统，对新发生及由次要转为主要病虫的

种类进行发生规律的研究，制定科学的灾变预警系统。

（2）必须重新认识和评价病虫害经济防治阔值，制定适合市场经济，根据

不同作物特色，考虑作物自身补偿能力，具有生态意义的防治闽值，以适应绿

色农业、有机农业、设施农业及区域化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

2.2  植物检疫技术

（1）强化植物检疫的功能，严防外来灾害生物的入侵是加人世贸组织前后

的重点任务。应建立有害生物的风险分析制度，出入境植物检疫部门必须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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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植物检疫，共同制定防范措施，除检疫对象外，特别要关注原产地常发、

多发的病、虫、草害的传播危害，建立资料档案及发生动态分析 应加强对引进

作物观测圃的监测与管理，对新引进的作物（含转基因作物）进行跟踪调查，

密切关注灾害生物的发生新动向 经试种无害后，才能大批引进和推广，力求将

检疫灾害生物拒之于国门之外。

（2）加强检疫检验和处理技术研究， 研制计算机软件应用技术、分子生物

学检测技术、快速检测技术为重点，搞好配套仪器的装备更新。

2.3  综台治理技术

根据作物与灾害生物作相应的防治策略调整是一项不问断的工作。

（1）大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物多样性指数，充分发挥生物潜能的作用。

将绿色农业、有机农业下的防治问题、“推～拉”式综合防治体系、全种群治

理体系等新概念尽快纳入研究内容 加强控害栽培技术的研究，大力提倡强身健

体防治病虫的观念。

（2）加强生物防治技术的研究、评估和应用。拓展植物源农药 及有益生物

如绿僵菌、多角体病毒、拮抗线虫、寄生蜂、寄生蝇、瓢虫的开发利用等。开

发干扰“病原一寄主”互作系统的新型化学、生物农药及评估技术，以适应现

代化栽培技术的变换、品种交替、设施农业的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

（3）加大抗病、虫育种的力度，将生物技术用于抗病虫品种的选育。注意培

育适应环保要求、适应市场及人民生活要求的转基因抗病虫、抗除草剂的品种

（4）加强对松树、杨树、桑树、茶树和竹林病虫害的研究与防治力度。重

点如松树线虫、日本松干蚧、松枯梢病、杨树溃疡病、光肩星天牛、杨树舟蛾、

杨尺蠖、美国白蛾、桑天牛、桑瘿蚊、桑根结线虫、竹螟等灾变规律的研究

（5）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侧重于应用基础的研究。如病虫害变异规律的

研究、农业生态环境及农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2.4  农药、药械技术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化学防治仍将是综合治理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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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应用水平将会更加科学化 到 2010 年，陈坚决禁用、禁产我国目前公布的高

毒农药外，还应适应、Ⅵ D 有关成员国的规定，逐步从出口产品到内销产品禁用、

禁产这些成员国所规定禁用的农药品种。

（1）面临加入 WTO，应加大农药品种开发创新，特别是重点发展高效、低毒、

安全性好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新品种。积极寻找目前禁用农药的替代品

种及对现有品种的挖潜扩能工作 大力应用生物技术开发新的生物源农药。对植

物源农药的分析、纯化、合成，也应加大力度，提高植物源农药的作用效果。

（2）继续做好目前主要农药品种的抗药性、Bt 转基因植物抗性的监测工作

及对应防范措施。

（3）应加大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研究，尽快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对市场蔬

菜、水果的快速检测技术进行规范管理，拓宽检测面和检测质量，真正让市民

吃上放心菜和放心水果。

（4）积极推广应用新剂型农药，如水乳剂、水分散性粉剂、触破式微胶囊剂、

缓释剂等。开发推广高效低荇染，精确新型施药技术及应用技术的研究，减少

农药流失，提高农药利用率

3  相关政策建立

（1）应加大对持续性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当前应加大对水果、蔬菜、

特种经济作物等创汇名、特、优作物病虫害研究的投入力度。

（2）联合国内检疫、出入境检疫部门，尽快制定灾害生物风险分析制度。

建立灾害生物数据库，共同明确检疫对象的范围，做到不重复，不遗漏。

（3）针对目前农药市场混乱，特别是对假冒伪劣农药查处不力，建议发挥

学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配合政府做好规范管理，严格登记，对无“三证”

的农药进行严历查处。

（4）将对农业生产服务的职能与对农药监管的职能分开，将开方与卖药的

职能分开，将药政与药检的职能分开，做到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真正规范农

药市场的管理与行政执法，生产报批的严肃性。

（5）改进和加强植保服务体系的建设，因地制宜地采用各种形式开展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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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综合治理的服务。总结和发现培植植保产业化的典型，注意生产厂家直销

服务网络的建立与发展动态，同时做好指导、监查工作。

在目前的机构改革中，应注意保存社会公益型的植保植检的职能。加强以

县植保植检站为基础的机构建设，保证国家区域测报站点人、财、物的正常运

行与投入，应重视对植保科研的投入，重视对农户的科普宣传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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