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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每年水稻病虫草害发生情况复杂多样，造成的产量

损失巨大，因此把握水稻病虫草害发生、为害规律并进行科学防治是必须的。近年来

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口锐减，同时国家提出了农药的减量使用政策，如何进行科学合理

的病虫草害防治，并控制农药的使用量，是植物保护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农作物

病虫草害统防统治理念的提出和现代化植物保护器械的发展，为水稻病虫草害的统防

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物质条件。

鉴于水稻病虫草害防治技术综合性强、应用的产品更新快等特点，我们参考了相关

专业教材和国内外大量最新文献报道，以水稻病虫草害统防统治概述、水稻主要病害、

水稻主要虫害、稻田杂草、农药安全使用技术、常用喷雾器介绍和稻田主要农药使用技

术为主线，结合我们在教学实践中的体会编写了本书。书中同时还精选了一些病虫草害

的具体防治方法，对水稻病虫草害的防治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水稻病虫草害统防统治原理概述，比较系统地介绍了

病虫草害统防统治的发展历史、概念、指导思想及主要工作；第二部分为水稻病虫草

害的发生、为害特征、规律及其综合防治技术，重点介绍了水稻上发生为害的十大病

害、九类虫害和十个不同科的稻田杂草；第三部分为农药安全使用技术及器械介绍，

介绍了农药学相关基本概念、农药选购和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常用喷雾器及稻田常

用的农药品种等。

全书共分七章，编写分工如下：第一章由黄安辉、李福星、金晨钟编写，第二章由

金晨钟、邓亚男、金雯昕编写，第三章由刘秀、刘晴、黄勤勤、李姣编写，第四章由金

晨钟、陈维、李静波编写，第五章由谭显胜、胡一鸿、孟桂元、覃梦编写，第六章由刘

秀、吴晓峰、刘秦燕、张雪娇编写，第七章由金晨钟、曾智、胡一鸿、龙丹霞编写。湖



南万家丰科技有限公司黄安辉、湖南九龙集团农科公司龙丹霞两位老师审读了全书，在

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可作为植物保护领域农业硕士、植物保护和农学等相关本科专业选修课程的教

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专业化统防统治合作组织、水稻种植大户病虫草害防治的培

训教材。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2016 年 4 月于湖南娄底



目 录

第一部分 水稻病虫草害统防统治原理概述

第一章 水稻病虫草害统防统治概述······················································ 3
第一节 统防统治的历史及发展···························································· 3
第二节 实施统防统治的意义································································4
第三节 统防统治的基本概念与主要特征················································6
第四节 开展水稻病虫草害统防统治的指导思想与主要工作（工作方案实例）

·········································································································7
第二部分 水稻病虫草害的发生、为害特征、规律及其综合防治技术

第二章 水稻主要病害······································································· 17
第一节 稻瘟病················································································· 17
第二节 水稻纹枯病···········································································25
第三节 水稻白叶枯病······································································· 30
第四节 水稻恶苗病···········································································36
第五节 稻曲病················································································· 40
第六节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 44
第七节 水稻条纹叶枯病···································································· 48
第八节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 53
第九节 水稻干尖线虫病···································································· 57
第十节 水稻胡麻叶斑病···································································· 61
第三章 水稻主要虫害······································································· 65
第一节 水稻螟虫··············································································65
第二节 稻纵卷叶螟···········································································82
第三节 稻飞虱················································································· 89
第四节 黑尾叶蝉············································································ 103
第五节 稻蓟马··············································································· 105
第六节 稻秆蝇··············································································· 107
第七节 中华稻蝗············································································ 109



第八节 稻水象甲············································································ 113
第九节 水稻田蚜虫········································································· 117
第四章 稻田主要杂草······································································ 119
第一节 禾本科················································································119
第二节 莎草科··············································································· 133
第三节 雨久花科············································································ 140
第四节 千屈菜科············································································ 144
第五节 眼子菜科············································································ 147
第六节 苹 科··············································································· 149
第七节 泽泻科··············································································· 150
第八节 柳叶菜科············································································ 153
第九节 鸭跖草科············································································ 155
第十节 茨藻科··············································································· 156

第三部分 农药安全使用技术及器械介绍

第五章 农药安全使用技术································································161
第一节 农药基本常识······································································161
第二节 农药的选购与使用································································178
第六章 常用施药器械介绍································································181
第七章 稻田主要农药使用技术························································· 196
第一节 主要稻田农药和使用要求······················································ 196
第二节 稻田农药的使用技术···························································· 199
第三节 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 206
参考文献························································································· 220



1

水
稻
病
虫
草
害
统
防
统
治
原
理
概
述

第

一

部

分



2



3

第一章 水稻病虫草害统防统治概述

【内容提要】

水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水稻植保方式，是指具备相应植物保护

专业技术和设备的服务组织，开展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水稻病虫害防治服务的行为。专

业化统防统治对于水稻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稻生产机械化水平提升，粮食品质提高，

农资科技推广普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乃至农民群众增收、农业产业增效，都有着一定

的积极意义。本章主要介绍统防统治的历史及发展、实施意义、基本概念、主要特征、指导

思想与主要工作等。

第一节 统防统治的历史及发展

一、统防统治的历史

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是由传统的统防统治、应急防治和机械防治演变而来。1981 年，农村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沿用 20 多年的防治病虫体制随之解散，防治病虫体制由社队统

一防治改为农户分散喷药防治。但 1983 年中共中央 1 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

题》明确指出，“以分户经营为主的社队，要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按照互利的原则，办好

社员要求统一办的事情，如机耕、水利、植保、防疫、制种、配种等，都应统筹安排，统一

管理，分别承包，建立制度，为农户服务”，这里提及的“植保”“统筹安排，统一管理，分

别承包，建立制度”具有专业化统防统治的雏形。随后，1983 年 5 月 23 日，国家经济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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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农牧渔业部 、财政部、商业部、化学工业部、机械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发布《关

于积极扶持发展植保公司的联合通知》，明确提到了“专业统防统治”这个名词。这个联合通

知对专业防治的组织形式、组织发展情况、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扶持政策等做了比较详细

的介绍。在政府倡导、扶持下，专业化防治组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随着

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各地以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应运

而生，如湖北、陕西、四川、浙江等省份涌现出了一些机防服务合作社、协会、公司等专业

化防治典型，并逐步向全国宣传推广应用。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进步，现阶段单家独户防病治虫的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经济社会

的发展要求。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提升病虫防治的组织化和规模化水平，2008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探索建立专业化防治队伍，推进重大植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开始探索专业

化防治工作。经过 2 年的摸索，2010 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

化统防统治”，对专业化防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0 年 4 月，农业部在河南郑州召开

全国植保工作会议，为在更大规模、更广范围、更高层次上深入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

治，会议期间启动了全国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百千万行动”（建设 100 个示范县，抓

好 1000 个示范区，扶持 10000 个示范组织），力争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实现主要作物、重点

地区、重大病虫统防统治全覆盖，逐步建立一批“拿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专业化防治

队伍，使之成为重大病虫防控的主导力量，全面提升农作物重大病虫灾害防控能力，专业化

防治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二、统防统治的发展

目前，全国有各类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组织 10 万多个，其中经工商和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的专业化防治组织近 5500 个。各种形式的防治服务中，全程承包和带药分次承包的比例约

占 10%，代防代治和其他形式约占 90%。主要粮食作物病虫统防统治面积已达 8 亿多亩（1

亩＝666.7m2）次，其中 2009 年的小麦重大病虫统防统治面积已达 8234 万亩次，覆盖率由

2007 年的 6%提高到 10%；水稻重大病虫统防统治面积近 5 亿亩次，覆盖率由 9%提高到 18%；

玉米重大病虫统防统治近 1 亿亩次，覆盖率由 7%提高到 16%。专业化防治效果比农民自防

提高 10%，平均每亩可多挽回粮食损失 30 kg，减少用药 1～2 次，节省用药成本 25 元/亩，

节约用工成本 10 元/亩，每亩为农民增收节支 100 元左右。在推进专业化防治过程中，各地

积极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与做法，如强化行政推动，落实扶持政策，推行规范管理，

搞好服务指导，注重典型引路等。

第二节 实施统防统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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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是水稻重大病虫防控工作、保障粮食

安全的需要

从我国国情看，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受异常气候、耕作制度变革等因素的影响，农作物病虫害呈多发、重发和频发态势，成为制

约农业丰收的重要因素，确保粮食稳定增产对植保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传统防治方式

相比，专业化统防统治具有技术集成度高、装备比较先进、防控效果好、防治成本低等优势，

能有效控制病虫害暴发成灾。各地实践证明，专业化统防统治作业效率可提高 5 倍以上，每

亩水稻可增产 50kg 以上，小麦可增产 30kg 以上。

二、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需要

由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仍以分散经营为主，大多数农民缺乏病虫防治的相关知识，不懂

农药使用技术，施药观念落后，仍习惯大容量、针对性的喷雾方法，农药利用率低，农药飘

移和流失严重，盲目、过量用药现象较为普遍。这不仅加重农田生态环境的污染，而且常导

致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等事件。推进专业化防治，可以实现安全、科学、合理施用农药，提

高农药利用率、减少农药使用量，从生产环节上入手，降低农药残留污染，这是保障生态环

境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措施。同时，通过组织专业化防治，普遍使用大包装农药，

减少了包装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通过实施专业化统防统治，实行农药统购、统供、统配和统施，规范田间作业行为，可

以有效避免人畜中毒事故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这有助于从源头上控制假冒伪劣农药，杜

绝禁限用高毒农药在蔬菜、水果等鲜食农产品上的使用，减少农药用量，防止农药残留超标。

2011 年，湖南岳阳市 120 万亩专业化统防统治区结果表明，防治次数减少 1～2 次，农药用

量减少 20%以上，产品均达到无公害或绿色食品标准；安徽省肥西县专业化统防统治区，蜘

蛛等有益生物数量比农民自防区增加 4 倍，显著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

三、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是推进植保机械化、提高防治效率的需要

传统的病虫害防治，植保机械单一、老旧，防治面积小、耗时多。专业化统防统治需

要大面积、短时间的统一防治，这就对植保机械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传统的农民利

用小型手动喷雾器进行植保作业不同，专业化防治主要依靠先进的背负式、担架式、车载

式等施药机械和相应的现代植保专用设备，并具备较高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与传统防

治方式相比，专业化统防统治具有技术集成度高、装备比较先进、防控效果好、防治成本

低等优势，能有效控制病虫害暴发成灾。各地实践证明，专业化统防统治作业效率可提高

5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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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工程的区域站项目也在不断加大对基层应急防治植保机械的投入。从 2010 年起，农

业部从本级预算的病虫害防治专项中安排了一定资金，用于启动 100 个专业化防治示范县创

建活动；并从中央财政的病虫害防治补贴转移支付专项中列出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扶持专业

化防治工作。同时，结合农机购置补贴和农民培训“阳光工程”等项目，加大对植保机械的

支持和专业化防治机手的培训力度。希望各级农业部门，主动向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汇报，

争取各级财政设立病虫害专业化防治补贴专项。

四、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是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需要

农业增产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之一，对病虫害的有效防治，可以减轻病虫害对农作物

的损失。专业化统防统治是提高重大病虫防控效果、促进粮食稳定增产的关键措施，保障粮

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我国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农作物病虫灾害逐年加

重的态势，成为制约农业丰收的重要因素。各地的实践证明，专业化的统防统治相对于传统

统防统治，每亩水稻可增产 50 kg 以上，小麦可增产 30 kg 以上。减损就是增产，发展专业

化统防统治是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重要措施。

五、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是提高植保技术到位率的需要

长期以来，植保技术到位率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组织文化程

度低，现在农村中有知识文化的年轻人都进入城市，农村劳动力以留守老人为主，加之农民

对病虫害防治知识的缺乏，防治水平差，造成农业生产成本过高；二是农药商品名多，经营

渠道多，农民对农药品种缺乏了解，滥用农药现象普遍；三是植保部门基础力量薄弱，缺乏

乡镇一级的农技人员，导致植保技术入户率低，农户获得植保信息缺乏途径。要提高植保技

术的到位率，就必须积极进行植保服务新机制的探索。

第三节 统防统治的基本概念与主要特征

一、统防统治的基本概念

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是按照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的植保方针，由具有一定植保专业技能和独立经营能力的防治组织，利用先进的植保机

械设备和配套防治技术，通过与农业生产者签订有偿服务承包合同，开展规模化和规范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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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统防统治作业的现代农业生产性技术服务。专业化防治，不同于政府组织的应急防治和

一般群众开展的机械防治，它是适应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一种公益性和生产性

服务，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方式的一种创新，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推进植保工作的一项

重要任务，是适应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趋势和方向。

病虫害统防统治是指在一定生态区域运用生态调控方法，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与流行，采

用综合防治手段，控制病虫害的危害与损失。在县域范围内实行统一防治，在不同的生态区

域内实行统一防治，依靠专业人员、专业药械，进行专业施药防治。

二、统防统治的主要特征

统防统治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服务主体明确。服务主体应具备独立经营能力，应有固定的服务场所、相对稳定的

防治服务人员，具体组织形式可以是协会、合作社、服务公司等各种形式的组织实体，直接

面向市场开展服务，实行市场化运作，承担经营风险，实现自我发展。

（2）经营管理规范。其核心是防治组织与服务对象之间要建立比较规范的契约关系，通

过签订书面合同，约定服务内容、面积、纠纷仲裁及合理的收费标准等事项；服务主体具有

良好的服务规范以及人员和物资的档案管理等制度。

（3）防治装备优良。这是专业化防治的基本条件。与传统的农民利用小型手动喷雾器进

行植保作业不同，专业化防治主要依靠先进的背负式、担架式、车载式等施药机械和相应的

现代植保专用设备，并具备较高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4）配套技术要先进。专业化防治应遵循高效、安全、生态、环保、经济的原则，采取

先进的绿色植保技术措施；防治人员要能够按照操作规程熟练使用植保设备，准确把握防治

时间和方法。

（5）防治规模较大。专业化服务组织应具备承担一定防治规模的服务能力，一般粮食作

物专业化防治服务的种植面积要达到 300 亩以上，经济作物服务的种植面积应在 100 亩以上。

（6）技物配套服务。专业化防治组织应具备技术和物资的配套服务能力，具有一定的运

转资金和提供全程防治指导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药剂防治方面能够开展“统购、统供、统配

和统施”的配套服务，防治效果优于传统方法。

第四节 开展水稻病虫草害统防统治的
指导思想与主要工作（工作方案实例）

实例一、农业部 2015 年农作物病虫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

进试点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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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探索

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新模式，提高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保障

能力，实现到 2020 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农业部决定 2015 年继续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

色防控融合试点，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印发了《2015 年农作物病虫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

控融合推进试点方案》，并请各地结合当地实际，细化方案，明确责任，强化扶持，狠抓落

实，确保试点工作取得预期成效。

《2015 年农作物病虫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进试点方案》内容如下。

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就是把统防统治的组织方式与绿色防控的技
术措施集成融合为综合配套的技术服务模式，进行大面积示范展示，逐步实现农作
物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的规模化实施、规范化作业。融合推进可以有效提升病虫害
防治的组织化程度和科学化水平，是实现病虫综合治理、农药减量控害的重要内容，
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提质增效的重大举措。为确保融合推进试点工作顺利
进行、取得实效，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树立“科学植保、公共植保、绿色植保”
理念，以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三大安全”为目标，
以病虫防治专业化服务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依托，以专业化统防统治为主要
形式，以农作物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为重点内容，加大扶持力度，加强指导服务，
强化科技支撑，创建一批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进示范基地，集成一批

技术模式，培育一批实施主体，探索一套成功经验，逐步形成“政府扶持、市场运作、
多元主体、专业服务”的机制，辐射带动大面积推广应用，实现病虫综合治理、农药
减量控害。

二、目标任务

2015 年，继续以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棉花、花生、蔬菜、苹果、柑桔、
茶叶等作物为主，以创建的 218 个示范基地为重点（详见附表），深入推进专业化
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融合，形成适宜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有效组织形式和全程技
术模式，示范带动大面积推广应用。在保障防治效果的同时，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
20%以上，农产品质量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有所改善。
其中，水稻、小麦、玉米每个基地示范面积 1万亩以上，辐射带动 10 万亩；马铃薯、
花生、棉花每个基地示范面积 5000 亩以上，辐射带动 5 万亩；苹果、柑桔、蔬菜、

茶叶每个基地示范面积 2000 亩以上，辐射带动 2万亩。
三、示范内容
融合推进试点主要示范推广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专业化统防统治。依托病虫防治专业化服务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

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重点扶持发展全程承包服务，提高病虫防控组织化程度。



9

（二）全程绿色防控。熟化优化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生态调控等绿色防控措
施，集成推广以生态区域为单元、以农作物为主线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提高
病虫防控科学化水平。

（三）科学安全用药。科学选择、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大力推广新型高效植保机械，普及科学安全用药知识，提高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

四、进度安排
（一）下发试点方案。2015 年 3 月 31 日前，各省（区、市）组织制定并下发

农作物病虫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进试点实施方案，明确各示范基地目
标任务、工作重点，并启动实施。4月 10 日以前，将试点方案及各示范基地责任人、
植保技术指导专家名单（包括单位、职务职称、联系方式等），报我部种植业管理

司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二）开展指导服务。2015 年 4月—10 月，各地农业部门组织植保技术人员，

深入示范基地，指导落实相关工作和技术措施。
（三）宣传典型经验。2015 年 4月—10 月，与主流媒体合作，宣传专业化统防

统治和绿色防控融合推进的基本内容、重要意义、主要成效和经验。
（四）完成总结评估。2015 年 11 月 10 日前，各地完成试点工作总结，完善不

同作物融合推进操作规程与技术模式。11 月底，我部组织植物保护和农业经济等方
面专家，评估示范效果，研讨确定下一年工作方案。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责任落实。为确保试点工作落到实处，2014 年农业部成立了专业化

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试点工作协调小组，具体工作由种植业管理司牵头，部内

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参加。省、县两级农业部门也要成立相应的协调小组，主要领
导亲自抓，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责任分工，整合项目资金和技术力量，确保融合推
进试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二）加大扶持力度。整合部门预算及中央财政重大病虫统防统治专项转移支
付等相关项目资金，加大对融合试点工作扶持力度。各级农业部门也要积极争取当

地党政领导重视和有关部门支持，整合项目、聚合资源和集中力量，强化资金投入
和科技支撑，不断扩大融合推进试点示范规模，加快大面积推广应用进程。

（三）加强培训指导。每个示范基地要明确 1名责任人和 1 名植保技术指导专
家，具体负责方案制定和技术服务工作。通过组织专题培训、实地观摩、示范展示、
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普及绿色防控技术，推广专业化统防统治措施，让广大农民
亲自感受融合推进的好处，增强自觉应用意识。

（四）注重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大力宣
传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融合的好经验、好措施、好典型。同时，加强信息
报送，做到对上有信息、对外有声音、对下有通报。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争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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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支持。

附 表

2015 年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基地布局

示范
作物

基地
个数

示范基地布局

水稻 62

辽宁盘山县；吉林梅河口市、昌邑区；黑龙江五常市、方正县、延寿
县、庆安县；上海金山区；江苏张家港市、邗江区、灌南县、丹阳市、
东海县；浙江婺城区、萧山区、南湖区、南浔区；安徽无为县、金寨县、
长丰县、肥西县；福建长汀县、邵武市；江西丰城市、永修县、余干县、
鄱阳县、崇仁县、新干县、新建县；湖北当阳市、沙洋县、龙感湖管理
区、潜江市、鄂州市、荆州区；湖南岳阳县、湘阴县、望城区、鼎城区、
澧县、资阳区、赫山区、沅江市；广东龙川县、开平市、雷州县；广西
永福县、武鸣县、合浦县、平南县；海南琼海市；重庆忠县；四川犍为
县、广汉市、三台县、崇州市；贵州都匀市、余庆县、天柱县、榕江县；
云南禄丰县

小麦 27

天津武清区、蓟县；河北大名县、宁晋县、栾城县；山西盐湖区、曲沃
县；江苏建湖县、泰兴市；安徽埇桥区、颖东区、凤台县；山东滕州市、
汶上县、桓台县、成武县；河南民权县、清丰县、襄县、淮阳县、镇平县；
陕西临渭区、长安区；甘肃麦积区、徽县；新疆奇台县、疏附县

玉米 28

北京顺义区；河北故城县、涿州市；山西定襄县、介休县；内蒙古开
鲁县、扎赉特旗；辽宁新民市、昌图县、黑山县；吉林德惠市、洮南市、
双阳区、公主岭市；黑龙江双城市、肇东市、克山县、龙江县、肇州县、
望奎县；山东岱岳区、莱州市；河南虞城县、安阳县；陕西蓝田县、富
平县；甘肃陇西县、甘州区

马铃薯 12

山西阳高县；内蒙古武川县、察右后旗；黑龙江克山县；重庆云阳县；
四川盐源县、宣汉县；云南陆良县；陕西定边县；甘肃安定区、庄浪县；
宁夏西吉县

棉花 6
河北景县；江西彭泽县；山东夏津县；新疆博乐市、新和县；新疆兵

团第八师 143 团

花生 5 河北迁安市；安徽肥东县；山东邹城市、莱西市；河南兰考县

蔬菜 45

北京延庆县、房山区；天津西青区、宝坻区、宁河县；河北丰宁县、
饶阳县；山西小店区；内蒙古杭锦后旗；辽宁北镇市；上海崇明县；江
苏东台市、丰县；江西宜春市、乐平市、瑞昌市；山东章丘市、莱阳市、
青州市、平度市；河南博爱县、许昌县；湖北嘉鱼县、云梦县；湖南长
沙县；广东中山市、博罗县；广西田阳县、桂林雁山区、贺州八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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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定安县、万宁市、琼海市、三亚市；重庆璧山县；四川金堂县、西
充县；贵州罗甸县；云南马龙县；陕西杨陵区、大荔县；甘肃榆中县、
靖远县、武山县；宁夏利通区

苹果 11
北京平谷区；山西临猗县；辽宁普兰店市；山东牟平区、沾化县、沂

源县；河南灵宝市；陕西洛川县、白水县；甘肃静宁县、礼县

柑桔 10
浙江柯城区；福建顺昌县；江西信丰县；湖北宜都市；湖南慈利县；

广东潮州市；广西富川县；重庆万州区；四川青神县；贵州荔波县

茶叶 12

浙江松阳县、泰顺县；安徽霍山县、黄山区；福建华安县、武夷山市；
江西婺源县；河南平桥区；湖北英山县；湖南安化县；贵州凤冈县；云
南凤庆县

实例二、湖南省 2016 年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

控工作方案

湖南是我国产粮大省，一直很重视农业生产技术革新和环境保护，2016 年制定了《湖南

省 2016 年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工作方案》，其内容如下：

湖南省 2016 年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工作方案
为了加快转变植保发展方式，强化农业防灾减灾，服务现代农业发展，保障粮

食安全和大宗农产品生产稳定，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又好
又快发展，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科学植保”理念为指导，以农药减量控害为主线，以

行政推动和市场化运作为基调，切实提高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扩
大绿色防控应用范围与面积。在专业化统防统治上，以培育统防统治服务组织和建
立高效规范区域服务站为重点，坚持全程承包服务方式，全面落实“三赢”营运模式

和规范运行管理的各项措施。在绿色防控上，按照“政策推动、示范引路、产业促进、
多元发展”的原则，采取适用技术大面积推广、综合技术点上示范的方式，推进绿色
防控与专业化统防统治有机融合，强化绿色防控与优质农产品基地、高产创建基地、
“三品一标”基地无缝对接，打造优质农产品品牌。

二、工作目标

水稻、柑桔、茶叶等主要农作物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 1900 万亩，其中水稻 1750

万亩，绿色防控应用面积 1200 万亩。全年新增专业化服务组织 100 家，总数达 1600

家，日服务能力达到 550 万亩。重点培育与扶持上规模、上水平的专业化服务组织
100 家。

建立省级农作物病虫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示范区 139 个，示范面积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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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其中水稻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进示范区 70 个，水稻病虫
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区 35 个，柑桔大实蝇绿色防控示范区 20 个，茶叶病虫害绿色
防控示范区 12 个，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 2 个。粮食高产创建示范基地、“三
品一标”基地、园艺作物标准园、现代农业示范区、湘米工程基地等优势农产品基地
实现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进全覆盖。示范区关键技术覆盖率达 85%以

上，综合防控效果达到 90%以上；区域内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下，农产品
质量合格率 100%，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 15%，杜绝高毒农药使用，增加生物多样
性指数。

加强蔬菜、柑桔、茶叶等经济作物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和创新，形成
一批以作物为主线的防治效果好、操作简便、成本适当的技术模式，制定茶叶、主

要蔬菜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促进绿色防控标准化。
三、重点工作
（一）培育组织
加快转变专业化统防统治发展观念，更加注重专业化服务组织的质量水平提升，

在全省形成一批规模适中、管理规范、水平较高的现代化专业化服务组织（企业）。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对基础较好的环洞庭湖区域，通过整乡、整村联片推进、加强

技术指导与培训、规避恶性竞争等方式，提高组织的服务质量、规模和管理水平，
着力创建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现代化服务组织（企业）。对基础一般的湘中、湘东
区域，每个县市区重点培育 1～2 家组织，促其快速发展成在全省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专业化服务组织。对统防统治基础薄弱的湘南、湘西区域，千方百计引导涉农企业、
农民进入专业化统防统治领域，尽可能利用有关扶持、奖励政策，培育成在当地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化服务组织。
（二）建好平台
专业化统防统治区域服务站（村级服务站）是服务组织创建“三赢”模式的重要

环节，要切实选对人、定好责。要拓宽服务内容，从病虫防治向肥料统施、种子统
供与集中育秧服务等环节延伸，增加从业人员服务收益，推进区域服务站站长职业

化，保障区域服务站稳定健康发展。
（三）示范推广
农业植保部门要加大农企合作力度，与相关企业、合作社、专业化服务组织共

建示范样板（区），突出示范、展示和辐射功能，完善示范推广模式和投入机制，
示范带动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大面积开展。

1. 强化示范。139 个省级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项目县（附件 1）要集中

展示农业防治，生态调控，天敌控害，性诱与色诱、光诱“三诱”技术，食饵诱杀，
生物农药与高效低毒绿色农药应用技术等。其中沅江、资阳、鼎城等 22 个水稻病
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进重点县要创建连片面积 2 万～5 万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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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推进核心示范区，每县统防统治面积 20 万～30 万亩。平江、临湘等 48 个融
合推进示范县创建连片面积 1万亩核心示范区，每县统防统治面积 10万～15万亩。
溆浦、道县、江永等 35 个统防统治发展县要创建面积不少于 1000 亩的核心示范
区，每县统防统治面积 2 万～5 万亩。古丈、麻阳等 20 个县开展柑桔大实蝇绿色
防控示范，核心示范区面积不少于 2000 亩，辐射带动全县柑桔大实蝇绿色防控。

桂东、安化等 12 个地开展茶叶病虫绿色防控示范，核心示范区面积不少于 1000

亩，带动当地至少 2 家茶业生产企业或合作社实施绿色防控。长沙和涟源两地开
展蔬菜病虫绿色防控示范，核心示范区面积不少于 1000 亩，带动当地蔬菜生产企
业广泛应用绿色防控措施。非项目县也要积极开展水稻、柑桔、茶叶、蔬菜等农
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核心示范区不少于 500 亩。

2. 抓好推广。各地在做好示范的同时，要大面积推广适宜的绿色防控技术和先
进施药器械。一是强化农业防治，做好拌种技术（种子处理技术）、“三诱”技术（特
别要注意高度、密度、方向与使用时间等应用参数）、生物农药、田埂种豆调控、
释放赤眼蜂控害、蚜茧蜂控蚜虫、食饵诱杀、多元醇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有机硅等
农药喷雾助剂、芸苔素内酯、吲哚乙酸等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成熟的单项技术推广工
作，加快探索适用绿色防控技术的补贴方式。二是根据湘农办植﹝2015﹞58 号文件《湖

南省主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控科学用药推介品种》（第二次修订），结合本地实际，
大面积推广应用绿色农药，落实用好药、少用药，尤其是在专业化统防统治整体推
进中要落实好科学安全用药技术。三是改善植保防灾的设施设备条件，利用农机购
置补贴、中央病虫补助资金，重点装备一批作业效率与效益高、性能好的自走式喷
杆喷雾机、无人植保飞机、超远程喷枪喷雾机等大中型植保机械，提升重大病虫为

害应急处置能力。支持专业施药作业队伍开展再托管服务。
（四）技术创新
结合当前生产实际，把柑桔砂皮病防治技术、二化螟防治技术、油菜中后期植

保无人机应用技术、蔬菜瓜实蝇防治技术等作为技术创新与研究重点。切实加强绿
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创新，在理化诱控技术的优化、害虫天敌保护利用、农药减量安

全使用、高效施药器械应用上下功夫，注重作物全过程绿色防控技术集成，配套形
成技术模式和体系，制定与完善地方绿色防控技术标准和规程，实现防控工作提水
平、优质量、上台阶。

（五）宣传培训
一是省市县三级互动，省级媒体与市县媒体联动，传统媒体与现代传媒结合，

报纸与网络呼应，在“虫口夺粮”的关键期，大力宣传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的好

经验、好做法、好典型。二是通过组织现场观摩，举办博览会、展销会等方式，进
一步提高社会对绿色防控农产品的认知度，积极拓展绿色农产品营销渠道，实现绿
色防控小生产与大市场有效对接，促进绿色防控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三是结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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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职业农民培育、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农民田间学校等培训项目，通过召开会
议、现场讲解等方式，重点加强绿色防控和专业化统防统治实际操作人员的培训，
培训内容重点是宏观政策、现实意义、科学合理用药、成熟适用技术、植保机械维
修使用等技术技能培训等，培育一批懂技术、善管理的带头人。

（六）科学管控

各地要加强对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的指导、服务与监管。一要根据示范
区主要作物及其病虫害发生规律，制订实施方案，明确行政责任人和技术负责人，
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二要加强对农药市场和专业化服务投入品的
管理，对假借统防统治名义销售“全打药”的行为零容忍，切实做到无违禁农药下田
（园）。三要按《湖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管理办法》，做好专业化服

务组织的监管工作。加强专业化服务组织标志的认定与授权使用工作，规范村级服
务站，完善服务站功能，要求每个服务站内都要悬挂《湖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
统防统治服务组织标志使用授权书》正本，各种规章制度与规程标准要上墙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四是加强项目资金与物质管理，做到项目经费专账专用，确保项目
物资用到实处。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形成推进合力
各级农业部门要高度重视，把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作为促进粮食稳定增

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落实农药零增长目标的重要措施来抓，切实加强领导，
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具体负责人直接抓。省植保植检站将与各项目县签订责任书，
落实项目任务与责任。各地要积极向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汇报，争取政府重视和部

门支持，把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纳入政府重点工作。植保、粮油、经作、农
药检定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有关单位，要各尽其责，加强沟通配合，形成推进
合力。

（二）强化资金投入，提升发展能力
各级农业部门要有效整合现有资源，强化本地财政投入，切实加大支持力度，

尤其是要加大对专业化服务组织的扶持力度。要积极探索并逐步形成病虫害绿色防
控技术补贴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病虫害绿色防控领域，完善投入机制，
提升发展能力。省农委将逐步完善水稻病虫绿色防控技术补贴办法和高效施药器械
补贴办法，根据省级项目县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工作开展情况，对其给予一定的资
金支持和物资补贴。

（三）强化督导考核，确保措施落实

各级农业部门要强化对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工作的督查指导，促使各项
措施落实到位。要不定期通报工作推进情况，并协助解决遇到的难题。省农委在关
键时期将派出督导组深入乡村、农户、田间地头，全面了解情况，督促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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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绩效考核要求，对全省 139 个省级项目县实行严格考评，
考评结果将直接与项目拨付经费额度及下年度项目安排挂钩。2016 年湖南省农作物
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项目县名单见下表。

2016 年湖南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项目县名单

市州
统防统治与绿
色防控融合推
进重点县

统防统治与绿色
防控融合推进示

范县
统防统治发展县

柑桔大实蝇
绿色防控县

茶叶绿色
防控县

蔬菜绿
色防控
县

岳阳 岳阳、湘阴
汨罗、平江、临湘、

屈原
岳阳楼、君山 临湘

长沙 望城 长沙、浏阳、宁乡
长沙、
宁乡

长沙

湘潭 湘潭 湘乡、韶山 湘乡、韶山

株洲 攸县 醴陵、茶陵、株洲 炎陵
炎陵、
茶陵

衡阳 祁东、衡南
衡阳、衡东、常宁、

耒阳、衡山

郴州 安仁
永兴、宜章、资兴、

桂东

北湖、苏仙、桂
阳、嘉禾、临武、

汝城
资兴

桂东、
汝城

常德
鼎城、澧县、
安乡、桃源

临澧、汉寿、津市 武陵区、石门 临澧 石门

益阳
赫山、资阳、
沅江、南县

桃江、大通湖 安化 安化

娄底 双峰 新化、涟源 新化 涟源

邵阳
邵东、隆回、

邵阳
新邵、武冈、洞口、

新宁
大祥、城步、

绥宁
绥宁、洞口、

新宁

湘西
永顺、吉首、凤凰、

龙山
古丈、泸溪、
保靖、花垣

吉首、古丈、
泸溪、花垣、
永顺、凤凰、

龙山

保靖

张家界 慈利、永定 桑植、武陵源 慈利、永定

怀化 靖州
芷江、洪江、中方、

新晃、会同

溆浦、通道、麻
阳、沅陵、辰溪、
洪江区、鹤城

麻阳、会同、
中方、溆浦、
辰溪、洪江

永州 祁阳
江华、冷水滩、零
陵、东安、双牌

道县、江永、宁
远、蓝山、新田

蓝山

合计 22 48 35 20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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