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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下旬至 9 月底是秋熟作物搭建丰产架子、形成
产量的重要阶段，也是多种重大病虫害并发，叠加危
害，对产量、品质影响最大的时期。据调查分析，预计
今年秋熟作物重大病虫将呈偏重以上发生态势，对秋
熟作物安全生长构成严重威胁。为切实做好今年秋熟
后期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再夺丰产丰收，区植保站提
出如下防治意见。

一、高度重视,充分认识秋熟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
的严峻性。一是水稻病虫害重发态势明显。纹枯病病
情发展快，8 月 18 日调查，移栽稻、直播稻病株率分别
达 7.1%、10.8%，高于去年同期，是 7 天前的 2 倍以上，
少数防治不好田块病株率达 50%以上，发病中心叶片
枯死。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以及水稻搁田复水，水稻
纹枯病将纵、横快速发展，并迅速上升到中上部，严重危
害功能叶片，甚至形成大量“冒穿”塘，大发生已成定
局。水稻白叶枯病防治难度大，已进行防治的田块，随
着台风和降雨的增多，白叶枯病将暴发和扩散蔓延，若
不主动用药预防，水稻白叶枯病发生范围将进一步扩
大，发生程度将加重，造成局部大流行。稻飞虱今年南
方虫源迁入早，特别是白背飞虱迁入峰次多、迁入量明
显偏多。稻纵卷叶螟前期迁入量较少，但 8 月 14 日田
间蛾量开始上升，截止 8 月 19 日，每亩累计有蛾 4780
头。8 月 18 日普查，每亩有蛾 450-1500 头，平均 650
头，最高田块 5000 头。8 月 15 日查卵，百穴平均有卵
110.2 粒，有虫 4.3 头，四代将达偏重发生至大发生程
度。今后如台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外来虫源仍有可能大
量补充迁入，后期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发生将更加严
重。此外，部分早栽田块二代大螟残虫量均明显高于去
年，预计局部地区部分田块大螟将偏重发生。我区水稻
主栽品种均不抗稻瘟病、稻曲病，前期早发稻田叶瘟发
生普遍，菌源基数高，直播稻面积较大，生育期迟，水稻
破口前后碰到低温多雨天气概率高，极易造成稻瘟病、
稻曲病的流行，严重威胁水稻后期生产安全。二是棉花
主要害虫中等至偏重发生。今年前期雨水多，盲蝽象发
生较重。棉铃虫田外寄主多，残留量较高，四代将大量
迁入棉田危害，大暑以来连续高温有利棉铃虫繁殖和成
活，加之抗虫棉生长后期抗性减弱，预计四代棉铃虫中
等至偏重发生。近期适宜天气利于烟粉虱等害虫的发

生。由于近年来棉花面积大幅度减少，农民对棉花害虫
防治重视程度降低，极易造成产量损失。三是蔬菜害虫
偏重发生。斜纹夜蛾、甜菜夜蛾、烟粉虱等蔬菜主要害
虫发生严重，对秋季瓜果蔬菜危害较大。

今年以秋补夏压力大，病虫防治是夺取秋熟丰收
的关键措施之一，各地要充分认识秋熟作物病虫害发
生的严重性，切实增强防治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积极做
好秋熟作物病虫害防控工作，全力打胜秋熟作物病虫
防治硬仗。

二、科学应对,全力打胜秋熟后期重大病虫防治总
体战。秋熟作物后期病虫种类多，防治技术要求高，各
地要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科学防控”
的原则，狠抓秋熟病虫害监控和防治关键措施，坚决打
好秋熟作物后期病虫防治主动战。一要加强调查监
测。今后一段时间是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易发时
段，病虫发生的不确定性增加，区测报站、各镇（区、街
道）农业服务中心要加大调查监测力度，加强与周边地
区的交流，准确把握重大病虫发生变化动态，综合苗
情、天气等因素，及时准确发布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
碰到异常情况要及时修正预报。要完成各项信息报送
任务，确保信息渠道畅通。遇到突发性病虫情要及时
上报。二要制定科学对策。水稻上，坚持“主动出击，
压前控后”策略，以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稻飞虱、稻
纵卷叶螟、大螟等“三病三虫”为重点，打好不同时段总
体战。稻瘟病、稻曲病是可防不可治的病害，一旦防治
不好，会造成大流行，重点做好破口前 5-7 天，以及破
口期的药剂防治。8、9 月份是常年迁飞性害虫主要迁
入时段，要根据迁入情况及时调整用药种类。由于长
期连续使用，稻飞虱对一些常规药剂如噻嗪酮、吡虫
啉、毒死蜱已产生严重抗性，要指导农民选用高效低毒
低残留的新农药品种以及高含量、高活性、与环境友好
的新剂型，重点推广噻呋酰胺、苯甲·丙环唑、井冈·腊
芽菌防治纹枯病、稻曲病；三环唑、稻瘟灵、咪鲜·甲硫
灵防治稻瘟病；烯啶虫胺、吡蚜·速灭威、吡蚜·噻虫嗪
防治稻飞虱；阿维·茚虫威、阿维·甲氧虫酰肼、氯虫苯
甲酰胺防治稻纵卷叶螟、大螟；阿维·茚虫威、甲维盐防
治棉铃虫；稻丰散、毒死蜱防治棉花盲蝽象；烯啶虫胺、
噻虫嗪防治烟粉虱。严禁使用高毒农药。在防治工作

安排上，重点打好三次总体战。一是打好以纹枯病、稻
瘟病、稻曲病和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大螟等“三病三虫”
为主的水稻后期病虫害防治总体战。白叶枯病老病区
要主动打好白叶枯病围迁战。二是打好以棉铃虫、烟粉
虱为主的棉花害虫防治总体战。三是打好蔬菜收获前
以甜菜夜蛾、斜纹夜蛾、烟粉虱为主的病虫绿色防治总
体战。三要推进统防统治。各地要充分利用高产创建、
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用工补贴、水稻绿色防控示范区建
设、农企合作共建示范基地等项目，大力扶持植保专业
化防治组织，加快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片、示范镇建
设。要发挥植保专业化防治组织在防控工作中的骨干
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带动群防群治、应急防治工作的
全面开展，确保专业化防治覆盖率达到56%以上。

三、强化服务,切实提高防治技术的到位率。病虫
防治好坏，宣传指导是关键，各地要集中精力，突出重
点，广泛宣传发动，确保防治技术家喻户晓。一要深入
宣传发动。要利用广播、电子显示屏、明白纸、板报等
各种媒介渠道，及时将秋熟作物病虫害的发生信息和
防治技术送到千家万户，让农民了解病虫危害的严峻
性，防治的重要性，造浓防治氛围。防治关键时期技术
人员要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特别是种植
大户开展科学防控，帮助解决病虫害防治中遇到的各
种问题。二要加强技术培训。要举办不同形式的培训
活动，对基层农技人员、村组干部、农药销售人员、植保
机防队员、种植大户和农民开展防控技术培训。今后
一段时间是用药高峰期，各地要大力宣传普及安全用
药知识，严禁使用高毒农药，不随意加大剂量，避开高
温时段用药，防止生产性中毒和作物药害事故的发
生。要严格实行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规定，水稻抽穗
后不用丙溴磷，收获前 1 个月内不用毒死蜱。要协调
好治虫和养蚕、养蜂、水产养殖的矛盾，确保养蚕、养
蜂、养殖的安全。三要抓好示范区建设。结合实施部
省粮食作物高产创建绿色防控示范区、农企共建示范
基地等项目，建立水稻、蔬菜重大病虫绿色防控技术综
合展示基地。每个镇（区、街道）要建立 1 个水稻重大
病虫绿色防控技术综合示范基地或专业化防治示范
区，通过基地的示范作用，带动农民科学防治，提高防
治效果。 （区植保站）

秋熟作物后期重大病虫害防治技术意见

本报讯（仇学平 袁玉付）近日，区农委召开秋熟作物后
期病虫防治会议，各镇（区、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植保
技干、水稻统防统治用工补贴项目、农企合作项目实施单位
负责人、水稻绿色防控与专业化统防统治融合示范基地负
责人、有关农药经销点负责人等50多人出席会议。

会上，各镇（区、街道）汇报交流了秋熟作物生育期、
前期病虫防治情况及后期病虫防治打算，区植保站负责人
对秋熟作物后期病虫发生特点、防治难点、技术要点进行
了培训辅导，对以穗颈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稻纵卷叶
螟、稻飞虱、大螟等“三病三虫”为主的水稻穗期病虫总体
战和以棉铃虫、烟粉虱为主的棉花铃期害虫防治进行了具
体布置安排，对防治的技术服务指导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

会议要求各地要强化组织领导力度，全面落实防控责
任，迅速召开村组现场推进会，广泛开展技术宣传和培训，
坚决打赢秋熟作物病虫害防治攻坚战，为实现“以秋补
夏”、“稳粮增收”目标，夺取秋熟丰产丰收作出贡献。

会上发放了《全力防治水稻孕穗破口期病虫害》、《棉
花铃期害虫发生趋势及防治意见》两期病虫情报及《秋熟
作物后期重大病虫害防治技术意见》、防治公告、明白纸等
技术资料。

区农委召开秋熟作物后期病虫防治会议

今年水稻播栽进程快，播
栽后至今气候条件总体有利，
各项田管措施及时落实到位，
目前大面积水稻长势平衡，群
体适中，个体健壮，病虫害轻，
已具备夺取秋熟高产的苗情
基础。全区水稻近期陆续进
入破口抽穗灌浆期，是水稻产
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如何使好
的苗情基础转化成丰产丰收，
对实现以秋补夏至关重要，为
此，在当前以至今后一段时
间，各地要结合农技推广“三
点”工作法提升年活动，组织
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
农民和种粮大户因苗制宜，分
类管理，扎实抓好病虫防治、
水浆管理和防灾抗灾等水稻
穗期田间管理。

1、病虫防治。当前病虫
防治的重点是穗颈稻瘟病、纹
枯病、稻曲病、稻纵卷叶螟，要
根据区植保站发布的病虫情
报，选用高效安全对路的药
种，开展适期防治，提高防治
效果。要高度重视穗颈稻瘟
病、稻曲病的适期防治，最大
限度减轻为害损失。

2、水浆管理。7 月下旬
以来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少
雨，在田作物已出现不同程度
的旱情，水稻生产上要结合近
期的病虫防治，全面上水建立
水层直至抽穗扬花期，扬花结
束后以干湿交替、间歇湿润灌
溉为主，提高抽穗结实期水稻根系活力和叶片光合功
能，增加后期群体干物质积累，促进灌浆结实。收获
前 10 天左右断水，防止青枯早衰。

3、穗粒肥使用。对穗肥未用或已开始落黄的常
规稻田块在破口期看苗补施少量的破口肥，亩施 3-5
公斤尿素为宜。可结合穗期病虫防治进行肥药混喷，
延长水稻后期功能叶片的功能期，增进营养物质的转
化与吸收，促进灌浆结实，以提高结实率，增加千粒
重，提高水稻单产，同时可防早衰、防倒伏、确保水稻
活熟到老，有效改善和提高稻米品质。

4、防灾抗灾。今后一段时期是台风、暴雨、干旱、
异常低温频发季节，在灾害发生前后，要及时采取切
实可行的防灾减灾应变措施，提高抗灾应变田管措施
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确保大灾少减产，轻灾不减产。

另外，各地要及早做好秋播准备工作，着重抓好小
麦品种的选用、种子处理、适期播种、提高播种质量及
一播就管等关键技术落实，最终实现稻麦双高产。要
结合推进联耕联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做好示
范方特别是骨干公路沿线重点示范方的选址和品种布
局、作业机械落实，以镇或村组为单位组织统一供种。
在小麦品种选用上，要提醒种植大户和普通农户，吸取
近几年白皮小麦赤霉病、穗发芽重发导致减产减收的
经验教训，坚决压缩白皮小麦种植，选用赤霉病、穗发
芽抗性相对较好的红皮小麦，如扬麦 23、镇麦 10 号等，
降低种植风险。 （来源：盐都现代农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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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上接第一版）她出版了个人专著《砥砺前行——小学数
学课堂教学实践与思考》；有 20 多篇论文在《中小学数
学》《数学教学通讯》《江苏教育》等杂志发表；荣获苏教
版小学数学教科研课题成果一等奖；主持省级课题《小
学数学自主学习基本课型案例研究》结题，研究成果在
市教学成果评选中获好评；参与编著校本教材《数学童
话故事》出版并获省二等奖，由她参与编写的校本教材

《数学思维训练》获区一等奖；主持课题《小学数学基本
活动经验的研究》2013 年 11 月通过省教育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评审批准立项，课题《小学数学文化校本化建设
的实践研究》2013年12月通过省教研室评审批准立项。

教化有痕，行者无疆。葛秀兰表示，她将继续奋
斗在自己挚爱的教育事业上，勤奋努力，砥砺前行，追
求教育的真谛，品味桃李的芳香。

心系教育无怨悔 情倾学生写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