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检疫是通过法律、行政和技术的手段，防止种子生产
等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过程中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人为传播，保障
农民用种安全和农产品贸易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种子生产
经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为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传播
蔓延，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保护种子生产者、经营者和农民的合
法权益，国务院于 1983 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
例》，并于 1992 年、2017 年进行部分修订发布，农业部于 1995
年发布了《农业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以及与检
疫工作有关的法律规章制度要求。2012 年以来由农业部、省部署
县级植保站针对植物检疫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植物有害生物知
识宣传和疫情防控知识通过传统媒体和新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取得
了初步成效，对于植物疫情的扩散以及传播和蔓延进行了全方位
的整治。但是在县级植物检疫工作当中，有一些工作环节仍然存
在着一些问题，制约了县级农业检疫工作水平提升，在本文中将
对其展开详细论述。

一、县级农业植物检疫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检疫工作覆盖面广，监管问题多
当前在县级农业植物检疫工作工作，主要就是做好产检和调

检工作，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应施
检疫的植物及植物产品由原来以传统的粮食作物为主转向以粮食
作物和水果、蔬菜作物种子、草坪草和食用菌种子、细胞繁殖体
等并重。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跨区域的农产品贸易量的增长速度是
非常快，特别是一些种苗等繁殖材料和花卉以及农产品等在实际
销售过程中调运非常频繁，而且数量也非常大，给植物检疫工作
来讲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除此之外，在植物检疫工作当中，一些
检疫工作环节仍然比较薄弱，存在一些较大的风险，例如一些来
源于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的植物产品自由进出和农业机械的
跨区域作业，导致因这些植物所带来的疫情传入风险和扩散压力
急剧提升，针对植物疫情的防御工作难度越来越大。

（二）公民植物检疫意识淡薄，监管工作难度增加
对于一些植物以及植物产品来讲，生产者以及经营者在工作

过程中，认为植物检疫工作不重要检疫证书可有可无，有些经营
者认为从本区域以外调进植物产品或从本区域调出产品只要有产
地检疫证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开具调运检疫证，从事园林工程的
除了有的地区需要凭检疫证书才可以打款的，老板才会主动来植
物检疫机构开具植物检疫证书，很多公民认为检疫证书并没有任
何作用，所以在植物检疫监管工作开展时，这些生产者与经营者
出现了不愿意配合的现象，这些现象导致植物检疫工作存在较大
的难度，监管工作难以有效推进。在植物以及植物产品进行调运
的过程中，无证调运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特别是蔬菜作物的
种子，有份包装袋上的产地检疫证是假的所以不能开具调运检疫
证书，所以蔬菜种子调运持证率比较低。

（三）植物检疫机构设置不合理，检疫检测手段落后
随着国家机构改革国内检疫机构乱象丛生，各地植物检疫

职能分部在不同部门，有的地方在植保植检站，有的在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有的在农业管理科等，这些部门有的有独立法人，有
的没有，在开展植物检疫业务工作时，是由植保植检站来承担业
务职责，对于一般的植检站来讲，一般配备二到三名检疫工作人
员，有的地方配备比较充足。这些从事农业检疫工作人员，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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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专职检疫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兼职的，这些人员主要工作还
是承担农作物病虫监测以及预警和防控方案制定以及防控工作执
行组织等相关职责，在开展植物检疫工作时，并不能够在检疫工
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县级检疫机构本身的装备简单，没有先进
的仪器设备，所以在开展植物检疫工作时，因为设备支持不足，
以及不具备良好的检疫工作条件。目前主要以田间发生的症状来
判断疫情的发生，一些可能会出现的植物疫情不能够及时地发现
并且判定，如瓜类果斑病等，从而导致一些疫情地发生，给当地
农业生产造成一定规模的经济损失。

（四）植物疫情扩散复杂
随着现如今国内贸易往来频率的增加，在我国农产品市场

上，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也越来越多，而且农产品的流通数量以及
种类也越来越多，所以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一些危险性病虫草
害的传播以及蔓延概率在大幅度提升。这对于当前所开展的植物
检疫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挑战，因为
在检疫工作过程中有害生物流入的风险要更高，同时检疫性有害
生物，控制工作难度会大大增加。我国近些年来，因为外来有害
生物地流入所导致的疫情和风险性灾害，已经被多次报道，并且
所产生的影响也非常的严重。

（五）植物检疫法规落后
在当前植物检疫工作过程中，主要所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植物检疫工作条例》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由国务院所发布
的，也是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涉及农业的相关法律法规，该法
条例虽然经过修订，但是还不能够适应当下新的植物检疫工作要
求，近年来我国本身的法律以及经济和社会农业等各方面的发展
都出现了巨大变化，所以对农业植物检疫工作的要求更高，所面
临的环境也更加严峻。其次条例中的有些内容没有具体的规定，
在实施植物检疫监管和执法过程中遇到问题找不到依据，再次
则是条例内容中检疫违法的处罚力度比较小，所以违法成本非常
低。因为在进行违法处罚的过程中力度比较小，起不到任何震慑
作用，所以给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扩散以及蔓延创造了一定的
条件，因为违法成本低，所以违法现象发生的频率非常高。

二、县级植物检疫工作存在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一）结合时代发展修订植物检疫法规
在时代发展过程中，社会形势以及经济发展形势和法律发展

水平都已经出现了巨大变革，因此对于植物检疫条例来讲，也需
要紧随当前的植物检疫工作发展水平以及检疫工作实际要求，进
行条例内容的重新修订。应当出台和实际相配套的植物检疫法，
从而能更好地适应当前新形势下农业植物检疫工作的更高要求，
以及更严格地检疫工作内容，使检疫工作本身的法律地位以及权
威性得到更好的体现。

（二）财政保障植物检疫工作有效开展
根据 2016 年财政部、国家发改委 42 号文件规定免征国内检

疫费。目前农业植物检疫工作是行政和技术相结合的工作，产地
检疫证和调运检疫证的开具是属于行政许可的；产地检疫的技术
措施实施、外来有害生物的防治和有害生物的监测需要有相关经
费的保障来确保检疫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加强宣传，提高知晓率
通过报纸刊登《致全市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者和农民朋友



的植物检疫公开信》《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等内容，
电视台和电子屏幕播放农业部制作的植物检疫动画宣传片，在邮
政、火车站、物流园区、花鸟市场、种子经营户店门口张贴告知
信等各种形式让市民了解植物检疫的重要性，让他们自觉地遵守
检疫条例。

（四）争取政府支持，提高检测能力
出现疫情时要及时向市、省、农业部汇报同时和主管部门领

导、当地分管市领导汇报在扑灭疫情时能得到领导的支持从而迅
速扑灭疫情。高校和科研院所要研发出县级植物检疫机构亟须有
害生物快速检测技术，如黄瓜黑星病菌等便于对本地初次发现的
外来有害生物速检并鉴定，以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在没有快速技
术检测技术时省级主管部门要确定合法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来鉴定
有害生物，为检疫和检疫执法提供技术支撑。

（五）加强监管和执法队伍建设
对于植物检疫工作来讲，检疫工作队伍本身的监管和执法能

力高低，对于植物检疫工作成效将会起到直接影响，所以要保证
当前检疫工作人员相对稳定，加强植检体系建设，引进法律专业
人员保证植物检疫工作队伍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真正发挥作用，并
且具有高素质、高技术水平和良好的服务意识。同时也需要对当
前检疫工作过程中所需的相关设备进行更新；田间鉴定水平由省
市牵头到发生疫情的地方实地培训增加感官认识；实验室技术水
平利用农闲时间分批去高校学习进行全面的更新，保证植物检疫
工作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持，能够在开展植物检疫工作时不存
在设备及技术上的限制。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县级植物检疫工作来讲，随着当前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以及农业贸易往来的频率增加，检疫工作难度不断增
加，检疫工作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所以在县级农业检疫工作过程
中，应当就过去农业检疫工作中所存在问题进行一一查找并追根
溯源，分析问题的根源所在然后进行针对性地解决，从而提高县
级农业植物检疫工作的水平，为我国农业贸易经济的发展提供必
要的基础支持，保证农业贸易往来安全。

参考文献：
[1]当前临汾市植物检疫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李静，秦峰.现代农

业.2015（04）.

[2]当前农业植物检疫工作的现状与思考[J].苏彪，姚伏初，曹志平，

何应荣，曾义，丁朝辉，郭向荣.作物研究.2010（04）.

[3]郑军庆，杨全保，韩晓荣，王双全.植物检疫执法宣传的作用和效

果[J]．植物检疫，2009，（6）:59 － 60.

作者简介：黄建华（1975-12）男，研究生，高级农艺师，江苏省丹

阳市植保植检站，研究方向：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和防治，植物检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