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农家科技 农家科技 45

种 植天地
ZHONGZHITIANDI

植保无人机在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中的应用能够有效
促进防治效果的提升，既能够提高药物喷施效果，又能够
提高工作效率。但在实践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制约问题，需
针对性地进行有效解决。

一、植保无人机防治水稻主要病虫害的优势
植保无人机是指将无人驾驶飞机技术应用到农业领

域，利用其小型化、远程操控、应用便捷、作业效率高等
特点开展植保工作，主要作业内容包括喷洒药剂、种子以
及粉剂等，可满足大面积高强度植保喷洒要求。近年来，
专业植保无人机已具备空中悬停、无需专用起降机场等技
术能力，特别是利用旋翼产生的下行气流可增加雾流的穿
透性，提高喷雾喷洒效果，节省资源成本。相比于其他人
工作业方式，植保无人机具有较为显著的优势。

在我国湖南湘潭丘陵农业种植区域，水稻种植大多呈
现为分散式小型农田的模式，而且地形相对复杂，一般的
大型农业机械难以开展全面的喷施作业。而人工喷施农药
不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而且也会因行走损伤作
物，甚至还会出现人员中毒等情况。对此，植保无人机的
针对性则非常强，能够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提高病虫害
防治效率。另外，植保无人机能够合理调整飞行高度、飞
行速度等，结合水稻病虫害的特点，优化农药喷施量，可
大幅节省水和农药的用量，降低农药残留，减轻对生态和
土壤的影响，符合我国绿色农业的发展要求。基于此，在
水稻病虫害防治中，应用无人机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种
植效益。

二、水稻主要病虫害分析
在湖南湘潭丘陵区种植水稻作物，比较常见的病虫害

类型，可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稻飞虱虫害，该虫可远距离迁飞，在稻田中具

有突发性和暴发性，严重损害水稻作物质量。主要危害特
征即是群集在稻株基部，靠吸取稻株汁液为生，而且会排
出大量蜜露，导致稻丛基部发黑，促使叶片发黄干枯。同
时雌虫会在稻茎内进行产卵，附着在表皮组织上，在刺伤
稻茎表皮组织后呈现褐色条斑，严重时会致使茎秆发生腐
烂或枯死，经常造成大片水稻发生倒伏，出现大量减产。

其二，稻纵卷叶螟。其是湘潭丘陵区最为常见的虫
害，该虫幼虫会通过吐丝将水稻叶片卷成虫苞，并啃食叶
肉，只留下表皮。一般表现是在叶片上形成白色条斑，严
重时全稻田呈现枯白现象。

其三，纹枯病。其是水稻作物的主要病害类型，多发
于早稻和晚稻田。当水稻感染纹枯病后，轻微情况会导致
谷粒灌浆不足，增加秕粒。严重情况会造成大片水稻倒伏
枯萎，严重损失种植产量。在抽穗前后为发病高峰期，主
要危害症状为对叶片、叶鞘和茎秆产生损害，最后会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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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穗部。通常在发病时近水面的叶片和茎秆出现病斑，然
后逐渐向稻株的上部扩展，病斑形状为水渍状，相互合并
且不规则，边缘以灰褐色为主，中间为灰白色。

其四，稻瘟病。在湘潭丘陵地区，稻瘟病的发病率较
高，而且蔓延速度较快，很容易造成水稻减产。该病危害
症状可按照受害时期和发病部位分为叶瘟、穗颈瘟、枝梗
瘟等，其中前两种病害最为常见，叶瘟发病时表现为稻叶
存在褐色病斑，不规则形状，致使叶片枯死。穗颈瘟主要
发生在穗颈部位，病斑为暗黑褐色，发病时秕谷增加、出
现白穗，抗风抗倒伏能力大幅下降。

三、水稻病虫害防治中植保无人机的应用
（一）提供全面植保方案
结合植保无人机在水稻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优势，其

在实践中可为农户提供全面的植保方案，提升水稻生产质
量。比如植保人员通过开展水稻种植区域的调查分析，运
用专业化知识制定针对性的病虫害防治方案。比如按照相
关防控指标，优化航空喷雾操作方式、合理控制植保时间
节点，在病虫害发生高峰期之前，依据水稻种类、生长特
点、面积范围等采用机械化作业方式，实施无害药剂喷
洒，遏制病虫害发生机率，从而实现水稻病虫害的高效防
治，进一步提高植保效果。

（二）针对不同地形需求开展喷洒作业
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水稻病虫害防治，有助于改善传

统农业生产机械化存在的弊端，能够充分适应不同的地形
要求。比如在湘潭丘陵地区，其地形条件较为崎岖复杂，
常规农田机械设备难以到达现场开展喷洒作业。而利用小
型植保无人机，则能够凭借体形微小的优势有效开展喷
洒活动。相关人员需在田间整理 2 ～ 3 平方米的正方形空
间，便于植保无人机的起落升降即可，无需构建升降平
台。比如可在田间闲置道路等区域作为无人机升降平台，
对于湘潭丘陵区部分复杂地形，为降低无人机停放难度，
开展病虫害防治农药喷洒作业时，应当有效建立人工平
台，从而保证植保无人机的正常起落，推动防治工作顺利
进行。

（三）满足环保和节约用药用水需求
在水稻病虫害防治中应用植保无人机，还需注重环保

和节约用药用水等需求。在实践工作中，植保人员要根据
无人机的飞行速度、防治病虫害对象以及使用农药的特点
等，将每公顷喷雾量控制在 300 ～ 1000ml。相比于常规喷
雾方式，植保无人机的应用，有利于提高雾化效果，促使
喷洒雾滴具有均匀性。并且在开展作业环节，植保人员可
在所使用农药中适当添加防飘逸助剂、防蒸腾药剂等，增
强药剂喷洒效果。同时还应当注重利用气流作用，保证药
剂能够喷洒在水稻的茎秆和叶片上，避免药剂长期残留，
对水层以及土壤产生破坏，进一步提高环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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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高水稻机械化生产作业效率
水稻生产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农业活动，其效

率和质量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针对水稻生产环节已经全面
实现插秧和收割机械化作业，但在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大
多是以人工防治为主，造成大量人力资源和物理资源的耗
费。应用植保无人机则能够提高水稻病虫害防治机械化水
平，并基于小型无人机的应用改善以往大型植保无人机所
出现的陷泥等问题，加快推进农药喷洒进度、提升防治效
果。而且相比于背负式电动喷雾方式，能够节省药、水、
人力等各项资源，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面积作业，及时开展
病虫害防治，避免错失有利时机，促使水稻全过程生产管
理的机械化效率得到提高，增加水稻作物产量。

四、植保无人机在水稻主要病虫害防治中的问题
（一）专业人员短缺
由于无人机是现代科学技术产品，对其操作技能水平

要求相对较高，在湖南湘潭丘陵区水稻田，应用植保无人
机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时，如果操控人员没有掌握充分、
有效的技术则会导致农药喷洒效果不佳等情况。比如出现
漏喷、重喷等问题，因此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较大。但
就该地区目前的情况而言，大部分农户在开展水稻主要病
虫害防治时，往往需要提前排队预约，在专业人员短缺的
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错过最佳防治时期，致使防治效果减
弱。

（二）无人机操作以及药剂掌控管理有待提升
植保无人机在开展水稻主要病虫害防治工作时，需要

保障其操作规范合理，有效快速地完成相应的农药喷施作
业。但是在湖南湘潭丘陵区的实践中，对于植保无人机的
规范操作管理有待加强，比如障碍识别技术不成熟，稻田
周边树木、电线杆等影响人工操作，效率难以进一步提
升。同时在药剂掌控管理中，植保无人机的药剂调配与传
统的人工喷施药剂调配存在较大的差别，必须要准确控制
药物调配比例、用水量和浓度等，否则将无法实现均匀喷
施，影响防治效果。

（三）植保无人机应用推广力度不足
对于湖南湘潭丘陵区水稻种植，在主要病虫害防治过

程中，植保无人机存在推广力度不足的情况。主要体现在
无人机设备较少，很难满足当地的实际作业需求，大量农
户需要根据病虫害的最佳防治时期提前进行预约，无法及
时开展喷施作业。另外，由于推广力度不足，导致在该丘
陵区部分稻田内，仍采用人工喷施方法，没有全面覆盖稻
田种植区。因此在未来农业发展过程中，应当强化植保无
人机在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中的推广应用力度。

五、植保无人机应用于水稻主要病虫害防治的策略
（一）加快培育专业技术人才
针对湖南湘潭丘陵区的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要想利

用植保无人机进一步提高防治效率，则需要加快培育专业
技术人员，充分掌握应用技术。因此国家及地区应当出台
相应的优惠政策，积极引导和组织植保无人机操作技术培
训，比如结合基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中高职院校等，进
行人才培养合作，开设无人机技术课程，加强无人机理论
知识学习、实践操作技能培训等，以实现植保无人机专业
技术人才有效培育，充分满足当地的实际需求，提高农业
生产和植保工作的实效性。

（二）规范无人机管理及药剂使用
在水稻病虫害防治中应用植保无人机，需要进一步规

范管理，如在开展作业前，进行无人机故障检查，确保喷
施作业的有序进行。并针对植保无人机的功能进行测试，

保证其能够在喷施作业中，有效提高防治效果。在对无人
机喷施农药调配的控制中，应当按照稻田的质量要求、专
用药剂的使用说明等，进行同等面积稻田喷施试验，对比
灭虫效果，以此明确药剂的使用调配比例。同时还需注重
结合当地气候条件、环境条件以及季节因素等。除此之
外，对于农药的选用应当以绿色环保为基本原则，根据无
人机喷施特点制造新型绿色防控药剂，从而实现植保无人
机和药剂使用的科学合理性。

通常情况下，选择最大载液量为 10kg的植保无人机，
调整到全自动飞行模式，控制飞行速度在 4.7m/s、宽度横
移 3m、飞行高度 1.5m左右。对药剂选择和用量，即是针
对湘潭丘陵区的实际情况，选择 40%氯虫·噻虫嗪水分散
粒剂，每亩用量 10g，可有效防治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
虫害。另外对水稻常见的纹枯病进行防治，可利用植保无
人机喷施 325g/L苯甲·嘧菌酯悬浮剂，每亩 30ml，部分处
理可适当加入迈图助剂，提高病虫害防治成效。

（三）加大资金投入应实现无人机广泛应用
为实现丘陵区水稻病虫害高效防治，应当加大资金投

入，积极引进智能型植保无人机产品，比如具有断点巡
航、精准定位等功能，以较好地对分散的稻田开展农药喷
施作业，提高防治效率和效果。并且应当在丘陵区加大推
广力度，针对稻田分散的特点，增加新型植保无人机数
量，按区分片的安排无人机作业，针对病虫害的发展趋势
及时喷施药剂，提高防治质量。

另外，当地农业部门需要优化无人机作业预约制度，
按照水稻主要病虫害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要求，在病虫害
高发时期增加植保无人机的购进数量，投入更多的专业技
术人员，并按照植保无人机的喷施特征，研发推广适应航
空作业的药剂，扩大无人机的应用范围，尽可能广泛地覆
盖丘陵区稻田，保证植保工作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植保无人机是专门用于农田病虫害防治的

智能设备，通过作业人员遥控操作无人机对稻田进行药物
喷施，可促使农药喷洒的均匀性，促使药物有效附着在农
作物的根部。在我国当前农业生产领域，植保工作需要利
用现代科技成果，加快推动自身现代化发展。应用植保无
人机进行水稻病虫害防治是植物工作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因此需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优势，并克服现存的缺陷和不
足，通过加快培育专业技术人才、规范无人机管理及药剂
使用、加大资金投入等实现无人机广泛应用，以打破依赖
人工喷施药剂的传统方式的限制，实现农业生产和植保工
作的机械化，保证水稻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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