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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的水稻种植当中，由于受到台风、雨水以

及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水稻病虫灾害时有发生，水

稻的高产、稳产也受到了严重阻碍。同时在此基础上也

衍生出了其他问题，由于在水稻种植中病虫害较多，化

学农药在使用上规范性不足，大量的农药使用，不仅会

严重污染周边自然生态环境，还会影响水稻品质，不利

于水稻种植产业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而现阶段，针对

病虫害的化学农药减量技术研究也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其较强的地域性也导致病虫害特点存在差异，因此有必

要加强对水稻化学农药使用减量技术的时间研究，加强

该方面的创新，以组合用药以及以整体防治技术的应用

为着力点，坚持降低用药数量与频次，确保防治效益的

稳步提升，并最终提高水稻种植中病虫害农药减量使用

技术的规范性与可靠性。通过该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

广，能够实现有效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量的目标，从而深

刻贯彻落实好我国的粮食安全大计，推动水稻种植产业

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试验技术与应用结果

（一）技术应用结果

在现阶段水稻病虫害的防治基础上，进行生物农

药、不同毒性环保型化学农药的防治技术试验，并严格

降低化学农药用量与频次。将生物农药的使用作为试验

技术重点，开展水稻病虫害防治组合农药，并整合相关

防治技术，保证实验技术的标准化，达到农药减量的实

际目标，最终提高水稻防治的综合效益。同时，在本次

试验当中还建立了水稻农药减量的防治技术展示区，以

此来确保在具体水稻种植能够加以推广与应用。在本次

试验技术的应用中，四项关于农药减量防治技术示范工

作，同时也对 4种低用量且高效的环保型农药与生物农

药进行推广应用，相关技术整合示范区域为 5块，目的

为水稻化学减量使用提供带动作用，现对减量使用技术

进行总结分析，得到适用广东地区的方案。

筛选纹枯病高效、长效药剂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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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稳以及阿米妙收、满仓等对水稻纹枯病有着较强的防

治效果，单次使用便可获取出乎意料的效果。防治效果

与每亩施用 10%井岗霉素 3次，每次 150mL效果更佳，与

每亩施用 5%唑醇 2～ 3次，每次 75mL效果一致，在纹枯

病的发病前期使用时更为高效。相较于传统化学农药，

该类药剂的成本支出要大得多，但是其具备提高幼苗品

质，增加产量的作用，并且鉴于现阶段农村农业劳动力

较少、人工费用不断提高等因素，这三种药剂在水稻生

产中有着较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新型超高效环保农药组合用药示范。针对水稻病虫

害频发问题，推进三种类型的水稻药剂减少使用示范

与试验：第一，人工移栽稻田组合用药示范，品种是 8

优 682，农药减量使用示范区占地面积是 0.4hm2，在大

田期使用药剂次数为 3；农民自治区水稻占地面积为

0.8hm2，在大田期使用药剂次数为 4。每期防治效果大

致相同，两者均在 90%左右浮动，最终防治效果两者均

在 95%左右浮动，水稻未受病虫害影响出现明显损失。

但减量用药示范区的水稻植株不早衰，整体呈现健康状

态，与农民自治区相比，增产效果显著。用药量比较，

减量用药示范区每亩用量为 72.9g，农民自治区药剂用

量为 292.7g，同时减少药剂用量示范区的用药次数比农

民自治区要少一次，减少农药有效量 75.1%（具体数据

见表 1）。第二，直播水稻组合用药示范，水稻品种选择

淮稻 5号，减量用药示范区占地面积是 0.8hm2，水稻生

长至成熟期共用药次数为 6，农民自治区水稻占地面积

为 1.4hm2，水稻生长至成熟期共用药次数为 9，每期防

治效果大致相同，两者均在 90%左右浮动，最终防治效

果两者均在 95%左右浮动，水稻未受病虫害影响出现明

显损失。但减量用药示范区的水稻植株不早衰，整体呈

现健康状态，与农民自治区相比，增产效果显著。用药

量比较，减量用药示范区每亩用量为 118.3g，农民自治

区药剂用量为 470.55g，同时减少药剂用量示范区的用

药次数比农民自治区要少 3次，减少农药有效量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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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见表 2）。第三，旱直播稻田组合用药试验，

水稻品种选择杂粳 10优 18，田间管理施肥到位，水稻

成长良好。减量用药示范区占地面积是 333m2，水稻生长

至成熟期共用药次数为 3，农民自治区水稻占地面积为

333m2，水稻生长至成熟期共用药次数为 3，此次试验同

时设置有 133m2 未进行防治处理的对照区。最终病虫害防

治效果为，减量用药示范区防治效果在 98%以上，水稻

增产 38%，而农民自治区水稻防治效果在 56%以上，水稻

增产 11%，与减量用药示范区相比防治效果差 42%，水稻

增产则差 27%。用药量比较，减量用药示范区每亩用量为

26.5g，农民自治区药剂用量为 160g，减少农药有效量

83.4%。

（二）以生物农药为主的防治技术示范

首先，试验示范区域选定为淮安区的席桥村，主体

农药为井岗霉素粉剂、苏云金杆菌以及阿维菌素乳油这

三种，针对稻纵卷叶螟、大螟、稻曲病以及纹枯病等病

虫害进行防治示范。在试验的中、后期过程中，选用

毒性较低且残留较少的高效化学农药来对稻飞虱进行防

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终降低了 65%的化学农药

使用，同时施药成本也被控制到以往的 70%。从试验中

得出，通过以生物农药为主的防治技术能够有效缓解当

前的水稻病虫害问题。不过，在生物农药技术的应用中

也仍有不足，例如技术要求较高、农药有效期较短，同

时用药频次并未有效降低等，无法满足当前防治用工与

用药频次降低的需求。

表 1  移栽稻田化学农药减量使用效果

用药次数 1 2 3 4

用药日期 7-20 8-11 8-22 8-28

防治目标

稻飞虱、稻瘟

病、纵卷叶螟

等

稻飞虱、纵卷

叶螟等

稻曲病、纵卷

叶螟、稻飞虱

等

纹枯病、纵卷

叶螟、稻飞虱

等

用药配方

40%氯虫-噻

虫嗪 10g+24%

噻呋酰胺 20g

40%氯虫-噻

虫嗪 10g+24%

噻呋酰胺 20g

10%阿维-氟

酰胺 30g+25%

吡蚜酮

20g+30%本

甲-丙环唑

20g+20%井岗

霉素 50g

1.8%阿维霉

素 80g+25%吡

蚜酮 30g+20%

三环唑

100g+75%肟

菌-戊唑醇15g

农药总有效量 8.8g 24g 40.19g 72.99g

综合防治效果 90% 95% 95% 95%

用药配方（农

户自防治区）

90%杀虫单

60g+25%噻嗪

酮 40g+20%井

冈霉素 50g

40%毒死蜱

80g+1.8%阿维

菌素 50g+40%

井·蜡芽 50g

90%杀虫单

80g+1.8%阿维

菌素 50g+20%

井冈霉素

75g+25%噻嗪

酮 60g

40%毒死

蜱 80g+1.8%

阿维菌素

50g+20%三环

唑 100g+25%

噻嗪酮 40g

农药总有效量 74g 52.9g 102.9g 62.9

综合防治效果 90% 95% 90% 90%

为了确保试验技术方案能够落地起到作用，还需要

对水稻主要病虫害的测报工作提高重视，贯彻落实好

“三查三定”防治策略。首先，在示范区当中要重点查

看病虫害密度，定好防治对象；其次查看病虫害发育进

度，定好防治时期；最后还要查看相应用药后其防治效

果，定好病虫害的补救对策。此外，还需要建立并实施

植物保护防治通知单机制，在进行用药之前，需要将定

块稻田的病虫基数与相应防治手段制成书面文件，并传

达给病虫害管理人员与农户，以此来作为农田植保作业

的告知书，其中需要涵盖防治时间、植保机械种类明

表 2  直播稻田化学农药减量使用效果

用药次数 1 2 3 4 5 6 7 8

用药日期 6-28 7-20 8-9 8-15 8-24 8-30 9-5 9-11

防治对象 稻飞虱、纹枯病
稻飞虱、纹枯

病、纵卷叶螟

稻飞虱、纹枯

病、纵卷叶螟

稻飞虱、纹枯

病、纵卷叶螟

稻飞虱稻瘟病、

纹枯病、纵卷叶

螟

稻飞虱稻曲病、

纹枯病、纵卷叶

螟

稻飞虱、纹枯

病、纵卷叶螟

稻飞虱、纹枯病

壮苗防疫、纵卷

叶螟

用药配方 25%吡蚜酮 20g 25%吡蚜酮 20g

40%氯虫·噻

虫嗪 10g+30%

苯甲·丙环唑

20g+20%井冈霉

素 50g+25%噻嗪

酮 40g

40%氯虫·噻

虫嗪 10g+30%

苯甲·丙环唑

20g+20%井冈霉

素 50g+25%噻嗪

酮 40g

10%阿维·氟酰

胺 30g+25%吡蚜

酮 20g+30%苯

甲·丙环唑 20g

25%噻嗪酮

50g+75%肟

菌·戊唑醇 10g

40%氯虫·噻虫

嗪 10g+20%春雷

梅素 100g+20%

井冈霉素 50g

1.8%阿维菌

素 100g+25%

吡蚜·噻嗪

酮 30g+30%苯

甲·丙环唑 20g

农药总有效量 5.0g 5.0g 30.0g 30.0g 14.0g 20.0g 34.0g 15.3g

综合防治效果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用药配方（农户

自防治区）

40%毒死蜱

80g+10%吡虫啉

40g40%毒死蜱

60g+25%噻嗪酮

40g+20%井冈霉

素 25g+5%己唑

醇 60g

1.8%阿维菌

素 50g+90 杀虫

单 50g+2.5%井

冈·枯草菌 250g

1.8%阿维菌素

100g+25%噻嗪

酮 50g+20%井冈

霉素 50g

40%毒死蜱

60g+90%杀虫单

50g+25%咪鲜胺

40g+20%井冈霉

素 50g

40%毒死蜱

60g+1.8%阿维菌

素 50g+25%噻嗪

酮 40g+20%井冈

霉素 50g+43%戊

唑醇 15g

40%丙溴磷

80g+40%稻瘟灵

100g+10%吡虫

啉 20g+25%噻嗪

酮 40g

45%稻散·毒

100g+36%丙

环·咪鲜胺

50mL

农药总有效量 36.0g 42.0g 52.0g 24.0g 89.0g 51.0g 84.0g 63.0g

综合防治效果 90% 95% 93% 94% 95% 93% 9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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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主要防治作物位置以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多个内容。

借助上述多种措施，能够有效将植保工作落到实

处。在具体措施的开展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加强防治技

术的推广与应用率，还需要采取以下几种推广手段。首

先，应加强全方位的宣传与培训工作。以市域为中心，

各县、村镇开展好多类型培训会议，针对基层农技人

员、弥雾机操作人员、科技示范户以及基层技术人员进

行多层次的培训与教育。其次，编写防治技术宣传单页

并下发到农户当中。最后，借助当前的电视广播媒体与

新媒体进行技术宣传。此外，防治技术研讨会、示范区

建立等也需要尽快落实。

二、试验成效

取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验推广该项技术

33666.7hm2，就最终试验效果来看，在水稻病虫害的生物

防治能力上得到了有效提升，在试验田块中农药减量达

到了 20%以上，并且施药有效期也比当前主流的化学农

药更长。针对移栽稻，每季的用药次数能够降低 1 ～ 2

次；针对直播稻则能够降低 2 ～ 3次。同时每亩能够

降低工本 15元左右，不过用药成本会提升约 25元。此

外，相较于农民自防区，每亩能够增产 5% ～ 10%左右，

最终整体种植效益提高了 70元/亩，取得了良好的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稻谷质量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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