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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病虫测报是植保防灾减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近年来，各级植保机构和广大测报技术人员锐意进取、大胆创新，通过加强体系建设、优化运行机制
、加强技术研究，提高了测报技术水平，病虫预报的准确性、时效性和到位率显著提高，在重大病虫
防控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信息支撑和宣传发动作用。
　　为总结交流经验，分析存在问题，探讨发展对策，推动测报事业健康发展，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于2010年10月在河南郑州市召开全国农作物病虫测报工作经验交流会。
会议总结了近年来病虫测报所取得的成绩，表彰全国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并就各地加强体系建设
，稳定测报队伍；争取经费支持，改善测报条件；创新预报方式，提高宣传效果；加强网络建设，推
进测报工作数字化；加强技术研究，提高预报准确率；加强工具开发，提高监测工作自动化；加强项
目管理，推进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区域站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进行了广泛研讨，并分析当前病虫测报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
　　为增强会议宣传效果，推广交流经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会前组织开展了加强农作物
病虫害测报工作典型经验优秀论文征集活动。
这次活动得到了全国植保系统的积极响应，共收到各级植保部门提交的论文260多篇。
我们从中筛选出93篇优秀论文予以发表，供全国各级植保系统学习参考。
希望《病虫测报经验与启示：全国农作物病虫测报经验交流会论文集》的出版能对推动我国农作物病
虫测报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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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建设成效及后续开发设想 四川省主要农作物病虫监测网络数据库的建设与应用 边远山区农作物重
大病虫测报网络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病虫测报信息网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加强病虫测报网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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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搞好蔬菜病虫预测预报要从提高诊断能力抓起 提高县级农作物病虫预
测预报准确率的途径 加强农作物病虫害测报技术研究，提高预报准确率 提高农作物病虫预报准确率
的措施与实践 沙县农作物病虫测报技术与实践 准确预测预报病虫害及时指导防治 提高病虫情报质量
，扩大病虫防治信息覆盖范围 区域站建设 加强项目管理，推进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与控制站建设 加强
有害生物预警区域站建设，提高农业病虫监测防控水平 关于推进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与控制站建设的体
会 业务建设 湖南省农作物病虫测报工作成效、经验与存在问题及“十二五”工作发展思路 广西农作
物病虫测报业务的考核管理 加快转变，促进农作物病虫测报工作良性发展 浅谈建立群防群测体系，
完善病虫测报运行机制 从病虫测报着手，浅谈盐津植保现状及发展思路 丹阳市对当前农作物病虫测
报工作的几点体会 洛阳市病虫监测预报工作实践与探索 安阳县病虫测报工作的成绩和建议 郑州市农
作物病虫测报工作中存在问题及对策 点、线、面三结合，做好病虫测报工作 关于县级植保站如何做
好病虫测报工作的几点思考 加强病虫测报工作，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加强病虫监测预报，为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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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作物病虫测报工作现状与发展对策 加强病虫测报工作的举措与实践 创建机制推进地方病虫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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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预警工作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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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科学预测预报，提高病虫预测准确率 2.1 规范测报调查办法，提高预报准确性 为加强孟州
市病虫测报现代化工作，全面提高预测预报的准确性，本站组织有关科技人员对病虫测报技术规范的
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主要病虫的测报调查技术、发生为害程度划分标准
等进行规范。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近年又组织编写了蔬菜、水果、地黄等作物主要病虫的测报调查规范化技术，逐
步规范化农作物病虫测报调查技术。
本站本着高度责任感，严格按照测报调查规范化技术要求，坚持深入田间调查研究，掌握病虫发生情
况，结合历史资料、作物生长情况等综合分析，发布病虫情报。
由于规范病虫调查方法，病虫害预测预报准确更加准确，对农业安全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2007年6月下旬本市粘虫大发生，本站通过测报单灯诱蛾量，密切注意虫情发生动态，5月21 日单灯
诱到粘虫数量开始上升，5月29日由于气象条件变的高温闷热，单灯诱蛾量突然猛增为1350头，其后3
天降雨、降温，没有上升气流，大量一代粘虫滞留本地，引起全站人员高度注意，迅速组织技术人员
下乡调查，分析粘虫发生动态情况，并与2000～2006年历年粘虫发生动态情况做了系统对比。
结合粘虫生长特性和5～6月份气候条件做了详细分析。
由于5月30～31日、6月1日三天连阴雨，降水量39.6毫米，造成气温下降，平均气温在2lqC左右，气候
条件非常适宜粘虫滞留和产卵。
加上麦收后麦茬高，麦糠厚，防治难度大，极易引起二代粘虫大发生。
全站人员针对突发的虫情，经充分分析论证后，6月4日快速编制发布“抓紧防治玉米田二代粘虫”的
病虫信息，向上级业务部门、政府、农业局领导和乡镇村农业负责人传递信息，并利用《田园植保》
电视栏目，经电波载虫情信息进千家万户。
同时迅速组织专业机防大队，由片区队长带队，分片分区进行统防统治，共出动机动弥雾机100余台，
车载式大型植保喷雾器23台，在全市掀起粘虫防治高潮。
仅半月时间，结合玉米田封闭除草，两次用药把粘虫消灭的无影无踪，保障玉米幼苗的健壮生长。
同时，充分体现大型植保机械在病虫害应急防治当中的速度和威力。
 2.2充分应用现代技术，及时汇报病虫发生动态 近年来，本站充分利用计算机、传真机等设备，运用
现代技术，及时地向上级业务部门汇报当地农作物主要病虫发生动态。
目前，本站利用计算机网络将病虫信息数据及时地传输到省、市级病虫测报站，大大加快了信息汇报
速度，提高了病虫信息的利用率和有效率，为及时准确地预报全区性病虫发生趋势提供依据。
本站坚持每周二向省、市业务部门汇报当地农作物主要病虫草鼠发生动态，对于重大突发性的病虫害
做到及时汇报，并且向当地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汇报，为全市乃至全省的病虫发生趋势预测预报提供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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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病虫测报经验与启示:全国农作物病虫测报经验交流会论文集》供全国各级植保系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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