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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饲料玉米豆粕减量替代方法

专家预测今年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对七成以上的产区构成风险——

如何“虫口夺粮”保丰收
■ 杨 舒

初夏时节，各地农民抓紧农时，在田间插秧、施
肥，或在大棚里管护、收获农作物，田间地头呈现出

一派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 李磊 摄

5月，正是小麦拔节抽穗的关键期。然而，随着气
温回升，小麦条锈病也进入了流行期，农民时刻警惕、
最为挂心。今年1月底，农业农村部印发文件指出，
2021年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呈重
发态势，预计全国发生面积21亿亩次，同比增加14%，
对70%以上的产区构成风险。在具体病虫害上，小麦
条锈病、赤霉病、玉米螟等重大病虫害呈重发态势，直
接威胁粮食生产安全。

为何今年农业病虫害呈重发趋势？将对粮食安
全造成怎样的影响？在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前提下，防控农业病虫害又有哪些新招、实招？

病虫害导致作物损失可达10%至20%

种类多、影响大、时常暴发成灾，农作物病虫害是
我国最主要的农业生产灾害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陆宴辉介绍，作为农业大国，
我国每年发生的农业病虫害达50多种，发生面积约
70亿亩次，导致的农作物产量损失可达10%~20%之
多。以近年来在我国流行的小麦条锈病和赤霉病为
例，条锈病由真菌引起，由气流传播，一旦温度湿度等
适宜，就容易大范围流行。它可造成小麦减产20%~
30%，严重的达50%以上，甚至绝收。

“然而，这些真菌引起的农业病害长期存在于自
然界，跟随农作物协同进化，不断变异出新的生理小
种，使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杀灭这些病菌，唯有努力加
强防控，尽最大可能降低它的危害影响。”中国农业科
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刘太国说。

病害如此，虫害亦如此。“害虫作为自然界的生
物，我们不可能完全将其灭杀，唯有通过调控其数量
到一定水平来降低它的危害。”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王振营介绍，由于草地贪夜蛾不断
从境外迁入，加上已经“定居”的本地虫源，今年我国
的虫害防控形势十分严峻。此外，气候变化、耕作栽
培制度、作物品种更换等多种因素的变化也会影响农
业病虫害的发生程度。

“去年冬天相对不冷，湿度也大，使得条锈病菌越
冬菌源基数较大，结合今年整体比较适宜的气候情
况，因此研判认为今年小麦条锈病和赤霉病等一类病
害可能仍呈重发态势。”刘太国说，近期随着气温回
升、降雨增加，也有利于赤霉病在四川、陕西、湖北、河
南南部等麦区快速流行，并有北扩、西移之势。

防控技术“多管齐下”力保绿色安全丰产

今年以来，中央财政已安排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防
控资金8亿元，用于支持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湖
北等26个省（市、区）做好粮食等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

具体如何防控？怎样保证绿色安全？王振营和刘
太国介绍，喷洒施用化学农药仍然是短期内防治农业
病虫害最为有效的方法。在绿色发展的理念下，我国
农药施用量已连续3年实现负增长，在粮食作物上，高

效低毒农药的科学施用是基本原则，农用无人机大规
模喷洒农药已是常态。同时，防治病虫害的农药施用
一般都与粮食收获成熟期存在一定时间间隔，在此期
间，农药已基本降解，能够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高空测报灯、高空杀虫灯、性信息素诱捕器、远程
监测雷达……王振营介绍，这几年，各式各样的“捕虫
神器和监测设备”已大量在我国各地使用，物理防治
农业病虫害已成常态。

此外，“生物相生相克”的古老智慧也被应用到
“虫口夺粮”的攻坚战中。虫害虽然厉害，但也有天敌
来控制其数量和危害。大量人工扩繁这些天敌昆虫
向田间释放，也成为实现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持续
防控和有效防控的一支新力量。

积极防控下粮食丰产目标影响不大

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6年超过6500亿公斤，面对
今年农业病虫害的偏重发生，公众不禁担心，2021年
的粮食安全是否有保障？对此，专家抱有信心。

“尽管预测虫害的发生会重于去年，但基于我国
完善的农作物病虫害测报和防控体系、多样的防控手
段技术以及此前的成功经验，不会对玉米等农作物生
产造成大的影响损失。”王振营说。

刘太国也分析指出，我国已逐步构建起现代植保
防灾减灾体系，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应对方案，按照

“早谋划、早监测、早准备、早防治”的思路，能够做到
“全国一盘棋”防控病虫害。因此，“在积极防控下，今
年的农业病虫害灾情对粮食产量6500亿公斤的目标
应当影响不大，不必太担心。”同时刘太国表示，如同
人类注射疫苗才能形成对抗疾病的“免疫”抗体，种植
抗病品种无疑是能从根本上防治农业病虫害的方法。

1.东北地区。仔猪和生长育肥猪日粮中可用10%~
20%的稻谷和5%~10%的米糠替代玉米，玉米用量可至
少降低15%；用5%的玉米蛋白粉、5%~15%的酒糟蛋白饲
料和合成氨基酸替代豆粕，豆粕用量可至少降低10%。

2.华北地区。仔猪和生长育肥猪日粮中可用10%~
20%的小麦和5%~15%的小麦麸或次粉替代玉米，玉米用
量可至少降低15%；用5%的玉米蛋白粉、5%~15%的酒糟
蛋白饲料、5%~8%的棉粕、5%~10%的花生仁粕和合成氨
基酸替代豆粕，生长育肥猪饲料中豆粕用量可降低为零。

3.华中地区。仔猪和生长育肥猪日粮中可用10%~
20%的糙米或稻谷、5%~15%的小麦麸或次粉和5%~10%
的米糠粕替代玉米，玉米用量可降低为零；用5%~15%的
菜粕、5%~15%的酒糟蛋白饲料、5%~8%的棉粕和合成氨
基酸替代豆粕，生长育肥猪饲料中豆粕用量可降低为零。

4. 华南地区。仔猪和生长育肥猪日粮中可用
10%~15%的高粱、10%~20%的木薯粉、5%~10%的米糠
粕和10%~15%的大麦替代玉米，玉米用量可降低为零；
用5%~15%的菜粕和合成氨基酸替代豆粕，豆粕用量
可至少降低5%。

5. 西南地区。仔猪和生长育肥猪日粮中可用
10%~20%的小麦、10%~20%的糙米或稻谷、5%~15%的
小麦麸或次粉和5%~10%的米糠粕替代玉米，玉米用
量可降低为零；用5%~8%的棉粕和合成氨基酸替代豆
粕，豆粕用量可至少降低5%。

6.西北地区。仔猪和生长育肥猪日粮中可用10%~
15%的高粱、10%~15%的大麦和10%~20%的青稞替代
玉米，玉米用量可降低为零；用5%~8%的棉粕和合成氨
基酸替代豆粕，豆粕用量可至少降低5%。（本报综合）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侯雪静）近日，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和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下发通知明确，
自2021年起，各级预算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10%的
比例预留年度食堂食材采购份额，通过脱贫地区农
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以下简称“832平台”）采购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

通知指出，运用政府采购政策，组织预算单位
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通过稳定的采购需求持续
激发脱贫地区发展生产的内生动力，促进乡村产业
振兴，有助于推动脱贫地区实现更宽领域、更高层
次的发展。

长期研究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大连理工大
学教授崔淼表示，运用政府采购政策，通过稳定的
采购需求可让各地脱贫群众享受到“真金白银”的

劳动收入，将持续激发脱贫地区发展生产的内生动
力，同时还将推动产业提升和机制创新，可进一步
激发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产业
发展，促进农民群众持续增收。

由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和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牵头，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建设运营的“832平台”目前累计交易额近100
亿元，平台已入驻活跃供应商超过1.1万个。

据了解，今年“832平台”将聚焦832个脱贫县，
促进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销售，根据预算单位采购需
求优化创新农副产品产销模式，促进脱贫地区特色
产业发展，推动脱贫地区农副产品进一步融入全国
大市场，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加大政府采购政策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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