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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方面，农业用工紧
张，人工成本不断增加；另一方
面，随着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对自动
化防治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植保无
人机防治病虫害已是大势所趋。

令人欣喜的是，植保无人机已
为我市越来越多的农户所接受，农
户植保无人机的持有量也在不断上
升。到去年底，全市植保无人机的
保有量已在 300 架以上，一些农户
还将植保无人机的使用功能拓展到
播种、施肥上。从总体来看，宁波
植保无人机发展水平居全省前列。
2020 年，中央对我省进行了环保
督查。针对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
求，我市把推进植保无人机“飞
防”作为规范实施农作物病虫害专
业化防治和农药减量的一个重要抓
手，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推进。

“‘农用植保无人机水稻叶面
病虫害防治技术’被列为今年宁波
市 种 植 业 主 推 技 术 。” 许 燎 原 表
示，植保无人机的推广应用，将
进一步提高统一施药覆盖率，提
升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效率和防治
水平，促进我市农药减量和农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我市将积极争取政
策 、 资 金 支 持 ， 加 大 推 广 力 度 。

“十四五”期间，全市目标推广植
保 无 人 机 “ 飞 防 ” 150 万 亩 次 以
上。在水稻种植环节，植保无人
机的覆盖率力争从目前的 10%提高
到 20%。

加强配套技术的研发。针对一
些主要病虫害和主导作物开展相关
配套技术研究，确保防效与安全。
如进一步开展作物基部病虫害、细
菌性病害等的防治技术研究，开展
甬优系列水稻的防控技术研究等。
同时结合植保技术，农技部门将进
一步加强技术宣传培训，把一些植
保无人机防控关键技术及安全作业
的知识，及时告诉相关服务组织和
农户，进一步提高防控技术的普及
率。尝试 PPP 模式 （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
项目运作模式），鼓励私营企业、
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提高社
会力量对病虫害测报的参与度。随
着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推进，特别
是“飞防”的成功，越来越多社会
力量参与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
工作，农业部门将借助这些力量，
开展第三方监测服务，通过严格的
技术培训，让这些专业化防治机构
在测报和防治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

“飞防”势在必行

今年 4 月，农业农村部组织
制定了 《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防
治服务管理办法》，加强农作物
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管
理，提升植保社会化服务能力，
健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体系。

《办法》 指出，植保机构应
当建立信息化服务管理平台，方
便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登录和报
送设施设备、田间作业人员数
量、日作业能力、服务范围、作

业时间等信息。县级以上植保机
构应当定期对专业化防治服务组
织开展技术培训。专业化防治服
务组织应当定期组织田间作业人
员等参加技术培训。

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使用农
药时，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
全、合理使用制度，严格遵守农
药标签、安全间隔期、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等相关规定。鼓励专
业化防治服务组织采取绿色防控

技术和先进高效施药机械开展病虫
害防治服务。

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开展航空
防治作业，应当划定作业区域，提
前公告作业范围、时间、施药种类
及注意事项，防止发生药害和人畜
中毒事故。

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应当安全
储存、运输农药和有关防治用品，
妥善处理农药包装废弃物，防止有
毒有害物质污染环境。鼓励专业化

防治服务组织使用大包装农药，并
与农药生产、销售企业建立农药包
装物循环使用机制。专业化防治服
务组织应当建立服务协议、防治方
案、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置方式等服
务档案，服务档案应保存 2 年以
上。防治投入品具体名称、生产企
业、用量、时间等信息，应当在信
息化服务管理平台如实记录，形成
电子档案。

（孙吉晶 整理）

国家出台政策健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体系建设

节本增效 精准防控

水稻病虫害水稻病虫害““飞防飞防””势在必行势在必行

日前，宁波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承担的中央财政重大农业

技术推广项目 《农业植保无人机防治水稻主要病虫害关键技术

试验示范与推广》 顺利通过验收。该项目研究明确了水稻主要

病虫害无人机“飞防”关键核心技术，制订了一套技术规程，

开展了示范和推广应用。

长期以来，水稻病虫害防治主
要依靠人工和半机械化作业。由于
水稻田环境差，湿度大、温度高，
防治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作业质
量不高、效率低下，成为农业生产
全程机械化作业的一块短板。

近年来，随着一些关键技术的
突破，植保无人机的作业效率大幅
提升，植保无人机防治得以迅猛发
展，已成为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一
个方向。据负责该项目的市农业技
术推广总站相关人士介绍，《农业
植保无人机防治水稻主要病虫害关
键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 项目由市
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负责项目总体方
案及关键技术集成、操作方案的制
定，宁波市金泰惠多利植保专业合
作社、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部分区县 （市） 植保站承担相关试
验研究与示范推广任务。

项目自 2017 年实施以来，在
鄞州、海曙、奉化、宁海、余姚等
9 个区县 （市） 建立“飞防”示范
区 18 个，示范面积 2.3 万亩次。其

中，核心示范区 5 个，核心区示范
面积 1 万亩次。到目前为止，全市
累计“飞防”推广应用面积 56 万
亩次。

为扩大示范推广效应，相关部
门根据项目的设计，积极推动专业
公司为农户提供“飞防”协议示范
服务，服务区域分布于宁海、奉
化、鄞州、海曙和余姚等 5 个地
区，服务面积达 1 万亩次，受到农
户的欢迎。目前，服务企业农飞客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浙农飞防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专业“飞防”
公司还实行了强强联合，通过有效
整合资源，组成了“飞防联盟”，
以更好地服务农民。

浙江浙农飞防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注于航空植保作业的专
业化服务组织。该公司总经理杨雷
表示，宁波植保无人机“飞防”作
业在浙江省内起步较早，今后宁波
市场还是他们服务的主战场，希望
和宁波相关部门在农作物病虫害防
控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建立18个“飞防”示范区

随着技术的推广应用和防治面
积的不断扩大，“飞防”的成效也
不断得以凸显。据了解，一般一台
担 架 式 喷 雾 器 需 要 3 人 至 4 人 操
作，每天的作业面积在 80 亩到 100
亩之间。而一架植保无人机的日作
业能力在三四百亩，甚至更高，其
防控效率比人工常规防治提高 3 倍
至 4 倍。飞机防治有效破解了集中
防控时期人工紧张的难题。

“飞防”也促进了病虫害及时
精准防控。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植
保科科长许燎原说，一般情况下，
水稻病虫害喷药防治，一次要在 3
天内完成，时间拖得越长，防治的

时机就会延误，防治效果受到影
响。人工喷药防治病虫害往往一次
会持续一个星期，防治效果自然要
打折扣。采用飞机防治，在时间上
可以做到精准把握，大大提高了防
治的成效。去年 8 月，晚稻白叶枯
病呈重发态势，农技部门大力推广
植保无人机“飞防”。奉化松岙、
裘村等镇专门拨出资金，对晚稻白
叶枯病实施统一“飞防”，两个乡
镇“飞防”面积达 6000 亩次，有
效控制了白叶枯病在当地的蔓延。

奉化区裘村镇种粮大户屠才军
种 了 680 亩 单 季 稻 ， 去 年 8 月 中
旬，部分田块发生白叶枯病，如不

节本增效明显

及时控制，将会大面积流行。在接
到镇里通知后，他在 8 月 20 日对单
季晚稻实施植保无人机防治，有效
控制了白叶枯病流行。8 月下旬，
该区农技部门经过调查，发现除部
分早插单季稻功能叶受害外，未造
成产量损失，防治效果显著。老屠
竖起大拇指直夸：“这个无人机真
好，人都不用下田，省事、高效，
效果又好！”据测算，该项目推广
实施以来，示范区农药减量平均
10.5 克/亩，农药喷施效率提高 3
倍 至 4 倍 ， 用 工 成 本 下 降 2.4 元/

亩，每亩稻谷增产约 16.5 公斤。按
全市 56 万亩次推广面积计算，累
计节本增效 1100 多万元，取得了
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多赢。

在推广过程中，市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项目组还组织举办了“农业
植保无人机防治水稻主要病虫害
技术培训班”。各地项目实施单位
也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了相关的培训
和现场展示工作。据统计，项目实
施期间，全市共举办植保无人机防
治技术培训 24 期，受训农户 800 余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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