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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山西省植物保护植物

检疫中心发布山西省果树后期病

虫发生趋势预报。 根据当前果树

病虫基数， 结合省气候中心

8

月

气候预测及历年果树病虫发生规

律综合分析， 预计今年山西省果

树后期病虫整体中等发生， 发生

程度接近上年，轻于常年。 苹果褐

斑病、斑点落叶病、炭疽叶枯病在

局部地区有偏重发生的态势，大

部分地区为害盛期在

8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

发生趋势： 苹果黄蚜中等发

生，发生面积

300

万亩；山楂叶螨

偏轻发生， 发生面积

200

万亩

;

金

纹细蛾中等发生，发生面积

120

万

亩； 苹小卷叶蛾总体偏轻发生，局

部中等发生，发生面积

90

万亩；桃

小食心虫在不套袋果园偏轻发生，

发生面积

60

万亩

;

苹果褐斑病总体

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发生面

积

200

万亩

;

苹果斑点落叶病总体

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发生面

积

180

万亩；炭疽叶枯病总体中等

发生，嘎啦、秦冠等金冠系列品种

种植园偏重发生， 发生面积

80

万

亩。 另外，桃树上桑白蚧总体偏轻

发生，呈逐年加重发生态势；梨小

食心虫总体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

生

;

桃炭疽病、流胶病、细菌性穿孔

病总体偏轻发生，在部分桃园中等

发生。

防治建议：山楂叶螨可选用阿

维菌素、哒螨灵等药剂；金纹细蛾

可选用灭幼脲、除虫脲、高效氟氯

氰菊酯等药剂； 蚜虫重的果园可

选用噻虫嗪、啶虫脒、吡虫啉等药

剂；斑点落叶病、褐斑病可选用醚

菌酯、 异菌脲、 苯醚甲环唑等药

剂

;

炭疽叶枯病可选用代森锰锌或

波尔多液进行预防， 或在发病初

期选用唑醚？ 戊唑醇等药剂，施药

过程按照标签推荐剂量和方式进

行防治。

（据《山西日报》）

聚焦

秋粮“一喷多促”技术要点

当前，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也是“一喷

多促”窗口期。 在秋粮生育中后期，要推进实施

“一喷多促”，全力夯实秋粮丰产丰收基础。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夏玉米进入抽雄开花

期、夏大豆进入开花结荚期，要重点关注玉米南

方锈病、褐斑病、玉米螟 、草地贪夜蛾、甜菜夜

蛾、棉铃虫，大豆霜霉病、豆荚螟等病虫害。 根据

各地玉米大豆生育进程、病虫害和自然灾害，因

地因苗因时因灾综合实施“一喷多促”。

优选肥药，科学搭配。 应对自然灾害，高温

干旱地区可喷施磷酸二氢钾、 中微量元素水溶

肥和抗旱抗逆制剂， 渍涝地块及时排水后可叶

面喷施尿素和磷酸二氢钾， 早霜威胁大的地区

可喷施磷钾肥或液体膜。

适时喷施，精准用量。 时间上，作业时风力

应在三级以内、 温度不超过

30℃

， 一般选择在

无雨天的上午

9

时前、下午

4

时后进行，避开正

午高温时段

;

如喷后

24

小时内遇中到大雨，要

及时补喷

;

可因地制宜选择无人机夜间作业。 用

量上，采用无人机作业时，每亩喷液量

1.5

升以

上，并在药液中添加适量的喷雾助剂，提高雾滴

沉降、抗飘移、抗蒸发等性能。 采用高地隙喷杆

喷雾机、车载式担架机进行喷雾作业时，亩喷液

量要达到

30

升以上。

统一作业，确保安全。 优先选择无人机统一

喷防作业， 飞行速度控制在

3

米—

5

米

/

秒，飞

行高度要根据无人机载重量进行调整， 载重

30

升以下无人机飞行高度距作物冠层

2

米—

3

米，

载重

30

升以上无人机飞行高度距作物冠层

3.5

米—

4.5

米，防止作业时吹断茎秆

;

无人机起降

作业时，应远离障碍物和人员，作业人员应穿戴

必要的防护用品，避开喷雾下风位，严禁在施药

区穿行，作业时禁止吸烟及饮食。

（据《山西日报》）

数智植物工厂

蔬果种植不用“看天吃饭”

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四维生态数字农业

产业园，走入数智植物工厂 ，记者看到各种各

样的农作物在这里生长，“阳光” 则是

LED

光

照。

“不仅不需要阳光 ，我们这里种植植物也

不需要土壤和农药。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这

家数字农业产业园去年

10

月开园， 前不久被

农业农村部评选为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

领基地。

没有阳光和土壤， 植物如何生长？“简单

来说，我们用

LED

植物光照代替了太阳光照，

以营养液搭配水或基质模拟了土壤。 ”四维生

态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华桂潮博士说 ，传统

农业种植主要“看天吃饭 ”，如今通过

LED

植

物光照、 垂直立体种植、 植物营养与无土栽

培 、环境智能控制等新技术 ，也可以实现整年

连续生产。 数智植物工厂还能根据不同蔬果

对光照的不同需求 ，定制专属的光照配方，同

时控制二氧化碳浓度、温度、湿度、营养液等

植物生长所需指标。

得益于全封闭的种植空间， 杜绝了外部虫

害、病害的侵入，蔬果所需的营养通过水和营养

液进行精准灌溉，无需农药。 这里每一种蔬果都

有一份详细的“体检报告”，检测数据显示，这些

蔬果零农残， 无重金属污染。 技术人员告诉记

者，相比传统种植，数智植物工厂肥料使用量减

少约

90%

，灌溉用水减少

95%

，提高了土地和水

资源的利用率。 该种植模式在土地贫瘠、气候条

件不适宜传统农业耕作的地域优势比较显著。

据介绍， 数智植物工厂相关技术已在多地

应用。 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新建的四维

生态数智草莓基地， 种植面积达

5000

平方米，

预计年产量

180

吨。 在浙江温州市四维生态数

智植物工厂，育苗培育周期显著缩短，种苗生长

健壮、根系繁茂，移栽后成活率高且具备抗病虫

害等特性。

通过多年持续在数智植物工厂投入， 四维

生态拥有专利超

130

项， 其中大部分是发明专

利，并参与了多项行业标准制定。

（据《人民日报 》）

大豆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油

料作物， 我国每年需求量约

1000

万吨以上，进口率却高达

85%

。 据

宁夏科技厅消息， 宁夏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取得突破 ，达

到了玉米基本不减产、 大豆每亩

增收

80

公斤以上的效果。

2022

年至

2024

年，由宁夏农

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等单位承

担的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宁夏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高效种植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项目，针对

3

个不同农业生态区玉豆品种需

求及除草、 机械等问题需求进行

研究， 开展了品种引选等

5

个方

面的研发工作， 培训多名基层技

术人员、 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及

种植户。

“我们筛选出‘宁豆

6

号’等

7

个大豆品种、‘晋单

73

’等

7

个玉米

品种， 建立起两个良种繁育基地，

繁育面积累计

2000

亩。 ”据项目负

责人、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

所罗瑞萍研究员介绍，科研人员通

过研究不同模式边行距效应，明确

了引扬黄灌区、宁南山区玉米大豆

行比模式、 适宜密度和关键技术；

提出高效营养调控、增碳保墒等关

键技术，集成了

3

套水肥高效利用

技术。

项目组还改制了

3

台精量播

种机、

2

台植保机械，研发

7

台膜上

播种机、中耕施肥机、除草机等，制

定

1

套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全

程机械化技术规范。

据悉，得益于科技项目的支持，

该项目分别在固原市彭阳县孟塬

乡、吴忠市同心县丁塘镇、吴忠市青

铜峡市瞿靖镇建立核心科技试验示

范基地， 面积达

3700

亩， 辐射种植

30

余万亩。“这为全面提升宁夏大豆

单产水平提供了综合技术支撑，对

于增加大豆战略储备、 推动大豆玉

米兼容发展、 助推国家粮食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 ”罗瑞萍表示。

八月中旬，宁夏科技厅组织专

家对该项目进行现场验收。 专家组

深入固原市彭阳县 、原州区，吴忠

市同心县 、青铜峡市 ，银川市灵武

市等试验示范推广基地观摩，一致

认为项目设计合理 、 研究内容系

统、技术路线正确、田间管理规范，

现场验收合格。

（王迎霞）

在持续高温天气下，庄稼不浇水很容易死亡。然而近日记者在成都市农林科学

院内看到，一片水稻田中没有一滴水，土地还有些龟裂，但一株株水稻生长良好，远

远望去，犹如一片绿色的海洋。

这是怎么回事呢？

8

月

28

日，记者采访了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科技与成果转化处

处长付绍红，揭开背后的秘密。

不浇水也能丰收？

新品种抗旱稻入驻“天府粮仓”

03

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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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稻不惧高温干旱

“你看这个根系非常发达、粗

壮。 ”付绍红说，这是从上海引进

的节水抗旱稻品种。 普通水稻的

根比较纤细， 而它有超强的根系

生长能力，扎根深、根系粗壮，使

得它能吸收土壤深层的水分。 同

时，在高温情况下，它能自动调节

减少蒸腾作用。 正是具备这些特

点，这种水稻具有抗旱 、耐高温的

能力。

付绍红介绍，传统的水稻对水

的依赖性非常强 ，高温 、干旱对其

生长发育具有较大影响，如果缺水

或者高温，就会造成减产等情况。

“院里的这些旱稻是

5

月下旬

播种的。 ”付绍红说，为了测试这个

品种水稻在极端条件下的生长情

况， 从播种后就没有浇过一次水，

完全靠自然降雨，其间只进行过一

次施肥、一次除草等简单的田间管

理，没有过多去照顾，“目前长势很

好，稻穗很饱满。 ”

未来将种植于缺水地区

目前该品种水稻在成都试种了

约

2

万亩，其中双流区、郫都区等地

几乎没有进行浇水，全靠自然降雨，

蒲江县等地则进行了机械喷灌。

“该品种产量也很不错。 ”付绍

红说 ，没有灌溉的地区，每亩产量

预计五六百公斤，大约是成都市普

通水稻平均亩产水平；而灌溉地区

的产量会高一些，每亩产量预计七

八百公斤，因此这个旱稻水管能高

产、旱管能稳产。

他介绍，下一步会将该品种推

广到灌溉能力欠缺的丘陵地区，或

是新复耕地块等，并不断完善该品

种和技术在成都平原及周边的应

用，“稻油轮作”“稻菜轮作”应用模

式都在不断探索和实践 ，为“天府

粮仓”建设贡献更多科技力量。

（杨博）

果树后期病虫发生趋势及防治建议

新技术助宁夏大豆每亩增收超 80 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