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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前全国秋粮重大病虫害发生趋

势会商会分析，今年晚稻病虫害总体偏

重发生，其中稻飞虱、二化螟、纹枯病在

江南、长江中下游等稻区偏重发生风险

高，防控形势不容乐观。当前我省单季

稻处于分蘖末期，正是病虫害发生防控

的关键期。据省植保部门监测调查，全

省水稻病虫发生面积达1013.82万亩次，

需重点关注褐飞虱、二化螟、纹枯病、白

叶枯病、稻瘟病等“二虫三病”发生情况。

据省植保部门监测，截至 8 月 1 日，

我省晚稻病虫害发生态势如下：

褐飞虱：全省累计发生 430.24 万亩

次。今年褐飞虱迁入早，迁入量大，田间

短翅型成虫初见早。截至目前，灯下累

计虫量是去年和常年同期的3.3倍和1.6

倍，比大发生的2020年同期还多；田间7

月 1 日查见短翅型成虫，需引起高度警

惕。其中建德、磐安、龙游、缙云等地平

均百丛虫量超过200头，达到需要防治的

标准，已进行了防治。

二化螟：全省累计发生 274.74 万亩

次。地区间、田块间差异大，单双季混栽

区发生较重。田间残虫量偏高，全省平

均亩残虫量750头，仍达到偏重发生的虫

源数量。7月上中旬由南向北灯下出现

蛾高蜂，7月中下旬起各地进行了达标防

治，防治后田间平均枯鞘率约为1％。

纹枯病：由于近期我省晴热高温天气

多，病情扩展慢，但部分田块发生较重，单

季稻部分地区已陆续见病，要高度重视。

白叶枯病和稻瘟病：近年来我省白

叶枯病和稻瘟病呈加重发生态势，今年

早稻白叶枯病和稻瘟病发生早，点多面

广，总体重于去年，田间菌源积累，增加

了晚稻上的流行风险。目前，诸暨、萧

山、江山等单季晚稻上已见叶瘟，需要加

强监测防控。

当前早稻已收割，二化螟等虫源从

早稻上大量外迁，单季晚稻和连作晚稻

上三代二化螟危害快速加重，各地要把

晚稻重大病虫害防控作为当前农业生产

的重点工作来抓，切实抓好以褐飞虱、二

化螟、白叶枯病等“二虫三病”为主的晚

稻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加强监测，及时

采取防控措施。一要加强监测预警。持

续开展做好灯下监测和系统调查，严格

执行水稻病虫周报制度，准确掌握病虫

害发生动态，组织开展病虫发生趋势会

商分析，及时发出预报预警信息。二要

加强科学防控。抓住水稻“两迁”害虫、

二化螟、白叶枯病、稻瘟病等重大病虫，

坚持分类指导、分区施策、联防联控，采

取主治与兼治相结合的方法，着力提高

防控效果。山区、半山区稻瘟病老病区

及感病品种要及时进行预防；台风、暴雨

前后要及时防治白叶枯病等细菌性病

害；抓住破口前、齐穗期两个关键生育

期，选择安全高效的药剂，做好穗期病虫

害防治工作。 省植保农药站供稿

7 月 28 日，省农技推广中心在杭州

市萧山区举办全省耐高温叶菜新品种、

新技术观摩交流培训会。当天，与会人

员观摩了杭州舒兰农业有限公司的生产

基地，详细了解夏季叶菜品种选择、降温

控湿措施、高温下播种技术、水分管理、

化学除草剂替代、机械化生产等具体情

况。

本地叶菜是我省蔬菜市场中叶菜供

应的“主力军”。进入 8 月，我省高温热

浪依旧。持续的晴热高温天气，不仅给

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也给夏秋季叶菜

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如何筛选出耐热

性、抗病性强、商品性佳、品质优、高温

下生长速度快、产量高的叶菜品种及其

配套技术，是目前蔬菜产业中亟待解决

的一个问题。省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耐

高温叶菜项目组实施两年来，引进筛选

出一批良种，并集成叶菜耐高温生产技

术，在杭州萧山舒兰农业有限公司等主

体建立夏秋高温季叶菜新品种及绿色

生产技术示范基地3个，示范面积300余

亩。

在舒兰农业蔬菜园区内，建有十个

用于试验示范的蔬菜大棚，展示了“浙研

绿箭”“浙研柔美”“墨油油”“黑狼”等夏

季叶菜品种，同时试验示范了多种优质

栽培技术，包括避雨栽培、化肥减施、开

合式大棚顶膜温湿度调控等。

“这个有孔的银黑双面地膜覆盖可

以替代化学除草剂防草，能有效控制杂

草，省时又省工，一般是出苗以后再盖

的。”蔬菜专家说。与会人员认真倾听技

术原理，热烈地讨论着。

“防虫网密度越高，目数越多，温度

就越高，传统的叶菜避雨栽培模式遇到

极端的高温、高湿，长势不良，病虫害较

重，存在安全隐患。解决夏季叶菜生产

上光照与高温、干旱与高湿之间的矛盾，

必须改进原有的生产设施。适宜的温湿

度与光照条件下，叶菜生长速度快，商品

性佳，产量高。”杭州舒兰农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介绍。

在示范现场，低能耗降温控湿措施

利用“整棚网纱+可收放式大棚顶膜+外

遮阳”三合一的方式，有效解决了夏季叶

菜生产上光照与高温、干旱与高湿之间

的矛盾，基地还综合应用防虫网覆盖等

物理防治措施，以及昆虫性诱剂、生物农

药、色板诱杀及地膜覆盖替代化学除草

剂等绿色生产技术，保障高温季节叶菜

安全生产。

据悉，我省7月下旬普通白菜在田面

积 12.61 万亩，受持续高温影响，比上年

同期减少0.18万亩，进入8月旬产量或将

减少至3.89万吨。为此，蔬菜专家建议，

各地要充分应用省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

目取得的成果，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选

用速生高产的“浙研绿箭”、耐热优质的

“浙研柔美”等小白菜品种，或选用耐热、

抗病、商品性佳的“金品炎秀”，优质、耐

热的“黑狼”等青梗菜品种，集成推广夏

秋高温叶菜绿色高效生产技术，以确保

本地产蔬菜的市场供应。

胡美华

□通讯员 沈伟军

本报记者 葛勇进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省

科技创新大会上传来喜

讯，浙江勿忘农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和有关科研单位

共同完成的两项成果分获

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三

等奖。

获奖成果中，由省农

科院、浙江勿忘农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师范大

学共同申报的“高产抗病

抗倒晚粳稻新品种选育及

应用”项目成果，获得2021

年度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由省农科院、浙江万

好食品有限公司、浙江勿

忘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和

余姚市农技推广服务总站

申报的“优质高产‘浙农’

系列菜用大豆新品种选育

及产业化”项目成果获三

等奖。

晚粳稻是我省种植面

积最大的水稻种类，但在

推广的常规晚粳稻品种中，普遍存在着同质化

严重、多抗基因聚合难、氮素利用率低、高产栽

培易倒伏等问题。“高产抗病抗倒晚粳稻新品种

选育及应用”项目集成创新了良种良法配套技

术，通过渗入籼稻和野生稻“血缘”，扩大遗传距

离，增强品种优势，攻克了晚粳稻品种同质化严

重、多抗基因聚合难等技术瓶颈，育成了单季晚

粳稻新品种“浙粳99”和双季晚粳稻新品种“浙

粳96”，为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这两个品种的主要特点是产量高、抗倒伏

性强、抗病能力强，生产上可以少施农药，减轻

田间管理强度，减少田间用工，迎合了当前绿色

生产的需要，有利于提高种植效益。”成果第一

完成人、省农科院作核所研究员张小明介绍。

据悉，“浙粳99”2016年在诸暨市江藻镇创

造了我省单季常规晚粳稻最高亩产 778.3 公斤

和最高百亩方平均亩产750.0公斤的“浙江农业

之最”两项纪录，连续6年被列为全省种植业主

导品种；“浙粳96”区试时比对照品种增产3.6%，

连续3年被列入我省种植业主导品种、连续4年

列入省级储备粮品种。目前，这两个品种已成

为我省常规单季粳稻和双季粳稻主栽品种。

同时获奖的“优质高产‘浙农’系列菜用大豆

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项目，成效同样引人瞩

目。该项目利用基因组重测序等技术，对已收集

保存的566份菜用大豆种质资源开展系统性精准

鉴定、评价与创新利用研究，从中解析了群体遗

传结构，建立菜用大豆微核心种质库，并鉴定出

多个与菜用大豆籽粒甜度、抗逆性等重要性状相

关的优异基因资源，如蔗糖合酶、糖转运蛋白、水

通道蛋白等，为通过分子育种改良大豆品质、提

高抗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以“浙农6号”大

豆品种为材料，组装获得了高质量菜用大豆基因

组，为菜用大豆分子育种奠定了基础。

该项目育成了4个品质优、产量高、抗性强、

适应广的“浙农”系列菜用大豆品种，可替代国

外引进的大豆品种，实现早、中、晚熟期配套生

产。其中，“浙农6号”为我国首个自主育成的鲜

销加工兼用型品种，是国内目前可溶性糖、淀粉

含量最高的大豆品种，连续多年被列为我省种

植业主导品种，种植面积约占省内同类品种的

70%，并创造了菜用大豆最高鲜荚亩产“浙江农

业之最”纪录。

同时，该项目构建并应用“科研+基地+企

业”的育繁推、产加销优质菜用大豆全产业链发

展模式，促进“浙农”系列菜用大豆新品种的推

广应用。近 3 年来，累计推广面积达 162.48 万

亩，新增社会效益3.6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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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广耐热品种，共克盛夏高温“难关”
我省部署速生耐热叶菜生产，保障夏秋淡季蔬菜市场供应

今年晚稻病虫害偏重发生

我省重点关注“二虫三病”

近日，来自玉环、

温岭等地的50多位基

层渔技人员到省淡水

水产研究所学习水产

良种繁育、设施养殖、

养殖尾水处理等水产

养殖技术，并参观新

型 稻 渔 综 合 种 养 基

地，以进一步提高水

产绿色养殖技能。图

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所长张海琪（前排左

一）正在给学员们讲

解 淡 水 鱼 虾 养 殖 技

术。 倪建军 摄

渔技人员渔技人员““充电充电””忙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