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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下旬，草地贪夜蛾发生北界已达河

北丰南、天津宁河，比上年偏北3个纬度以上、

提早30天以上。7月29日，谯城区诱到草地贪

夜蛾成虫，较上年提早45天，初步分析当前草

地贪夜蛾已迁入我省沿淮淮北夏玉米主产

区。据省气象部门研判，8月6日至8月25日

全省降水量较常年偏少，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

偏高1.0℃以上，高温日数偏多，有伏旱发展，对

草地贪夜蛾发生无明显不利影响。当前沿淮

淮北夏玉米多处于喇叭口期，食料条件好，利

于草地贪夜蛾取食危害。预计草地贪夜蛾在

夏玉米产区将造成一定危害，影响夏玉米生长

安全。

今年草地贪夜蛾北迁时间明显提前，各地

务必高度重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面

加强草地贪夜蛾监测调查，准确掌握迁入情况

和发生动态。一经发现，立即向本级行政主管

部门和上级业务部门上报，并按照《2022年安

徽省草地贪夜蛾防控技术方案》要求，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分类做好防控技术指导。

2022年安徽省草地贪夜蛾防控技术方案

根据农业农村部预警和省草地贪夜蛾防

控技术专家组分析研判，2022年草地贪夜蛾将

在我省玉米等作物集中危害，对粮食安全生产

构成一定威胁。为坚决做好草地贪夜蛾防控

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制定本技术方案。

一、防控目标
虫口密度达标区域应防尽防，发生区域不

大面积连片成灾。防治处置率总体达到90%

以上，重发区防治处置率达到100%，绿色防控

覆盖率50%以上，总体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

以内。

二、防控策略
加强“两区三线”布控，实施区域联合监

测、协同治理。采取综合防控措施，因地制宜

开展绿色防控技术集成推广应用，层层阻截诱

杀迁飞成虫，治早、治小，全面扑杀幼虫，最大

限度降低危害损失。

三、防控措施
（一）明确防控重点。以春、秋玉米为重

点，兼顾夏玉米和小麦（冬前）等作物。淮河以

南迁飞过渡区：密切关注外省虫源迁入动态，

发现迁入立即预警，扑杀迁飞过境成虫，控制

幼虫危害，压低北迁虫源基数。沿淮淮北重点

防范区：严密监测草地贪夜蛾迁入发生动态，

诱杀迁入成虫，加强大田普查，对集中发生区

实施统防统治、零星发生区实行点杀点治，保

护主产区玉米生产安全。

（二）加强监测预警。合理布置监测网点，

加密设置灯诱、性诱等监测设备，安排专人负

责信息收集，及时发现迁入虫源。充分调动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合作社、种植大户、农户和社

会化服务组织力量，加强系统观测和大田普

查，畅通信息共享渠道，全面摸清成虫发生动

态、产卵数量、幼虫密度、被害株率，及时发布

预报预警信息，指导农民开展防控。要及时上

报虫情信息，因人为漏报、瞒报、迟报等造成连

片严重为害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把握关键适期。做好及时发现，按照

“治早”(异地虫源迁入早期、本地虫源为害早

期、玉米处于苗期和喇叭口期)、“治小”（为害处

于较小范围、虫情处于卵期和1－2龄幼虫期）

原则，使用高效低毒环境友善型药剂开展联防

联控、统防统治。

（四）推行综合治理。充分利用灯诱、食

诱、性诱等理化诱控措施诱杀成虫、干扰交配、

降低虫源基数，减少防治幼虫用药；保护和利

用寄生性、捕食性天敌，使用生物药剂防治幼

虫，发挥自然控害作用；推行科学用药，因地制

宜推广药剂拌种控害措施，抓住卵和低龄幼虫

高峰期，对连片发生区实施统防统治和联防联

控，对分散发生区实施重点挑治和点杀点治，

做到精准施药，最大限度发挥药剂防效。

四、防控技术
依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水稻、

小麦、玉米等“三大主粮”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

行动的通知》（皖农植函〔2021〕1042号），以绿

色防控为主、化学应急防控为辅，实现农药减

量增效和草地贪夜蛾可持续治理。

（一）生态防控。沿淮及以南玉米产区要

尽可能地减少不同生育期玉米混作，减少桥梁

过渡田；淮北夏玉米种植区要因地制宜推广玉

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或玉米与其它豆类、瓜

类等间作套种模式，形成生态阻截带。玉米收

获后及时翻耕压茬，灭除玉米自生苗，减少虫

源数量；适期推迟冬小麦播期，切断草地贪夜

蛾食物链。

（二）种子处理。玉米播种前，选择含有氯

虫苯甲酰胺、溴酰·噻虫嗪、溴氰虫酰胺等成

分的种衣剂实施种子包衣或药剂拌种；秋播

小麦时使用辛硫磷拌种，防治苗期草地贪夜

蛾幼虫。

（三）理化诱控。在成虫发生高峰期，采取

灯诱、性诱、食诱等措施，诱杀成虫、干扰交配，

减少田间落卵量。在玉米集中连片种植区，按

照每亩设置1个性诱捕器的标准（集中连片面

积超过1000亩，可按1.5－2亩1个诱捕器标准

设置），诱捕器悬挂高度要高于玉米植株20cm

左右，根据诱芯持效期，及时更换诱芯，在玉米

全生育期保持较好的诱杀效果。田边、地角、

杂草分布区性诱捕器设置密度可以适当增加。

（四）生物防治。作物全生育期注意保护

利用寄生蜂、寄生蝇等寄生性天敌和蝽类、瓢

虫、步甲等捕食性天敌，在田边地头种植芝麻、

波斯菊等显花植物或大豆、秋葵等经济作物，

营造有利于天敌栖息的生态环境。在草地贪

夜蛾卵期积极开展人工释放赤眼蜂等天敌昆

虫控害技术。抓住低龄幼虫期，选用甘蓝夜蛾

核型多角体病毒、苏云金杆菌、金龟子绿僵菌、

球孢白僵菌、短稳杆菌、印楝素等生物农药，持

续控制草地贪夜蛾种群数量。

（五）化学防治。当田间玉米被害株率或

低龄幼虫量达到防治指标时（玉米苗期、大喇

叭口期、成株期防治指标分别为被害株率5%、

20%和10%；对于世代重叠、危害持续时间长、

需多次施药防治的田块，可采用百株虫量10头

的指标），选用氯虫苯甲酰胺、乙基多杀菌素、

虱螨脲等高效低风险农药。施药宜在清晨或

傍晚，重点喷洒在玉米心叶、雄穗或雌穗等关

键部位。小麦田草地贪夜蛾防治要加大用水

量，对准小麦根部喷淋。推荐不同作用机理的

化学药剂一季使用一次，延缓害虫抗药性。

（安徽省植保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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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蒸谷米，吃出大健康。如今随着国人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如何守护“舌尖上的健康”

成了越来越多人关注的重点。而大米作为我

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主要食品，如何吃的

好？怎么吃？成了许多家庭困扰的问题，升糖

高、易发胖……甚至有人提出断碳饮食的极端

言论，对于大米的种种谣言，一度把这一国民

主食推到风口浪尖的位置。那么是否有一种

食品既能饱腹又兼具口感和营养健康价值

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一主食届的“天选之

子”就是——蒸谷米。

说起蒸谷米大多数人肯定会觉得陌生，比

起普通的精白米，它因其营养丰富，又被称为

“黄金营养米”，在欧美、中东等地区非常畅

销，许多营养专家也曾多次对外推荐，可谓是

集无限“宠爱”于一身。说到这，你可能会问：

“蒸谷米和普通的发米有什么不同？真有说

的那么神奇吗？”接下来，就为大家解开它神

秘的面纱。

顾名思义，所谓蒸谷米就是稻谷经过清

理、浸泡、蒸煮、干燥等水热工艺处理后脱壳碾

制而成的一种内源性营养大米，既保留了原汁

原味的稻谷香味，又留住了稻谷中的丰富营

养。闻起来浓浓稻香，吃起来也回味无穷，保

证让你吃了还想再来第二碗！那么这样一粒

小小的稻米到底如何凝聚了这么丰富的营养

呢？像我们平时吃的精白米，在生产商通过层

层加工，将富含大量营养的种皮以及胚芽去除

了，营养留存不到5%，而蒸谷米通过对未脱壳

的稻谷进行水热处理，将谷壳和谷皮中可溶性

维生素、矿物质反渗入胚乳当中，并完整保留

胚芽，同时优化淀粉结构，降低了升糖指数，营

养留存达87%以上！而蒸谷米中的铁、锌等矿

物质、维生素B族、膳食纤维的含量比普通米高

出2-3倍。减脂养颜、增强免疫、控制血糖、高

饱腹感……无论是三高人群、幼儿孩童还是减

肥养生人群，蒸谷米的这些特性满足各年龄段

人群的全方面需求，是当仁不让的食品届“优

等生”。

虽然蒸谷米在国外受到追捧，但是从起源

上来看，其实它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前春秋时

期的吴越时代就已经被古人端上了餐桌，如

今，国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蒸谷

米的营养价值，蒸谷米也被纳入了国家主粮

发展战略中，吃米饭，已经从过去的“吃的饱”

过渡到“吃得好”。而作为生产和推广蒸谷米

的“领头羊”——蒸谷科技集团，在健康主粮

领域深耕13年，取得了64项核心专利技术，

形成了以蒸谷米为核心的水稻育种、产品研

发、设备制造、原粮种植、生产加工、品牌营销

等六大产业板块，弥补了蒸谷米行业多项学

术和市场空白，并制订了蒸谷米首份行业标

准，是中国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亚洲顶

尖、世界一流的蒸谷米全产业链高科技产业

集团。其创始人严伟龙在蒸谷米领域累计投

入已达12年，通过大力发展蒸谷米产业集群，

大力发扬科技创新，努力实践乡村振兴，被行

业誉为“蒸谷米第一人”，并多次获得“改革开

放40年·40人（安徽）”、“食品行业优秀企业

家”等荣誉。

蓝图已然绘就，正待策马扬鞭。我们也希

望今后能有更多像蒸谷科技集团这样优秀的

科技型企业，致力于开拓产业空白，在未知领

域搏击风浪，为中国健康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贡

献重要力量。好大米离不开好稻谷，更离不开

精技术，如果你想吃得健康、吃的营养，蒸谷米

会是很好的选择。

（安徽科技报全媒体记者 黄文静 黄佳玮）

小米粒 大健康

2019 年 8 月，严伟龙长沙与“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院士会谈。

8 月 14 日，位于宿松县

的农垦华阳河农场瓜蒌种

植基地，农户在浇水抗旱。

7 月份以来，长江中下

游地区降雨偏少，持续晴热

高温干旱天气对华阳河农

场 11 万亩农作物生长造成

影响，农场党员干部深入田

间地头，疏通水渠、从湖泊

提水入农田，为抗旱提供水

源保证。家庭农场职工采

取沟灌、滴灌和浇灌等多种

形式缓解农业生产旱情，力

保秋季农作物增产丰收。

通讯员 李龙 摄

抗大旱抗大旱
保增收保增收

枣树在一年的生长过程中，

如遇到干旱少雨的天气，需要浇

四水：1.花期水。花期浇水能使

花蕾增大，延长开花期，促使受

精器官伸长和花粉粒发芽。2.第

一次膨果水。应结合枣树第一

次追肥同时进行，浇水时间应在

生理落果前实施。3.第二次膨果

水。应结合枣树第二次追肥，浇

水时间应在枣果白熟期进行。4.

着色水。不但能减少枣果遇高

温皱皮发蔫现象，而且还能减少

遇雨裂果现象。

同时，枣树需要四次肥料：1.

基肥。一般在枣果采摘后或来

年发芽前实施。2.叶面肥。叶面

喷肥主要以氨基酸类为主，对枣

果的炭疽病、日灼病和枣树的黄

叶病都有一定的疗效。3.第一次

追肥。第一次追肥应在枣果第

一次膨大期，追肥主要以氮肥为

主。4.第二次追肥。第二次追肥

应在枣果第二次膨大期，追肥以

钾肥为主。 （钟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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