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小麦赤霉病的防治关键时期，农业部

门如何预知今年小麦赤霉病的发生情况？

又如何及时掌握全省小麦是否做到精准防

治、应防尽防？记者在安徽看到，现代化的

科技信息数字手段和网格化管理体系让小

麦赤霉病防控做到了精准预报、动态监管、

科学评估。

预防报警精准智能

通过手机App输入初始菌源量、小麦抽

穗日期和小麦品种类型数据进行初始化，小

麦赤霉病自动监测预警系统可根据未来天气

条件、预报数据对蜡熟期病穗率进行预测，根

据系统做出的齐穗期前最终病穗率，可以设

定系统预警指标，达到或超过预警指标就要

进行用药预防。

在田间戴上AR眼镜，就可以智能识别

病虫害，生成田块级病虫防治处方，还能边进

行农事活动、边通过语音将农事活动的数据、

图像和视频等实时上传至后台系统。

当前国内外已构建多个小麦赤霉病预测

模型，根据扬花期前的气象因子构建了小麦

赤霉病的预测模型并成功建立了赤霉病风险

预测系统。这些预测系统都通过不同类型的

平台时刻监测掌握着全省小麦成长情况。

安徽省病虫疫情指挥调度平台可监测各

地赤霉病实时监测预警系统、田间小气候收

集系统、病虫害移动采集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等工作状态，收集设备数据。同时，对当前各

地赤霉病发生面积、平均发生数量、重发区发

生数量等指标开展动态监控。

这些现代化科技手段有助于植保专家更

科学精准地进行研判会商病害的发生概率，

全方位提前做好防治工作。

飞防监管一网打尽

目前省无人机飞防监管平台注册飞手

1.6万余人，无人机2.4万台，能完成4500万

亩（次）、近1000万架（次）的飞防监管任务。

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完成超过半数赤霉病防

治任务。在安徽省植保无人飞机防治农作物

重大病虫害管理平台上，全省4300万亩小麦

赤霉病防治的进度情况一目了然。

记者了解到，省、市、县级别的智慧管理

平台和针对飞手登录打卡操作的“植保飞防”

小程序全部进入这个平台统一管理。省、市、

县级别账号能够实时查看每日防治面积、已

防治总面积、防治进度、农药使用量、已使用

农药总量、合格作业面积和合格作业占比。

小程序端能够实时显示飞手的总作业面积、

合格面积和不合格面积。

目前平台实现对飞行高度、速度、喷洒

药液量三大指标线上实时监管。按照安徽

对植保无人飞机防治小麦赤霉病的作业标

准要求，飞行高度监管层面，平台实行最高

飞行高度标准监管，超过最高飞行高度，后

台通过底层算法严格认定为不合格；飞行速

度监管层面，平台实行最高飞行速度标准监

管，超过最高飞行速度，后台通过底层算法

严格认定为不合格；喷洒药液量监管层面，

平台实行最低亩施药液量和最高亩施药液

量标准监管，低于最低亩施药液量或高于最

高亩施药液量，后台通过底层算法严格认定

为不合格。

飞防作业严格要求飞手实现打卡操作。

飞手作业前必须打卡，打卡时飞手必须上传

农药照片、关联项目，选择作业飞机，打开定

位确认，选择开始作业时间和结束作业时

间。后台收到飞手作业数据后，通过架次飞

行轨迹，依据项目作业标准，结合后台算法，

及时在小程序界面显示飞手当天的总作业面

积、合格面积和不合格面积。

合格面积又如何认定？后台根据地图标

定飞手作业田块，通过飞手上传的秒级底层

数据显示飞手作业轨迹，判断有效作业路径

和无效作业路径，扣除掉飞行中的不合格点，

最后通过算法计算出飞手的合格作业面积。

安徽省级农业部门印发了规范农作物病

虫害专业化防治服务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

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备案管理和安全管理，

通过经费支持、培训指导、信用评价、示范创

建等方式支持服务规范、信誉良好的专业化

防治服务组织发展，持续提升全省植保社会

化服务能力。

追溯追责有迹可循

在蚌埠市淮上区沫河口镇大柏村的小麦

田间，一块田被分成若干小块，标注着不同标

记药剂组合。每年，植保部门都会对小麦赤

霉病进行田间防治试验，针对不同药剂组合

进行对比，评价药剂实际效果。

现代化的智能信息手段让小麦赤霉病防

治工作可以全程追溯、有迹可循。安徽省全

面开展植保无人机飞防第三方实时监管，对

无人机作业轨迹、飞行高度、药剂浓度等科学

评判，根据实时监管情况及时启动补防，通过

防治过程监管确保防效。省里将采用县级自

评、市级互评、省级抽查和委托第三方机构评

估等方式，组织开展防控效果评估，总结经

验、查找不足、研究对策建议。

今年，安徽省首次组织对35个小麦主产

县招标采购的药剂实行统一抽样检测。将小

麦赤霉病防控工作成效与评优评先、项目资

金分配挂钩，在全省形成比学赶超的赤霉病

防控长效机制。同时，加强农药市场监管，规

范药剂招标采购供应，合理低价中标，保障防

控用药安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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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技术】

植保防治科技让小麦“开口说话”

5月5日，在桐城市望城村

15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

工人们正在拆卸、收集沟渠模

具，加培路肩，清理建筑垃圾，现

场一派忙碌景象。笔者了解到，

望城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即将竣工、验收。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推动农

业现代化发展、乡村全面振兴

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桐城市针

对农田碎片化、不规整等“痛

点”，去年10月以来，投资1.25

亿元，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新

建高标准农田2.8万亩，改造提

升农田2.2万亩，不仅让农田高

产、农民增收，更让农村变得更

加宜业宜居。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桐

城坚持因地制宜、有序推进，

一手抓“小田改大田”，降坡、

去埂、归整，减小田面高差，集

约利用耕地；一手抓设施配

套，在不打破原有灌溉体系的

基础上，完善水利、交通配套，

发展节水灌溉，方便农机下

田，实现田间水系及机耕路畅

通无阻。

“以前这里的田块大小不

一、高低不平，机耕路、沟渠等配

套设施不完善，种粮大户流转承

包农田的积极性受挫，农田租金也一降再

降。”望城村党总支书记汤忠伟高兴地说，“去

年10月，望城村争取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投资350万元，将1500亩耕地整治成高

标准农田。项目完工后，惠及700多农户，平

均亩产增收241.3元。眼看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即将完工，村里村外的种植大户主动提

出亩均租金增加100元，抢着流转农田了。”

为实施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

升耕地质量、提高粮食产能、增加农民收入，

桐城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全市

建成高标准农田55.93万亩。下一步，桐城将

加大投入，把全市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

标准农田。按照集中连片、整体推进的要求、

“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对设施不配套、水

利工程年久失修的田块实行有针对性的改造

提升，统筹做好田块整治、水利建设、生态保

护等工作，不断提高粮食产能，为农民增收致

富提供硬支撑。

（冯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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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虾产业省级科技特派团深入基层捐赠水稻新品种
近年来，六安市叶集区不断深化实践科技

特派员制度，组建了以稻虾种养、林果等特色产

业为研究方向的科技特派团，在产学研合作和

成果转化、示范推广“四新”技术方面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在技术帮扶同时不忘公益行动。5月

9日下午，叶集稻虾产业省级科技特派团团长张

莉教授一行，深入洪集镇东岳回民村开展技术帮

扶并捐赠了价值10000元的优质水稻新品种。

在捐赠过程中，市级科技特派员姜孝龙

向大家普及了“珠两优1466”水稻新品种的生

长周期和栽培技术等，并介绍近年来该品种

大米市场畅销的优势及前景，倡导农户推广

种植，并承诺收获后将以高于市场价回收，给

予农户种植信心，为新品种推广奠定了基础，

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科技特派员既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新品

种推广的有生力量，也是推进农业产业发展的

引路人，为提升传统农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为农户们破解了要素制约难题、技术

适用难题、思维定式难题，让广大农民有更多

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靳祥凯）

注意长势。看大棚黄瓜长势，通常大棚
黄瓜缺水时，叶片会萎蔫，长势会减弱，病害
发生较多，这时就应及时补充水分。

注意墒情。要看土壤墒情，如果在大棚
黄瓜土壤不旱时浇水，不但不利于提高地温，
而且还容易导致土壤透气性变差，致使根系
缺氧，造成沤根，出现黄叶现象。

注意天
气。在浇水
之前一定要
收看天气预

报，然后选择在晴天时浇水，保证浇水后有
2～3天的晴天，以避免浇水后遇到阴雨天气，
导致棚内湿度增大，地温降低，病害多发。当
前季节更需要注意，在连阴天后骤晴的前两
天，也不适宜浇水，应先提高棚温和地温，使
大棚黄瓜基本恢复正常后再浇水。

注意地温。大棚黄瓜生长适宜的日平均
地温在22℃左右，棚内地温多在15～20℃，如
果浇水过量或是浇水时机不对，就会使地温
迅速下降，造成根系受伤，危及植株地上部的
生长，因此，低温浇水最好在上午拉开草苫后

进行。
注意覆盖地膜。覆盖地膜不但能减少地

面水分蒸发，保持土壤水分，减少浇水次数，
降低空气湿度，减少病害发生，而且还能提高
地温，加快大棚黄瓜生长速度。春夏季大棚
黄瓜浇水，一般遵循不缺不浇、宁干勿湿的原
则，保持大棚黄瓜根际土壤含水量在60%左
右，防止过多过频浇水，切忌大水漫灌。过度
浇水易降低棚内气温和增加土壤温度，对蔬
菜生长不利。要采取小水勤浇，或用水壶逐
株点浇。 （王志）

大棚黄瓜浇水注意五点

“一村一品”助农增收

5 月 11 日，合肥市

肥西县丰乐镇三里村

的村民在菜燃蔬菜种

植 基 地 内 采 摘 小 番

茄。近年来，合肥市肥

西县充分发挥村居资

源优势，持续开展“一

村一品”示范村培育，

通过“龙头企业+村集

体+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发展壮大蚕桑、精

品蔬菜、有机瓜果种植

等村级主导特色产业，

培育一批产业规模较

大、集聚效应明显、品

牌特色突出、带动效果

显著的示范村，助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

陈家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