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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马铃薯四大产区病虫害发生
及防控情况的比较分析

马中正 1 任彬元 2 赵中华 2 李春广 2 沈 杰 1* 闫 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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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更系统地了解我国马铃薯四大产区病虫害发生情况，通过对2008—2017年《全国植保专业

统计资料》进行汇总，本文重点分析我国马铃薯四大产区北方一作区、中原二作区、西南混作区和南

方冬作区的晚疫病、早疫病、蚜虫、蛴螬等病虫害发生及防控情况，并对各产区间的相关指标进行比

较分析。结果表明：马铃薯四大产区病虫害发生危害情况不同，晚疫病作为马铃薯最主要病害之

一，高发于北方一作区和西南混作区，造成年均产量损失分别占各区总损失的 42.41%和 64.22%，

远高于其它病虫害；中原二作区马铃薯病虫害种类繁多，且均对产量造成威胁。在四大产区中，北

方一作区年均病虫害发生面积最大，实际产量损失最高，二者均超出该产区种植面积占比。当前，

马铃薯四大产区病虫害防控仍太过依赖化学农药，应进一步推进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研发和推

广，加快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技术的融合。

关键词：马铃薯病虫害；马铃薯产区；马铃薯晚疫病；蛴螬；蚜虫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occurrence and control of pests and diseases in four

major potato 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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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occurrence and control of pests and diseases in four major potato-

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the 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Statistics (2008—2017) was summarized to ana‐

lyze and compare the occurrence and control of potato late blight, potato early blight, aphids, grubs, etc.

in four major potato-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North region, Central Plain region, Southwest region

and South region). The results illustrated that the occurrence of pests and diseases was different among

various potato-producing areas. As the number one killer of potato, potato late blight occurred frequent‐

ly in North region and Southwest region, and the average losses accounted for 42.41% and 64.22% of

the total annual losses in each area, much higher than those caused by other diseases and pests. There

were many threatening diseases and pests in Central Plain region. The North region exhibited the largest

occurrence area of pests and diseases and the highest actual loss among the four producing areas, which

exceeded its proportion in planting areas. The control of diseases and pests still relied too much on the

chemical control, so the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green crop pest control techniques should be ac‐

celerated and the fusion of regional pest control program and green crop pest control should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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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我国四大粮食作物之一，其种植面积

和产量常年位居世界前列。相对于玉米、水稻、小麦

等传统主粮作物，马铃薯具有经济效益高、耐旱、耐

瘠薄、水分利用率高等优势特点（杨雅伦等，2017）。

根据我国各地马铃薯耕作制度、品种类型及分布，参

照地理和气候信息以及《2019年全国马铃薯生产技

术指导意见》，我国马铃薯主产区可划分为北方一作

区、中原二作区、西南混作区和南方冬作区共四大产

区。自2015年提出马铃薯主粮化战略以来，国家给

予马铃薯生产高度关注，使其逐渐成为加快农业结

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区域经

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近些年，马铃薯晚疫病、早疫

病、蚜虫、蛴螬等病虫害的发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制约着我国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威胁着粮食安全（赵中华等，2012；王平等，2018；朱

江等，2019）。

我国马铃薯种植范围遍布全国，有关不同区域

马铃薯病虫害的发生防控情况有一定报道。如朱杰

华和杨志辉（2009）重点阐述了我国北方马铃薯产区

主要病虫害的症状特点，并对病虫害的发生趋势以

及综合治理措施进行了分析。此外，内蒙古自治区、

甘肃省、四川省等地植保部门也都对该地区马铃薯

病虫害的防控工作进行了总结讨论，共同促进了我

国马铃薯产业的进步与发展（齐恩芳等, 2018；张建

平等, 2018）。对于马铃薯的头号病害——晚疫病，

黄冲和刘万才（2016）针对我国 2008—2014 年晚疫

病在各地区间的发生特点，总结得到了气候是影响

马铃薯晚疫病发生流行的最重要因素。马中正等

（2019）和任彬元等（2019）分别分析了北方一作区

和西南混作区马铃薯病虫害的发生及防控情况，但

不同区域间病虫害发生防控情况差异尚不明确，严

重阻碍着马铃薯病虫害分区域治理策略的制订与

实施。

目前，我国马铃薯不同产区间病虫害发生防控的

比较分析尚无系统性研究，本文拟汇总分析2008—

2017年《全国植保专业统计资料》，对10年间我国马

铃薯病虫害防控工作的实践与发展进行报道，重点

分析我国马铃薯四大产区病虫害发生及防控情况，

比较各产区间病虫害发生特点及防治情况。基层植

保系统 10年来的调查结果表明，马铃薯晚疫病、早

疫病、病毒病、蚜虫、蛴螬、金针虫、二十八星瓢虫

Henosepilachna vigintioctopunctata、地老虎是我国

马铃薯主要病虫害，因此，本研究将重点总结分析这

几大病虫害的发生及防控情况。由于历史数据内容

庞杂、涉猎面广，某些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及机理需要

进一步证实，本研究将重点对各产区间主要病虫害

的种类是否相同、各产区间主要病虫害造成的损失

是否一致以及各产区间主要病虫害的防治措施是否

类似这3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马铃薯病虫

害分区治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病虫害数据：马铃薯病虫害发生面积、防治

面积、挽回损失和实际产量损失数据来自 2008—

2017年《全国植保专业统计资料》。

马铃薯主产区数据选取：选取黑龙江、吉林、

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作为北方一作区代表省

（自治区）；选取河南、山东、江苏作为中原二作区

代表省；选取贵州、四川、云南、重庆作为西南混作

区代表省（直辖市）；选取广西、广东、福建作为南

方冬作区的代表省（自治区）。由于南方冬作区

2011 年数据不全，故本文并未对该区这一年的相

关数据进行分析。

1.2 方法

1.2.1 马铃薯病虫害发生面积调查

根据《植物保护统计技术与方法》（李春广和汤

金仪，2013），选取各产区发生面积最大的 3种病虫

害，如马铃薯晚疫病、早疫病、病毒病、蚜虫、蛴螬、金

针虫、二十八星瓢虫、地老虎，采取抽样调查法，即：

以县作为研究的总体，根据影响有害生物发生的生

态因素划分不同类型的抽样调查区，每个调查区再

选定20%有代表性的乡作为样点乡，每个样点乡再

选取若干片，每片随机抽样调查不同类型的马铃薯

田，在每一田块中根据有害生物空间分布格局，采用

棋盘式、对角线5点式、平行线跳跃式或Z字形选点

取样调查。根据抽样调查结果，首先计算各类型田

块达到防治指标的地块数及占各类型调查地块的百

分比，然后以各类型代表田块面积及达到防治指标

地块所占比例，采用加权平均法求得某一单项病

虫害发生面积。并计算各大马铃薯产区病害与虫

害发生面积总和。

1.2.2 防治面积统计

目前，防治马铃薯病虫害的方法包括化学、生物

和物理防治措施。防治面积是指利用化学、生物和

物理防治措施对马铃薯病虫害进行控制的面积。以

县为单位，通过人工调查方式统计各种措施防治的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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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产量危害损失计算

由于危害损失计算复杂，涉及公式较多，具体计

算详见《植物保护统计技术与方法》（李春广和汤金

仪，2013），以下简要列出主要概念：自然产量损失：

在不防治情况下或在自然情况下，作物受有害生物

危害后产生的损失。实际产量损失量：通过防治后

因残存有害生物危害造成的损失。挽回产量损失：

通过防治后挽回的有害生物损失。

为了分析比较各病虫害的危害情况，在植保统

计数据的基础上计算每种病虫害产量损失占比和病

虫害挽回产量损失率。单项病虫害产量损失占比=

单项病虫害造成的年平均实际产量损失/病虫害年

均造成总产量损失×100%；病虫害挽回产量损失率=

病虫害挽回产量损失/（病虫害挽回产量损失+病虫

害实际产量损失）×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马铃薯主要病虫害发生面积

总体上来说，我国马铃薯病虫害发生面积较大，

而且病害发生面积高于虫害发生面积，尤其是在北方

一作区和西南混作区更明显。北方一作区马铃薯病虫

害发生面积于2012年达顶峰，为348.74万hm2次，随

后逐年下降，于2016年和2017年稳定在225万hm2次

左右。其中，病害于 2012年和 2013年发生严重，虫

害发生面积总体呈下降趋势；中原二作区和西南

混作区马铃薯病虫害发生面积均呈逐年上升趋

势，于 2017 年达到峰值，分别为 30.80 万 hm2 次

和 161.07 万 hm2 次 ，相 比 2008 年 分 别 增 长 了

29.30%和 23.94%；南方冬作区马铃薯病虫害发生

面积在经历了 2008—2013 年间急速增长后趋于

平稳（图 1）。

A：北方一作区；B：中原二作区；C：西南混作区；D：南方冬作区。

A：North region；B：Central Plain region；C：Southwest region；D：South region.

图1 2008—2017年我国马铃薯四大产区病虫害发生面积

Fig. 1 Occurrence areas of diseases and pests in four potato-producing regions of China during 2008—2017

我国马铃薯四大产区的主要病害类似，均为晚

疫病、早疫病和病毒病（表1）。其中，晚疫病在各产

区发生面积最广，为马铃薯上头号病害。晚疫病于

2012—2013年在北方一作区暴发流行，发生面积均

在 100万 hm2次以上；2014—2017年，晚疫病在西南

混作区和南方冬作区发生面积均高于平均水平，发

生面积呈上升趋势。早疫病是马铃薯第二大病害，

北方一作区早疫病年均发生面积为52.55万hm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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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2年发生面积最大，达120.34万hm2次；2014—

2017年，早疫病在西南混作区和南方冬作区发生面

积均高于平均水平，发生面积呈上升趋势。病毒病

在北方一作区发生面积呈下降趋势，而在其它 3个

产区发生面积相对稳定。

表1 2008—2017年我国马铃薯四大产区主要病害发生面积（万hm2次）

Table 1 Occurrence area of major potato diseases in four potato-producing regions during 2008—2017（ten thousand hm2）

年份

Year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平均
Average

北方一作区North region

晚疫病
Potato

late
blight

72.04

82.45

64.91

67.02

120.34

116.94

76.44

52.13

36.28

45.18

73.37

早疫病
Potato
early
blight

45.33

40.16

42.34

61.65

62.71

61.82

58.52

54.18

49.79

49.01

52.55

病毒病
Potato
virus

disease

18.50

21.83

22.37

28.67

23.30

23.78

23.25

14.55

13.40

13.71

20.34

中原二作区Central Plain region

晚疫病
Potato

late
blight

5.40

4.91

5.06

5.20

5.60

4.01

4.24

4.89

5.05

6.18

5.05

早疫病
Potato
early
blight

2.42

2.14

2.83

2.70

2.09

1.96

1.84

1.68

1.67

1.91

2.12

病毒病
Potato
virus

disease

0.79

0.73

0.85

1.39

0.95

1.02

0.96

1.00

1.00

1.05

0.97

西南混作区Southwest region

晚疫病
Potato

late
blight

54.32

70.35

65.53

47.09

72.97

54.74

74.57

71.77

76.05

82.73

67.01

早疫病
Potato
early
blight

12.40

13.39

16.43

17.32

18.88

16.55

17.97

18.29

17.45

19.25

16.80

病毒病
Potato
virus

disease

9.01

13.63

12.86

14.16

13.59

14.77

13.41

12.80

13.56

12.97

13.08

南方冬作区 South region

晚疫病
Potato

late
blight

1.35

1.53

2.13

-
2.86

2.74

2.54

2.71

2.74

2.61

2.22

早疫病
Potato
early
blight

0.54

0.65

1.14

-
1.46

1.76

1.75

1.85

1.63

1.31

1.21

病毒病
Potato
virus

disease

0.38

0.49

0.41

-
0.92

1.09

0.95

0.93

0.75

0.61

0.65

我国马铃薯四大产区虫害以蚜虫和地下害虫为

主，但各产区间虫害发生情况略有不同（表2）。除中

原二作区外，其它产区以蚜虫发生范围最广，为马铃

薯上头号害虫，如北方一作区和西南混作区蚜虫年均

发生面积分别达 26.24 万 hm2次和 10.98 万 hm2次。

蚜虫在各产区发生面积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近几

年，各虫害发生面积相对稳定。除蚜虫外，北方一作

区和中原二作区的蛴螬、金针虫发生面积较大，西南

混作区的地老虎、二十八星瓢虫发生面积较大，南方

冬作区的蛴螬、地老虎发生面积较大。

表2 2008—2017年我国马铃薯四大产区主要虫害发生面积（万hm2次）

Table 2 Occurrence areas of major potato pests in four potato-producing regions during 2008—2017（ten thousand hm2）

年份

Year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平均

Average

北方一作区
North region

蚜虫
Aphids

19.36

21.29

25.87

33.22

25.27

24.01

29.51

29.44

28.20

26.18

26.24

蛴螬
Grubs

8.53

15.75

15.71

21.94

24.97

21.72

19.85

18.00

16.49

18.51

18.15

金针虫
Wireworms

6.23

11.76

13.74

18.68

19.64

14.55

13.95

16.21

15.11

15.25

14.51

中原二作区
Central Plain region

蚜虫
Aphids

2.52

3.56

4.72

4.55

5.03

4.86

4.77

4.57

4.26

4.48

4.33

蛴螬
Grubs

5.33

2.44

4.55

5.62

5.61

5.28

4.72

4.84

4.30

4.49

4.72

金针虫
Wireworms

0.88

0.54

1.11

1.46

1.31

1.63

1.70

1.64

1.62

2.11

1.40

西南混作
Southwest region

蚜虫
Aphids

2.48

6.78

10.02

13.67

13.81

13.93

11.16

12.42

12.91

12.59

10.98

地老虎
Cutworms

11.85

3.89

4.21

6.18

13.81

6.48

5.36

7.35

6.51

7.09

7.27

二十八星瓢虫
Henosepilachna
vigintioctopunc‐

tata

3.48

5.59

4.62

6.65

6.34

6.86

6.25

6.41

6.14

5.62

5.80

南方冬作区
South region

蚜虫
Aphids

0.75

1.42

2.27

-
2.10

2.28

2.17

2.28

2.05

2.05

1.74

蛴螬
Grubs

0.12

0.30

0.27

-
0.85

0.83

1.01

0.71

0.84

0.85

0.58

地老虎
Cutworms

0.14

0.33

0.33

-
0.67

0.71

0.58

0.69

0.65

0.56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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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马铃薯病虫害造成产量损失情况

我国马铃薯各产区病虫害造成的危害有一定差

异，晚疫病造成产量损失占比在各大产区中均为最

高，尤其是在北方一作区和西南混作区（表3）；北方

一作区和西南混作区病害造成的产量损失占比高，分

别为65.16%和86.42%，虫害造成的产量损失占比均

低于11.76%；中原二作区和南方冬作区病虫害种类

多样，虫害造成的产量损失占比相对较高。其中，中

原二作区虫害造成的产量损失超过病害，尤其以蛴螬

和蚜虫危害严重，南方冬作区以蚜虫危害严重。

表3 我国马铃薯四大产区主要病虫害造成的产量损失占比

Table 3 Yield loss proportion caused by major pests and diseases in four potato-producing areas %

病虫害Disease and pests

晚疫病Potato late blight

早疫病Potato early blight

病毒病Potato virus disease

蚜虫Aphids

蛴螬Grubs

金针虫Wireworms

地老虎Cutworms

二十八星瓢虫Henosepilachna vigintioctopunctata

其它Other

北方一作区
North region

42.41

15.83

6.93

5.19

3.98

2.58

-
-

23.08

中原二作区
Central Plain region

18.98

7.66

4.54

11.65

18.60

4.20

-
-

34.37

西南混作
Southwest region

64.22

14.17

8.03

3.93

-
-

2.76

1.71

5.16

南方冬作区
South region

33.49

13.80

6.22

10.14

4.40

-
4.43

-
27.52

2.3 马铃薯病虫害防控情况分析

我国马铃薯四大产区病虫害防治措施均以化学

防治为主，辅以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表 4）。北方

一作区化学防治面积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017年

化学防治面积为 258.69万 hm2次，相比 2013年下降

了 26.41%，西南混作区和南方冬作区化学防治面

积呈上升趋势。近年来，四大产区物理防治和生

物防治面积稳中有升，2014—2017 年，各产区物理

防治面积均高于平均值，其中，西南混作区生物防

治面积较高。

表4 2008—2017年我国马铃薯四大产区病虫害防治措施面积（万hm2次）

Table 4 Application areas of various control measures in four potato-producing regions during 2008—2017（ten thousand hm2）

年份

Year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平均

Average

北方一作区
North region

化学
防治

Chemical
control

131.27

158.06

186.85

228.47

300.21

351.52

277.64

307.67

285.65

258.69
248.60

物理
防治

Physical
control

0.12

2.47

3.34

1.25

1.32

1.98

3.13

3.85

5.03

3.05
2.55

生物
防治

Biological
control

0.61

2.00

3.29

1.04

0.64

1.89

0.57

0.83

2.47

1.63
1.50

中原二作区
Central Plain region

化学
防治

Chemical
control

348.10

19.09

27.81

32.49

33.69

46.59

44.86

37.23

35.75

53.15
67.88

物理
防治

Physical
control

0.72

1.86

0.60

5.83

4.02

3.19

3.89

3.58

4.03

3.20
3.09

生物
防治

Biological
control

1.78

1.61

1.84

2.36

2.20

2.22

2.23

1.88

2.63

2.13
2.09

西南混作区
Southwest region

化学
防治

Chemical
control

228.22

68.04

88.88

93.14

137.40

132.14

140.59

144.33

158.55

166.34
135.76

物理
防治

Physical
control

0.30

0.21

1.36

1.70

2.00

2.65

2.71

2.44

2.82

6.50
2.27

生物
防治

Biological
control

-
2.51

0.16

0.51

0.32

0.30

1.01

2.26

4.08

5.48
1.85

南方冬作区
South region

化学
防治

Chemical
control

9.38

9.83

10.43

16.19

16.15

17.82

15.39

17.96

17.32

17.50
14.80

物理
防治

Physical
control

0.00

0.00

0.04

0.24

0.11

0.18

0.20

0.20

0.39

0.27
0.16

生物
防治

Biological
control

0.66

0.37

0.42

1.22

1.64

1.20

1.57

1.31

1.38

0.98
1.07

我国马铃薯产量损失挽回率在 2009—2010 年

波动较大，随后整体波动较小，在74.46%~77.57%之

间（图 2-A）。3种病害的产量损失挽回率均呈现先

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其中，晚疫病和早疫病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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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挽回情况接近；而病毒病的产量损失挽回率

常年处于较低水平，2010 年仅为 45.63%（图 2-B）。

4 种主要虫害的产量损失挽回率相差较多，蚜虫和

蛴螬的产量损失挽回率整体变化不大；而金针虫和

地老虎的产量损失挽回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金

针虫于2009年和2013年产量损失挽回情况不佳，仅

有58.00%和63.81%（图2-C）。

图2 2008—2017年我国马铃薯四大产区产量损失挽回率

Fig. 2 Yield loss recovery rate for potato in four potato-producing regions during 2008—2017

3 讨论
我国马铃薯四大产区间病虫害发生危害情况存

在一定差异。在病害方面，晚疫病作为马铃薯头号
病害，在各产区均危害严重，北方一作区和西南混作

区晚疫病造成损失占比均超过发生面积占比。病菌

生理小种的复杂化是导致马铃薯晚疫病发生面积广

且难以防治的重要原因（Koh et al.，1994）。致病疫

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存在A1和A2两种交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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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交配型最早发现于墨西哥，随后许多国家陆续报

道发现了 A2 交配型（Niederhauser，1956；Hohl &

Lselin，1984；Ludwik et al.，1994）。近年来，我国各

地生理小种日趋复杂，超级毒力小种在各省的出现

越来越普遍，甚至成为了部分省份的优势小种（王腾

等，2017）。基因重组的发生导致了生理小种变异的

加快，从而产生了致病力更强、更加复杂的菌株，必

将导致马铃薯品种对晚疫病抗性的降低（朱杰华等，

2003；王腾等，2017）。本研究结果显示，只有中原二

作区晚疫病造成的产量损失占比较小，结合该产区

其它病虫害损失占比较高，说明该产区病虫害种类

繁多，且均对马铃薯产量造成威胁。在虫害方面，除

中原二作区外，蚜虫在其它3个产区均是头号虫害。

中原二作区蛴螬与晚疫病造成的年均产量损失占比

相同，而该产区蛴螬年均发生面积小于晚疫病年均

发生面积，说明蛴螬的实际危害程度更高。鲁西南

地区黑光灯诱集结果表明，该区域金龟子优势种类

为铜绿丽金龟Anomala corpulenta 、暗黑鳃金龟Ho‐

lotrichia parallela、东方绢金龟 Serica orientalis、小

黄鳃金龟Metabolus flavescens等，在鲁西南地区曾

危害严重（崔维娜等，2018；闫硕等，2018）。

我国马铃薯产量损失挽回率整体呈先下降后上

升的趋势，2017 年我国马铃薯损失挽回率达到了

73.71%，说明全国范围内马铃薯病虫害防控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从目前来看，我国马铃薯病虫害

防控仍太过依赖化学农药，见效快、成本低是其应用

范围广的最重要原因。化学防治的弊端主要是病虫

害的抗药性问题，高剂量、高频率使用化学农药易导

致抗药性的产生，一旦有抗药性的菌株或害虫出现，

在高选择压力下，极可能导致抗性种群的发展。截

止目前，马铃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应用较少，笔者

认为主要是因为绿色防控技术的研发尚不完善，尤

其是针对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储备稍显薄弱（林敏

等，2018），同时，绿色防控技术应用成本相对较高，

在无政府补贴情况下，推广有一定难度。近些年，国

家提倡以农药减量控害为支点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各产区化学农药的使用面积已趋于平稳乃至减少，

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面积稳中有升，绿色防控技术

的应用前景良好。马铃薯病毒病和地下害虫的绿色

防控技术还存在进一步应用的空间。大量马铃薯病

毒通过蚜虫进行传播，控制蚜虫对控制病毒传播和

维持种薯健康至关重要（Radcliffe % Ragsdale，

2002）。田间防治蚜虫可利用白僵菌、绿僵菌、蜡蚧

轮枝菌Verticillium lecanii等病原微生物或瓢虫等捕

食性天敌（唐平华等，2013）；地下害虫以蛴螬、地老

虎、金针虫为主，应注重田间清洁，在深秋或初冬翻

耕土地，及时清除田间、田埂、地头、地边和水沟边等

处的杂草和杂物，并带出田外处理，以减少幼虫和虫

卵数量，也可以利用灯光进行诱杀（马慧萍和潘涛，

2011；崔维娜等，2018；闫硕等，2018）。

针对马铃薯病虫害在各大产区的发生危害特

点，我国马铃薯病虫害防控应采取分区治理的对

策。各产区植保工作人员应根据本区域病虫害的发

生情况，有针对性的对高发、难防的病虫害进行重点

关注，在病虫害发生与防治的关键时期，及时发布病

虫害的动态情报并组织防治工作。针对马铃薯晚疫

病的防治，各区应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策

略，建立并完善晚疫病预测预报系统，在北方一作

区、西南混作区和南方冬作区需重点加强监测预警

工作，设置田间监测站，结合气象数据准确预报晚疫

病，提前发布预警信息，避免盲目用药。贵州省马铃

薯晚疫病预警与控制技术研究应用协作组在成员单

位区域共安装田间气象站 71台，并全部接入“马铃

薯晚疫病预警及信息发布系统”，这一举措取得了较

好的应用效果。各产区可将数据上传至该系统中，

实现灾情图形化实时发布和监测预警信息全社会公

布，逐渐形成各产区协同“作战”的良好局面。针对

中原二作区病虫害种类复杂的情况，应因地制宜布

局抗性品种，注重病虫害田间调查，做好田间管理，

采取病虫害综合防控手段。此外，各级农业部门应

继续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

融合试点示范工作，研究提出适合本区域专业化防

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的推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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