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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面积水稻已进入破口抽穗-齐穗期。天气
预报今后一段时间有多个阴雨天气，有利于稻瘟病、稻
曲病发生发展。各镇（区、街道）一定要高度重视，再接
再厉，深入指导，因田、因苗用药，确保水稻增产增收。

一、病虫发生趋势分析
1. 稻纵卷叶螟：测报灯诱蛾，三代成虫 8 月 26 日进

入发蛾始盛期，当日诱蛾 17 头，9 月 2 日高峰，当日诱蛾
1125 头，截至 9 月 3 日累计诱蛾 3135 头，显著高于去
年。9 月 1 日田间赶蛾，亩蛾量 160 ~ 5600 头，平均 510
头，9 月 3 日田间赶蛾，亩蛾量 120 ~ 2000 头，平均 350
头。金粳系列品种田块蛾量高于其他品种田块，西部田
块蛾量高于东部田块。调查田间发生危害情况，上三叶
卷叶率 0.2 ~ 8.1%，平均 0.9%，百穴虫量 0 ~ 7.4 头，平均
0.8头。9月3日查卵，直播稻百株卵量9.5 ~ 68.2粒，平均
18.2粒，机插秧百穴卵量0 ~ 570粒，平均132.5粒，加权平
均百穴215.8粒，孵化率28.5%，田间卵量还将上升。近期
温度适宜、雨水较多，十分有利于稻纵卷叶螟产卵孵化，
预计四代稻纵卷叶螟卵孵高峰在 9 月 8 至 10 日，发生量
中等至中等偏重发生，金粳系列偏重到大发生。

2. 稻飞虱：白背飞虱，灯下近 5 天共诱到成虫 5 头，
褐飞虱未诱到。9 月 2 日系统田白背飞虱百穴虫量 640
头，其中二龄占 11.4%，三龄占 20%，四龄占 22.8%，五龄
占 14.4%，长翅成虫占 20%，短翅成虫占 11.4%。9 月 1 至
3 日普查，机插秧田白背飞虱百穴虫量 0 ~ 430 头，平均
42.3 头，直播稻田百穴虫量 0 ~ 465 头，平均 61.3 头，金
粳系列 5 ~ 1500 头，平均 212.3 头，个别金粳田块百穴达
8000 头，加权平均百穴 80.2 头。灰飞虱，机插秧田百穴
虫量 0 ~ 89 头，平均 10.1 头，直播稻田百穴虫量 0 ~ 105

头，平均 31.5 头，金粳系列 3 ~ 890 头，平均 135.6 头，个
别金粳田块百穴达 5000 头，加权平均百穴虫量 42.8
头。褐飞虱，系统田未查见，面上普查，零星田块查见
褐飞虱成虫。预计未按要求用药或使用低效药剂、不对
路药剂的田块，特别是金粳品种，近期有出现白背飞虱

“冒穿”塘的风险。已齐穗的稻田灰飞虱正逐渐迁移到
穗部为害，防治效果差、田间虫量高的田块将引发大量
煤污病黑穗，影响稻谷产量和品质。

3. 稻瘟病：今年我区主栽品种南粳 9108、淮稻 5 号、
金粳 818 及部分糯稻等均为感病品种，部分金粳及糯稻
前期叶瘟发生较重，少数田块叶片仍有新病斑出现。气
象部门预报 9 月上旬有多个降雨过期，十分有利于稻瘟
病流行，预计稻瘟病呈偏重至大发生趋势。

4.纹枯病：9月2至3日普查，病穴率0.5 ~ 28.9%，平均
3.1%，病株率0.2 ~ 13.4%，平均1.2%，个别田块局部地段病
穴率高达70.3%，病株率达49.4%。经过几次防治，大面积发
生极轻，轻于去年，随着近期雨水增多，田间湿度的加大，纹
枯病仍有抬头的可能。个别田块已上升到中上部，严重危
害了功能叶，有的已形成“冒穿”塘，影响了正常抽穗。

5. 稻曲病：我区大面积种植的淮稻 5 号等大穗型品
种均高感稻曲病，抽穗扬花期雨水偏多有利于稻曲病的
发生，生育期偏迟的田块偏重发生的风险较高。

6. 细菌性病害：9 月份台风、大雨天气多，有利于老
病区白叶枯病等细菌性病害快速扩展蔓延。

二、水稻生育进程
截至 9 月 3 日，大面积的机插秧、直播稻已进入抽

穗-齐穗期，迟栽的机插秧和迟播的直播稻陆续进入破
口期，9月9至11日齐穗。

三、防治意见
1. 用药适期：大面积在 9 月 8 至 11 日，处于破口期

与齐穗期的稻田全面用药，各户根据生育期调整。生育
期特迟的田块，在破口药后5 ~ 7天再用一次齐穗药。

2. 药剂配方：
三环·嘧菌酯+井·蜡芽+甲氧·茚虫威+吡蚜·速灭威
防治白叶枯病：选用噻唑锌或噻霉酮防治，连用2 ~

3次。
3. 施药方法：将所选药剂先配成母液，再兑水 20 ~

30 公斤喷雾。为防雨水冲刷，施药时每亩加优质有机
硅10毫升，提高药剂黏着性和渗透性。

四、注意事项
1.科学用药。对症选用高效长效、低风险、低用量药

剂，不要用吡虫啉、噻嗪酮、噻虫嗪、阿维菌素等低效、短
效单剂；施药后田间保持水层 3 ~ 5 天；生育期迟的田块
破口期遇连阴雨天气要抢雨隙用药，施药时加优质有机
硅提高黏着力。严禁使用高毒农药、菊酯及其复配剂。慎
用含已唑醇、烯唑醇、戊唑醇等抑制细胞伸长的杀菌剂。

2. 安全用药。施药前认真阅读农药使用说明和安
全注意事项；严格执行农药安全操作规定；施药时间以
下午 4、5 时后效果最好，水稻扬花时、上午有露水时及
中午高温时间不要用药；药液不能污染桑园蚕室、蜜
蜂、水源和水产养殖区域，尤其要严防植保无人机药液
漂移问题。

3. 严防疫情。
4. 保护环境。药剂包装瓶、袋要 3 次清洗，减少残

留。全量回收、妥善处理包装废弃物，杜绝乱丢乱抛污
染环境。 （来源：区植保站）

认真防治水稻破口齐穗期病虫害

最近，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
业研究所与国内科研单位合作，开
发了一种基于量子点技术转红光的
功能性薄膜，可实现大棚内光质的
优化，从而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减
少病虫害。

据介绍，转光薄膜是“光学农
业”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大棚转光
农膜的构建，需要有良好耐候性、优
异转光特性的农膜转光剂，其中碳点
类发光材料由于其优良的光学性能、
水溶性及低生物毒性，成为该研究方
向的热门材料之一。但是，至今报道
的大部分碳点材料，在阳光照射下均
存在光衰或光分解现象，严重限制了
其在农业薄膜领域的应用。

为此，研究团队首先采用邻苯
亚胺和盐酸多巴胺为原料，采用一步
水热合成法，成功制备了红光碳量子
点，能够吸收紫外光和黄绿光，发射
550-800 纳米的红光，量子效率高达
78.3%，通过 EPR、FT-IR、XPS 和荧
光光谱等表征技术，揭示了红光碳量
子点的荧光主要来源于碳量子的表
面态发光，证明红光碳量子点的荧光
猝灭是由于其表面被氧化所致。

为此，研究团队提出对应的抗
氧化策略，获得抗拉伸性能良好且
具有抗氧化能力的抗氧化 RCDs/
PVA 转光膜，实现了黄绿光向红光的转光。与空白薄
膜相比，该RCDs/PVA薄膜能促进绿豆芽的生长，实验
结果表明，经该转光薄膜处理的绿豆芽植株鲜重增加
10.4%、干重增加13.9%、叶绿素a的含量增加7.1%，红光
碳量子点作为转光剂形成的抗氧化农用膜在温室蔬
菜栽培中具有明显增产潜力。（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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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者要想有个好收成，就必须严格防治梨树的
一些病变，尤其是梨树黄化病，现在普遍存在，一般是
从叶子先开始变色，黄化病表现严重时会使梨树的整
片叶子变白，在叶子边缘会形成坏死斑，当梨树开始
有黄化病的时候，再发的新枝叶都比较瘦小，叶芽不
充实，黄化病的主要起因就是缺铁，所以一定要注意
防治梨树黄化病。

一般土壤中铁的含量是丰富的，碱性土壤中，由
于盐基的作用活性铁转化成了非活性铁，而不能被植
物吸收利用，形成缺铁性失绿。中性土壤中，大肥大
水尤其是偏施氮肥，造成新枝生长过旺，铁元素吸收
不足，也会使新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缺铁失绿症，这
种情况下能够通过平衡施肥、增施有机肥、多施生物
肥、控制新梢生长等方法使缺铁失绿得到控制。

配方施肥为：磷钾肥 1000 克+有机肥 3000 克+微
生物复合菌 300 克，加 1000 克豆饼、硫酸亚铁适量，芽
肥一次，膨果肥一次，越冬肥一次，一年共 3 次。特别
注意，芽肥一定要少上氮肥，重施有机肥和生物肥，正
常果树可适量减少配料。以上说的磷钾肥可用 46%以
上的复合肥，有机肥可用沼气液代替，复合菌是枯草
芽孢杆菌+胶质芽孢杆菌，或新生力复合菌剂。另外，
在苹果树、猕猴桃树、桃树等果树出现黄化病时，也可
通过此方法防治。 （来源：中国农科网）

巧施肥可防治梨树黄化病

近日，记者获悉，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印发
“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进一步落实扶持政
策，健全投入机制，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取得新成效。

据介绍，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等部门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农业
绿色发展、环境突出问题治理的目标任务和重大工程，加快
引导农业生产方式绿色化，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发展新格局。

在农业绿色技术方面，农业农村部等部门也加快

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技术体系，引导科研单位、高校、企
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绿色生产科技联合攻关，突
破农业绿色发展关键技术瓶颈，并综合运用设立创业投
资子基金等方式，吸引社会资金、金融资本进入创新领
域，支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农业农村部表示，未来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进
绿色技术集成创新，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支持开展农业
绿色技术研发，不断增强农业绿色发展技术支撑。

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等将持续做好

农业生态环境监测，优化国控监测点位，组织开展例行
监测，及时、准确反映各地农业生态环境状况、变化趋
势和治理成效。

另外，将进一步强化绿色优质农产品认证管理，
完善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审
核流程和技术规范，加强相关风险监测和证后监管，
稳步扩大认证规模，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确保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中向好，保障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来源：《经济参考报》）

农业农村部将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

加快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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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菜浇水施肥要掌握关键节点
浇水：大白菜从团棵到莲座期，气温日渐下降，此

间可适当浇水，莲座末期可适当控水数天，到第三次
追肥后再浇水。

施肥：第一次可在 3 ~ 4 片真叶期，每亩施硫酸铵
10 千克，撒施于幼苗两侧，并立即浇水；第二次在定苗
或育苗移栽后，每亩施硫酸铵 15 ~ 20 千克，于垄两侧
开沟施入；第三次在莲座期，每亩用根施通胶囊 2 ~ 3
粒兑水后用喷雾器直线浇根，提升根系导管输送养分
能力和新陈代谢频率；第四次在结球中期，用蔬菜壮
茎灵结合新高脂膜粉剂一起喷施大白菜叶面，可使大
白菜杆茎粗壮，叶片肥厚，高产优质。

秋季怎样种植红薯
种薯利用春薯或夏薯地区的薯藤，可在地里割

薯藤，剪用薯藤顶上部 5 节，45 度角斜插基部 3 节入
土，外露顶部 2 节，亩栽 5500 株左右。随即将苗子周
围的土压紧并浇水。

施肥：栽前要施足底肥，每亩施优质农家肥 2500
公斤左右，栽插后 5 ~ 7 天，每亩追施 5 ~ 8 公斤碳酸氢
铵；栽插后 40 ~ 70 天，看苗追施催薯肥以钾肥为主，配
合追施适量氮肥，每亩追施草木灰 100 公斤或硫酸钾 6
公斤，尿素 5 公斤；对有叶片发黄早衰田块及时追施长
蔓肥，施肥方法是顺垄顶裂缝浇灌或用磷酸二氢钾
200 克加尿素500 克兑水40公斤，根外喷施2次。

蔬菜土壤青苔解决措施
多划锄松土。要多对土地进行划锄，可达到划除绿

苔，破坏板结的土壤，提高农田的透气性的作用。要注
意深度，逐步加深，使根系逐渐适应。

增施微生物菌剂。在大棚土壤内施用微生物菌
剂，可以打破板结，改良土壤结构，使土壤透水透气性
增加。还能活化土壤中固定的养分，提高肥料利用
率，抑制土壤致病菌，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

采用滴灌法浇水。绿苔在湿度大的条件下，爆发
较为严重，因此要减少大水漫灌等浇水方式，建议采用
膜下滴灌等方法浇水，降低土壤湿度，控制绿苔的蔓延
生长，达到节水节肥的效果。 （来源：《农业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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