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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报成果

给庄稼“看病”，农技人
员一般先要到田间地头去
实地采样，再到实验室化验
分析，找出致病的真菌、细
菌等，然后根据经验来判断
病情，给出防治办法。这种
方法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
预报时效性和准确率、防控
效果难以让人满意。

能不能采取智能化的
办法对农作物病虫害进行
预测预报？早在上世纪80
年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就
开始了小麦赤霉病的监测
预警研究，先后建立了小麦
赤霉病机理模型和多个经
验模型。朝着该方向，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
院教授胡小平带领团队继
续探索这方面的工作。

在胡小平的办公室里，
摆放着各种仪器设备，并用
密密麻麻的线缆连接到窗
户外的太阳能板上。原来，
这是胡小平团队研制的小
麦赤霉病自动监测预报器，
能根据小麦抽穗期间的气象因子、初始菌
源量、小麦抽穗始期、品种开花期值等，自
动预测小麦蜡熟期赤霉病病穗率。该团队
还利用物联网与云计算技术开发了小麦赤
霉病自动监测预警系统。

预报器高约1.5米，由一根不锈钢金属
作支柱，上面分别配着数据发射器与太阳
能板，操作简便。每年3月，农技人员到田
间调查小麦赤霉病初始菌源量，随后在手
机软件上输入小麦抽穗始期、品种类型等
相关信息，就可以随时随地查看小麦赤霉
病发生情况。当监测结果超过防治指标
时，系统会自动将预报信息发送到相关负
责人手机上，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

能准确预报小麦赤霉病，能不能用于
小麦条锈病、小麦白粉病、玉米大斑病等作
物疾病的预报？胡小平团队再接再厉，连
续攻克这些农作物的病害预报难题，累计
向全国粮食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各类农
作物病害自动监测预警系统600余套，预
测准确率达到80%以上。目前，该预报器
获得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6项、软
件著作权7个。

胡小平介绍，团队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多家单位
合作，开发出一系列作物主要病害监测预
警系统，同时开展了对苹果、猕猴桃、茶叶、
蔬菜等作物的主要病害监测预警。此外，
他们还开发了一套自动监测系统搭载多种
作物病害的监测模式，可实现“一机多用”。

胡小平说，未来团队还要把害虫监测
预警集成进来，应用先进的传感器、物联网
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开发出可以监测作
物病虫害的“全科医生”，更好防控病虫
害。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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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施花粒肥。主要是追施
氮肥，以提高叶片光合效率、延
长叶片功能期。可以亩施尿素
10公斤，趁降雨前追施，以提
高肥效。也可叶面喷施磷酸二
氢钾、尿素等混合液，延长叶片
光合时间，促进光合产物积累，
增加粒重。

预防病虫害。玉米田间

湿度大、温度高，风雨天气较
多，有利于病虫害的发生和
传播，要密切关注病虫害发
生发展趋势，抓好病虫害防
治工作。

掰除多余果穗。目前玉米
品种多数是单果穗品种，发现
多穗植株，应当组织人员尽早
把多余的果穗掰掉，每株玉米

只保留1-2个果穗，避免消耗
养分。

适期晚收。适期晚收可以
延长灌浆时间，有利于干物质
积累，充分发挥品种的高产潜
力，增加粒重，提高产量。建议
一般地块在9月底10月初收
获，高产地块在10月10日前
后收获。

据中央气象台报道，预计未来
10天（7月31日至8月9日），新疆
盆地、黄淮南部、江汉、江淮、江南
等地有 7-10 天日最高气温 35-
38℃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
温有39-40℃。建议：新疆、江淮、
江南等高温热害风险较高地区可
适当采取灌溉、喷水及喷施叶面肥
等措施，防止或减轻高温的不利影
响。此外，各地要做好病虫害监测
与防控工作。

（本组稿件由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党菲参考《农村信息报》、农业农村部官网、科
普中国整理）

适时制棒接种。提倡用冷
凉水拌料，基料含水量要适中，
筒袋规格15×55厘米的黑木
耳料棒重量以1.6公斤为宜。
拌料后及时装袋灭菌、防酸化，
尽量在2小时内灭菌。菌种使
用前做好质量检查，接种安排
在早晚时段气温较低时进行，
并严格遵循无菌操作要求。

遮阳降温、通风发菌。选
择适宜的越夏场所。室外越夏

应在棚外加盖遮阳网，加强通
风降温；室内越夏应选择在干
燥、阴凉、通风的底层房间养
菌。同时，要做好发菌场所环境
卫生和消毒工作。遮阳降温，加
强通风。采用遮阳喷淋或湿帘
或轴流风扇或引入跑马水降
温。加强发菌场地通风，通风换
气散热应在早晚进行。减少菌
棒搬动，加强刺孔管理。尽量少
搬动菌棒，推迟刺孔放气。确需

刺孔放气的，选择在早晚时段分
批少量进行。同一发菌场地，分
批进行菌棒刺孔，防止高温烧
菌。及早做好菌棒散堆、排场。
选择室内或室外通风散热好的
场所完成散堆、移堆，注意轻拿
轻放，避免振动菌棒，并安排在
早晚时段进行。

处于出菇阶段的，加强通风
降温，防止高温减产；有控温设
施的，适时通风，防止品质下降。

科学灌水。白术、玄参、桔
梗、益母草、白花蛇舌草、紫苏、
生姜、温郁金等中药材基地，在
早晨或傍晚温度下降时引水浇
灌，采用畦沟灌跑马水，勿全田
漫灌。

修剪降温。金银花、栀子
等中药材，可对植株进行修
剪，调整树形结构，减少叶片

水分蒸腾。
遮阳覆盖。对铁皮石斛、

三叶青、黄精、白及、重楼等喜
荫中药材采，要加盖遮阳网，减
少阳光辐射，达到降温、保湿的
作用。同时，早晚雾喷水，并适
当延长喷水时间，提高空气湿
度，降低田间温度，创造适宜生
长的环境。

树盘覆盖。对未封行的厚
朴、银杏等木本药用植物，用秸
秆、杂草、绿肥、甘蔗渣等覆盖
树盘，覆盖物应离树干10厘米
左右、厚约10厘米。

田间管理。适当施用有机
肥，追稀肥，不可使用浓缩肥，
以防气温过高烧毁植物叶片及
心芽。

坚持科学灌溉。对当前处
于分蘖期的单季晚稻要注重搁
田控苗，成熟期早稻要保持田
块干燥，其中晚熟早稻要湿润
灌溉，已移栽的连作晚稻要薄
水灌溉，防止盲目漫灌。

统筹调配水资源。加强与

水利部门配合，统筹农业生产
用水与其他用水关系，积极协
调配置农业生产用水。做好稻
田沟渠维修、清淤工作，减少漏
水损失。

抓好补种改种。对因干旱
造成成块枯死的田块，抓紧补

种连作晚稻，或改种旱粮、蔬菜
等作物，防止出现荒芜。

加强病虫害综合防控。
根据病（虫）害发生情况，选
用对口药剂及时防治，重点
防治二化螟、白叶枯病和其
他虫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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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稻 ◆

◆ 中药材 ◆

◆ 食用菌 ◆

◆ 玉 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