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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蔬 菜

年蔬菜植保科技的展望

专家击坛 李 明 远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保环保所

再有 年我们将步人 世纪
。

蔬菜植

保科技如何发展
,

这是国家
,

也是我们农业

科技工作者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
。

近一个时

期
,

不少部门和单位都对这个问题开展了讨

论
。

这里仅谈 谈笔 者对这 个 问题 的粗浅看

法
。

自从 年代 以来
,

我 国进人 了一个改

革开放的新时期
。

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
。

公社化的体制 已被以个人家庭承

包为主的经济形式所代替
。

蔬菜的经营也 由

单一 的统购包销的方式走 向全面放开
。

较大

幅度地促进 了蔬菜生产与科技的发展
。

这 巧 年
,

我 国蔬菜面积明显增大
。

由

年 的约 万
,

增 加 到 万
。

许多地区 一改过去单一种植粮食的局

面
,

大面积地发展蔬菜
。

以北京市为例
,

在

年代 初仅有菜 田约 万
,

到 目前 已

发展到 万
。

特别是 日光温室
、

塑料

大棚技术的发展
,

使不少地区将种
“

大棚菜
”

作 为脱 贫 的手段
,

掀起 了所谓 的
“

白色革

命
” 。

同时由于蔬菜流通渠道 的放开
,

全国

形成 了 一 大批外运菜基地
。

包括 以海南

岛
、

茂 名
、

元谋 为主 的北运 菜基地 以 山

东
、

豫西
、

苏北交界处为主的黄淮海北运菜

基地 以张家 口
、

河西走廊为主的渡淡南运

菜基地 以东南沿海为主的出 口 菜基地
。

对

解决蔬菜市场均衡供应
,

起 到 了很大 的作

用
。

此外
,

由于近几年我国国际 交往的增

多
,

促进 了蔬菜的品种明显增加
。

在亚运会

的推动下
,

使一些地区形成了以新引进的西

来稿 日期 一 刁
,

修回 日期 刁 一

洋菜
、

反季节菜
、

山野菜为主的
“

特菜
”

热
。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在北方
,

冬季已

再 不是 大 白菜
“

当家
”

了
,

而且可 以吃 到各

季
、

各地的各种蔬菜
。

蔬菜的产销获得了空

前的发展
。

在蔬菜的植保技术上
,

这 巧 年也有了

一定的发展
。

育出了一批抗病的大 白菜
、

黄

瓜
、

番茄
、

甜椒
、

甘蓝等抗病新品种
。

涌现

出一批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及无公害的生防

制剂
。

脱除病毒
、

抗病转基因植株
、

工程菌

等高新技术的发展
,

为蔬菜病虫害的防治提

供 了更为有效的方法 利用微机预报病虫害

技术的发展
,

提高了防治病虫的准确性 从

各个方面提高了蔬菜植保的技术水平
。

蔬菜发展 中植保 问题预测

蔬菜产销的发展
,

又给蔬菜病虫害的防

治带来了新的问题
,

提出了新的要求
。

由于

本文是面向未来
,

有必要侧重预测一下蔬菜

发展中会出现的植保问题
。

笔者认为可能出

现的主要问题有以下 方面
。

保护地的发展
,

促进了高湿低温病害

及小虫类的发展
。

目前全国保护地的面积
,

已从 年代初 的 “ ,

增加到 目前的

万 以上
,

到 年将增 加到

万
。

由于保护地 的环境适合病虫发生
,

难于轮作
,

多种蔬菜的霜霉病
、

灰霉病
、

菌

核病
、

炭疽病
、

角斑病
、

温室 白粉虱
、

蚜

虫
、

小菜蛾等 病 害及小虫类 的发 生越来越

重
。

由于这些病虫流行
、

繁殖快
,

易产生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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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性
,

比较难防治
。

有可能给菜农造成更为

严重的损失
。

外运菜基地的发展
,

促进了蔬菜病虫

害的互相传播
。

如原来仅在北方猖撅的黄瓜

黑星病
,

随着北运菜基地 的发展
,

一下子传

到海南岛
。

而南方发生严重的十字花科根肿

病
,

随产 品传到北方 的许多地区
,

间或 的也

造成了北方菜区 的严重的损失
。

随着国际交

流 的频 繁
,

还 引进 了 一 些 新的危险性病虫

害
。

如 为外商代繁番茄种子
,

带来了番茄

溃疡病的发展
。

粮菜混作区的发展
,

使市场上出售的

蔬菜
,

受到更严重的高毒农药的污染
。

目前

有许多北运菜是在水稻
、

棉花收获后种植
,

为了
“

经济有效
”

防治害虫
,

不少农民使用了

用于稻虫
、

棉虫的高毒 甚至剧毒 的农药

防治菜虫
,

造成蔬菜严重的污染
。

据权威单

位检测
,

近几年北京上市 的蔬菜农药残 留超

标率和蔬菜禁用农药的检出率
,

又有了明显

的上升
。

此外
,

目前一些病
、

虫的抗药性发

展严重
,

一些地区 的灰霉病对速克灵
,

霜霉

病对 甲霜灵
、

杀毒矾及小菜蛾对菊酷类农药

的抗药性明显增加
,

不仅增加了对这类病虫

害的控制难度
,

而且过量的用药
,

加重了农

药对蔬菜的污染
。

新菜区发展迅速
,

蔬菜植保技术的普

及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
。

近十年来
,

随着农

村经济体制 的转变
,

县 乡级的农业推广体系

多数削弱或解体
。

一些个体户新办起的以盈

利为 目的的
“

植物医院
” 、 “

庄稼医院
” ,

多数

起不到指导防治的作用
。

不仅防治技术无人

传授
,

突发性的病虫害也无人预报
。

乱用农

药不仅造成了产 品的严重损失
,

还对产 品及

环境造成 了严重的污染
。

现代化蔬菜植保技术发展迟缓
,

拉大

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

目前世界的蔬菜业是

在向高效化
、

持续化发展
。

而我国 目前蔬菜

生产率基本上是停留在 年代 的水平 以

生产率较高的北京市为例
,

目前每个菜农平

— —

均种植面积仅有
,

而美国人均种植

是
。

即 我 国 约 相 当 于 人 家 的
。

从产量看
,

北京每 可 收毛

菜 万
,

而欧洲每“ 可收净菜约

万
。

如果将全国的水平与他们 比
,

相差

就更远 了
。

究其原 因
,

主要是我国蔬菜生产

的规模化的比例很低
,

许多现代化的生产技

术得不到发展
。

其中包括蔬菜植保技术的发

展
。

另外
,

我国蔬菜病虫害的防治过分依赖

化学农药
。

在世界公害问题受到普遍重视的

今天
,

各国对
“

持续农业
” 、 “

有机农业
”

的呼

声很高
。

在这种形势下
,

许多农药厂商
,

纷

纷把我国作为最大的倾销市场
。

因此
,

如果

我们不在近期解决规模化和过分依赖化学农

药这两个问题
,

在下一个世纪将很难适应国

际间大环境的要求
。

此外
,

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
,

比较注重

对现实问题的解决
,

这是对的
。

但是
,

也要

注意到世界发展的趋势
。

翻开代表国际水平

的植 物 病 理 学杂志 如

和
,

大量 的文

章都有分子病理学方面 的 内容
。

在他们 那

里
,

我们所谓的
“

高技术
”

已经比较普及
。

如

果我国在 世纪还仍仅有少数人进行
“

高技

术
”

研究
,

就很难赶上发达的国家
。

年蔬菜植保科技和推广工
作 的展 望

在蔬菜病虫草害的防治策略上
,

应积

极推广包括采用抗病品种
、

生物防治及副作

用小的化学防治的综合防治措施
,

以实现蔬

菜生产的持续发展
。

众所周知
,

被污染的蔬

菜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很大
。

因此在蔬菜病害

防治技术上
,

应大力发展生物防治
、

抗病 品

种等无公害的综合防治技术
。

在有效控制病

虫草害的同时
,

应保证菜 田生态环境的良性

循环
。

同时对化学防治也不能偏废
。

特别是

目前我国防治病虫害的手段仍以化学防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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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盲 目的禁用会造成较大的损失
。

今后在

利用化学农药的时候
,

要规定使用高效低毒

的品种
,

并改进施用技术
,

使其对环境的影

响降低到最低点
。

逐渐实现全国蔬菜的无公

害化
。

把保护地蔬菜病虫害的防治作为重点

进行研究与发展
。

目前
,

全国保护地蔬菜发

展得较快
。

因病虫害造成 的损失十分严 重
。

为急农民所急
,

应把植保技术的发展重点放

在保护地蔬菜病虫害方面来
。

充分利用保护

地的有利的生态条件控制病虫害
,

为菜农多

提供一些适合保护地特点的防治技术
、

施药

器械和农药剂型
。

积极发展适合蔬菜规模化生产需要的

蔬菜病虫草害控制技术及植保高新技术产

业
,

为下一个世纪赶上世界水平打好基础
。

在现阶段农业中的各种高新技术
,

诸如生物

技术
、

基因工程 中发展最快的大都与病虫害

的防治有关
。

我们 应 当抓住这 一 良好的机

会
,

利用高新技术
,

开展病虫草害的防治研

究
。

解决常规技术解决不 了的问题
。

提前实

现蔬菜生产的无害化
。

此外
,

还要积极开展

规模化蔬菜生产中植保技术的研究
,

迎接全

国蔬菜生产现代化的高潮
。

在主要的大城市建立或完善蔬菜农药

残留的监测中心
、

蔬菜病虫草害抗药性的监

测机构
、

蔬菜病虫草害的预测预报与防治技

术的推广系统
,

保证蔬菜无公害生产技术的

顺利实施
。

目前蔬菜上农药残 留量超标的问

题
,

仅靠宣传是限制不住的
。

必须建立常设

的农药残留监测中心
,

周年对上市的蔬菜进

行监测
,

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限制
。

为配

合这项工作的开展
,

还应研究出简易快速的

检测技术
,

满足大量检测的需要
。

此外
,

病

虫害的预测预报及病虫草害抗药性的监测
,

对指导菜农开展经济有效的防治
,

减少农药

的浪费及其对环境的污染
,

有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
。

应在现有的基础上重建或完善
。

切实加强与完善蔬菜植保科研与推广

体 系
,

加强其为全社会农业发展的服务意

识
。

在科研课题的设置上
,

一定要有超前意

识和社会意识
,

注意科研立题的先进性和连

续 性
,

不 能再走徒于 形式
、

急功近利 的老

路
。

此外
,

在蔬菜植保技术推广方面
,

目前

除加速服务体系的建立外
,

还要改变某些地

区只能忙于为 自己谋生的局面
,

使其面 向社

会
,

为大面积生产服务
。

做好病虫害的预测

预报
、

培训及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工作
。

为 了实现上述 目标
,

关键在于认真贯彻

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
,

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

入
,

优化蔬菜发展资金的投入方向
。

目前有一些城市 已开始增加对农业的产

业投人
,

这无疑是 一件好事
。

但在投人的方

向上
,

要考虑到农业生产的社会性
,

给科研

与推广部门一定的比例
,

让他们把主要精力

放在面 向全社会农业发展 的研究和推广上
,

而不是忙于本单位和 自身的创收
。

有人担心

这会造成科研与生产脱离的倾向
,

我们认为

过去 的绝大多数的研究项 目是结合生产 的
,

问题在于过去对科研成果产业化 即中间实

验 的投人太少
,

成果未转化为生产力就 自

生 自灭了
。

如果上述 问题得到了解决
,

我国的蔬菜

植保技术将在 年得到迅速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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