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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抓好水稻二化螟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农业农村局： 

水稻二化螟是近几年威胁我省水稻生产和粮食安全最严重

的害虫。根据全省二化螟冬前基数和农业农村部全国水稻重大病

虫发生趋势预测，我省 2019 年二化螟仍呈重发态势，局部将大

发生。受二化螟抗药性水平不断提升、水稻栽培制度复杂多样等

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二化螟在我省湘南、湘中和湘东、环洞庭湖

部分区域有进一步扩大和加重的趋势，成为当前制约我省水稻生

产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面对严峻的防控形势，为做好水稻二化

螟防控工作，保障全省水稻生产安全和质量安全，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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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

之年，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特别是稳定粮食生产、保障主

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各地务必提高思想认识，

增强大局意识，强化底线思维，从事关全省粮食安全、事关全省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做

好二化螟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紧迫

感、神圣的使命感，克服困难，把水稻二化螟防控视为一场 “虫

口夺粮、控害保安”的战斗任务，确保二化螟防控工作抓好、抓

紧、抓到位，促进稻谷品质提升、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维护农

村社会稳定与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大局。  

二、落实防控工作责任 

各地要压紧压实责任，筑牢防控战斗堡垒。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要向当地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做好汇报，着力构建“政府主

导、属地责任、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发挥党委、政府的协调作

用和组织优势，以政府名义召开专题会议、下发专门文件，提早

部署，提前发动。要以二化螟为重点，把水稻重大病虫害防控作

为发展粮食生产的关键措施来抓，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牢固树立

抗灾夺丰收的思想，做好抗灾的各项准备。要充分调动与发挥乡

镇、村组基层干部的重要作用，切实抓好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要

层层落实防控责任制，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分管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植保部门负责人为技术责任人。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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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因监测预警不到位贻误最佳防治时机，绝不可因综合防控措施

不到位造成病虫害暴发成灾。要严格追究责任，对因监测预警不

到位错过防治时机，防治措施落实不力造成严重损失的相关单位

和个人，要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各级农业植保部门要认真履

行职责，做好二化螟冬后基数调查、系统调查监测、不同类型田

的大面积普查，增设调查监测网点，扩大普查范围和频次，准确

掌握二化螟动态，及时做好虫情会商和趋势分析，第一时间发布

预报和防治警报，为大面积精准防治提供依据。 

三、做好防控措施保障 

一要抓好防控信息传送。各级农业植保部门要拓宽病虫信息

传递渠道，通过电视预报、微信公众号、宣传车、防治公告、明

白纸、报纸、网络，微信、短信等多种方式，向基层农技人员、

种粮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主体、专业化服务组织和农户及时传

递水稻二化螟发生防治信息和综合防控技术。要利用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农技推广人员培训等项目，广泛开展技术培训，让广大

干部群众切实掌握水稻二化螟防治方法，提高科学防治水平。要

规范病虫信息发布，确保农业植保部门发布病虫情报的唯一性和

权威性，严厉处罚其它组织及个人乱发滥发病虫情报的行为。同

时要正确应对新闻媒体，准确把握舆论宣传尺度。二要做实防控资

金保障。各级农业植保部门要努力争取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从产

粮大县奖励资金、粮食发展资金、新增农资综合补贴资金中安排

经费用于支持二化螟的防控，确保虫情会商、示范推广、宣传培



 —4—

训、

要做

违规“

及时

病虫

重大

措施

导，

术方

— 

、病虫信息

做好农药使

规“全打药

时依法严肃

虫害防控用

大病虫防控

施及时到位

，确保防控

方案》，指

 

附件：水

 

 

       

息与防治

使用监管

药”的查处

肃查处违

用上“放

控工作督

位。省农

控措施落

指导各地

水稻二化

      

治技术进

管。加大查

处力度，加

违法生产

放心药”。

督查制度

农业农村厅

落到实处

地开展科学

化螟综合

       

 

进村入户、

查处假冒

加大对专

产经营行为

。四要强

度，强化督

厅将加强

处。同时印

学防控。

合防控技术

   湖南

20

、应急防

冒伪劣农

专业化服

为，维护

强化工作

督促检查

强对各地

印发《水

。 

术方案

南省农

019 年 2

防治经费全

农药，特别

服务组织的

护农药市场

作检查督导

查，确保各

地二化螟防

水稻二化螟

业农村

月 21 日

全面到位

别是要加

的用药监

场秩序，

导。建立

各项防控

防控工作

螟综合防

村厅  

日 

位。三

加大对

监管，

，确保

立健全

控工作

作的督

防控技



 

 —5—

附件 

 

2019 年水稻二化螟综合防控技术方案 

湖南省植保植检站 

 

针对水稻二化螟危害的严峻形势，为有效防控二化螟危害成

灾，制定本方案。 

一、发生趋势 

2018 年，二化螟全年发生面积 5125.2 万亩次，防治面积

6667.3 万亩次，均比上年增加。湘南衡阳、株洲和邵阳局部大发

生，在全省上升趋势明显，重发生区域已扩展到湘北环洞庭湖部

分区域。受虫口基数、耕作栽培因素、气象条件、发生世代重叠、

抗药性问题突出、防治难度增大等因素综合影响，预计 2019 年水

稻二化螟总体呈重发态势，局部将大发生。全年二化螟发生面积

预计达 5500 万亩次以上。 

二、防治策略 

继续采取“综合防控、分区施治”的防治策略。广泛运用以农

业防治为基础，协调运用诱控、化学防控等综合防控措施，把二

化螟危害损失控制在 3%以内。继续采取分区施治策略，一类防

控区（危险区）为：衡阳全市，株洲全市（炎陵除外），湘潭全

市，娄底双峰县，邵阳邵东县、隆回县，郴州安仁县，永州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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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东安县、常德汉寿、益阳赫山、沅江、岳阳平江等区域。一

类防控区要自始至终抓好 1-4 代二化螟全程治理，特别是要全面

实施冬后翻耕灭蛹，栽培冬季作物的稻田要采用性诱剂诱杀越冬

代成虫，在一个作业区域内统一栽培类型，统一种植品种，严格

统一播期。要根据情况，适时有效组织好大面积的化学防治。二

类防控区（潜在危险区）为：长沙全市，邵阳、娄底、永州、郴

州、株洲五个市除一类防控区外的其它县市区。要严密监控二化

螟发生发展态势，在狠治一代压基数基础上，视虫情动态加强第

二、三代应急防治力度，有条件的地方可参照一类防控区防治技

术方案实施。三类防控区（一般发生区）为：全省其它地区。此

类区域按照常年常规办法防治二化螟。 

三、技术措施 

（一）农业措施 

切实推行“早稻+晚稻”、“一季稻”、“油菜+一季稻”、“蔬菜+

一季稻”等种植模式，严格区域布局，统一种植模式，统一品种，

统一播期，减少二化螟桥梁田。全面落实在越冬代成虫羽化前翻

耕深水灭蛹技术，降低二化螟虫源基数。普及推广在田埂上种植

大豆、芝麻等显花作物，蓄养害虫天敌控制二化螟。 

（二）诱控措施 

广泛推广应用二化螟性引诱剂诱杀技术。每亩放置一个诱捕

器，从始蛾期开始放置至盛末期收回，每代换一次诱芯，连片诱

杀。未翻耕的板田、栽培冬季作物的油菜与蔬菜田，是重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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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虫源田，需同时应用性诱杀技术。各地要有效整合现有设备资

源及新采购性诱技术设备，加大技术应用力度，扩大性诱杀技术

应用面积，有效压低虫口基数，降低化学防治难度。  

（三）化学措施 

一是抓住关键点。狠抓中晚稻秧苗防治；双季稻以第一、三

代为重点，一、二类防控区还要着力抓好迟熟早稻第二代、晚稻

第四代的防治；单季稻以第二、三代为重点，大发生时分蘖期和

穗期二化螟防治并重。 

二是搞准防治适期。坚持按防治指标适时用药。防治分蘖期

二化螟，当枯鞘株率达 3%或枯鞘丛率 5%时用药；防治穗期二

化螟，如上代亩平残留虫量 500 条以上，当代卵孵盛期与水稻破

口期相吻合时（每亩卵块数达到 50 块），在卵孵始盛期至高峰期

用药防治（氯虫苯甲酰胺、氟铃脲两类农药要提前到卵孵始盛期）。

主害代防治争取大面积一次用药防治过关，一类防控区有几个蛾

峰时，可按“压前峰控后峰”策略适当增加防治次数。 

三是选好防治药剂。各地应根据本地二化螟抗药性监测水平

和药剂筛选结果选用有效药剂，开展轮换用药与交替用药。一类

与二类防控区推荐氯虫苯甲酰胺、或甲氧虫酰肼·乙基多杀菌素

（限对第一代二化螟）与高含量阿维菌素、或高含量甲维盐、或

杀虫单、或杀虫双、或丁烯氟虫腈等药剂混用，世代重叠严重时

建议增加氟铃脲等杀卵性较强的药剂。提倡添加激健、怀龙特、

有机硅等助剂，提高农药利用率（注意事项：穗期防治药液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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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药械防治亩平不少于 30 公斤，植保无人机防治亩平不少于 1.2

公斤，苗期可适当减少药液量。防治时田间要保留浅水层。施用

阿维菌素、甲维盐、苏云金芽孢杆菌时，需避免高温、强光照下

用药）。三类防控区可应用氯虫苯甲酰胺，虫量较小时可采用苏

云金芽孢杆菌等生物药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