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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草地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陆地生态系统，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5%，封存了全

球陆地生态系统1/3的碳，全球50%以上草食家畜的饲草料产自草地，草地在全球

碳氮循环调节、应对气候变化和食物安全保障中起着重要作用。近30年来，在人

类活动强度不断增加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下，草地生态系统结构正趋于改

变，能流和物流加速失调，生态系统逐步退化。同时，由于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固碳减排的日趋重视，草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研究得到了科学

界的空前关注。 

中国草地面积近4亿公顷，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40%，每年能吸收大气中约1/3

的温室气体，同时支撑着数百万牧民从事畜牧生产。青藏高原高寒草甸是我国主

要草地类型之一，占我国草地总面积的37%，由于多年过度利用和垦殖，加之区

域气候暖干化等因素的影响，该区80%以上的草地发生不同程度的退化，草地生

产力、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和土壤保持等功能显著下降，影响当地

牧民的生产和生活，也威胁到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因此，在我国主要的草地分布

区推广应用保障草牧业生产能力前提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固碳技术，并进行示

范与效果评价，不仅可以保护草地生物多样性、提高草地生产力和草地土壤碳贮

量，也是保持我国牧区草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本项目选择我国草地主要类型青藏高原东北外缘的祁连山南缘青海省祁连

县，针对区域草牧业发展所面临的生态和生产问题，开展草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草地病虫害监测管理、草牧业生产减排和土壤固碳及草牧业适应能力与生产力提

升的气候智慧型草牧业技术示范应用，构建气候智慧型草地生态系统管理。 

根据项目区农业生产实际，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草地病虫害农业技术措

施防治、生物防治、物理及机械防治、化学防治及病虫害综合防治，控制病虫害

危害程度，减少病虫害对草地及畜牧业的危害，积极推进病虫害综合管理技术和

专业化统防统治的应用。 

病虫害综合管理是有害生物综合管理（IPM）的策略，是从生态系整体观点

出发，根据有害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协调运用物理、生物和化学防治等

各种措施，充分发挥生态系统中自然控制因素作用，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损失

允许水平之下。只有在有害生物的危害可能会导致经济损失时才进行防治，即允

https://www.tuliu.com/tags/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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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存有一定数量的病菌或害虫，只要他们的种群数量不足以达到经济危害水平。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逐

步兴起。专业化防治是指具备相应植物保护专业技术和设备的服务组织，开展社

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病虫害防治服务的行为。面向社会提供专业化防治服务

的组织称为专业化防治组织。专业化防治是贯彻“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的

重要支撑，是确保农产品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及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的有效手段，

是农牧业增收、农村稳定的重要保障。 

按照世行要求，结合项目区病虫害发生现状，我们制定了《病虫害管理计划》。

该计划鼓励农户采用环境友好的做法和病虫害综合治理（IPM）技术，我们提供

病虫害监测评估工作支持、提供植保技术援助、协助设备采购等。 

2.目前项目区病虫害发生情况及防治现状 

祁连县有天然草地 116 万公顷，饲养各类牲畜 117 万头只。草地是发展畜牧

业经济的基础，搞好草原病虫害防治、保护草原事关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区默勒镇位于祁连县东南部，面积 2968 平方公里，包括 6 个行政村、27 个

牧业合作社。全镇土地总面积 574.02 万亩，占全县面积的 24.3%。有草场 394.54

万亩（可利用草场 349.85 万亩，可利用率达 88.67%），属山地草甸类草场，是天

然的优良牧场。境内高原大陆性气候特征明显。年日照时数 2800 小时，太阳年

辐射量 139 千卡/平方厘米，年均气温-1.290，年降水量 370 毫米，降水量多集中

在 7-8 月份，全镇可利用草地面积 26.3 万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 89.5%。草场以

高寒草甸类草场为主，小篙草、矮篙草为优势种，草群低矮、草质优良。 

2.1 天然草地病害发生及防治现状 

2.1.1 病害发生情况 

天然草原是牧区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和牧民群众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

资料。然而，近年来，草原植被覆盖率逐年下降，草场退化、沙化严重，湿地退

减，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荒漠化侵害。而牧草病害已成为引起草原退化的重要因素

之一。病害直接影响牧草的产量和质量，使牧草品质变劣，粗蛋白、脂肪、可溶

性糖类下降，粗纤维含量上升，单宁和酚类含量增加，牧草的适口性和可消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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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下降。严重的牧草病害，可使牧草产量降低 15～50％左右，带病草及带病

草籽中还会产生一些对人、畜有害的物质。如禾本科牧草麦角病能产生生物碱，

可使人畜早产、流产、肌肉痉挛、四肢坏死等病；有些病害，还会使苜蓿、草木

栖等豆科牧草体内的香豆醇、类黄酮等雌性激素含量增高，抑制母畜排卵和受孕。 

牧草病害是阻碍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牧草产品质量下降，产量

降低，引起巨大的经济损失。全国牧草病害面积和危害程度不断上升。其中禾本

科、莎草科牧草病害已迅速蔓延成灾，危害极其严重，牧草病害影响现代化畜牧

业的发展，对草地的威胁已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摸清其分布、危害程度及提供有

效的防治措施，已成为植物保护者迫在眉睫的工作。因此，为解决畜牧业生产中

的实际问题，加快畜牧业的发展步伐，有必要在认真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

行生物资源的基本调查和病原菌的研究，紧密联系生产实际，从基础理论和实际

应用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为今后牧草病害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青海省祁连山地区的主要牧草病害种类为：（1）叶斑类真菌，可根据主要病

原菌的培养性状和形态学特征进行鉴定。褐斑病 (Rhizoctonia solani)又称立枯丝

核疫病，是报道最早、分布最广、危害最重的草地病害之一。褐斑病的病原菌主

要侵染植株的叶、叶鞘、茎，严重时可造成叶腐、叶鞘腐、茎基腐以至整株枯死。

褐斑病的病原主要是立枯丝核菌，是常见的土传真菌，属半知菌亚门无孢目丝核

菌属。几乎全世界所有土中都有这类真菌。（2）专性寄生菌(活体营养生物)如锈

病，黑粉菌，白粉病和霜霉病菌，可通过挑取病原物进行镜检，观察病原菌各种

孢子的形态、结合寄主植物的种类和病害症状鉴定病原。主要包括：蒲公英锈病

(Puccinia hieracii)、秦艽锈病(Puccinia de vivipari)、防风锈病(Puccinia sileris)、

蕴苞麻花头锈病(Puccinia calcitrapae)、刺儿菜锈病 (Puccinia brachypodii)、高原

毛茛锈病(Puccinia Berkekey)、毛莲菜锈病 (Puccinia Calthicola hieraci)、驴蹄草

锈病(Puccinia Saussureae Thtimen)。坚黑穗病(Ustilago hordei)、大麦散黑穗病

(Ustilago nuda)、赖草黑粉病(Ustilago striiformis)、嵩草炭黑粉病(Anthracoidea 

achnatheri)、风毛菊黑粉菌病(Thecaphora trailii)等。 

2.1.2 防治情况 

目前项目区默勒镇因气候冷凉，病害发生情况不严重，一旦发生牧草病害，

主要采用生物防治措施结合化学防治方法进行防治。生物防治是指利用自然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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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有益微生物，籍其各种活性及行为，使病原微生物的数量和活性均受到抑制，

从而减少草地病害的发生或减缓其发生速率，以降低牧草罹病的严重程度。当前

在牧草生物防治最为成功的是使用芽孢细菌。研究发现哈次木霉(Trichodenma 

harzia)菌株对多种真菌病害具有良好防治效果。施用哈次木霉的颗粒剂和雾剂对

草地褐斑病、腐霉病都能起到较好的防治作用。但所用的生防菌都不能完全抑制

病原菌的生长，当病害发生情况较严重且蔓延比较迅速时，需要配合使用化学药

剂才能达到良好防效。化学药剂可选用 3%井冈霉素水剂，是生物型杀菌剂，属

于 WHO农药分类标准的 U类低毒性等级，对人畜安全，不污染环境。 

2.2 天然草地虫害发生及防治现状 

祁连县默勒镇是草原毛虫易发和常发区，主要分布在该镇的老日根、瓦日尕

村、才什土村等村子的冬春草地上。草原虫害的发生与温度和湿度具有直接的关

系，温度、湿度的年际变化直接影响着虫害的数量和发育，冬季降雪和春季降水

对虫卵的孵化有利，气温骤升以及持续干旱有利于害虫的生长和发育，在适宜的

条件下，非常容易造成面积大、密度高的虫害发生。 

草原毛虫的生物学特征如下：草原毛虫是一种毒蛾科，草原毛虫属动物。成

虫雌雄异型。雄蛾体长 7-9mm，体黑色，背部黄色细毛，头部较小，前后翅均

发达，三对足均发达。雌蛾，体长圆形，较扁，体长 8-14mm，宽 5-9mm，头部

甚小，黑色。三对足较短小，黑色，不能行走，前后翅退化，不能飞行，仅能用

身体蠕动。草原毛虫一年一代。1 龄虫在(雌茧内)草根下或土壤裂缝中越冬。祁

连毛虫区翌年四月中、下旬开始活动。五月上、中旬广泛活动，经过五次脱皮(共

六龄期)于七月下旬在牧草叶下、牛粪下、石块下或灌木枝丛中作茧化蛹。八月

中旬开始羽化，雌虫羽化后仍不出茧，惟有雄虫飞出茧外，寻偶交配。雌虫八月

中、下旬在茧内产卵，九月中旬新 1 龄幼虫在茧内孵化，仅取食卵壳，不食牧草。

不久逐步开始钻进草丛、牛粪或石块下越冬，次年天暖后复外出活动。 

2.2.1 虫害发生情况 

草原毛虫灾害严重，危害面积达 60 万亩，其中严重危害面积 30 万亩。由于

草原毛虫的危害，给草原生态环境和畜牧业生产带来了极大威胁。据调查项目区

草原毛虫危害面积达 60 万亩，平均虫口密度 10.3 头/m
2，主要分布地区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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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项目区默勒镇草原毛虫危害情况 

乡（镇）、

村 

发生面积 

（万亩） 

危害面积 

（万亩） 

平均虫口

密度 

（头/m
2） 

最低虫口

密度 

（头/m
2） 

最高虫口密

度（头/m
2） 

瓦日尕村 20 12 12 8 19 

才什土村 13 8 10 7 15 

老日根村 15 10 9 7 13 

   

以每百头草原毛虫按日食草 1.5g 和年食草期 90 天来计算，10.3（头/m
2）×

600000（亩）×667（m
2）÷100（每百头）×1.5（g/天）×90（天）÷1000（g）

＝555 万公斤。即年损失牧草 555 万公斤，即 5550 吨，每吨牧草价值约 500 元

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277.5 万元。给草原生态环境和畜牧业生产带来了极大

危害，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2.2.2 防治情况 

2.2.2.1 农业防治措施 

进行草地免耕补播改良，在退化高寒草甸上，利用草地免耕播种机作业，在

春季雨季前土壤解冻期，一次性完成松土开沟、播种、覆土和镇压，补播优良牧

草，尽可能减轻对退化草甸原生植被破坏。选择在天然草群中播种适于祁连山区

生长的多年生禾本科优良牧草草种，牧草草种组合推荐垂穗披碱草、青海中华羊

茅、青海草地早熟禾为 1:1:1。补播当年禁牧，自第 2 年起，牧草返青时 4 月下

旬～6 月上旬禁牧。 

2.2.2.2 生物防治措施 

生物防治措施主要是采用草原毛虫核形多角体病毒，属于 WHO农药分类标准

的 U类低毒性等级，对人畜安全，不污染环境。防治草原毛虫的标准为虫口密度

为 30 头/平方米，剂量 50~60 克，兑水 10 千克，调成悬液，喷雾；防治时间为 7

月中旬至 8 月上旬，以上午 8-11 时，下午 3-6 时为好，晴天、阴天、微雨天均可

以。 

2.2.2.3 化学防治措施 

采用 1.2%烟碱·苦参碱为杀虫剂，属于 WHO农药分类标准的 U类低毒性等级，

对人畜安全，不污染环境。通过悬挂式风送远射程喷雾器、机动喷雾器、背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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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喷雾器等在危害区域进行喷洒。毒液的配制比例按每亩施药量 20g，视喷雾

器的亩喷液量确定加水量，毒液要求随用随配。 

防治适宜时间为 6 月中旬～7 月中旬，防治过程中地形平缓适宜大型机械作

业的防区，采用大型悬挂式风送远射程喷雾器作业，不适宜大型机械作业的山地

地带采用人工机动喷雾器和背负式手动喷雾的方法防治。施药时要求每两个施药

人员之间间隔 5～8m，喷头距地面 1m，每 20～30 人为一组，一字排开，同步进

行喷药，风力大于 5m/s 时，就要停止作业。喷药后 24 小时内降雨的，必须重喷。

喷药后禁牧 15 天。 

2.3 天然草地鼠害发生及防治现状 

2.3.1 鼠害发生情况 

青海省祁连山地区的主要鼠害为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鼠害危害面积 3434.9

万亩。鼠害危害不仅破坏草地植被和草地生态环境，而且降低了草地载畜量和经

济效益，严重制约着祁连县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据调查项目区默勒镇才什土、老

日根、海浪、多隆、扎沙五个村高原鼠兔发生面积共达 230 万亩，危害面积共达

190 万亩，有效洞口数 278（个/hm
2）；瓦日尕、才什土、老日根、多隆、扎沙村

五个村高原鼢鼠发生面积共达 50 万亩，危害面积共达 45 万亩，有效洞口数 210

（个/hm
2）。 

高原鼠兔与高原鼢鼠的形态特征如下： 

（1）高原鼠兔形态特征 

高原鼠兔是一种小型非冬眠的植食性哺乳动物，又称黑唇鼠兔，属兔形目鼠

兔科。身材浑圆，没有尾巴，体色灰褐色。高原鼠兔为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数

量大，多栖息在土壤较为疏松的坡地和河谷栖息在高原地带。因被认为是草场退

化的元凶，一直被当作灭杀的对象。 

（2）高原鼢鼠形态特征 

高原鼢鼠为鼹形鼠科、鼢鼠属的动物。体形粗圆，吻短，眼小，尾短，四肢

也较短粗。成体毛色从头部至尾部呈灰棕色，腹面较背部更暗灰色，幼体及半成

体为蓝灰色或暗灰色。高原鼢鼠长期生活于黑暗、封闭的环境中，不冬眠，主要

采食植物的地下根系，1 年繁殖 1 次，每胎产仔数 1～6 只，主要栖息于高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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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草甸化草原、草原化草甸、高寒灌丛、高原农田、荒坡等比较湿润的河岸阶

地、山间盆地、滩地和山麓缓坡，仅分布在中国。 

害鼠危害区的平均草地产量仅约为 2000kg/hm
2，即 133 kg/亩。在危害区内，

植被盖度仅为 55-65%, 优良牧草比率下降，杂毒草滋生，草场质量下降，造成

天然草地退化。在灭鼠区草地产量约为 4000kg/hm
2，即 266 kg/亩。害鼠危害区

的草量减少 2000 kg /hm
2，即 133 kg/亩。由此推算，青海省祁连山地区鼠害危害

面积达 190 万亩，每年因鼠害造成的牧草（鲜草）损失达 252700 吨。每吨牧草

价值约 500 元，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1.26 亿元。草原鼠害给草原生态环境

和畜牧业生产带来了极大危害，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制约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 

2.3.2 鼠害防治情况 

2.3.2.1 农业防治措施 

进行草地免耕补播改良，在退化高寒草甸上，利用草地免耕播种机作业，在

春季雨季前土壤解冻期，一次性完成松土开沟、播种、覆土和镇压，补播优良牧

草，尽可能减轻对退化草甸原生植被破坏。选择在天然草群中播种适于祁连山区

生长的多年生禾本科优良牧草草种，牧草草种组合推荐垂穗披碱草、青海中华羊

茅、青海草地早熟禾为 1:1:1。补播当年禁牧，自第 2 年起，牧草返青时 4 月下

旬～6 月上旬禁牧。牧草生长健壮茂盛，鼠害则随之相应减少。 

2.3.2.2 物理机械防治措施 

可采用弓箭射猎的方法进行防治。布箭时，弓箭必须安放在直的常洞上，洞

口须切齐，洞顶的地面要铲平。弓距洞口约 15cm，箭头不要露入洞口，箭射下

之后，要恰在洞道的中心位置，在界线接壤地区必须延伸 100m，做到不留死角，

并将全部土丘摊平。为保证防治效果，该项目由中标施工方雇用有捕鼠经验的民

工组织实施。 

2.3.2.3 化学防治措施 

当鼠害猖獗，物理机械防治难以消除鼠害时，可采用洞口投饵法进行化学防

治，使用药剂为 D 型肉毒剂，属于 WHO 农药分类标准的 U 类低毒性等级。对人

畜安全，不污染环境。每洞投放毒饵 10～15 粒，将毒饵投放在离洞口 7～10cm

处，投洞率达 90％以上。施饵时要求每两个施饵人员之间间隔 2m，每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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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一组，一字排开，同步进行施饵，并设专人打信号旗，遇大风、降雪等特殊

天气而影响防治效果，必须补施毒饵。在边界地区延伸 50～100m。 

2.4 人工草地病虫鼠害发生及防治情况 

人工草地病虫鼠害主要是指人工种植牧草及饲草品种的草地病虫害发生情

况。草种选择方面，青海通过牧草的引种筛选试验，制定了高寒牧区牧草引种技术

规程，并依据试验研究结果和草种产业化现状，推荐垂穗披碱草、同德短芒披碱草、

同德老芒麦、青海中华羊茅、同德小花碱茅、青海冷地早熟禾和青海草地早熟禾等

作为黑土滩治理中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首选草种。本项目中适于祁连山区生长的多

年生禾本科优良牧草草种组合为垂穗披碱草、青海中华羊茅与青海草地早熟禾。

推荐选用的饲草品种青引 1 号、青引 2 号、青海 444 等早熟燕麦品种，及豆科优

良牧草箭筈豌豆。 

2.4.1 病害发生及防治情况 

人工种植牧草及饲草品种的草地病虫害发生情况与天然草地病虫害发生情

况相似。病害主要有褐斑病，白粉病，黑粉病等。因当地气候冷凉，发病不严重。

对于零星发生的病害可采用人工拔除病株，喷施哈茨木霉生物制剂进行生物防治。

哈茨木霉生物制剂，属于 WHO 农药分类标准的 U 类低毒性等级。 

2.4.2 虫害发生及防治情况 

人工种植牧草及饲草品种的草原毛虫发生相对严重。防治方法与天然草地草

原毛虫防治方法相同。可采用草原毛虫核形多角体病毒进行生物防治，或采用低

毒安全的 1.2%烟碱·苦参碱进行化学防治，通过机动喷雾器或背负式手动喷雾器

等在危害区域进行喷洒。草原毛虫核形多角体病毒与 1.2%烟碱·苦参碱均属于

WHO农药分类标准的 U类低毒性等级。 

2.4.3 鼠害发生及防治情况 

人工种植牧草及饲草品种的草原鼢鼠及高原鼠兔发生相对严重。防治方法与

天然草地鼠害防治方法相同。主要是采用弓箭猎杀的物理机械防治措施及洞口投

饵法进行化学防治，使用药剂为安全低毒的 D 型生物肉毒素，属于 WHO 农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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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标准的 U类低毒性等级，对人畜安全，不污染环境。 

3.我国对病虫害治理的政策标准 

3.1 病虫害综合治理 

害虫综合治理（IPM）是从农业生产的全局和农业生态系的总体出发，以预

防为主，充分利用自然因素和创造不利于病虫害发生危害的条件，有机的使用各

种必要防治措施，经济、安全、有效的控制病虫害，以达到高产稳产的目的。IPM 

的基本思想是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调控因素的基础上, 辅之于农业防治、生物

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等措施, 建立一个不利于害虫发生的生态系统, 促进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在 1975 年全国植物保护工作会议上，确定了“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害虫防治工作方针。2006 年 4 月，农业部提出了“公共植保、绿色

植保”的理念，进一步强化了害虫无公害持续控制的指导思想, 引领我国害虫防

治进入了新的阶段。经对几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重新认识和评价了农药的作用，

强调保持环境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化学防治是病虫害综合治理的最后选择，并力

求采用多种方法的综合实施，使病虫害防治符合“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的

要求。国家和地方先后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标准、办法、规程、

准则，通过这些法规、条例的实施，使病虫害综合管理（IPM）得到了进一步的

推广应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

九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06 年 4 月 29 日通过，自 2006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制定本法。本法所称农产品，是指来

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国务院颁布，1997 年 5 月 8 日起施

行，2001 年 11 月 29 日修订）。该条例是为了加强对农药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监

督管理，保证农药质量，保护农业、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维护人畜安全而制定

的。 

（3）《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1999 年 4 月 27 日农业部发布，2008 年 1

月 8 日修订实施) 。该实施办法是为了保证《农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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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贯彻实施，加强对农药登记、经营和使用的监督管理，促进农药工业技术进步，

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畜安全，根据《条例》的有关

规定而制定的； 

（4）《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农业部、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2 年发

布。该管理办法是为加强对无公害农产品的管理，维护消费者权益，提高农产品

质量，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制定的。 

（5）《植物检疫条例》（1983 年 1 月 3 日国务院发布，1992 年 5 月 13 日根

据《国务院关于修改<植物检疫条例>的决定》修订发布）为了防止为害植物的危

险性病、虫、杂草传播蔓延，保护农业、林业生产安全，制定本条例。 

  （6）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条例

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农药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生态环

境，因此，加强农药管理十分必要。新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作为我国农业领

域一部重要的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将进一步加强农药管理，为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推动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提供坚实有力的法律依据。 

《农药管理条例》严把农药登记、生产、经营许可的重要关口。它取消了门槛相

对较低的临时登记，明确在我国生产和向我国出口的农药需申请登记；完善了农

药生产许可制度，对原材料采购、产品质量控制、委托加工分装等生产行为提出

了明确要求，并明确农药生产企业对所生产农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负责。要求生

产企业加强质量管理，严格按照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实行产品可追溯电子信

息码管理，做到生产全过程可查、质量可控。条例还规定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和限

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制度，要求农药经营者应当从合法的渠道采购农药，建立购

销台账，不得加工、分装农药。一旦发现有严重危害或较大风险的农药，农药生

产企业和经营者要及时召回。 

《条例》明确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合理用药，按照农药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

使用方法和剂量等施用农药，还要按标签标注的安全间隔期收获农产品。禁止在

蔬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等生产上使用剧毒、高毒农药。农产品生产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等应当建立农药使用记录。

农业部门及相关科研教学单位要为农药使用者提供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农药使

用者应当保护环境和有益生物、珍稀物种。国家通过推广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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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施药器械等措施，逐步减少化学农药用量。 

（7）相关国家标准： 

a)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4285-84；  

b)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一）GB/T8321.1； 

c)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二）GB/T 8321.2； 

d)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三）GB/T 8321.3； 

e)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四）GB/T 8321.4； 

f)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五）GB/T 8321.5； 

g)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六）GB/T 8321.6； 

h)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七）GB/T 8321.7； 

i)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八）GB/T 8321.8； 

j)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NY/T393-2000； 

k)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2763-2012； 

h) 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 GB 12475-2006； 

3.2 病虫害统防统治 

1981 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沿用 20 多年的防治病虫体制随之

解散，防治病虫体制由社队统一防治改为农户分散喷药防治。但 1983 年中共中

央 1 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明确指出，“以分户经营为主

的社队，要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按照互利的原则，办好社员要求统一办的事情，

如机耕、水利、植保、防疫、制种、配种等，都应统筹安排，统一管理，分别承

包，建立制度，为农户服务”，这里提及的“植保”“统筹安排，统一管理，分别承

包，建立制度”具有专业化防治的雏形。随后，1983 年 5 月 23 日，国家经济委

员会、农牧渔业部、财政部、商业部、化学工业部、机械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

联合发布《关于积极扶持发展植保公司的联合通知》，明确提到了“专业防治”这

个名词。这个联合通知对专业防治的组织形式、组织发展情况、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扶持政策等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政府倡导、扶持下，专业化防治组织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提升病虫防治的组织化和规模化水平，2008 年中

央 1 号文件提出“探索建立专业化防治队伍，推进重大植物病虫害统防统治”，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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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探索专业化防治工作，经过 2 年的摸索，2010 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提出“大

力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对专业化防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农业部农办农[2010]31 号文件（《关于印发〈2010 年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

防统治示范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贯彻落实“预防为

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和“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植保理念为宗旨，按照政

府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循序渐进的原则，以提高防效、降低成本、减少

用药、保障生产为目标，以集约项目、整合力量、优化技术、创新服务、规范管

理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服务组织，不断拓宽服务领域和服务

范围，努力提升病虫防治的质量和水平，全面提升重大病虫害防控能力。 

4 病虫害综合管理计划 

4.1 实施目标 

（1）集成并示范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2）提高农民对病虫害综合管理知识的认知和运用能力；  

（3）提高农民科学、合理用药水平，建立专业化防治队伍。 

4.2 重点任务 

（1）在项目区天然草地和人工草地做好病虫害的监测评估工作，加强对有

害生物的预测预报以及信息化工作，准确诊断获取病虫害相关信息，指导农民适

期、合理、有效地进行病虫害综合治理和统防统治。  

（2）根据项目区农业生产实际，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草地病虫害农业

技术措施防治（草地免耕补播改良）、生物防治（哈茨木霉生物菌剂防治病害、

核形多角体病毒防治草原毛虫，均属于WHO农药分类标准的U类低毒性等级）、物

理及机械防治（弓箭猎杀防治鼠害）、化学防治（采用1.2%烟碱·苦参碱防治草原

毛虫及D型生物肉毒素防治鼠害，均属于WHO农药分类标准的U类低毒性等级）及

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的应用，控制病虫害危害程度，减少病虫害对草地及畜牧业

的危害，积极推进病虫害综合管理技术。 

（3）在项目区鼠虫害发生严重的地区，开展新型、高效、低毒药剂示范应

用和推广。本项目中防治草原毛虫，推荐使用的农药为：1.2%烟碱·苦参碱为杀

https://www.tuliu.com/tags/709.html
https://www.tuliu.com/tags/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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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剂，其组成为0.7% 烟碱和1.5%苦参碱，化学成分为C10H14N2和C15H24N2O，是

提取于植物中的生物碱，纯品为白色粉末，常用药剂为1.2%烟碱·苦参碱乳油，

对动物和鱼类安全，属于WHO农药分类标准的U类低毒性等级。本项目中防治高原

鼠兔，推荐使用的农药为：D型生物肉毒素。D型生物肉毒素在中国农药信息网中

登记在册名称为D型肉毒梭菌毒素，农药类别为杀鼠剂，分为水剂和浓饵剂两种。

常用产品为1000万或1500万毒价/ml水剂，将其配成0.1～0.2%毒饵，亩投毒饵

35～50g。D型生物肉毒素属于生物类农药，作为杀鼠剂使用。它属低毒类农药，

对牛羊特别安全，属于WHO农药分类标准的U类低毒性等级。 

（4）在项目区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成立具备植物保护专业技术条件

的合法服务组织和专业化防治队伍，对草地病虫害实行安全高效的统一预防和治

理。 

4.3 实施机构 

4.3.1 管理机构 

 

图 1   病虫害防治管理机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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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机构设置与职责 

国家项目管理办公室聘请专家成立植保专家咨询团队，专家团队由国家层面

和地方层面专家共同组成。 

国家专家组主要负责：制定病虫害管理计划和农药减量使用技术方案，指导

市县项目建设单位实施病虫害防治计划；帮助组织参观学习活动；编写田间操作

指导手册以及与项目有关的其他工作。 

地方专家组主要负责：协助制定农药减量使用技术方案；为病虫害管理计划

技术问题提供技术援助；参与项目人员的培训工作； 

县级实施单位：市、县级植保站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县级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为承担单位，负责对乡（镇）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措施，确

保本地病虫害管理计划工作的落实。 

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负责协助国家专家组专业人员完成对草地病虫草害

的监测调查，负责协助国家项目办对项目区农户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 

农业合作社及农民协会：组织开展当地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4.4 实施内容 

4.4.1 病虫害监测评估 

在项目区做好病虫害的监测评估工作，加强对有害生物的预测预报以及信息

化工作，准确诊断获取病虫害相关信息，指导农民适期、合理、有效地进行病虫

害综合治理和统防统治。  

4.4.2 农业防治及物理防治技术应用 

农业技术措施防治就是在草地的建植和管理过程中，在有害生物、牧草植物、

环境条件的复杂关系中抓住关键，有目的地通过改进栽培管理措施， 创造对有

害生物发生发展不利而对牧草生长发育有利的条件，直接或间接地消灭或抑制有

害生物发生危害的方法。本项目中拟进行草地免耕补播改良，在退化高寒草甸上，

利用草地免耕播种机作业，在春季雨季前土壤解冻期，一次性完成松土开沟、播

种、覆土和镇压，补播优良牧草，尽可能减轻对退化草甸原生植被破坏。 

物理及机械防治就是利用各种物理因子、机械设备来防治害虫。本项目中主

要采用弓箭射猎的方法防治草原鼠害。布箭时，弓箭必须安放在直的常洞上，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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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须切齐，洞顶的地面要铲平。弓距洞口约15cm，箭头不要露入洞口，箭射下之

后，要恰在洞道的中心位置，在界线接壤地区必须延伸100m，做到不留死角，并

将全部土丘摊平。为保证防治效果，该项目由中标施工方雇用有捕鼠经验的民工

组织实施。 

4.4.3 生物防治技术应用 

生物防治就是利用有益生物或生物代谢产物来防治草地有害生物的方法。本

项目中对可能发生的牧草病害，采用芽孢细菌和哈茨木霉菌的生物制剂（均属于

WHO农药分类标准的 U类低毒性等级）进行防治，对人、畜和植物安全，对环境

无污染。采用草原毛虫核形多角体病毒（属于 WHO农药分类标准的 U 类低毒性等

级）防治草原毛虫，对人畜安全，不污染环境。 

4.4.4 化学防治及新农药、新技术的示范应用 

本项目中防治草原毛虫，推荐使用的农药为：1.2%烟碱·苦参碱为杀虫剂，

其组成为 0.7% 烟碱和 1.5%苦参碱，化学成分为 C10H14N2 和 C15H24N2O，是提

取于植物中的生物碱，纯品为白色粉末，常用药剂为 1.2%烟碱·苦参碱乳油，

属于 WHO农药分类标准的 U类低毒性等级，对动物和鱼类安全。 

本项目中防治高原鼠兔，推荐使用的农药为：D 型生物肉毒素。D 型生物肉

毒素在中国农药信息网中登记在册名称为 D 型肉毒梭菌毒素，农药类别为杀鼠剂，

分为水剂和浓饵剂两种。常用产品配成 0.1～0.2%毒饵，亩投毒饵 35～50g。D

型生物肉毒素属于生物类农药，作为杀鼠剂使用。它属低毒类农药，对牛羊特别

安全。属于 WHO农药分类标准的 U类低毒性等级。 

4.4.5 病虫害综合管理及统防统治技术 

病虫害综合管理是有害生物综合管理（IPM）的策略，是从生态系整体观点

出发，根据有害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协调运用物理、生物和化学防治等

各种措施，充分发挥生态系统中自然控制因素作用，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损失

允许水平之下。只有在有害生物的危害可能会导致经济损失时才进行防治，即允

许存有一定数量的病菌或害虫，只要他们的种群数量不足以达到经济危害水平。 

在项目区开展植保专业化防治，实行植保社会化服务，在项目区遵循“预防

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由具备植物保护专业技术条件的合法服务组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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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对草地病虫害实行安全高效的统一预防和治理。 

5 项目区农药的使用与管理 

5.1 项目区推荐使用的农药种类 

项目实施过程中，农药的使用与农业措施、物理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其

使用必须遵循经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按照下列标准挑选和使用农药： 

1) 对人体健康无害； 

2) 对防治靶标具有较高生物活性； 

3) 对非防治靶标和环境影响较小； 

4) 不重复使用同种药物，避免产生病虫害抗药性； 

5) 属高效、低毒、低残留或无残留生物农药。 

本项目计划购买和使用的农药应符合世界银行参照的 WHO《根据危害性和

分类指南而制定的杀虫剂分类建议》（日内瓦，WHO，2009 年）的标准。 

本项目仅推荐使用 U 和 III 类的农药，不会采购被禁止使用、没有登记、以

及 WHO I 类和 II 类农药。 

 

农药毒性分级： 

农药产品的毒性分级决定着农药产品的使用范围和农药生产、销售和使用者

对其的注意程度，从而影响其安全性。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农药危害分级标准，

于 1975 年的世界卫生立法会议通过，主要根据农药的急性经口和经皮 LD50 值对

农药产品的危害进行分级。 

表 2 世界卫生组织的农药危害分级标准 

毒性等级 级别符号语 LD50 大鼠经口(mg/kg)  LD50 大鼠经皮(mg/kg)  

Ia 剧毒 <5 <50 

Ib 高毒 5-50 50-200 

II 中毒 50-2000 200-2000 

III 低毒 >2000 >2000 

U 未表现急性毒性 ≥5000 

注：The WHO Recommended Classification of Pesticides by Hazard，2009 

本项目中对天然草地和人工草地中可能发生的牧草病害，推荐采用芽孢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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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哈茨木霉菌的生物制剂（均属于 WHO农药分类标准的 U类低毒性等级）进行防

治，对人、畜和植物安全，对环境无污染。本项目中防治草原毛虫，生物防治措

施推荐采用生物制剂草原毛虫核形多角体病毒（属于 WHO农药分类标准的 U类低

毒性等级）防治草原毛虫，对人畜安全，不污染环境。另外，化学防治措施推荐

使用的农药为：1.2%烟碱·苦参碱为杀虫剂，其组成为 0.7% 烟碱和 1.5%苦参碱，

化学成分为 C10H14N2 和 C15H24N2O，是提取于植物中的生物碱，纯品为白色

粉末，常用药剂为 1.2%烟碱·苦参碱乳油。对动物和鱼类安全。属于 WHO农药分

类标准的 U类低毒性等级。本项目中防治高原鼠兔，推荐使用的农药为：D 型生

物肉毒素。D 型生物肉毒素在中国农药信息网中登记在册名称为 D 型肉毒梭菌

毒素，农药类别为杀鼠剂，分为水剂和浓饵剂两种。常用产品配成 0.1～0.2%毒

饵，亩投毒饵 35～50g。D 型生物肉毒素属于生物类农药，作为杀鼠剂使用。它

属低毒类农药，对牛羊特别安全。属于 WHO 农药分类标准的 U类低毒性等级。 

建议施药时加强安全防护措施，注意以下几点：（1）选择无风或微风天气用

药，刮风、阴雨天或将要下雨时不宜施药，以免药液飘失和雨水冲刷流失，降低

药效。（2）用药时间一般应掌握在上午 10 时和下午 4 时左右。在强日光或高温

下不适宜施药。（3）施药人员要穿防护服，正确使用施药器械，注意药剂的安全

储运。（4）施过药剂的区域放置警示牌，以免其他人员及牲畜误入。 

5.2 农药的合理使用 

农药的合理使用是建立在对农药特性、剂型特点、防治和保护对象的生物学

特性以及对环境条件的全面了解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选择适当农药品种、剂型、

使用剂量，确定合理使用方法和施药时期来实现的。 

5.2.1 选准药剂 

准确识别病虫害的种类，根据所防治的重点对象，选用最为经济、有效、安

全的农药品种和剂型，做到科学用药，对症下药。同一种农药品种其剂型不同，

防治效果也有明显差异，一般情况下，乳油最好，可湿性粉剂次之，粉剂最差。 

5.2.2 适期用药 

在关键的防治时期，根据防治指标施药，将病虫危害控制在造成经济损失之

前。一般情况下，防治害虫应掌握在低龄幼虫期；防治病害应按照先保护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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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 

5.2.3 适量用药 

在能保证防治效果的前提下，在药剂的有效剂量范围内，应尽量选用低剂量

进行防治。施药次数要根据病虫害的发生期、发生量和药剂持效期来确定，做到

既能有效控制病虫危害，又不产生药害，污染环境。 

5.2.4 适法施药 

首先要根据农药的剂型，采用不同的施药方法。一般乳剂、可湿粉以喷雾和

泼浇为主；粉剂以喷粉为主；颗粒剂以撒施或沟施为主；内吸性强的药剂，采用

喷粉、喷雾、泼浇、涂抹均可。其次，根据病害的发生部位、害虫的活动规律以

及不同的农药剂型，选择不同的施药方法。 

5.2.5 交替用药 

有害生物在相同作用机制的药剂的连续反复作用下会产生抗药性，降低防治

效果，应采用交替轮换用药的方法来延缓和克服抗药性的产生，并提高药剂的使

用寿命。内吸性杀菌剂极易产生抗药性，应与保护性杀菌剂作为轮换组合；在杀

虫剂中，有机磷类、拟除虫菊酯类、氨基甲酸酯类、有机氮类等各自有其不同的

作用机制，交替使用可达到良好的杀虫效果。 

5.2.6 混配用药 

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常常是多种病虫先后或在某一生育阶段同时发生。合理

的混配用药，可达到兼治增效的目的。但混和用药，不可随意配用。一般遇碱性

物质分解失效的药剂不能与碱性物质混用；如混后出现絮结、沉淀、分层等化学

反应时，不能混用。 

5.2.7 视天气用药 

农药一般在无风或微风天气用药，刮风、阴雨天或将要下雨时不宜施药，以

免药液飘失和雨水冲刷流失，降低药效。在一定温度范围内，药效随温度的升高

而提高，无论是露地还是设施栽培，用药时间一般应掌握在上午 10 时和下午 4

时左右。在强日光或高温下施用，易发生药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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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安全用药 

按照国家农药管理规定，严格控制高毒农药使用范围，坚决禁用高残留和有

“三致”作用的农药，认真执行农药安全使用操作规程和作物安全间隔期的规定，

切实做到安全用药，避免环境污染，杜绝人畜中毒。 

5.3 推荐的农药使用技术和施药器械 

防治病虫害使用符合 FAO、ISO 或我国国家标准的施药器械。手动喷雾器有

国产的 WS-16P、WS-16、WS-20 和马来西亚的 PB-16、西班牙的 MATABI 系列；

背负式机动喷雾器有 3WFB-18AC、3WF-2.6；机动喷射式喷雾器有 WSJ-36A、

3WZ-34 等。除了以上常规的农药喷雾的器械以外，还有一些其他使用技术在病

虫害的防治中也有广泛的应用。 

5.3.1 喷杆式喷雾机  

喷杆式喷雾机是规模化种植地块病虫草害防治的高效植保机械，它的主要功

能是喷施杀虫剂、喷施叶面肥等，可用于农作物及牧草等植物的病虫害防治和播

种前土壤处理。宽幅喷杆式喷雾机机械性能好，药剂雾化程度高、节水、节油、

节药、效率高、操作简便、使用安全，适应现代农业生产的要求。随着机械的推

广应用，必将对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起到巨大地推动作用。高效植保机械的示范

成功，将带动农牧业生产向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5.3.2 静电喷雾技术 

静电喷雾技术通过高压静电发生装置，使用雾滴带电喷施的方法，增加药液

在植株叶片表面的沉积量，此技术可将农药有效利用率提高到 90%。静电喷雾技

术是应用高压静电在喷头与喷雾目标间建立一静电场，而农药液体流经喷头雾化

后，通过不同的充电方法被充上电荷，形成群体荷电雾滴，然后在静电场力和其

他外力的联合作用下，雾滴作定向运动而吸附在目标的各个部位，达到沉积效率

高、雾滴飘移散失少、改善生态环境等良好的性能。静电喷雾器有国产“雾星”

牌电动静电喷雾器，美国 ESS 静电喷雾器等。 

5.3.3 超低量和低量喷雾技术 

超低量喷雾是近年来植物保护中大力推广的一种新技术，每亩仅需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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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mL 以下的油剂农药，由于雾滴直径很小，喷洒时省工省时，又不需用水，

尤其适用于山地和缺水、少水地区。低量喷雾(即弥雾)，雾粒直径小于常量喷雾

而大于超低量喷雾。大量研究结果证实：低量喷雾比高容量喷雾可以省工、省药，

提高病虫害防治效果，提高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3.4 无人机低空施药技术 

对于大面积发生病、虫害地区，飞机喷雾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防治技术，工作

效率可以达到每小时 200 公顷。特别是对于大面积爆发的病虫害，飞机喷雾是一

种非常及时、有效的施药方法。而无人直升机低空喷洒施药是一项适应现代农业、

现代植保需求的新型技术。无人机与传统人工喷施相比，具有效率高、节水节药、

喷洒均匀等特点。人工喷洒农药每人每小时只能喷 1 亩地左右，不仅作业劳动强

度大，且人工喷施在对高大密集型农作物作业时更是无能为力。采用无人飞机喷

洒可以节约 50%的农药使用量，节约 90%的用水量，其效率是地面机械的 5 倍，

是人工常规喷洒的 60 倍以上，并可大幅度降低劳动力成本。 

5.3.5 防飘移技术 

雾滴的飘移和沉降损失在喷雾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严重时所引起的农药浪

费可达施药量的 70％～80％。国外普遍采用在喷雾机上安装上漂喷头来减少雾

滴漂移造成的农药损失。这种喷头所喷出的雾滴里中、小直径的雾滴较少，可使

雾滴的漂移损失减少 33％～60％。另外，在喷雾机上的喷杆上安装防风屏。可

有效防止自然风对雾滴的干扰。防风屏有机械式和气力式 2 种。试验表明，使用

防风屏可使常规喷杆的雾滴漂移减少 65％～81％。 

5.4 农药废弃物处理 

在农业生产中，对农业环境影响最大的农药废弃物主要有 2 种类型，一种是

施药过程中产生的农药废液（剩余药液或容器冲洗液），一种是农药包装物（包

装瓶或袋），这些残留农药的包装物丢弃在田间地头，遇到降雨或浇水时，其中

的农药就会被稀释而释放出来：散落在河流中的农药包装物，进入水体后，农药

被稀释，污染水域。农药废弃物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药废液、农

药包装物包括玻璃瓶、金属罐、金属桶、塑料容器、纸包装回收，集中进行无害

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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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药废液的处理办法可以在农药的使用过程中加以严格的控制，包括现

配现用、用多少配多少的原则，减少农药废液的产生。农药经销商采取农药包装

物回收机制，对于主动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的种植户给予一定的奖励机制。 

6. 项目的监测与评估 

项目执行期间，需要在项目区对病虫害综合管理计划的落实情况、农药的使

用模式及项目实施后主要病虫害消减情况及天敌种群的动态影响等内容进行现

场监测和评估。 

6.1 监测计划的实施 

监测工作应该由市级和区（县）级的农技推广服务中心、项目办专家组与种

植户一起在项目实施区的各乡镇进行, 一旦发现病虫害，必须及时报告和处理。

项目办专家组成员应该及早帮助建立合适的监测体系，采样程序，并在监测体系

的实施和分析方面提供培训。 

6.2 监测点设置 

根据项目示范乡镇的病虫害发生情况，本项目拟在默勒镇老日根、多隆村、

扎沙村、才什土村等村子的冬春草地设立以下监测点：（1）病害监测点，重点监

测病害发生种类、发生面积、严重程度、防治情况（2）虫害监测点，重点监测

虫害发生种类、发生面积、严重程度、防治情况。（2）鼠害监测点，重点监测鼠

害发生情况、发生面积、严重程度、防治情况。 

监测对象：示范户 10 户，对照户 4 户（示范户的天然草地、人工草地各 5

户，对照户的天然草地、人工草地各 2 户，共计 14 户）。平均每户的草地面积

约 1 亩。 

监测周期：每年各监测 1 次，共计 5 次。 

监测内容：示范户的天然草地、人工草地的病害、虫害、鼠害发生情况；对

照户的天然草地、人工草地的病害、虫害、鼠害发生情况。 

监测方法：每户 5 点取样进行病、虫、鼠害调查。共计 70 个取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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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意义：通过对天然草地、人工草地的病、虫、鼠害监测预警，及时掌握

当地病、虫、鼠害的发生情况、发生规律，选择快速有效的防治措施，及时阻止

病、虫、鼠害的扩散蔓延，保障牧区健康可持续发展。 

6.3 监测内容 

项目区天然草地、人工草地病虫鼠害发生情况监测内容主要包括： 

1）项目区天然草地、人工草地病害发生种类、发生面积、严重程度、防治

效果监测。 

2）项目区天然草地、人工草地虫害发生种类、发生面积、严重程度、防治

效果监测。 

3）项目区天然草地、人工草地鼠害发生情况、发生面积、严重程度、防治

效果监测。 

6.4 检查内容 

1) 检查使用农药的登记情况； 

2) 农药的合理使用情况； 

3) 监测计划的实施情况； 

4) 病虫害管理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6.5 监测与检查计划 

1) 病虫害管理监测：由各级项目办和农户协同进行，发现病虫害及时报告、

及时处理； 

2) 检查计划：平时由各级项目办负责检查，病虫害发生高峰期由植保植检

站负责检查和防治； 

3) 责任：各级植保植检站负责病虫害管理计划的指导、检查、监测和培训；

并与项目实施人员共同负有及时发现、报告虫情和按要求实施病虫害管理计

划的义务和责任； 

4) 所需专业技术：各级植保植检站提供植保专家和病虫害管理计划方法。 

5) 预算：项目的病虫害管理工作应列入各级项目办的日常管理，所需经费

列入监测评估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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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评估内容与提交报告 

1) 项目区天然草地、人工草地病害发生种类、发生面积、严重程度、防治效

果监测评估。 

2) 项目区天然草地、人工草地虫害发生种类、发生面积、严重程度、防治效

果监测评估。 

3) 项目区天然草地、人工草地鼠害发生情况、发生面积、严重程度、防治效

果监测评估。 

4）每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一次病虫害调查监测综合评估报告，中英文各一

份。内容包括病虫害发生面积、危害程度评估；病虫害管理计划实施后对病

虫害防治效果评估及对天敌种群影响评估；新农药、新技术示范效果评估及

对天敌种群影响评估。 

5）按照要求提交中期进展报告，中英文各一份。内容包括项目实施中期，

对病虫害调查监测评估的综合进展报告。 

6）按照要求提交终期总结报告，中英文各一份。内容包括项目实施末期，

对病虫害调查监测评估的综合性总结报告。 

7. 病虫害管理培训计划 

7.1 培训目标 

 农户是项目实施的主体。农户培训是病虫害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培训

将提高受训农民的 IPM知识、植物保护技能，增强他们保护环境和参与 IPM活动

的主人翁意识。 

项目示范区培训年度目标任务： 

农民专业技术培训：200人次/年； 

农民普及培训：1000人次/年； 

7.2 培训方式 

培训包括农民专业技术培训和农民普及培训。农业专业技术培训，由国家专

家组组织实施：主要培训农技推广示范科技示范户、农技员等，由国家专家组组

织撰写培训材料等；农民的普及培训，由县级实施单位具体组织实施：主要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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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内农户和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由国家专家组组织专家及县级实施单位共同

撰写培训材料等。 

病虫害管理培训活动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做好农技员的集中培训，采用通过专家教授集中授课、专家答疑等多种

形式，提高农技员的科技综合素质和示范带动能力； 

二是每名农民附带示范带动 20 名农民示范户，通过技术示范、技术咨询形

式，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提高 IPM管理水平； 

三是采取专家、技术人员进村入户现场讲课、印发技术资料和利用广播、电

视台、报刊等多种形式加大对广大农民的普及培训的力度，确保培训质量和培训

效果。 

7.3 培训计划及内容 

（1）IPM害虫综合治理 

（2）常见病虫害的识别、发生规律、防治方法 

（3）现代化病虫害监测技术与防治方法 

（4）常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技术 

（5）化学防治技术的合理使用 

培训工作计划及内容，详见表 3。 

 

表 3 培训工作计划表 

病虫

害监

测管

理技

术培

训与

服务 

活动内容 具体活动内容 活动产出 

1). 编制、印刷

农技人员、农民

培训教材 

1）病虫害监测培训材料编写； 

2）常用植保技术培训材料编写； 

3）良好农业规范培训材料汇编； 

 

1） 完成 3 册培训教材撰写； 

2） 完成 3 册培训教材校订； 

2). 组织农技人

员、农民培训活

动 

1）病虫害监测培训材料印制； 

2）常用植保技术培训材料印制； 

3）良好农业规范培训材料汇编印刷； 

1）培训教材印刷 1000 册； 

2）培训农技人员 200 人次； 

3）培训农民 2000 人次； 

3). 病虫害数据

库、宣传海报制

作 

1）项目区病虫害发生数据库，信息上报及发

布系统； 

2）常见病虫害图谱制作； 

3）病虫害管理技术海报制作； 

1）建立项目区病虫害发生数

据库，信息上报及发布系统； 

2）常见病虫害图谱制作 5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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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病虫害管理技术海报制作

500 册。 

8. 公众参与 

8.1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作用： 

公众参与是项目建设单位与评价单位同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之间的一种双

向交流，通过对项目周围地区的公众调查，使项目能被公众充分知晓，了解公众

对项目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和要求。由于公众参与有利于项目最大限度地发

挥环境、经济效益，帮助公众详细了解项目内容。因此，通过解决公众关注的焦

点问题，可使项目规划、设计进一步完善、合理，从而使建设项目能够最大限度

地减少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取得当地民众的更多理解和支持。同时，在环境影响

评价过程中实施公众参与，可提高评价的有效性，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促

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完善，提高环境质量，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公众

参与是项目评价不可缺少的工作内容。要求在项目建设中充分考虑受拟建项目的

团体、社区公众和当地非政府组织（NGO）的观点、建议和要求。  

8.2 公众参与方式与内容：  

（1）项目可研准备阶段  

在项目可研准备阶段进行了第一次的公众参与，专家与当地各部门负责人的

座谈会以及与项目区的农户代表现场调研的方式，广泛采取意见。座谈会由农业

部项目办和专家组到项目区向当地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项目的主要实

施内容并解答相关部门提出的关于项目具体内容、经费分配及使用的原则。项目

区的领导非常欢迎项目的立项及实施，各相关部门负责人都表示积极配合项目设

计的资料准备及实施等活动。座谈会主要就项目实施内容的可行性进行了谈论，

征求了各相关部门的建议。各相关部门主要就经费的使用问题进行了咨询，专家

介绍了世行经费使用的原则，并就配套资金情况委托项目区进行安排及项目区的

可研所需的资料进行收集及整理。环境评价和社会评价专家分别与项目区各村村

长及村民代表进行了座谈，项目区的各村村长及村民代表都很积极参与座谈，其

中除主要劳动力外还有部分妇女和老人积极参与，实际了解了当地农牧民生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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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关需求。专家介绍了本项目的实施内容后，村民们都表示这

是好事，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好事，表示愿意参与到项目中。 

公众参与时间、地点与参与人员见表 4。 

表 4 公众参与形式汇总 

日期 地点 公众参与

形式 

参加人员 提出问题 解决对策 

2018.7.13 西宁农牧厅 座谈会 专家组、农牧厅领导 草原毛虫、鼠害

问题严重，防治

人手不够，缺乏

防护物品，缺乏

技术人员和相

关培训。 

联合相关部门

重点解决草原

毛虫、鼠害问

题，增加防治人

员与防护物品，

加强技术培训。

防治草原毛虫，

生物防治措施

推荐采用生物

制剂草原毛虫

核形多角体病

毒，化学防治措

施推荐使用的

农药为：1.2%烟

碱·苦参碱为杀

虫剂。防治高原

鼠兔，推荐使用

的农药为：D 型

生物肉毒素。所

推荐药剂均属

于WHO农药分

类标准的 U 类

低毒性等级。 

2018.7.14 祁连县政府 座谈会 专家组、县政府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 

2018.7.14 祁连县阿柔

乡 

现场调研 专家组成员，村书记，青阳沟村、白

石崖村牧民 

2018.7.15 祁连县野牛

沟乡 

现场调研 专家组及大浪村、大泉村农户，沙龙

滩“黑土滩”治理人员 

2018.7.16 祁连县默勒

镇 

现场调研 专家组成员，镇政府工作人员，村书

记，克什沙滩治理人员，瓦日尕村、

才什土村村民 

 

（2）项目可研阶段  

在项目可研编制阶段，进行了 2种形式的公众参与。  

实地农户调查：项目组于 2018 年 7 月 13-25 日、2018 年 11 月 19-24 日在在青

海省默勒镇做实地调查。走访调查：于 2019 年 1-4 月由默勒镇按照专家要求内

容对项目区农户进行调查。2019年 5月 9-11 日进行项目区农户走访调查。调查

内容汇总见表 5。 

表 5 调查内容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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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社（个） 组 

（个） 

牧户 

（户） 

合作社 

（个） 

合作社牧户

（户） 

牧户意见 解决对策 

海浪 6 29 408 - - 草原退化严

重；毛虫、鼠

害问题严重；

缺乏防护物

资及专业技

术人员。 

建议进行免

耕补播改良；

制定病虫害

监测与管理

计划，采用推

荐的生物与

化学防治措

施加强鼠虫

害防治；加强

技术培训。 

多隆 4 16 260 1 44 

瓦日尕 4 20 216 - - 

才什土 4 16 193 - - 

老日根 5 25 265 1 42 

扎沙 4 10 165 - - 

合计 27 116 1507 2 86 

 

（3）项目公示  

项目区公示： 2019 年 5月 14-22日，在青海省默勒镇对项目进行张贴公示。  

青海省祁连县默勒镇项目拟实施的各村：扎沙村、才什土村、多隆村、老日跟村、

瓦日尕村、海浪村。公示照片如下： 

 

9. 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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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管理计划实施内容包括病虫害发生情况监测评估、农药使用情况监测

评估及培训计划内容，所需经费共计 17.11 万美元。详细经费预算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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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经费预算表 

活动 活动内容 

经费（万美元） 

GEF 
配套经

费 
计算依据 

病 虫 害

发 生 情

况 监 测

评估 

病害、虫害、鼠害

发生情况监测评估 
7.68 0 

病、虫、鼠害发生情况监测评估：7.68 万。具体包括：监测评估差旅费：900 美元/次/

人*2 人*1 次/年*5 年=0.9 万；监测评估人工费：60 美元/次/人/天*4 人*4 天*5 次=0.48

万；监测评估过程所需相关材料费：500 美元/次/户*5 次*14 户=3.5 万；监测评估过程所

需相关测试化验费：400 美元/次/户*5 次*14 户=2.8 万。 

 

农药使用情况监测

评估 
1.18 0 

农药使用情况监测评估：1.18 万。具体包括：监测评估人工费：60 美元/次/人/天*4 人*4

天*5 次=0.48 万；监测评估过程所需相关材料费：100 美元/次/户*5 次*14 户=0.7 万。  

病 虫 害

综 合 治

理 效 果

监 测 评

估 

新农药、新技术防

治效果监测评估 

 

3.98 0 

新农药、新技术防治效果监测评估：3.98 万。具体包括：监测评估人工费：60 美元/次/

人/天*4 人*4 天*5 次=0.48 万；监测评估过程所需相关材料费：300 美元/次/户*5 次*14

户=2.1 万；监测评估过程所需相关测试化验费：200 美元/次/户*5 次*14 户=1.4 万。 

培 训 计

划 

培训农技人员及农

户 
4 0 

编制、印刷培训资料、培训农技人员及农户所需费用 4 万美元。具体包括：专家讲课费：

500 美元/次/人/天*2 人*1 天*3 次=0.3 万；专家差旅费：900 美元/次/人*2 人*1 次/年*3

年=0.54 万；材料编写费用：1000 美元/册*3 册=0.3 万；材料印刷费用：5.72 美元/册*5000

册=2.86 万 

其他 

参加项目调研、中

期进展、终期总结

等会议的差旅费 

0.27 0 
参加项目调研、中期进展、终期总结等会议的相关差旅费：0.27 万。具体包括：参加相

关会议的差旅费：900 美元/次/人*1 人次*3 次=0.27 万 

合计  1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