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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迁飞性害虫及其携传的水稻病毒病是中国和越南、泰国等中南半岛国家重要的跨境跨

区域迁飞发生和流行性病虫害。在建立中国水稻重大病虫害跨区域监测预警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和周边国家

间水稻重大病虫害跨境跨区域监测预警体系，对于提高我国水稻迁飞性害虫及其传播的病毒病发生的早期预见性、

增强防控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中国通过构建体系架构，合理布局站点，明确站点任务，实施

信息共享和开展联合预警，逐步构建了相对完善的全国水稻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网络体系，在提高国内水稻重大病

虫害预警防控能力，保障全国粮食生产“十二连增”“十四连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提高重大迁飞性害

虫的监测预警能力，自２０１０年开始，在中国农业部的支持下，中国、越南两国实施了“中越水稻迁飞性害虫监测防治

项目”，双方通过互设联合监测站点，开展水稻迁飞性害虫等重大病虫害系统监测和发生信息交流、数据交换，以及

实地调查和技术交流，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水稻重大病虫害发生的早期预见性和可持续治理能力，使全国水稻病虫害

出现了近１０年的连续下降趋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当前，我们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在

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面临不少困难，尤其是全国普遍存在人员减少、青黄不接和保障不力的问题。为此提出如

下建议，一是健全保障机制，保证工作条件，保持稳定运行；二是增加监测站点，统一监测标准，开展联合监测；三是

构建信息网络，实时上报信息，实施信息共享；四是推广智能设备，提升装备水平，推动信息直采；五是强化技术研

究，研究明确规律，提升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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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飞虱、稻纵卷叶螟是我国水稻生产中危害最

为严重的一类害虫，每年在我国南方广大稻区都有发

生，其暴发年份仅稻飞虱一类害虫实际造成的稻谷损

失就高达２０６．４５万ｔ，约占全国水稻总产的１．１４％，

而通过防治挽回的损失更是高达１９６６．７９万ｔ，占

当年全国水稻总产的１０．８２％；稻纵卷叶螟在暴发年

份实际造成的稻谷损失也能超过１００万ｔ
［１］。研究表

明，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每年随东亚季风在中国和

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之间远距

离跨境往返迁飞为害并携带传播水稻病毒病［２５］。

每年春季，从中南半岛国家随季风迁飞至我国华南

稻区繁殖、为害，６－８月，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西移北抬”，进一步迁飞至江南、长江流域稻区为

害［４５］；秋季，再随东北季风回迁到华南晚稻区并递

次南迁到越南等中南半岛冬春稻区发生、繁衍。因

此，建立跨境跨区域水稻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系统

开展跨境跨区域水稻病虫害发生情况监测、数据交

换和信息交流，对于研究水稻迁飞性害虫大范围跨

境跨区域迁飞发生规律，提高我国水稻迁飞性害虫

及其传播的病毒病发生的早期预见性、增强防控主

动性、保障水稻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自２０１０年

以来，中国和越南通过实施水稻迁飞性害虫监测与

防治合作项目，初步构建了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

水稻迁飞性害虫大范围跨境跨区域监测预警体系，

对提高我国水稻迁飞性害虫及其传播的病毒病监测

预警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６］。

１　构建跨境跨区域监测预警体系在重大迁

飞性害虫监测预警中的意义

　　由于东亚季风区水稻迁飞性害虫在中国和中南

半岛国家间年度间往返迁飞发生为一个大循环整

体，而其在中国国内的发生也具有明显的初迁虫源

区、重发为害区等北迁南回特征，因而构建跨境跨区

域监测预警体系在其监测预警和大区域迁飞发生规

律的研究中意义十分重大。

１．１　有利于探明重大病虫害大区发生规律

人有国界，病虫无国界。尽管经过多年研究，我

国科技工作者初步研究明确了我国稻飞虱、稻纵卷

叶螟等迁飞性害虫的虫源地主要在越南、泰国、缅甸

等中南半岛国家［２５］。但是，具体主要是哪些地区，

其作用影响大小，迁飞和传播路径如何，如何利用虫

源地早发的虫情指导和预警我国的病虫害发生趋

势，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开展重大病虫害跨境跨

区域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在一个大环境下研究其迁

飞发生为害规律，有利于探明重大病虫害大区发生

规律，从而为提高监测预警准确性奠定基础。

１．２　有利于增强病虫害发生的早期预见性

总体而言，由于迁飞性害虫具有递次迁飞扩散

的过程，春季主要由境外虫源地迁飞入境，先在我国

华南早稻区繁衍为害，再依次迁到江南、长江中下

游、江淮，甚至更靠北的北方稻区为害；秋季，随着天

气转凉，再依次向南回迁，直至迁出中国，前往冬季

·８８·



４６卷第１期 刘万才等：水稻重大病虫害跨境跨区域监测预警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温暖的中南半岛各国繁衍越冬［４７］。迁出区作为迁

入区的虫源地，尤其是越南等中南半岛国家作为我

国华南和江南稻区虫源地的作用更加明显，其发生

量的大小对于预测迁入区的发生程度具有重要指示

作用。提前掌握虫源地的发生情况，研究其迁飞的

路线途径和迁出区迁入区的发生关系，结合当时的

天气情况，大气环流情况，对于提高我国迁飞性害虫

发生的早期预见性，提前开展监测和做好防控准备，

实施精准监测和防控意义重大。

１．３　有利于提高重大病虫害监测与防控能力

依据水稻迁飞性害虫跨境跨区域迁飞发生为害

特点和规律，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构建跨境跨

区域监测预警体系，提前掌握虫源区的发生基数，抗

性状况，并根据气候变化等因素提前对当地害虫的

发生趋势进行判断，提前做好监测预警和技术培训、

虫情宣传等防控工作准备，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防治

物资，提高防控工作计划性。在此基础上，可根据异

地虫情发生情况和形势，制定严密的监测预警对策

和方案，实行精准监测，准确掌握害虫迁飞时间、数

量、种类等发生动态，一旦虫情达到防治指标，可立

即组织开展防治，提高防控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

有效性，从而达到增强我国及相关国家重大病虫害

的监测防控能力，提高防控效果，减轻为害损失，保

障生产安全的目的。

２　中国水稻迁飞性害虫及流行性病害跨区

域监测预警体系的构建

２．１　构建体系架构

新中国成立后，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开始，中国

政府就着手构建农作物病虫测报体系，１９５１年３

月，农业部成立了病虫害防治司，到１９５６年在全国

已建立病虫测报站１３８处
［８９］。１９７８年８月，经国

务院批准，农林部成立全国农作物预测预报总站以

后，在全国按照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分布特点，重

大迁飞性害虫、流行性病害跨区域迁飞发生流行规

律，全面开始构建全国农作物病虫害测报体系。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已构建了国家、省、地（市）、县

（市、区）乡（镇）五级相对完善的病虫害监测预警体

系［９１１］。截至２０１８年统计，全国有３１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３３０多个市（地、州）、２５００多个县建立

了承担病虫监测预警的植保机构，全国共有植保人

员４．９万多人（图１）。

图１　全国农作物病虫监测预警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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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合理布局站点

为做好水稻重大病虫害跨区域监测预警，全国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原全国植物保护总站）组织

各省级植保机构共同研究，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在全国

实施了全国农作物病虫测报区域站建设项目；从

１９９８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农业部正式实施全国

植物保护工程建设项目。在水稻病虫害监测方面，

在全国按照水稻重大病虫害发生区划、水稻迁飞性

害虫、流行性病害发生和流行蔓延规律，在病虫害发

生源头区、迁飞发生和流行过渡带和重发危害区，建

立全国和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区域站。截至

２０１９年，共有全国性水稻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区域

站４５３个，主要承担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稻螟虫、稻

瘟病、稻纹枯病、水稻病毒病等全国性重大病虫害的

系统调查监测。其中，稻飞虱监测站３３９个，稻纵卷

叶螟监测站３１１个，稻螟虫监测站３２１个，稻瘟病监

测站２４７个，稻纹枯病监测站１９７个。这些站点布

局合理，代表性强，提高了监测预警效率。

２．３　明确监测任务

在监测任务的确定上，充分考虑站点的位置和

条件等情况，合理安排监测对象和任务，每个区域站

点承担什么监测对象，以及调查时间、内容、方法，记

载内容，都有严格规定，保证各个区域站按照统一标

准调查数据，便于比较分析。如针对稻飞虱，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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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９个区域站承担监测任务，涉及监测任务报表主

要有“稻飞虱模式报表”。另外，还有“水稻种植情况

基本信息表”、“水稻病虫年度发生情况及来年趋势

预测表”等５张报表
［１２１４］。

２．４　实施信息共享

为实施监测信息共享，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牵头于２００９年建成了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

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１３］，各个承担国家级病虫监测

对象的基层区域站通过该系统将调查监测数据按时

报送上来，并按照国家、省级、地市级和县级不同的

权限分级共享。其中，国家级用户可以调用全部的

数据，省级、地市级和县级可以共享本级及周边区域

的数据，从而实现了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

警信息的共享。自２００９年全国农作物病虫测报体

系推广应用该系统以来，通过实时录入调查监测数

据，加上组织有关监测区域站补充录入２０００年以来

的监测历史数据，至今该系统数据库已积累了２０年

的数据，约２３０多万张报表３１００多万个数据，其

中，每年新增积累数据约１５万张２５０万个数据。这

样，既实现了数据信息共享，也便于与历史情况分析

比较，提高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能力。

２．５　联合监测预警

为加强监测预警数据应用，各级植保机构通过

观测当地当前发生数据，分析周边发生情况和历史

发生规律，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尤其是及时通报

当地发生的突出情况，如发生期明显提前，发生量明

显增加，出现大的迁入峰，对有关省份和地方都有重

要的警示作用，从而提醒测报人员加强调查监测，及

时准确掌握当地病虫害的发生动态，适时发布预报

预警信息，为提高防控效果，减少农药用量，促进绿

色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３　中国—越南水稻迁飞性害虫跨境跨区域

监测预警体系的构建

３．１　建立合作交流机制

研究表明，我国每年春季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

迁飞性害虫初始虫源主要来自越南、泰国、缅甸等中

南半岛国家［３５］，建立中国和中南半岛等周边国家间

病虫害发生数据交换和信息交流机制，及时掌握越南

等虫源地国家早期迁飞性害虫的发生情况，对于研究

迁飞性害虫跨境迁飞发生为害规律，增强我国水稻迁

飞性害虫发生的早期预见性，提高监测预警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自２０１０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

理司和越南农村发展部植物保护局签订双边合作协

议，实施了２期水稻迁飞性害虫监测与防治合作项目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０年），初步构建了中

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水稻迁飞性害虫跨境跨区域监测

预警体系，双方根据水稻病虫害监测预警工作需要，通

过联合设立固定监测站点，按照统一要求和调查方法，

系统开展调查监测和数据信息交流，对提高两国水稻

迁飞性害虫及其传播的病毒病的研究水平，以及监测

预警准确性和防治工作指导性发挥了重要作用［６］。

３．２　开展调查交流活动

根据双方水稻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需要，每年

４－５月份，中国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组织有关科研和生产单位的专家赴越南实地开

展水稻病虫害发生情况调查，了解掌握当地水稻病

虫害发生总体态势，并与越方专家开展病虫害发生

信息和测报技术交流研讨，分析研判其后期发生趋

势和对中国的影响，对于指导中国做好早稻病虫害

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每年８－９月份，越南农村发

展部植物保护局组织专家到中国与中方专家联合开

展水稻病虫害发生情况调查，分析回迁害虫的发生

态势及对越南的影响，开展水稻病虫害跨境跨区域

监测预警技术交流，从而促进了双方在水稻迁飞性

害虫及相关流行性病害跨境跨区域发生流行规律研

究和预警能力的提高。

３．３　实施系统调查监测

为加强水稻迁飞性害虫及相关流行性病害跨境

跨区域迁飞发生和流行规律研究，中越双方根据项

目合作协议，建立了联合监测站点，双方按统一标

准，系统开展水稻病虫害联合调查监测，及时交流交

换监测信息，推进监测信息数据共享。目前，双方设

立的联合监测点共有８个：越方的４个系统观测点

分别建在南定、广南、义安和富安４省，中方的４个

合作观测点分别建在云南麻栗坡县、广西合浦县、广

东雷州市和海南琼海市。系统开展水稻迁飞性害虫

发生情况调查监测，对于及时掌握水稻迁飞性害虫

的发生动态，积累测报观测数据，开展监测预警技术

研究和提高监测预警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３．４　加强学术交流活动

根据中越项目合作协定，双方每年除了考察交

流外，还要组织召开项目年度总结和学术研讨会。

双方专家共同分析当年水稻迁飞性害虫及相关流行

性病害的发生情况和原因，分析对水稻造成的危害

程度，交流水稻病虫害监测防控技术进展，及时总结

项目年度成果。同时，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提出改进意见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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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讨论下一年合作计划，在关键环节达成一致意

见，促进项目下一年顺利实施。

４　水稻重大病虫害跨境跨区域监测预警的实践

近１０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来，由于不断完善

跨境跨区域监测预警体系，我国水稻重大病虫害监

测预警能力明显增强，在科学指导防控，提高防治效

果，减轻为害损失，推进绿色防控，实现持续治理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４．１　开展水稻迁飞性害虫联合监测预警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随着中国和越南“中越水稻迁

飞性害虫监测防治合作项目”的实施，实现了境外病

虫监测站点与国内已建立的监测预警网络站点监测

数据在一个平台上分析，初步构建了水稻重大病虫

害跨境跨区域监测预警体系，加上农作物重大病虫

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的建成应用，为水稻迁飞性

害虫等重大病虫害跨境跨区域监测预警提供了技术

保障。从全国的层面上，每年春季，重点收集分析广

西、广东、云南等初迁虫源区各个监测站点早期的迁

入虫源数量和田间发生情况，结合境外主要初始虫

源地的发生情况和天气趋势，对全国早稻病虫害的

发生趋势进行预测。每年７月，重点收集分析华南、

江南、西南早稻区各个监测站点的迁入虫量和田间

发生情况，结合天气趋势等因素，对下半年中晚稻重

大病虫害的发生趋势进行预测。由于构建了相对完

善的监测预警体系，对重大病虫的分析预测初步实

现了由定性到定量，预测准确率明显提高，连续多年

实现了对水稻迁飞性害虫等重大病虫害的准确预

测。在各省和基层测报站层面，测报人员根据本区

域测报站点调查监测的数据，结合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提供的信息和全国的预测意见，包括虫

源地和周边站点的监测数据，对本区域水稻迁飞性

害虫等病虫害的发生趋势进行预测，监测预警的准

确性也明显提高。水稻迁飞性害虫等重大病虫害监

测预警能力的提高，为全面提升水稻重大病虫害的

治理能力，实现连续多年水稻重大病虫害的可持续

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自２０１２年以来，水稻稻飞

虱、稻纵卷叶螟等迁飞性害虫出现连续多年的下降

趋势。这其中，测报准确性的提高为实施可持续治

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早稻迁飞性害虫的预

测上，通过实施跨境跨区域联合监测预警，测报准确

性的提高更为明显（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８年全国早稻稻飞虱预测预报情况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犉狅狉犲犮犪狊狋犻狀犵狅犳狉犻犮犲狆犾犪狀狋犺狅狆狆犲狉狅狀犲犪狉犾狔狉犻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份

Ｙｅａｒ

越南发生面积／万ｈｍ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ｒｅａ

ｉｎＶｉｅｔｎａｍ

国内预测面积／万ｈｍ２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ｒｅａｉｎＣｈｉｎａ

国内实发面积／万ｈｍ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ｒｅａ

ｉｎＣｈｉｎａ

准确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预测程度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ｃｌａｓｓ

实发程度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ｃｌａｓｓ

准确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２００９ ８２．４ ６００．０ ８４６．７ ９０ ４～５ ４～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８．２ ５６６．７ ７２６．７ １００ ４～５ 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１ ５０．７ ５９３．３ ４２２．６ ８０ ４ ３ １００

２０１２ ４９．７ ５６０．０ ７３３．３ １００ ４ ４～５ １００

２０１３ ５０．４ ５８７．０ ６６７．０ １００ ４ ３ １００

２０１４ ４７．１ ５２７．０ ５７４．０ １００ ３～４ ３～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５ ３１．３ ５３３．３ ５８６．０ １００ ４ ３～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６ ４０．８ ５４６．７ ６０８．０ １００ ３～４ 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７ ４２．９ ４８０．０ ４９３．９ １００ ３～４ ３ １００

２０１８ ３６．６ ４６６．７ ４２６．０ １００ ３～４ ３ １００

　１）准确率按照《农作物病虫害测报技术手册》中“农作物有害生物预测准确率综合评定方法”测算［１５］。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ｃｒｏｐｐｅｓｔｓ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ｃｒｏｐｐｅｓｔｓ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４．２　开展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联合监测预警

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是由迁飞性害虫白背飞虱

携毒跨境跨区域传播的流行性水稻病毒病害，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年曾连续２年在我国南方部分稻区暴发

流行，造成了严重危害。自２０１０年开始，在农业部

的高度重视下，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积极与

华南农业大学、浙江大学，以及相关省植物保护站积

极合作，通过密切监测病害的发生流行动态，初步掌

握了病害流行影响因素、流行规律和预测方法。

２０１１年以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每年春季

５月份，根据越南中北部冬春稻上南方水稻黑条矮

缩病发病程度和面积大小，白背飞虱发生的早晚和

程度，结合春季３－５月份我国华南、江南早稻区各

监测站点监测的白背飞虱发生量和带毒率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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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白背飞虱迁入高峰期和水稻秧苗期的吻合程度

等因素，分析预测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的流行趋势，

除２０１１年对病害流行规律把握和白背飞虱带毒率

测定不准，造成预报结果不准以外，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８

年已连续多年基本实现了对病害的准确预报，每年

发生程度准确率为１００％。各病害发生区每年根据

病害监测情况和预报结果，采取药剂拌种、隔离育

秧、打“送嫁药”，以及及时防控大田期稻飞虱等措

施，切实控制了病害暴发流行势头，准确的监测预警

在指导病害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５］。

５　讨论与建议

５．１　健全工作机制，保持稳定运行

跨境跨区域监测预警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在提高

水稻重大迁飞性害虫、流行性病害监测预警能力，增

强其发生早期预见性和测报准确性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应不断完善，建立稳定运行机制，促进该体

系长期运行。一是完善国际合作。在与越南等周边

国家的合作方面，应巩固合作成果，深化信息交流、

数据交换和技术合作。在此基础上，扩大合作范围，

通过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积极探索与缅甸、老挝、泰

国、柬埔寨等周边国家建立水稻迁飞性害虫发生信息

交流交换等监测合作机制，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境外周

边虫源地国家病虫害的发生信息，增强监测预警的早

期预见性。二是规范国内监测工作。加强国内各级

病虫监测预警区域站的业务考核，严格按照农作物重

大病虫害测报技术规范开展调查监测和信息报送，确

保信息数据准确可靠，监测工作及时有效。

５．２　增加监测站点，统一监测标准

截至２０１９年，国内水稻迁飞性害虫、流行性病

害的监测网络总体布局和架构已经初步建立，下一

步要结合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实施，进一步增

加监测网点建设，逐渐织密织实监测网络，减少监测

盲点，提高监测能力。在国际合作方面，可进一步利

用湄公河—澜沧江区域合作项目，在越南增设联合

监测站点的基础上，积极争取与缅甸、老挝、泰国、柬

埔寨建立联合虫情监测站点，在指导服务当地病虫

害防治的基础上，统一各合作国虫情调查和信息交

流标准，以提高数据的分析可比性，并进一步探索研

究水稻迁飞性害虫等重大病虫害跨境跨区域迁飞发

生为害规律，提高分析预测的早期预见性。

５．３　构建信息网络，实施信息共享

当前，我国国内的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

信息系统经过近１０年的开发建设和推广应用，已经

相对完善，在实施重大病虫害联合监测预警，提高监

测预警能力和预测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１１３］。

下一步重点要在数据挖掘利用，丰富数据采集渠道，

开发建设植保大数据应用平台上拓展发展，构建统

一的信息数据共享平台。在国际合作层面，应积极

通过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机制，探索建立中国与周

边国家基于有关合作项目的重大迁飞性害虫等的信

息共享平台，明确各个项目合作监测点的监测调查

对象、调查时间、调查内容、调查方法，以及共享数据

内容，实现水稻迁飞性害虫等重大病虫害发生信息

的实时共享，从而为构建跨境跨区域监测预警体系

提供支撑。

５．４　提升装备水平，推动信息直采

目前，国内的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信息采集

主要还是依靠人工采集和填报，自动化程度还不高。

近年来，由于机构改革等方面原因，基层植保机构普

遍面临人手不足、年龄老化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调查监测的准确性和及时有效性；另一方面，随

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批有望经过试验验证和开发，

可用于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信息采集的新型监测设

备应运而生，为推进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自动化、智

能化和信息化指明了方向。应在组织研发和试验、

示范的基础上，促进设备定型，加快推广应用，在提

升国内监测预警装备水平的基础上，逐步装备应用到

周边国家项目合作站点，逐步提升重大害虫灯下监测

发生的种类和数量，以及田间病虫害的发生种类、数

量、危害程度等信息的自动采集水平，不断推进重大

病虫害监测预警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发展。

５．５　强化技术研究，提升支撑能力

各级植保机构、科研院所要充分利用多年来积

累的测报历史数据，结合天气气候变化，开展水稻迁

飞性害虫等重大病虫害跨境跨区域迁飞发生规律和

监测预警技术研究，不断探索重大迁飞性害虫跨境

跨区域迁飞发生规律，提高分析预测的准确性。要

组织有关专家和科技企业，加大自动化、智能化新型

测报工具的研发和试验、示范，将经过试验证明成熟

可靠的预测技术模型集成到相关自动化设备上，尽

快研发推出一批自动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程度比较

高的监测预警新装备，为提升监测预警装备水平提

供支撑。要组织做好跨境跨区域重大病虫害发生信

息共享平台建设规划，确定平台架构和建设内容，为

实施信息共享奠定基础。

（下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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