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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农业植物检疫疫情新发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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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物检疫的目标是控制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扩散和蔓延。在我国现行的农业植物疫情报告管理制度中，疫

情快报最能反映疫情新发情况。为了准确掌握我国农业植物疫情新发动态，本文系统整理了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年全

国农业植物疫情快报数据，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了我国疫情发生的严峻形势，并分析了不同种类农业植物检

疫性有害生物的发生动态，以期为我国农业植物疫情及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研究和管控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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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制定的第５号国际植物

检疫措施标准 （ＩＳＰＭ５），植物检疫的定义是：“旨在

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和／或扩散或确保其官方

防治的一切活动”［１］。因此，植物检疫是由官方开展

的防灾减灾工作，目标是控制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

扩散和蔓延为害，从而保护农业生产安全、产业安全

和生态安全［２３］。检疫性有害生物高效监测预警，辅

以完善的植物疫情报告制度，是做好植物检疫工作

的基础［４５］。根据疫情报告，及时分析总结植物疫情

发生形势，有利于研判疫情，分类施策，控制疫情扩

散蔓延［６］。

根据《植物检疫条例》［７］，我国农业农村部（原农

业部）于２０１０年制定并发布了《农业植物疫情报告

与发布管理办法》［８］，这是我国农业植物疫情报告的

制度基础。根据条例和管理办法，我国的疫情报告

有３种，疫情快报、疫情月报和疫情年报。疫情月报

主要反映疫情月度实际发生情况，目的是掌握疫情

月度总体情况和消长动态；疫情年报主要反映疫情

年度发生情况和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分布情

况；疫情快报，指县（市）级植物检疫机构需在３６ｈ

内将农业植物疫情层层上报至农业农村部。

疫情快报对各级上报植物疫情有明确的时限要

求（３６ｈ）：市（地）、县级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在１２ｈ内

报告省级植物检疫机构，省级植物检疫机构经核实

后，应当在１２ｈ内报告农业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

构，农业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在１２ｈ内报告

农业部［８］。疫情快报是以市（县）级行政区划为报告

单位，内容包括了发生有害生物名称、地点、危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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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应急处置措施等基本信息。疫情快报既能反映

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新发情况，也能反映农

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在县级、省级和全国的空间

分布情况。为了准确掌握我国农业植物检疫疫情新

发动态，本文整理了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年全国农业植

物疫情快报，分别从时间维度上年度的总体变化情

况、空间维度上县省级的发生变化情况和有害生物

种类的趋势情况等方面开展分析，以期为我国农业

植物疫情及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研究和管控

提供参考依据。

１　新发疫情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如表１所示，疫情快报期数和涉及县级行政区

划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两者均在

１００以下，２０１５年双双破百，２０１８年达到最高位。

年度疫情快报涉及的有害生物数量较为稳定，最低

为２０１３年的１１种，最高为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的１５

种，最高年份新发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种类也

仅占我国３０种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总数的二

分之一，年度疫情新发有害生物种类局限于部分农

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年度疫情快报涉及的省级

行政区划数量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为１７

个以下，２０１４年首次突破２０个，２０１８年达到最高

位。每年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都在省级行政区

域新发，但年度间差异较大，疫情在省级行政区划新

发方面并没有明显趋势。

表１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年农业植物疫情快报年度情况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犃狀狀狌犪犾狊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狋犺犲犅狌犾犾犲狋犻狀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犘犾犪狀狋犙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犘犲狊狋狊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份

Ｙｅａｒ

期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

涉及县级行政区划数量／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涉及有害生物数量／种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ｐｅｓｔｓ

涉及省级行政区划／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有害生物省级新发数量／种

Ｎ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ｐｅｓｔｓ

ａ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

２０１０ ４４ ８９ １２ １５ ７

２０１１ ５０ ６３ １３ １７ １２

２０１２ ３８ ５８ １２ １７ ４

２０１３ ４２ ７６ １１ １５ ９

２０１４ ６７ ８１ １３ ２１ １４

２０１５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５ ２３ ５

２０１６ ７７ ９２ １２ ２５ ３

２０１７ １２３ １２６ １５ ２５ ６

２０１８ １９６ １９６ １３ ２６ １０

　１）２０１８年以前，每期疫情快报可能会涉及多个县级行政区划。

Ｂｅｆｏｒｅ２０１８，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ｍｉｇｈｔｂ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ｅａｃｈｉｓｓｕｅｏｆｔｈ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ｌａｎｔ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Ｐｅｓｔｓ．

２　我国南方省份植物疫情发生情况严重

根据表２，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年，青海、西藏两省没

有疫情快报。从省级行政区划疫情发生数量上来

看，在超过６种有害生物发生的１４个省级行政区划

中，有１１个为南方省份（秦岭 淮河线为界）。从县

级行政区划疫情发生数量上来看，在超过２０个县级

行政区划发生疫情的１９个省级行政区划中，１４个

为南方省份，且前１０位均为南方省份。总体来说，

我国南方省份植物疫情发生情况较为严重。

表２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年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快报中有害生物省级疫情新发生种类和涉及县数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犖犲狑狊狆犲犮犻犲狊犪狀犱犮狅狌狀狋犻犲狊狅犳狅狌狋犫狉犲犪犽犻狀犵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狆犲狊狋狊犪狋狆狉狅狏犻狀犮犻犪犾犾犲狏犲犾犻狀狋犺犲犅狌犾犾犲狋犻狀狅犳

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犙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犘犲狊狋狊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省（区、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新发种类／种

Ｎ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ｐｅｓｔｓ

涉及县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广西Ｇｕａｎｇｘｉ １１ ５１

四川Ｓｉｃｈｕａｎ １０ １１８

湖北Ｈｕｂｅｉ ７ ５０

广东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７ ４２

湖南Ｈｕｎａｎ ７ ２９

浙江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７ ２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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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犜犪犫犾犲２（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省（区、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新发种类／种

Ｎ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ｐｅｓｔｓ

涉及县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吉林Ｊｉｌｉｎ ７ ２２

贵州Ｇｕｉｚｈｏｕ ６ １００

江西Ｊｉａｎｇｘｉ ６ ７１

福建Ｆｕｊｉａｎ ６ ３９

河南Ｈｅｎａｎ ６ ２９

云南Ｙｕｎｎａｎ ６ ２５

内蒙古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６ １５

上海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６ １５

重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５ ４０

山东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５ ２８

辽宁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５ ２６

安徽Ａｎｈｕｉ ５ ２１

陕西Ｓｈａａｎｘｉ ５ ２０

甘肃Ｇａｎｓｕ ５ １７

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４ ３０

黑龙江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４ ２４

宁夏Ｎｉｎｇｘｉａ ４ １０

北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４ ４

新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３ １９

河北Ｈｅｂｅｉ ３ ６

海南Ｈａｉｎａｎ ２ １９

天津Ｔｉａｎｊｉｎ ２ ２

山西Ｓｈａｎｘｉ １ １

青海Ｑｉｎｇｈａｉ ０ ０

西藏Ｘｉｚａｎｇ ０ ０

　１）将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年疫情快报按省级行政区划统计疫情发生种类和涉及县级行政区划数，结果按疫情种类数由大到小排序。

Ａｌｌｔｈ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Ｐｅｓ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８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ｐｅｓ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ｓｏｒｔｅｄａｎｄｆｉｌｔ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ｐｅｓ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ｉｎａ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

３　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新发情况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年，３０种农业植物检疫性有

害生物中，７种没有疫情快报，分别为蜜柑大实蝇

犅犪犮狋狉狅犮犲狉犪狋狊狌狀犲狅狀犻狊（Ｍｉｙａｋｅ）、十字花科黑斑病

菌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狊狔狉犻狀犵犪犲ｐｖ．犿犪犮狌犾犻犮狅犾犪ＭｃＣｕｌ

ｌｏｃｈ犲狋犪犾．、玉蜀黍指霜霉犘犲狉狅狀狅狊犮犾犲狉狅狊狆狅狉犪犿犪狔

犱犻狊（Ｒａｃｉｂ．）Ｃ．Ｇ．Ｓｈａｗ、内生集壶菌犛狔狀犮犺狔狋狉犻

狌犿犲狀犱狅犫犻狅狋犻犮狌犿 （Ｓｃｈｉｌｂ．）Ｐｅｒｃｉｖａｌ、李属坏死环斑

病毒犘狉狌狀狌狊狀犲犮狉狅狋犻犮狉犻狀犵狊狆狅狋狏犻狉狌狊、烟草环斑病

毒犜狅犫犪犮犮狅狉犻狀犵狊狆狅狋狏犻狉狌狊、毒麦犔狅犾犻狌犿狋犲犿狌犾犲狀

狋狌犿Ｌ．等。

根据表３，稻水象甲犔犻狊狊狅狉犺狅狆狋狉狌狊狅狉狔狕狅狆犺犻犾狌狊

Ｋｕｓｃｈｅｌ、红火蚁犛狅犾犲狀狅狆狊犻狊犻狀狏犻犮狋犪Ｂｕｒｅｎ、扶桑绵

粉蚧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狊狅犾犲狀狅狆狊犻狊Ｔｉｎｓｌｅｙ、水稻细菌性条

斑病菌犡犪狀狋犺狅犿狅狀犪狊狅狉狔狕犪犲ｐｖ．狅狉狔狕犻犮狅犾犪Ｓｗｉｎｇｓ

犲狋犪犾．、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犆狌犮狌犿犫犲狉犵狉犲犲狀犿狅狋狋犾犲

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瓜类果斑病菌犃犮犻犱狅狏狅狉犪狓犮犻狋狉狌犾犾犻

Ｓｃｈａａｄ犲狋犪犾．等６种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在超

过１０个省发生，新发省级行政区划范围较大。从县

级行政区划数量上来看，稻水象甲、红火蚁、扶桑绵

粉蚧、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菌、苹果蠹蛾 犆狔犱犻犪

狆狅犿狅狀犲犾犾犪（Ｌ．）、柑橘黄龙病菌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狌狊Ｌｉｂｅｒｉ

ｂａｃｔｅｒ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ｍＪａｇｏｕｅｉｘ犲狋犪犾．等６种农业植物检

疫性有害生物在超过５０个县级行政区划发生，新发

县级行政区划范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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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年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快报报道的有害生物发生省和发生县数量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犘狉狅狏犻狀犮犲犪狀犱犮狅狌狀狋狔狀狌犿犫犲狉狊狅犳狅狌狋犫狉犲犪犽犻狀犵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狆犾犪狀狋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狆犲狊狋狊犻狀狋犺犲犅狌犾犾犲狋犻狀狊狅犳

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犙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犘犲狊狋狊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ｌａｎｔ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ｐｅｓｔｓ

新发省数量／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新发县数量／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稻水象甲犔犻狊狊狅狉犺狅狆狋狉狌狊狅狉狔狕狅狆犺犻犾狌狊Ｋｕｓｃｈｅｌ ２０ １９７

红火蚁犛狅犾犲狀狅狆狊犻狊犻狀狏犻犮狋犪Ｂｕｒｅｎ １４ １８４

扶桑绵粉蚧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狊狅犾犲狀狅狆狊犻狊Ｔｉｎｓｌｅｙ １３ ７０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菌犡犪狀狋犺狅犿狅狀犪狊狅狉狔狕犪犲ｐｖ．狅狉狔狕犻犮狅犾犪Ｓｗｉｎｇｓ犲狋犪犾． １３ ５４

苹果蠹蛾犆狔犱犻犪狆狅犿狅狀犲犾犾犪（Ｌ．） ９ ５２

柑橘黄龙病菌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狌狊Ｌｉｂｅｒｉｂａｃｔｅｒ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Ｊａｇｏｕｅｉｘ犲狋犪犾． ８ ５２

菜豆象犃犮犪狀狋犺狅狊犮犲犾犻犱犲狊狅犫狋犲犮狋狌狊（Ｓａｙ） ５ ４６

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犆狌犮狌犿犫犲狉犵狉犲犲狀犿狅狋狋犾犲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 １３ ４０

柑橘溃疡病菌犡犪狀狋犺狅犿狅狀犪狊犪狓狅狀狅狆狅犱犻狊ｐｖ．犮犻狋狉犻 ８ ４０

瓜类果斑病菌犃犮犻犱狅狏狅狉犪狓犮犻狋狉狌犾犾犻Ｓｃｈａａｄ犲狋犪犾． １２ ３５

四纹豆象犆犪犾犾狅狊狅犫狉狌犮犺狌狊犿犪犮狌犾犪狋狌狊（Ｆ．） ２ ２２

腐烂茎线虫犇犻狋狔犾犲狀犮犺狌狊犱犲狊狋狉狌犮狋狅狉Ｔｈｏｒｎｅ ６ ２０

美国白蛾犎狔狆犺犪狀狋狉犻犪犮狌狀犲犪Ｄｒｕｒｙ ２ １５

假高粱犛狅狉犵犺狌犿犺犪犾犲狆犲狀狊犲（Ｌ．）Ｐｅｒｓ． ２ １４

黄瓜黑星病菌犆犾犪犱狅狊狆狅狉犻狌犿犮狌犮狌犿犲狉犻狀狌犿Ｅｌｌｉｓ犲狋Ａｒｔｈｕｒ ４ １１

列当属犗狉狅犫犪狀犮犺犲ｓｐｐ． ５ １０

香蕉穿孔线虫犚犪犱狅狆犺狅犾狌狊狊犻犿犻犾犻狊Ｔｈｏｒｎｅ ３ ９

番茄溃疡病菌犆犾犪狏犻犫犪犮狋犲狉犿犻犮犺犻犵犪狀犲狀狊犻狊ｓｕｂｓｐ．犿犻犮犺犻犵犪狀犲狀狊犻狊Ｓｍｉｔｈ犲狋犪犾． ７ ８

马铃薯甲虫犔犲狆狋犻狀狅狋犪狉狊犪犱犲犮犲犿犾犻狀犲犪狋犪（Ｓａｙ） ２ ８

香蕉镰刀菌枯萎病菌４号小种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狅狓狔狊狆狅狉狌犿ｆ．ｓｐ．犮狌犫犲狀狊犲（Ｓｍｉｔｈ）Ｓｎｙｄｅｒ犲狋ＨａｎｓｅｎＲａｃｅ４ ５ ５

葡萄根瘤蚜犇犪犽狋狌犾狅狊狆犺犪犻狉犪狏犻狋犻犳狅犾犻犪犲Ｆｉｔｃｈ ４ ４

大豆疫霉犘犺狔狋狅狆犺狋犺狅狉犪狊狅犼犪犲Ｋａｕｆｍａｎｎ犲狋Ｇｅｒｄｅｍａｎｎ １ １

苜蓿黄萎病菌犞犲狉狋犻犮犻犾犾犻狌犿犪犾犫狅犪狋狉狌犿Ｒｅｉｎｋｅ犲狋Ｂｅｒｔｈｏｌｄ １ １

蜜柑大实蝇犅犪犮狋狉狅犮犲狉犪狋狊狌狀犲狅狀犻狊（Ｍｉｙａｋｅ） ０ ０

十字花科黑斑病菌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狊狔狉犻狀犵犪犲ｐｖ．犿犪犮狌犾犻犮狅犾犪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犲狋犪犾． ０ ０

玉蜀黍指霜霉犘犲狉狅狀狅狊犮犾犲狉狅狊狆狅狉犪犿犪狔犱犻狊（Ｒａｃｉｂ．）Ｃ．Ｇ．Ｓｈａｗ ０ ０

内生集壶菌犛狔狀犮犺狔狋狉犻狌犿犲狀犱狅犫犻狅狋犻犮狌犿 （Ｓｃｈｕｌｂ．）Ｐｅｒｃｉｖａｌ ０ ０

李属坏死环斑病毒犘狉狌狀狌狊狀犲犮狉狅狋犻犮狉犻狀犵狊狆狅狋狏犻狉狌狊 ０ ０

烟草环斑病毒犜狅犫犪犮犮狅狉犻狀犵狊狆狅狋狏犻狉狌狊 ０ ０

毒麦犔狅犾犻狌犿狋犲犿狌犾犲狀狋狌犿Ｌ． ０ ０

　１）将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年疫情快报按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统计，统计疫情发生的省级和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结果按发生县级行政区划数

量排序。

Ａｌｌｔｈ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Ｐｅｓ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１８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ｂｙ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ｐｅｓ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ｓｏｒ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４　讨论

从疫情快报年度时间变化情况来看，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８年，在植物疫情年度发生种类基本稳定的情况

下，疫情明显逐年扩散至新的省级行政区划。疫情

新发县级行政区划／有害生物数量比值呈上升趋势，

说明疫情总体逐年在更多的县级行政区划新发。一

方面疫情新发突发态势明显，另外也反映出各省、县

级植物检疫机构能够及时地发现疫情并上报，这对

将疫情扼杀控制在萌芽状态是至关重要的。各级植

物检疫机构也要明确认清疫情新发的严峻形势，尤

其是要系统掌握周边疫情发生情况、本地区农产品

进出口和贸易情况，加强有害生物风险评估工作，特

别是科学地确定本地区重点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

物和重点监管的植物及植物产品，有的放矢地强化

监测预警。

从疫情快报空间变化情况来看，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

年，除去西藏和青海没有疫情快报外，其他各省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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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划均有疫情快报上报，但南方省份疫情新发数

量和种类要远高于北方省份。主要是因为疫情新发

数量较多的稻水象甲、红火蚁、水稻细菌性条斑病菌

的主要寄主种植区、繁育区、适生区都在南方省

份［９１１］。国家层面，对于南方发生的红火蚁、柑橘黄

龙病等重大疫情，应持续关注并给予资金等多方面

的支持，严防疫情进一步扩散。南方各省份，需要进

一步加强疫情的联防联控，仅靠一省的单打独斗是

无法控制类似稻水象甲这样已在２０个省份发生的

疫情。

从涉及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情况来

看，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年，７种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

物没有疫情快报，有寄主作物的因素，比如烟草环斑

病毒寄主作物烟草，为国家专营，因管辖权的限制，

植物检疫部门很难深入，而李属坏死环斑病毒、内生

集壶菌、毒麦，其主要寄主作物或为害作物近年经济

价值不高，受关注度不够；更多的是因为监测检测能

力因素，如蜜柑大实蝇因其生活习性１年１代，且形

态学鉴定困难［１２１４］，十字花科黑斑病菌和玉蜀黍指

霜霉至今没有能应用于田间的快速检测试剂盒

等［１５１７］。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年间，昆虫、线虫、细菌、真

菌、病毒、杂草的疫情发生县级行政区划数分别为

５９８、２９、１８９、１８、４０、２４个，绝对量上可以得出昆虫

的疫情快报数量最高，而线虫、真菌、病毒、杂草数量

相对少很多。３０种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中有

昆虫１０种、线虫２种、细菌６种、真菌６种、病毒

３种、杂草３种，将疫情发生县级行政区数与种类数

相除，比值分别为５９．８、１４．５、３１．５、３、１３．３、８，这

一数值可以较客观地反映疫情种类的报告量，依然

是昆虫最高。造成这种结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昆

虫比较容易靠肉眼鉴定识别，而除去杂草以外的真

菌、细菌、线虫、病毒，田间识别较困难。同时，基

层一线植物检疫机构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设备，工

作仍然是“脚走、手摸、眼看”，望闻问切仍是基本

手段。要真正的重视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识

别，一方面需要联合科研教学单位，开发研制细

菌、病毒等有害生物的田间快速检测设施设备，并

加强在疫情确认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需加强针对

农业植物检疫员的基础培训和考核，农业植物检疫

性有害生物的生物学习性和鉴别特征应是培训考

核的重要内容；此外还需要通过新一轮的植物保护

能力提升工程，为一线农业植物检疫机构配备必要

的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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