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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予元院士在宁夏植保防控事业中的学术贡献

———纪念郭予元院士诞辰９０周年

魏纪珍１，　陈　豪１，　梁革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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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六十年代的宁夏，农业发展落后，农业科学发展刚刚起步，引黄灌区的水稻和南部西海固地区的冬小麦分

别是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其产量直接关乎当地群众温饱。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这些地区病虫害

发生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粮食生产。本文回顾了郭予元院士在宁夏进行病虫害科学研究，为水稻稻瘟病、小麦麦种

蝇和小麦腥黑穗病的监测预警，防治示范做出的突出贡献。郭予元院士建立的预测预报体系及防治技术示范一直

指导当地的农业生产，并给全国的病虫害防治做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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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地处西北内陆，农业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来

源，在五六十年代该地区也是我国农村最困难的地

区之一，粮食的亩产量和当地人均占有量都低于全

国水平［１］。宁夏的引黄灌区主要种植水稻，南部西

海固地区主要种植冬小麦。当时的农业生产主要靠

经验，运用科学的手段和科学成果去指导实践的农

业科学研究还十分匮乏［２］。如何靠科技吃饭，是农

业面临的重要问题。郭予元院士通过深入调查和分

析研究，为当地水稻和小麦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为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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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郭予元院士在宁夏水稻稻瘟病预测预报

及防治中的贡献

　　在宁夏引黄灌区（北纬３７°３０′～３９°３０′，海拔１１００～

１２００ｍ），水稻是当地主要农作物之一。该稻作区的特

点是：纬度和地势均较高，雨量稀少，气候干燥，降水量

历年平均为１７４ｍｍ，蒸发量为１１２９ｍｍ，是降水量的

６．５倍左右，相对湿度为５５％，土壤为盐碱土类，水

稻需水全靠引黄河水灌溉［３］。由于气候特点，其他

病虫害在该地区发生较轻，主要的危害是稻瘟病。

据资料记载，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３年１１年间，因稻瘟病损

失稻谷（大面积估计）１至３成的有７年
［４５］。其中

受害最严重的１９５６年，永宁、青铜峡、灵武等地区稻

田基本颗粒无收［５］。１９５９年正赶上国家大饥荒年

代，连湖农场３７５．４ｈｍ２ 的水稻有４６．３２％的面积

因为稻瘟病损失３０％以上，其中成片颗粒无收的面

积占１５．８６％
［４］。１９６１年为稻瘟病发生一般的年

份，未 经 防 治 的 稻 田 平 均 损 失 率 也 达 到 了

２１．２１％
［４］。当时稻瘟病常暴发成灾，急需系统研究

该病的发生规律和有效的防治对策。郭予元院士是

该地区负责病虫害防治的主要科技人员，他临危受

命，深入田间，开展系统的调查工作。他每天在稻田

中调查，详细记载田间不同田块定点病情发展变化，

定时更换病菌孢子捕捉器上的载玻片，并在室内进

行盆栽试验、查阅文献资料、分析气候数据与病情变

化的关系、用调查数据组建稻瘟病预报模型。并开

展小区试验，进行药剂筛选，建立了高效控制稻瘟病

的药剂防治技术规范。这些工作为当时宁夏引黄灌

区的水稻增收做出了巨大贡献。

１．１　建立稻瘟病预测预报体系

宁夏稻区降雨主要集中在７、８、９三个月。水稻

于５月底或６月初种植，９月中下旬收获。稻瘟病

流行程度主要取决于水稻生长阶段（７、８月份）的降

雨情况［５］。为了掌握宁夏引黄灌区水稻稻瘟病的发

病情况、流行规律及稻瘟病发生与降水的关系，郭予

元院士自学统计分析，收集该地区气象资料，分析天

气与病情变化的关系，通过反复地科学演算，发现能

用７月雨量雨日较准确预测８月稻瘟病发生程度的

规律。随后，他对永宁农业气象站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９

年７、８月的有关气候资料与稻瘟病损失率进行了相

关性统计分析，发现降雨系数［（雨量×降雨时

数）１／２］与损失率极显著相关。分旬计算降雨系数，

与损失率建立预测稻瘟病的经验回归式，可以预测

稻瘟病病情［５］。

明确了降雨量与稻瘟病的关系，接下来就是通

过有效的指标来预测稻瘟病的发生。郭予元院士经

过多年田间调查发现叶瘟在６月中旬出现，此时病

情发展极慢；至７月２０日左右（拔节至孕穗期）出现

急性型病斑，形成发病中心；至８月上旬（抽穗期）叶

瘟才普遍严重发生，达到高峰，以后病势减退，至８

月中旬末基本停止发展。由此总结出，稻瘟病流行

过程的特点是叶瘟发病晚，发展慢，与穗瘟期连接起

来。而造成水稻产量损失的主要是穗瘟。因此在宁

夏引黄灌区稻瘟病的流行也应以穗瘟为指标。当时

对于叶瘟与穗瘟有无联系，从叶瘟能否预知穗瘟的

发生情况，各方面意见很不一致。郭予元院士对几

年辛苦得来的田间调查资料进行分析，证实了穗瘟

的病情与叶瘟存在联系。接下来，他又对搜集到的

历年调查的４６块稻田的病情指数资料进行统计分

析，获得了叶瘟指数与穗瘟指数的相关系数，建立了

预测模型。该统计模型极大地方便了普通技术人员

及当地农户进行稻瘟病的预测预报，他们只需要在

每年叶瘟到达顶峰时期（８月１５日左右）调查叶瘟

指数，即可推测出穗瘟发生高峰—９月１０日左右的

穗瘟指数［５６］。该稻瘟病预测预报体系的建立为当

时及早地预测稻瘟病的发生，并进行及时防治提供

了数据支持。因此也为水稻的丰收奠定了很好的

基础。

１．２　建立了高效控制稻瘟病的药剂防治技术规范

在精准预测水稻稻瘟病发病情况的基础上，郭

予元院士又建立了高效控制稻瘟病的药剂防治技术

规范。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６年，他在永宁地区对几种药剂

及配方进行了防效比较试验，确定了赛力散石灰粉

（１∶５）防治效果最好，且比其他药剂使用方便
［５］。

１９５６年，他又利用赛力散石灰粉（１∶５）在原宁朔县

李俊乡，原金积县马莲渠乡进行了示范防治，防治后

每６６７ｍ２比不防治的增产了５１～７９．１ｋｇ，得到了

群众的普遍欢迎。结合预测预报及试验经验，郭予

元院士针对稻瘟病在当地建立了高效控制稻瘟病的

药剂防治技术规范：１）控制发病中心。一般在水稻

的大扁秧时期，即７月２５日前，叶瘟急性型或慢性

型病斑出现前，对生长茂密的粪堆底、水嘴、田角、树

荫和绿肥田等重点撒药控制发病中心。２）在水稻

怀苞快要抽穗时（一般７月２５日到８月２日这段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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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规划防治的稻田如轮作稻田、绿肥稻田、生长

好的常年稻田，全面喷药防治。３）在水稻刚抽穗时

（８月５日－１０日），对规划防治的稻田再全面防治

１次。８月中旬在迟熟稻田的抽穗期和局部生长过

旺的稻田的灌浆期再防治１次。这些工作给当地水

稻的增产增收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也得到农户、

业务领导和省内农技推广部门的认可。

郭予元院士通过对引黄灌区水稻稻瘟病的发病

情况、流行规律及稻瘟病发生与降水的关系的科学

研究，不仅很好地用农业科学技术解决了农业生产

问题，更是通过建立高效控制稻瘟病的药剂防治技

术规范，精准地指导了农户对水稻稻瘟病的防治。

通过对当地降雨量与稻瘟病发生的关联分析及稻瘟

病特点研究，构建了预测预报体系。这些研究成果

不仅一直指导着该地区水稻稻瘟病的防治工作，而

且由于引黄灌区稻瘟病预测预报和防治的成功开

展，１９５６年末他参加了全国主要稻区稻瘟病防治考

察团，对当时指导全国范围内因地制宜防治稻瘟病

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

２　郭予元院士在西北冬小麦预测预报及防

治中的贡献

　　宁夏南部西海固地区是回族聚居地，是西吉、海

原和固原３地的简称。该地区是历史上灾害频繁、

干旱出名的地区，也是我国当时最困难的农村地区

之一。该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干旱和半干旱地带，终

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矿产资

源匮乏，生态基础薄弱，到处是开垦了却没有耕种的

土地［７］。这里有限的耕作地成了当地赖以生存的经

济来源，但是自然条件差，抗御灾害的能力低；经济

单一，农业生产水平低［１］。１９５６年，随着国民经济

的发展和回族自治区的成立，宁夏各方面条件都发

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新划入自治区的西海固地区农

业生产水平依然很低，农民生活依然很贫困，粮食作

物病虫害发生严重，亟待解决。为此郭予元院士被

派到西海固蹲点进行病虫害调查和开展试验示范，

他对当地的小麦病虫害的发生及防治进行了常年的

调查和研究，对当时小麦重要的虫害—麦种蝇犇犲犾犻犪

犮狅犪狉犮狋犪狋犪（Ｆａｌｌéｎ）和病害—小麦麦腥黑穗病进行了

系统的分析和调查，破除了当时对小麦病虫害的错

误认识，为当地粮食增产增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更重要的一点，他切实地为当地农户解决了很多重

大的农业生产问题，得到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和爱戴，

为当地民族团结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２．１　提出西北冬小麦麦种蝇田间防控技术

宁夏南部山区和甘肃陇东、陇南等地的冬麦（黑

麦）是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冬麦死苗问题是影响

这些地区冬麦增产的重要因素之一，郭予元院士及

同事通过几年的努力，发现陕甘宁交界区冬麦死苗

主要是由麦种蝇引起的，麦种蝇是一种地下害虫，在

冬小麦和黑麦返青后为害，造成大量枯心腐烂而使

麦田缺苗断垄，每年因缺苗造成的减产达２０％～

３０％
［８］。在明确了防治对象后，他和同事对麦种蝇

的发生规律进行了详细地研究，发现每年９月中旬

开始雌成虫将卵散产于麦田土中，卵胚约经１个月

发育为幼虫，但仍留在卵壳中过冬。翌年３月下旬

幼虫钻出卵壳，从分蘖处侵入正在返青的麦苗。麦

种蝇的田间发生规律的发现为麦种蝇的防治奠定了

基础［８］。此外，要掌握麦种蝇发生程度和防治效果，

必须先弄清它在田间的分布特点，采用科学的取样

技术，才能得到符合实际的结果。为此，郭予元院士

及同事又对麦种蝇进行了大量的田间调查工作，确

定了麦种蝇幼虫在田间基本上呈核心分布，有的向

嵌纹分布过渡，所以以长条形进行采样调查较合适。

在此基础上，又根据麦种蝇危害小麦产量损失试验

确定了麦种蝇的防治阈值。清楚了这些基本的防治

指标后，他们又进行了大量的防治试验研究，并针对

麦种蝇的特殊生活习性，制定防治对策：１）小麦灌浆

期，傍晚是成虫在麦株上部活跃活动时段，应及时喷

洒杀虫剂灭蝇，以压低土内虫卵密度；２）播种前用辛

硫磷拌种防止返青期幼虫蛀食麦苗。该方法在隆德

县大面积推广，收到显著的防治效果。针对麦种蝇

的防治技术使其为害得到有效控制，使六盘山区冬

麦死苗严重问题得以解决，提高了甘、宁两省（区）阴

湿 半阴湿地区冬小麦产量。此项成果切实地提高

了小麦产量，获１９８６年宁夏科技进步二等奖。

２．２　发展西北冬小麦麦腥黑穗病田间防控技术

西北冬小麦上除了麦种蝇发生较重外，还有一

类病害—小麦腥黑穗病（灰疽）发生也非常严重，它

是一种世界性病害，据西海固同心地区统计，春麦区

一般均会发生小麦腥黑穗病，发病率在１５％～

２０％，严重的达４０％～６０％。鉴于土壤传染是该病

主要传播途径，郭予元院士及同事进行了大量药剂

筛选，发现用六氯代苯处理种子可大面积减轻小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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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黑穗病的发生，可将病穗率由２０％～４０％压低到

０．１％以下，有效地帮助了当地农户防治小麦腥黑

穗病。

３　郭予元院士对西北农业相关贡献在农业

生产中的指导意义

　　郭予元院士在宁夏工作近３０年，从水稻稻瘟病

的防治，到小麦麦种蝇和腥黑穗病的防治，无不体现

着郭予元院士带动当地用科学指导农业生产的实

践。他结合当地具体情况、生产实际、气候特点、昆

虫种群分布，病虫害发生和流行规律，采用数量统计

的方法把一个个预测和防治指标跃然纸上，开展科

学的田间示范，制定详尽可行的操作规范，很好地指

导了农业生产。从这些具体的防治实践中，他还促

进了数理统计方法在农业中的应用和研究［９１２］，他

完成的“正交多项式配线求杀虫剂的致死中量”和

“多元回归分析的因子相关选择法”两项成果获

１９８３年宁夏技术改进奖二等奖和宁夏优秀科技成

果奖三等奖。这些成果提高了试验设计的科学性，

分析数据的精确性，为我国植保数理统计学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郭予元院士在宁夏的研究由实践到理

论，再由理论指导实践，为宁夏地区应用农业科学指

导生产，乃至全国的农业科学指导起到了引领的指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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