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重大病虫害是指在较大的地理区域内能够暴发流行，对农作

物生产造成严重损失的农作物病虫草鼠害。为有效预防、控

制农作物生物灾害的危害，为建立健全高效的农作物重大病

虫害灾情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指导和规范农作物生物灾害

应急处置行动，避免或最大限度地降低有害生物危害和农业

生产损失，保护农业生产安全、协调和可持续健康发展，实

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稳定和新农村建设。 

（二）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植物检疫条例》和《河南

省农作物生物灾害应急预案》、《三门峡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等，制定本预案。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危害农作物的迁飞性虫害、流行性病害的大面

积暴发和流行；危害农作物的检疫性病、虫、植物及农业部、

省政府公布的外来有害生物的暴发和流行；其他突发性病虫

的暴发和流行，以及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农作物灾害预防、控

制及应急处置行动。 

（四）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立足预防，对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做到

抓早抓实，争取主动，防患于未然，把灾害化解在萌芽状态。 

2．分级负责。以属地管理为主，在各县（市、区）政府统

一领导和协调下，按照职责分工，各有关部门团结协作、共

同处置。 

3．果断处置。一旦发生重大农作物生物灾害，各县（市、

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迅速反应，果断处置，最大限度地减

少农业生产损失，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规范有序。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范程序，讲

究工作方法，统筹考虑各种因素，努力提高工作效能。 

二、重大病虫的认定  

  农作物重大病虫我市初步确定为：小麦条锈病、纹枯病、

赤霉病、吸浆虫、蚜虫、红蜘蛛、麦叶蜂、粘虫、棉铃虫、

玉米螟、玉米叶斑病、豆天蛾、造桥虫、甜菜叶蛾、菜青虫、

地下害虫、东亚飞蝗和农田鼠害等 18 种病虫害。  

三、灾情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农作物病虫害暴发、流行速度快、

发生面积大、为害损失重等异常情况，应及时向当地农业植

物保护机构报告。植物保护机构接到报告后，要立即派人到

现场调查核实，确定灾情的，要在 2 小时内将情况逐级上报

到省农作物病虫防治管理部门。省农作物病虫防治管理部门

派人核实后，确定为农作物重大灾情的，立即上报到市人民



政府和上级农业部门。  

四、灾情分级  

   农作物重大病虫灾情分为三级：  

  （一）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一级灾情。  

  1、小麦条锈病在我市出现大流行态势，流行范围在 3

个县区以上，发生面积超过辖区小麦播种面积 30%，普遍率

大于 15%。 

  2、飞蝗在我市发生的面积在 15000 亩以上，其中群居

型蝗虫发生面积在 100 亩以上；或者高密度土蝗发生面积在

1 万亩以上（每平方米大于 10 头），发生范围在 3 个县区以

上。 

  3、鼠密度超过 10%(百夹捕获率)的发生面积达到 1 万亩

以上,或鼠密度超过5%(百夹捕获率)的发生面积达到 10万亩

以上,发生范围在 2 个县区以上。 

  4、小麦纹枯病、赤霉病、蚜虫、红蜘蛛、麦叶蜂、棉

铃虫、玉米螟、玉米叶斑病、豆天蛾、造桥虫、甜菜叶蛾、

菜青虫、地下害虫以及其它突发性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为重

发生，发生范围在 3 个县区以上。 

  5、重大病虫大发生，在 10 天内将要造成农作物 20%以

上的产量遭受损失，发生范围在 3 个县区以上。 

    6、 特殊情况需要划为一级灾情的。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二级灾情。  



  1、小麦条锈病在市出现中度以上流行态势，流行范围

在 2 个县区以上，发生面积达到辖区小麦播种面积 15%，普

遍率大于 10%。 

  2、飞蝗在我市发生的面积在 10000 亩，其中群居型蝗

虫发生面积在 100 亩以内；或者高密度土蝗发生面积在 6000

—10000 亩（每平方米大于 10 头），发生范围在 2 个县区。 

  3、鼠密度达到 10%(百夹捕获率)以上的发生面积达到

5000亩以上,或鼠密度超过 5%(百夹捕获率)的发生面积达到

5 万亩以上,发生范围在 2 个县区以上。 

  4、小麦纹枯病、赤霉病、蚜虫、红蜘蛛、麦叶蜂、棉

铃虫、玉米螟、玉米叶斑病、豆天蛾、造桥虫、甜菜叶蛾、

菜青虫、地下害虫以及其它突发性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为重

发生，发生范围在 2 个县区以上。 

  5、重大病虫大发生，在 10 天内将要造成农作物 15%以

上的产量遭受损失；发生范围在 2 个县区以上。 

6、特殊情况需要划为二级灾情的。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三级灾情。  

  1、小麦条锈病在我市出现中度流行态势，流行范围在 1

个县区 2-3 个乡镇内，发生面积达到辖区小麦播种面积 10%，

普遍率大于 5%。  

  2、飞蝗在我市发生的面积在 10000 亩以内；或者高密

度土蝗发生面积在 6000 亩（每平方米大于 10 头）以内。  



  3、鼠密度达到 10%(百夹捕获率)以上的发生面积达到

5000亩以下,或鼠密度超过 5%(百夹捕获率)的发生面积达到

2 万亩以上,发生区域在 1 个县区 2-3 个乡镇内。 

  4、小麦纹枯病、赤霉病、蚜虫、红蜘蛛、麦叶蜂、棉

铃虫、玉米螟、玉米叶斑病、豆天蛾、造桥虫、甜菜叶蛾、

菜青虫、地下害虫以及其它突发性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为中

度发生，发生范围在 1 个县区 4-5 个乡镇以上。 

  5、重大病虫大发生，在 10 天内将要造成农作物 10%以

上的产量遭受损失；发生范围在 1 个县区 2-3 个乡镇内。 

  6、特殊情况需要划为三级灾情的。  

五、防控组织指挥系统  

（一）、防控指挥机构  

  防控指挥机构由各级人民政府主管领导任总指挥，成员

由政府农业、财政、供销、宣传、公安、交通、科技、气象

和农业科研教学等部门负责人组成。必要时，当地军队和武

警部队负责人加入应急防控指挥机构。指挥机构办公室设在

同级人民政府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日

常工作。  

（二）、防控预案的启动  

发生一级灾情时，市人民政府应急指挥机构启动省级应急

预案，并及时上报省农业厅、国家农业部；发生二级灾情时，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急指挥机构启动市县级应急预案；发生



三级灾情时，灾情发生县（区）人民政府应急指挥机构启动

相应的应急预案。 

（三）、部门分工  

  农作物重大病虫应急防治工作由市政府统一领导，有关

部门分工负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作物病虫防治管理机构

应当制订灾区的处理方案，负责农作物病虫草鼠情调查监

测、发布病虫草鼠趋势预报、提出对应的病虫草鼠防治意见、

组织力量开展防治工作，要抓好督促检查，确保防治各项措

施落实到位，控制灾情扩大蔓延。农业、财政、科技、供销、

交通、宣传、公安、卫生、工商、民政等有关部门以及其他

应急指挥机构成员单位，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防控

所需的物质储备、经费的落实、防治技术攻关研究、防治技

术宣传、应急防治物质运输、防止对人的感染、农产品市场

监管、维护社会治安和受灾群众思想工作。必要时，人民解

放军、武警部队应当支持和配合做好农作物重大病虫的防控

工作。  

六、控制措施  

  一旦发生农作物病虫灾情，各级政府要按照“早发现、

早报告、早防治、早控制”的原则，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坚决防止灾情扩散蔓延。  

（一）、调查灾情，分析灾情发生的原因  

  在灾区进行灾情调查，认真分析苗情、病虫发生情况，



结合病虫发生流行学、当地地理、作物布局、气候特点等进

行综合分析，分析灾情发生的原因。对可能引起病虫灾害的

各项因子，包括病虫源、传播和流行的媒介和途径等进行跟

踪调查；由鼠传病害的地区，卫生部门要做好有关接触人员

的医学观察。  

（二）、划定灾情发生区域  

  根据农作物灾情发生程度和危害情况，按照防治侧重点

和措施的不同，将发生区域划分为重点防治区，一般防治区

和防治监控区 

  重点防治区：主要包括以灾区为主的大发生区、菌源区

和流行蔓延区。 

  一般防治区：以发生灾害的重大病虫的发生特点、作物、

地理、气象等条件分析确定的大发生区、常发区和感病虫品

种作物分布区 

  防治监控区：可能要偏重发生的区域和偶发区。  

（三）、制定防治措施  

  贯彻“目标安全、强化机制，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

植保工作指导思想，推行可持续控害技术，提高治理工作成

效。针对不同的病虫采取相对应的防治措施：  

  1、在重点防治区主要采用化学防治为主的应急措施； 

   2、在一般防治区以可持续控害技术和化学防治为主的

应急措施相结合； 



3、在防治监控区推行可持续控害技术为主的综合防治措

施。  

（四）、灾区防治措施的实施  

  1、重点防治区采取的措施。一是在病虫防治的关键时

期，实施以化学防治为主的应急防治措施，控制病虫的危害；

二是对菌虫源区和流行蔓延区的田块实施全面化学防治；三

是对大面积重大病虫发生区实施统防统治，组建病虫防治专

业机防队伍，做到“五统一”；四是对严重危害的田块实行

毁田改种；五是加强田间的水源管理，禁止菌源田的水流入

到其他田块，减少病菌向无病区的蔓延扩散；六是切断病虫

发生流行的传播途径。  

  2、一般发生区采取的措施。一是在病虫防治的关键时

期，实施以化学防治为主的应急防治措施，控制病虫的危害；

二是对病虫常发区、感病虫品种作物分布区实施重点防治；

三是加强田间肥水管理，增施磷钾肥，改善作物生长条件，

提高作物自身的抗性；四是对大面积重大病虫发生区实施统

防统治，组建病虫防治专业机防队伍，做到“五统一”。 

   3、防治监视区采取的措施。一是加强田间肥水管理，

增施磷钾肥，改善作物生长条件，提高作物自身的抗性；二

是对病虫常发区、感病虫品种作物分布区实施重点防治；三

是物理防治上要大力推广高压汞灯、频振灯等诱杀成虫；化

学防治上要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四是保护和利用



天敌，使用生物农药和生防技术；五是在病虫防治的关键时

期，实施以化学防治为主的应急防治措施，控制病虫的危害。  

  4、非灾区采取的措施  

  认真做好重大病虫的田间调查，准确把握病虫发生动

态，及时发布病虫信息，制定防治措施，科学指导防治，确

保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位，尽可能减少病虫的为害损失。  

七、保障措施  

（一）、物资保障  

  建立市级农作物重大病虫防治物资储备制度，储备相对

充足的应急防治物资。储备库设立在交通便利，具有储运条

件，安全保险的区域。 

  1、市级重点储备用于病虫应急防治的农药（包括杀虫

剂、杀菌剂、除草剂和鼠药）、机动喷雾器、手动喷雾器、

鼠夹、防护服和手套等； 

  2、县（区）级重点储备用于病虫应急防治的农药、喷

雾器、防护服和手套等。  

（二）、资金保障  

  将农作物重大病虫防控所需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实

施应急防治的地区，按照面积给予一定的补贴，强制防治的

费用由国家承担，所需的资金由中央、省级、市级和县级地

方财政按一定的比例分担。  

（三）、技术保障  



  三门峡市植保植检站，为市级农作物病虫防治技术中

心，负责对农作物病虫检验检测、病虫预警、抗性监测和应

急防治。病虫检验检测主要职责是新发生的有害生物检验鉴

定；抗性监测包括抗药性监测和农药、药械筛选；病虫预警

包括田间调查、调查数据汇总处理、预警分析和信息发布；

应急防治包括防治技术研究、防治预案制定、研究无害化防

治技术方案和防治设备维护。在病虫检验鉴定的基础上，进

行监测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发布预警信息。

根据预警信息、抗性监测结果、防治预案、药剂（药械）筛

选结果等制定无害化防治技术方案，依此指挥全市有害生物

防控工作，并进行防治技术培训。 

  县（区）级植保植检站，负责辖区内农作物病虫检验检

测、病虫预警、抗性监测和应急防治。  

（四）、人员保障  

  （1）市、县（区）级分别设立农作物病虫防治技术指

导专家组。专家组负责对农作物重大病虫名单的确定和灾情

的认定，提出防治技术方案。 

（2）各级要配备植保专业技术人员，建立完整的农作

物病虫监测与应急防治体系；确保植保工作在市级、县（区）

级要有技术专班，在乡镇有专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