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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数千年与农业灾害斗争的历史中，蝗灾始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各级政府非常重视蝗虫灾害的预测预报与综合治理工作。
20世纪50～60年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全国重点蝗区建立了蝗虫测报防治站，开展了测
报防治工作。
1998年以来，结合“植保工程”建设，再次在蝗区投资建立了125个蝗虫应急防治站，使我国蝗虫灾害
预测预报与综合治理能力上升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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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技术人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蝗虫灾害基本上依靠政府组织当地的农民进行防控
，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加大了蝗灾预测预报与综合防治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与培训。
根据农业部要求，各主要蝗区均配备了专职或兼职蝗情侦查员，如河北省配备了1500名蝗情侦查员，
负责蝗情调查，并定期对这些人员进行培训。
另外，随着蝗虫防控技术变革，对防控技术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很多蝗区省份纷纷建立了蝗虫应
急防治队伍，应急防治队员相对稳定，集中开展防治器械、防治方法等技术培训，蝗灾突发时能够快
速开展专业化统一防治。
随着蝗灾预测预报与综合防治技术人员专业化水平提高，近年来我国蝗灾预测预报准确率明显提高，
长期预报准确率在85％以上，短期预报准确率达到95％以上。
在蝗灾防控中，防控效率明显提高，防控事故率则明显降低。
　　二、科学技术因素　　受各个历史时期科技发展水平影响，蝗虫的防控技术也是逐步成熟、完善
的。
随着对蝗灾发生规律认识的逐步加深，到明、清时期，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蝗虫防控方法，包括种植蝗
虫不喜食作物等生态控制措施；春耕、秋耕等农艺措施；掘卵、开沟、捕打蝗蝻和成虫等人工防控措
施；以及运用鸭群控制蝗虫等生物控制措施等。
这些措施在蝗虫灾害不是十分严重的年份能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当蝗灾严重，种群数量较大的时候就难以控制其为害。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各级部门对蝗灾的防控工作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多部门开展协作研究，在蝗虫
发生为害规律、监测预警和综合防治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
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的投入，一大批新技术逐步运用到蝗虫灾害监测与控
制工作中，对有效控制蝗虫灾害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基础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蝗虫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马世骏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治蝗专家提出了“改造蝗虫发生地，根除蝗害”
的理论与措施，即因地制宜地改变影响蝗虫发生的环境条件，采用有效综合措施，及时控制蝗害，以
达到“立足治本，标本兼治”的目的。
这一时期农业科研、教学和推广单位密切合作，积极开展了飞蝗发生动态规律及其生物学特性，飞蝗
蝗区的生态地理特征及形成、演变和转化规律，以及蝗区生态因子和气候因子对飞蝗数量变动和空间
分布的综合作用等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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