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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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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