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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防治

山西省大同市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种植大市，粮食作物种植

面积约 480 万亩，其中：玉米的栽培面积每年约 220 万亩左右，

在当地的农业种植结构中占据着很大比重。近年来随着当地的

玉米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逐渐加大，转变传统生产方式，实现玉

米的高产稳产，已经成为很多农业科技人员需要重点解决的问

题。玉米的生育周期相对较长，在整个生长发育阶段会受到多种

病虫害的威胁，病虫害会对玉米的产量和品质产生一定影响。当

前在玉米病虫害防治过程中，传统的防治方式主要是由人力完

成，具有作业强度大，生产周期长，工作效率低，防治人员容易中

毒的问题，并且在传统的防治模式之下，玉米后期阶段的病虫害

防治难度相对较大，大大降低了病虫害的防治成效，对后续阶段

的玉米的正常灌浆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了保证整体的防治成效，

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当地政府部门在广大基层地区积极推广

应用植保无人机，加强无人机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有效应用。通过

当地部门的不断推广植保无人机并出台防治技术规程，凭借无

人机的高性能高效率，切实提升了病虫害的防治成效，实现玉米

从出苗到后续收获阶段的全程病虫害防治，大大提升了玉米病

虫害的防治成效。

1 植保无人机在玉米病虫害防治应用的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

1.1 植保无人机在玉米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优势

1.1.1 节水省药，喷药更加均匀

在开展玉米病虫害防治过程中，传统的喷药方式主要是利

用人工进行培养，由于喷药不均匀，药液附着不到位，很多农药

都会在环境当中流失，不仅浪费了药液资源，而且也会对农田生

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传统防治模式之下各种化

学农药只有 30%左右能够附着在玉米的叶片，大多数药液都会

白白流失。通过推广应用植保无人机防控技术，能够利用植保无

人机的旋翼作用形成气流，使药液均匀的附着在玉米的叶片表

面，确保药液附着更加均匀，大大提升了防治成效，降低药物的

使用量，减轻对周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传统的农药防治相比，

植保无人机玉米病虫害防治能够能够节约 90%的水和 50%的药

液。无人机在低空飞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下旋气流能够使药液的

漂移进一步下降，农业周边生态环境免受危害，病虫害的发生流

行得到有效的控制。此外植保无人机具有显著的自动化水平，人

员主要通过操作平台完成机械设备的启停、喷洒，智能化水平更

高，能够自动化的调整飞行高度，同时也能够完成低空的药液喷

洒，更加精确，减少了人员和农药接触的频率，降低了人员中毒

的可能性。

1.1.2 作业效率更高，更加安全

植保无人机在开展病虫害防治过程中，能够结合不同地区

的实际种植条件，对机械设备的飞行高度飞行距离飞行速度做

出自动化的调整，能够快速的适应不同的农业生产条件。机械设

备一次性能够复杂 10~40kg 的药液，并且病虫害防治过程中不

会受到玉米茎秆高度的影响，可以实现低空药液喷洒，一般在

60~120 秒左右就能够完成一亩农药的喷洒作业，相较于人工作

业，作业效率提升了 50 倍以上。另外在进行玉米病虫害化学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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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农业生产中，机械设备的应用进程逐渐加快，已经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领。玉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性

作物，适应能力较强，生产潜力较大，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随着玉米栽培时间的逐渐增长，栽培管

理期间的各种问题凸显出来，其中病虫害防治不到位，防治手段较为单一，已经成为影响玉米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影响因素。植

保无人机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机械设备，通过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病虫害防治，能够更好的调整玉米种植模式和病虫害防治

手段，切实提升防治效率，加农民群众从繁重的农业劳作中解脱出来，同时减少与化学药物频繁接触的几率降低人员中毒的

可能。植保无人机开展病虫害防治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能够切实提升防治成效和防治效率，保障药物附着更加

均匀，更加全面满足玉米病虫害的防治要求。本文主要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在对植保无人机在玉米病虫害中防治应用的优势

和存在的几点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明确了具体的操作技术规范，希望通过研究对更好的推动植保无人机在玉米病虫害防

治领域的应用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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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过程中，很多化学农药都具有一定的毒性，在进行人工喷药防

治过程中，很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危害，引发人员中毒死

亡，通过积极推广应用植保无人机防治技术，能够实现人员和药

液的有效分离，实际上远距离喷药喷药，减少了人员和农药频繁

接触的可能，保证喷洒更加安全[1]。

1.1.3 操作便捷，防治效果较好

在进行无人机操作过程中，一般是应用智能操作做平台完

成自动化的农药喷洒，该种方式使农药的喷洒更加精确，效率更

高。无人机在飞行操作过程中会产生向下流动的气流，这样药物

可以均匀地喷洒在玉米的叶子上，强化整体的防治成效。另外无

人机的重量相对较轻，占用的体积相对较小，携带较为方便，在

应用过程中能够大大的降低人工成本，设备的保养相对较为简

单，不会受到外界诸多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上手操作，经过一段

时间的培训就能完成机械设备的有效应用[2]。另外在具体的操作

过程中，针对田间病虫害所发生的区域不同，可以采用低空喷洒

或者空中悬停的模式，对病虫害的重点区域进行喷洒，保障药液

喷洒更加均匀，切实提升防治成效。

1.2 当前植保无人机在玉米病虫害应用中存在的几点问题

1.2.1 受气候影响相对较大

植保无人机自身不具备较高的重量，在飞行过程中飞行的

速度和自身的抗平衡能力会存在着较大的关系，如果喷洒过程

中外界的风速过大，很可能会对飞行和药液的喷洒产生较大的

影响[3]。植保无人机在喷洒作业过程中所形成的药滴主要是超细

的雾滴，直径相对较小，如果风力相对较大，会导致药液出现漂

移现象，很可能会造成目标作物没有足够的药液附着，降低了药

物的喷洒效果，同时也会对周边的农作物生长产生一定的药害。

由于植保无人机搭载的是锂电池，电池在运行过程中对外界的

温度要求相对较高，一般最佳的运行温度是 20~30 度，温度过高

或过低都会对电池的寿命容量造成一定影响，甚至会引发短路

事故，极端天气对植保无人机的应用会产生较大影响。飞机在飞

行过程中如果和目标物的距离小于 5m，流层下层通常会出现较

多的乱流，在遇到雷电或者雨天天气时，很可能会出现失灵或者

触电事故[4]。

1.2.2 对农药要求较高

现阶段在玉米病虫害防控过程中所选择的农药剂型和相关

剂量一般是按照传统的药物防治方式来设计和生产，但无人机

相较于传统的配药方式对农药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在应用植

保无人机开展玉米病虫害防治期间，如果药液选择不当，很可能

会存在药液漂移的风险，甚至有些浓度较高的药液在应用过程

中会可能会出现药害。当前在农药的剂型当中主要包含了可湿

性粉剂、乳油悬浮剂，其中颗粒剂水分子的散粒剂也比较常用，

在众多的农药剂型当中，颗粒剂和粉剂不能够与水有效融合，所

以该类型药液并不适合于植保无人机。此外在药液选择过程中，

某些化学农药还具有一定的腐蚀性，而植保无人机通常具备药

液使用量相对较少，浓度相对较高的特征，如果不能够严格保护

药液的种类和最佳的浓度，很容易造成胶管出现腐蚀，大大降低

了植保无人机的应用寿命[5]。另外在应用可湿性粉剂开展药物喷

洒过程中，如果药液的稀释密度不达标，在没有较大用水量稀释

的情况下，可湿性粉剂很可能会堵塞导管，导致机械设备不能正

常作业。

2 植保无人机在玉米病虫害防治中的具体应用

2.1 明确最佳气象条件

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玉米病虫害防治过程中一定要掌握当

天的气候条件。机械设备在作业过程中最大的风速不能够超过

3m/s，喷药的温度为 5~35 度，当温度超过 35 度或者低于 5 度时

应该暂停作业，田间的相对湿度应该维持在 50%以上，这对降低

药害，提升防治成效有着很大的帮助[6]。化学类农药在喷洒前后

的 12~24 小时之内，生物类农药在喷洒后的 48~72 小时之内，要

确保不存在降雨情况，如果用药之后出现了下雨，应该在停雨之

后及时进行补喷作业。

2.2 规范操作人员

在应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应该确保植保

无人机符合 NY/T3213 的相关要求，运行良好，维护良好安全可

靠，能够正常运行作业。同时在应用过程中还需要配置专业的操

作技术工作人员[7]。植保无人机的操控人员应该经过有关航空喷

洒技术专业培训，获得专业资格证书，掌握玉米病虫害的发生流

行规律和防治技术规范以及安全用药技术规程。辅助操作人员

应该负责药液的配置、加入药液和地面的指挥，所有的病虫害防

治工作人员应该熟悉植保无人机的操作流程，安全用药常识，以

及掌握植保无人机喷洒作业的正常步骤，并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工作。

2.3 喷药前的准备工作

在开展病虫害防治之前，一定要加强环境调控，并设置警告

牌进行作业公告。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玉米病虫害防控期间应

该进一步评估本次作业对周边生态环境，例如人员环境、水产养

殖、养蜂、养蚕等区域的风险，并设置适宜的隔离带，避免药液漂

移对其他养殖业或者人类生命健康构成严重威胁[8]。要确定植保

无人机的飞行区域当中是否存在相关部门规定的禁飞区域，明

确作业区域是否会影响到安全飞行，是否会存在影响飞行的高

压线、电线杆以及电线等障碍物，并做好提前的规避工作，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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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好飞行路线。正式喷药作业前三天应该向当地的群众及时

报告作业时间、作业区域以及无人机的机型，喷洒的药剂种类以

及安全注意事项，在作业区域当中设置明显的标志和警戒线。

2.4 药液的选择和配置

玉米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以农业防治为主，综

合防治为辅的植保方针，针对玉米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病虫害

发生情况，要选择适合玉米病虫害防治的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品

种。选择农药剂型主要是适合低容量，超低容量航空喷洒作业稀

释倍数下均匀分散的悬浮剂或者乳化剂。在玉米的一个生长季

节，如果需要进行多次的病虫害防治时，应该交替使用不同作用

剂类的药液，避免长时间使用同一种药物造成病虫害的耐药性

增强。根据田间玉米病虫害的种类发生情况，选择一种或者多种

的药剂科学混合喷洒，一般药剂的种类不能够超过三种，在混合

配置时应该依次加入药液，每加入一种应该立即进行充分搅拌

混合均匀，然后再加入下一种。药液稀释处理过程中推荐应用二

次稀释法配置。将药液加入到 pH 值接近中性的水当中，不能够

使用浑浊的用水或者井水配置农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推荐的

使用剂量，不能够随意增加或者降低药物的使用量。适合于植保

无人机的药液通常是水分散剂、悬浮剂微乳剂、水乳剂、水剂、可

分散油悬浮剂，要确保农药现配现用不能够长时间静置，放置时

间通常不能够超过三小时。在无人机喷洒防治过程中，为了避免

药液出现漂移或者沉降现象，要在药液当中添加无人机专用的

助剂。药液配置完毕之后，按照作业要求将药液加入到无人机当

中，选择使用两层 100 目的过滤筛进行过滤处理。

2.5 作业前的试飞行

在正式开展药液喷洒之前，应该进行试飞行作业，检查无人

机的飞行状况，首先应该将遥控开关打开，启动植保无人机，并

进入到飞行模式观察各个部件，尤其是旋翼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操控植保无人机进行向前飞，向后飞，左右悬停，观察无人机飞

行是否正常，飞行是否平稳。当上述指标达标之后停止飞行，无

人机降落之后，检查各个电子设备是否存在发热或者接触不良

的现象，电池的电量下降是否在允许范围当中，观察喷洒药液的

装备是否能够正常运行。

2.6 飞行作业

在正式开展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应该按照要求填写植保无

人机防治玉米病虫害作业记录表。选择在空旷没人的地带作为

起降点，并根据所在地区的地形，复杂程度，卫生信号的强弱情

况，选择人工操作飞行、半自动操作飞行或者自主操作飞行控制

模式。对于山区和丘陵地带一般采用人工控制方式，平原地区采

用完全自主飞行控制模式。在正式飞行之前应该做好飞防区域

的规划处理工作。无人机在飞防作业过程中，应该结合风速确定

最佳的飞行高度并及时作出修正，在适当的时机打开开关进行

喷药作业。在无人机飞房作业过程中，如果风速超过了 3m/s 驾驶

工作人员应该停止无人机并飞回起降点，当风速符合要求之后，

再次进行飞防作业。机械设备在作业过程中应该先在田间进行

匀速的平行喷洒作业，与田块保持 1~2 个喷幅，在均匀喷洒全部

完成之后，再对田边地块进行环闭环喷洒。

2.7 飞防作业后的检查

作业结束之后，应该进一步检查田间病虫害的防治效果、飞

行轨迹以及数据流量，如果发现明显漏喷的应该及时进行补喷

作业，如果发现重复喷洒的应该做好定期观察，避免出现药害。

作业结束之后还需要做好田间防治效果的有效调查，并做好机

械设备的清洗和保养工作。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玉米生育周期较长，在整个生长发育阶段会受到

多种病虫害的威胁，传统的人工防治模式之下，后续阶段的病虫

害防治难度相对较大，并且很容易出现人员中毒的现象。通过推

广应用植保无人机病虫害防治技术，能够很好的提高病虫害的

防治成效，更好地解决传统病虫害防治存在的诸多问题。所以为

了更好的推广应用植保无人机病虫害防治模式，就需要当地政

府部门持续加强技术推广，结合实际称生产情况，保证现代化的

植保无人机防控技术在广大基层地区得以有效的推行，满足玉

米的生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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