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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论介绍 |

| 专论背景 |

《储粮害虫防治技术进展与展望》（上、下）

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

础。一般来说，粮食安全有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两个层

面，贯穿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笔者对粮食安全的学

习体会，一是要确保生产足够的粮食，在重视粮食稳产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　粮食储运研究所

徐永安　正高级工程师

徐永安：男，1955 年出生，正高级工程师，现为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油储藏工艺学科方向首席研究

员。长期从事粮食科技开发与管理工作，先后参加组织多项

国家及部门重点粮油科技项目可行研究、立项、组织实施工

作，主持承担国家科技项目和课题 5 项、建设油脂加工副产

物综合利用示范生产线 1 条，参与制定《粮食仓库磷化氢环

流熏蒸装备》国家标准 1 项（第一起草人），获环流熏蒸、

环流调节储粮温湿等国家发明专利 3 项（第一发明人），并

获多项科技奖励，其中获 201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 1 项（第三位），两次获科技部、财政部、国家计委等

颁发的国家科技攻关突出贡献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主持

完成的环流熏蒸科技成果纳入新建国家粮食储备库“四项新

技术”之一，得到了广泛推广应用。

业体系，实现“产购储运加销”有机衔接，实践优粮优储、

“五优联动”的重要环节。

据《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数据，“2017 年全

国粮食物流总量达到 4.8 亿吨，其中跨省物流量 2.3 亿

增产的同时，更加注重粮食的质量，

提高优质粮食的生产比重；另一方面

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要最

大限度稳定和保障粮食供应，要保质

保鲜、节粮减损、提高粮食资源综合

利用率，特别是要注重粮食生产、流

通（储备）、加工消费的相互协调与

发展。其中粮食仓储物流肩负着联系

农业生产，为粮食加工消费提供优质

粮食原料的重任，是构建现代粮食产 福建漳州库高大平房仓、浅圆仓／摄影：徐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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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2018 年全国

共有标准粮食仓房仓

容 6.7 亿吨，简易仓

容 2.4 亿吨”“政府

粮食储备数量充足，

质 量 良 好， 储 存 安

全”。可见我国不仅

粮食产量约占全球的

1/4， 粮 食 仓 储 物 流

规模也比较大，做好

粮食仓储物流，在维

及“5 年内分期分批淘汰现存的 10 种高毒农药”。在

粮食仓储领域中，作为高毒农药和主要储粮熏蒸杀虫

剂的磷化铝（磷化氢）也日益面临压力。加之储粮害

虫对磷化氢的抗药性在环流熏蒸推广中虽有所缓解，

但由于以往长期单一和不科学使用，其发展势头仍比

较严重。还有我国粮食产后仓储物流害虫综合防治技

术体系还不够完善和完备等，“药剂使用减量增效”

就更显得迫切和重要。

“药剂使用减量增效”的要点，一是对已大量发生

的虫害，在使用化学熏蒸药剂快速高效杀灭时，要减量

增效；二是要积极研究采用非熏蒸防治方法，减少害虫

大量发生的几率，减轻对化学熏蒸药剂的依赖。并据此

进一步延缓害虫抗药性的发展，加快研究完善和构建适

应我国国情和绿色仓储发展需要的现代粮食产后仓储物

流害虫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做好产业链相关环节衔接，

为防范害虫为害，提供有效支撑。

为此，笔者根据自身多年的从业经验和研究积淀，

对国内外储粮熏蒸杀虫剂和综合防治技术的现状、水

平、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研和梳

理，撰写了《储粮害虫防治技术进展与展望》（上——

熏蒸杀虫剂篇、下——综合防治技术篇）两篇专论文章，

并在文中提出了储粮害虫综合防治技术相关发展技术

途径和重点建议，以期遵从“绿色、生态、经济、高效”

理念，重视熏蒸剂与防护剂、物理防治、生物防治方

法组合应用，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粮食产后仓储物流

害虫综合防治技术体系。两篇专论文章均刊载于《粮

油食品科技》2022 年第 4 期，与广大同仁交流探讨，

旨在能为我国储粮害虫综合防控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参

考。阅读详见 P95-P110。

特别感谢在文章编写过程中严晓平、汪中明、石天

玉、伍袆等曾审阅并提出重要意见建议或协助编辑修改；

还有本刊谭洪卓及团队对本文内容和编辑发表形式等提

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在文章发表时一并致谢！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　徐永安

   2022 年 5 月 27 日于中国·北京

护粮食市场稳定、保障供应等环节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显

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在日常粮食仓储作业管理中，害虫防治是一项重要

基础性工作，也是节粮减损的重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估计，中国每年在收割、运输、储备、加工过程中粮食

损失浪费超过 6%。国内典型调查粮食产后损失在 8% 左

右，其中我国粮油仓储单位包括害虫为害在内的原粮储

存自然损耗定额为：储存一年以上的不超过 0.2%。可以

看出，我国粮食产后损失主要发生在粮食收获集并入库

前和粮食销售出库至加工消费过程中。因此，粮食仓储

物流企业的害虫防治工作，要发挥自身优势和社会责任

所在，向上、下游两端延伸。一是向粮食收获后集并入

库过程中延伸，做好粮食收获后的清理干燥和害虫监测

预防，确保入库粮食质量，服务农民增产增收，也利于

从源头解决好粮食入库就有虫的问题；二是向粮食销售

出库至加工消费过程中延伸，服务粮食加工、饲料加工

及粮食深加工企业，防控害虫为害，减少粮食加工企业

的主原料损失损耗。

粮食仓储物流害虫防治向上、下游两端延伸的同时，

其自身的害虫防治工作则要在已有储粮害虫综合防治、

延缓磷化氢抗药性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遵照《粮

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方案》的指引，在“药剂使用减量

增效”发展要求上下功夫。

特别是当前针对农药兽药残留超标等问题，国家

正在实施“农药兽药使用减量和产地环境净化行动”

粮仓内的实验者／摄影：朱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