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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蒙东经济区绿色植保在实施“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挑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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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ꎬ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３３ꎻ ６沈阳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６６

摘要: 东北—蒙东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五盟市ꎬ是我国东北地区对外经贸、科技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

口ꎬ也是我国粮食生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ꎮ 该地区农业管理水平和灾变应对能力相对滞后ꎬ多种重要入侵性和迁飞性有害

生物在东北省区间和与其接壤的国家间重叠或交替发生ꎬ导致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下降ꎬ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

量ꎮ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ꎬ上述问题势必日益突出ꎬ如何保证东北省区粮食生产安全ꎬ促进农产品国际贸易发

展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ꎮ 本文重点阐述了东北—蒙东地区全链式有害生物预警、智能化监测和绿色防控技术体系ꎬ
在此基础上ꎬ拟整合东北—蒙东地区有害生物综合治理优势力量ꎬ重点联合俄罗斯、韩国等周边国家植物保护机构、科研人

员及技术推广人员共建东北—蒙东地区国际植保联盟ꎬ构建农业安全生产的生态屏障ꎮ
关键词: 一带一路ꎻ 东北亚经济带ꎻ 农产品国际贸易ꎻ 有害生物入侵ꎻ 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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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蒙东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

蒙古 ４ 省区(简称东北蒙省区)ꎬ是我国主要的粮食

产区ꎬ其玉米、水稻、大豆年产量分别达 ３３６０、１８００、
７８０ 万 ｔꎬ分别占全国的 ５０％、４０％、４５％ꎮ 自 ２０１１
年ꎬ黑龙江省连续 ４ 年成为我国产粮第一大省ꎬ年
总产量占全国 １ / １０ꎻ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是我国粮

食调出省(区)ꎬ彰显出东北省区是我国粮食生产、
调运和储备重要基地 (李云平ꎬ ２０１８ꎻ 齐海山ꎬ
２０１１ꎻ 孙英威等ꎬ２０１１ꎻ 王建ꎬ２０１８)ꎮ 该地区的农

业管理水平和农业灾变应对能力仍有待提高ꎬ多种

农作物病、虫、草和鼠等有害生物并发ꎬ且暴发和流

行呈加重趋势ꎮ 东北蒙省区常年发生的病、虫、草、
鼠害有 １００ 多种ꎬ其中对主要农作物造成经济损失

的有 ５０ 余种ꎬ导致产量严重损失的有 １０ 余种ꎬ病
虫害常年发生面积 ７３３ 万 ｈｍ２ 左右ꎬ造成作物产量

损失约 １００ 亿 ｋｇꎬ防治药剂费用高达 １２０ 亿元ꎮ
东北蒙省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对外交流窗口ꎬ与

东北亚国家的交往与联合密切ꎬ在带来经济等多方

面发展的同时ꎬ一直存在着有害生物入侵等问题ꎬ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ꎬ国际间的文化、
科技、贸易交流日益频繁ꎬ经济、政治、能源、环境、
有害生物入侵等问题日益突出(崔岩ꎬ２０１８)ꎮ 虽然

东北蒙省区及周边国家科研、教学、生产单位在农

作物病虫草害等研究和防治方面有许多合作和联

系ꎬ但这些合作还远不能满足目前东北省区作为我

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粮食调运和商品粮储备基地

的需求ꎬ科技研发配套设施也与其在国内农业极为

重要的战略地位不相符ꎮ 因此ꎬ“一带一路”倡议实

施后ꎬ作为粮食主产区的东北蒙省区ꎬ在原有国际

间植物保护合作交流的基础上ꎬ如何着眼于未来发

展并保证粮食的生产安全ꎬ减少危险性有害生物入

侵的可能性ꎬ保护我国生态环境ꎬ促进农产品的国

际贸易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ꎮ 本文重点介

绍东北蒙省区相关国家植物保护领域的特点ꎬ讨论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对东北蒙省区植物保护领

域未来的冲击和机遇ꎬ探讨联合东北亚周边国家政

府、科教等机构及技术推广服务人员ꎬ共建东北亚

国家植保联盟和共筑保障农业安全生产绿色生态

屏障的策略和措施ꎮ

１　 东北—蒙东经济区农业生产现状与农产

品对外贸易
１.１　 东北—蒙东经济区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

的地位

东北蒙省区与俄罗斯、蒙古国、日本、韩国和朝

鲜接壤并构成东北亚经济带(圈)ꎬ是我国对外经

贸、科技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ꎮ 东北蒙省区位于

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北线 Ａ”中ꎬ即“北美洲

(美国、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韩国—东海(日
本海)—海参崴(扎鲁比诺港、斯拉夫扬卡等)—珲

春—延吉—吉林—长春—蒙古国—俄罗斯—乌克

兰—欧洲”线路上ꎬ连接东北亚和欧盟这两大经济

体区域ꎬ同时也位于以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为主

体和中心的“日本ꎬ韩国—日本海—扎鲁比诺港—
珲春—吉林—长春—白城—蒙古国—俄罗斯—欧

盟”的高铁和高速公路规划区域中ꎬ东北蒙省区处

于该通路的核心位置(陈春林等ꎬ２０１１)ꎬ彰显了东

北蒙省区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理区位优势ꎮ
１.２　 东北—蒙东经济区在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地位

与贡献

东北蒙地区地域特点和环境因素构筑了该经

济圈贸易区雄厚的农业基础和巨大的发展空间ꎮ
该区域玉米、水稻和大豆的常年种植面积约为 ２０００
余万 ｈｍ２ꎬ占东北蒙地区现有耕地面积的 ８０％以

上ꎻ其余耕地种植油料(花生、油菜)、麦类、杂粮(高
粱、谷子等)及麻类等多种作物ꎮ 到 ２０１５ 年ꎬ东北 ４
省粮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２３.８％ꎬ供应的商品粮占

全国商品粮近 １ / ３(袁浩博ꎬ２０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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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东北—蒙东经济区农产品对外贸易概况

东北省区中辽宁省农产品出口额位于我国前

列ꎬ是农产品出口量较大省份ꎬ主要出口国家为日

本、韩国和俄罗斯ꎮ 至 ２０１６ 年ꎬ辽宁省有 ２１ 个国家

级食品农产品出口安全示范区ꎬ位列全国第三ꎮ ２０１６
年ꎬ辽宁省国家级典型示范区产品出口总量达 １１.４
亿美元ꎮ 此外ꎬ辽宁是全国水产品、粮食、食用油籽

等农产品的主要产区之一和出口省份ꎮ 在出口国家

中ꎬ韩国所占份额最大ꎬ其次是日本、朝鲜、俄罗斯和

蒙古ꎻ在出口农产品种类所占比重中ꎬ蔬菜比重最

大ꎬ其次是大米、大豆、水果、玉米、花卉ꎬ其中玉米主

要销往朝鲜(韩奎阳ꎬ２０１４ꎻ 万德庆ꎬ２０１３)ꎮ
吉林省产品出口在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ꎬ主要出口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ꎮ 出口的农产

品主要以玉米、稻米、鸡肉等初级产品为主ꎮ 在粮

食经济作物中玉米、稻米的出口数量也较多ꎮ ２０１１
年ꎬ对外出口的农产品出现了一些新的类别ꎬ如饲

料、饲料添加剂、玉米(粉)、冻玉米等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ꎬ吉林省首次向韩国和日本出口保鲜白菜、向日

本出口保鲜胡萝卜、向美国出口冷冻树莓和毛豆、
向加拿大出口花生及向阿富汗出口鹿肉ꎬ并首次向

香港供运冰鲜牛肉(杨光和武凤平ꎬ２０１３)ꎮ
黑龙江省以大宗农产品出口为主ꎬ俄罗斯、韩

国和日本一直是黑龙江省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ꎮ
２０１３ 年我国农产品对俄罗斯出口额 ２１ 亿美元ꎮ 俄

罗斯是黑龙江省农产品出口总额中占比最大的国

家ꎬ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额占到黑龙江总体农产品

出口总额的一半ꎻ其次是韩国(董鸿飞ꎬ２０１５ꎻ 李一

唯ꎬ２０１５)ꎮ
内蒙古紧邻蒙古国和俄罗斯ꎬ农产品通过边境

口岸直接出口ꎬ一般不经过第三国ꎮ 内蒙古主要出

口大米、燕麦、小麦粉等粮食及蔬菜和水果等ꎮ 截

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底ꎬ内蒙古企业以边境小额贸易方

式进出口货值 ３３.２ 亿元人民币ꎬ其中出口 ２.１ 亿

元ꎬ进口 ３１.１ 亿元ꎮ 海关统计显示ꎬ内蒙古企业与

俄罗斯以边贸方式进出口 ２２.１ 亿元ꎬ占同期边贸进

出口总值的 ６６.５％ꎻ与蒙古国以边贸方式进出口

１１.１ 亿元ꎬ大幅增长 ４０％ꎮ 资源类产品领衔内蒙古

进口产品(刘江和贺惊涛ꎬ２０１５)ꎮ
１.４　 东北—蒙东经济区植物保护概况与面临的主

要问题

东北—蒙东经济区优势农作物主要包括玉

米、水稻和大豆等ꎮ 该地区危害作物生产的生物

灾害十分严重ꎮ 据统计ꎬ农作物发生的病害种类

有 ２０４ 种ꎬ危害严重的有 １３ 种ꎻ虫害种类有 １１３
种ꎬ经常发生的有 １１ 种ꎻ农田杂草 ２０４ 种ꎬ常见的

有 ３０ 余种ꎻ农田害鼠 １７ 种ꎬ优势鼠种 ６ 个(雷仲

仁等ꎬ２０１４)ꎮ
东北蒙省区入侵生物与检疫性病虫害情况不

尽相同ꎮ 辽宁入侵害虫有 ２１ 种ꎬ包括美国白蛾

Ｈｙｐｈａｎｔｒｉａ ｃｕｎｅａ (Ｄｒｕｒｙ)、美洲斑潜蝇 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 ｓａ￣
ｔｉｖａｅ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稻水象甲 Ｌｉｓｓｏｒｈｏｐｔｒｕｓ ｏｒｙｚｏｐｈｉｌｕｓ
(Ｋｕｓｃｈｅｌ)等ꎻ外来入侵有害生物杂草有 ４６ 种ꎬ隶
属 １７ 科 ３７ 属ꎬ其中 １８ 种被列为国家重点监测和

检疫的入侵性有害生物ꎻ外来有害微生物有 １０ 种ꎬ
包括落叶松枯梢病菌 Ｂｏｔｒｙ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ａ ｌａｒｉｃｉｎａ (Ｓａｗａ￣
ｄａ) Ｓｈａｎｇ、棉花黄萎病菌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ｉｕｍ ｄａｈｌｉａｅ Ｋｌｅｂ.、
棉花枯萎病菌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ｏｘｙｓｐｏｒｕｍ ｆ. ｓｐ.ｖａｓｉｎｆｅｃｔｕｍ、
黄瓜黑星病菌 Ｃｌａｄ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ｃｕｃｕｍｅｒｉｎｕｍ Ｅｌｌ.Ｅｔ Ａｒ￣
ｔｈｕｒ、甘薯黑斑病菌 Ｃｅｒａｔｏｃｙｓｔｉｓ 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ａ Ｅｌｌｉｓ ｅｔ
Ｈａｌｓｔｅｄ、松疱锈病菌 Ｃｒｏｎａｒｔｉｕｍ ｒｉｂｉｃｏｌａ Ｊ.Ｃ.Ｆｉｓｃｈｅｒ
ｅｘ Ｒａｂｅｎｈｏｒｓｔ、向日葵霜霉病菌 Ｐｌａｓｍｏｐａｒａ ｈａｌｓｔｅｄｉｉ
(Ｆｅｒｌｏｗ)、玉米弯孢菌叶斑病菌 Ｃｕｒｖｕｌａｒｉａ ｌｕｎａｔａ
(Ｗａｌｋ) Ｂｏｅｄ、番茄溃疡病菌 Ｃｌａｖｉｂａｃｔｅｒ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ｅｎ￣
ｓｉｓ ｓｕｂｓｐ.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ｅｎｓｉ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 Ｃｕ￣
ｃｕｍｂｅｒ ｇｒｅｅｎ ｍｏｔｔｌｅ ｍｏｓａｉｃ ｖｉｒｕｓ(刘再春等ꎬ２００７)ꎮ

吉林省外来检疫性有害生物已达 ７０ 种ꎬ其中

外来植物 ４２ 种、入侵害虫 １５ 种、外来微生物 １３
种ꎮ 对农业生产危害较大的检疫性害虫 ７ 种:稻水

象甲、美洲斑潜蝇、菜豆象 Ａｃａｎｔｈｏｓｃｅｌｉｄｅｓ ｏｂｔｅｃｔｕｓ
(Ｓａｙ)、豌豆象 Ｂｒｕｃｈｕｓ ｐｉｓｏｒ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温室白

粉虱 Ｔｒｉ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 ｖａｐｏｒａｒｉｏｒｕｍ (Ｗｅｓｔｗｏｏｄ)、桃小食

心虫 Ｃａｒｐｏｓｉｎａ ｓａｓａｋｉｉ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 和白粉蝶 Ｐｉｅｒｉｓ ｒａ￣
ｐａｅ Ｌｉｎｎｅꎻ检疫性病害 ３ 种:水稻白叶枯黄单胞杆

菌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ｏｒｙｚａｅ ｐｖ. Ｏｒｙｚａｅ、大豆疫霉病菌

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 ｓｏｊａｅ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 Ｇｅｒｄｅｍａｎｎ 和黄瓜黑

星病菌ꎻ检疫性植物 ３ 种:三裂叶豚草 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ｔｒｉｆｉ￣
ｄａ Ｌ.、刺萼龙葵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 Ｄｕｎａｌ 和毒麦 Ｌｏ￣
ｌｉｕｍ ｔｅｍｕｌｅｎｔｕ Ｌ.ꎮ 这些入侵生物可通过种子、苗
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等途径向非疫区扩散(王志

明和刘国荣ꎬ２００５)ꎮ
黑龙江省主要的检疫性病虫害有小麦矮腥黑

穗病(ｗｈｅａｔ ｄｗａｒｆ ｂｕｎｔ)、小麦黑森瘿蚊 Ｍａｙｅｔｉｏｌ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Ｓａｙ)、水稻细菌性条斑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ｌｅａ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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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ａｋ)、水稻白叶枯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ｂ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ｉｃｅ)等ꎮ
内蒙古牧草主要的检疫性病害有苜蓿黄萎病(ｖｅｒｔｉ￣
ｃｉｌｌｉｕｍ ｗｉｌｔ ｏｆ ａｌｆａｌｆａ)、苜蓿萎蔫病( ａｌｆａｌｆａ ｗｉｌｔ ｄｉｓ￣
ｅａｓｅ)以及苜蓿菟丝子 Ｃｕｓｃｕｔａ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ａ Ｂａｂ.ꎮ

目前ꎬ东北蒙省区急需解决玉米、水稻、花生、
果树与蔬菜的重大病虫害ꎬ包括原生和入侵性病虫

等有害生物的防控ꎮ 目前ꎬ东北蒙省区成熟的有害

生物治理技术主要有利用白僵菌、赤眼蜂防治玉米

螟和水稻二化螟技术ꎬ采用种衣剂防治土传病害及

地下害虫ꎬ保护地蔬菜害虫防控的田园清理技术和

利用冬季害虫不能生存的间断生活史技术及释放

寄生性天敌和施用植物源农药及药剂的熏蒸防治

技术ꎬ强调自然控制的因素(郭婷婷ꎬ２０１４ꎻ 鞠瑞亭

等ꎬ２０１２ꎻ 宋晓丰和叶桂峰ꎬ２００８)ꎮ

２　 “一带一路”北线对应的国家及地区的植

物保护需求分析
２.１　 俄罗斯

俄罗斯农业生产潜力很大ꎬ农业人口约占 １.４
亿人口的 １０％ꎮ 为促进农业发展ꎬ摆脱对农产品进

口的依赖ꎬ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些支持农业发展的

政策ꎮ 这些政策主要体现在促进粮食生产和保护

农民利益等方面ꎮ 具体措施包括:提供基础性和实

用性农业科研的资金扶持ꎻ建立多种渠道的农业基

础建设投资体系ꎬ对其进行贴息补贴ꎻ推行市场化

农业保险和粮食收成保险体系ꎬ由政府预算承担

５０％的保险支出ꎻ国家的农产品采购向本国企业倾

斜ꎬ并对相应农贸企业在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

惠ꎻ实施粮食保护价ꎬ理顺仓储运输ꎬ制定特定农产

品的清单ꎬ对其实行保护价ꎬ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

性ꎮ 此外ꎬ为解决粮食主产区西伯利亚地区的粮食

运输问题ꎬ俄罗斯政府、农业部和交通部还采取了

临时性运费调节措施ꎬ对出口粮食的铁路运价下调

２０％ꎬ对运程超过 ３０００ ｋｍ 的国内粮食运输的铁路

运价实施 ５０％的优惠ꎮ
俄罗斯是农产品进出口国ꎬ主要包括畜肉及杂

碎类、糖及糖食类、饮料和酒及醋类、食用水果及坚

果及其制品、烟草及其制品类、乳蛋品和蜂蜜及其

他食用动物产品类、蔬菜、咖啡、茶及调味香料类和

可可及其制品类ꎮ 近 １０ 多年来ꎬ俄罗斯主要食品

如面包、肉类、奶、鸡蛋、动物油等的生产均大幅下

降ꎬ特别是肉类及其制品的生产量不断下降ꎮ 俄罗

斯进口较多的农产品有糖和甜料、水果、肉类、蔬
菜、鱼和海产品等ꎬ其中水果的自给率仅 ５０.８％ꎻ俄
罗斯出口的农产品中主要以小麦和大麦为主ꎬ还出

口少量大米、玉米、黑麦、燕麦和稷等ꎬ对中国出口

的农产品逐年增长ꎮ
２.２　 韩国

韩国耕地面积 ２０３. ３ 万 ｈｍ２ꎬ占国土面积的

２０.４５％ꎬ其中水田约占 ６４％ꎬ 旱地及其他约占

３６％ꎮ 全国人口 ４４５４.３ 万ꎬ农业人口 ５１６.７ 万ꎬ占
全国总人口的 １０.９％ꎮ 韩国主要农作物为水稻ꎬ其
他农作物主要有蔬菜、水果、豆类、花生、芝麻等ꎮ
中国稳定成为韩国进出口的第二大伙伴国ꎬ出口到

韩国农产品主要为大米、大豆、蔬菜和水果ꎻ中国进

口韩国农产品主要为食糖类、酒类、饼干类、面类ꎬ
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２９.２％、１４.１％、８.７％、６.３％ꎮ

韩国的农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工作(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ＩＰＭ)虽然起步较晚ꎬ但政府

十分重视此项工作ꎬ在不断改进病虫害监测和预报

手段ꎬ提高预报水平的基础上ꎬ积极开展防治技术

的开发、培训与推广ꎮ 为提高农户科学种田及对农

作物病虫害的科学防治水平ꎬ韩国制订了全国农民

培训计划ꎬ根据农民不同年龄层次及性别ꎬ培训不

同的内容ꎬ提高农户的科学务农技能和经营才能ꎮ
在农药的使用上ꎬ韩国吸取以前及其他国过量使用

农药造成人畜中毒、环境破坏的教训ꎬ国家预算出

资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ＦＡＯ)的 ＩＰＭ 项目ꎬ严格限制剧毒农药登

记进入市场并制订了农药限量使用计划ꎬ全国每年

农药用量以 １０％的速度递减ꎮ 韩国已经认识到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ꎬ从政府到农户都十分重视环境保

护工作ꎬ综防和环境意识已渗透到每一个农村指导

者和农民心中ꎬ并体现在农业生产和病虫防治行动

中ꎬ同时农业科研人员十分重视新防治技术的研究

与开发ꎮ 此外ꎬ对于突发的流行性病害和迁飞性害

虫ꎬ政府采取发送农药和补贴防治费用等应急措

施ꎬ动员大范围防治ꎮ
我国已与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ꎬ植物保护合

作的契机成熟ꎬ合作的潜力巨大ꎮ 由于两国在地理

距离上很近ꎬ病虫草相互传入危害性很大ꎮ 因此ꎬ
通过合作和互通共性作物有害生物源及其防治技

术ꎬ有助于消除贸易壁垒并保障农产品贸易的顺畅

(周娟ꎬ２０１５ꎻ 朱世桂和王亚鹏ꎬ２００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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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蒙古国

蒙古国农牧业用地 １１５２３.２６ 万 ｈｍ２ꎬ 占国土

面积 ７３.７％ꎬ 其中可耕地面积仅有 ６９.７ 万 ｈｍ２ꎬ只
占国土面积 ０.４５％ꎮ 种植的作物中以耐寒、耐旱的

麦类为主ꎬ除春小麦(约占全国耕地的 ２７.８％)外ꎬ
还种植少量的大麦和燕麦ꎮ 马铃著和蔬菜种植面

积约占耕地面积的 ２.８％ꎮ 与其他国家相比ꎬ 蒙古

国农业薄弱ꎬ 作物单产低ꎮ 目前ꎬ蒙古国粮食自给

率只有 ４０％ꎬ蔬菜自给率为 ６０％ꎮ
由于栽培技术落后ꎬ再加上雨水丰沛等条件使

得马铃薯晚疫病(ｐｏｔａｔｏ ｌａｔｅ ｂｌｉｇｈｔ)、黑痣病(ｂｌａｃｋ
ｓｃｕｒｆ ｏｆ ｐｏｔａｔｏ)、小麦腥黑穗病( ｔｉｌｌｅｔｉａ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油
菜黑胫病(ｂｌａｃｋｌｅｇ ｏｆ ｏｉｌｓｅｅｄ ｒａｐｅ)等在蒙古国时有

发生ꎮ 当地有关部门基本不采用任何技术防治病

害ꎬ任其发展ꎬ从而使作物产量和品质降低ꎬ特别是

出口小麦和油菜籽上携带的病菌对我国内蒙古地

区的小麦和油菜生产造成一定的威胁ꎮ 近几年蒙

古国和俄罗斯的油菜籽进口并在口岸建加工厂的

模式使得我国的油菜生产面临着油菜黑胫病菌入

侵的威胁ꎬ因此ꎬ加强对油菜黑胫病的检疫和防控

工作非常重要ꎬ这对于保障我国油菜的安全生产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蒙古国植物保护领域的科研水平低下ꎬ对重要

病虫草害的研究缺少经费支持ꎬ同时基层缺少经过

专业培训的科技人员ꎬ因此ꎬ蒙古国植物保护领域

的研究和技术推广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ꎬ防控技

术相对落后ꎮ 目前ꎬ蒙古国急需解决的危害性病害

有油菜黑胫病、小麦矮腥黑穗病、苜蓿黄萎病和萎

蔫病以及一些寄生性杂草如菟丝子等ꎮ
内蒙古和蒙古国在科技方面已有合作ꎬ但缺少

一个长久的总体设计和机制ꎮ 科技合作不仅仅是

资金的投入ꎬ更多的是不同主体如政府、研究所、大
学和企业的参与ꎬ需要各级部门密切的分工合作ꎬ
但内蒙古和蒙古国科技合作中缺乏政府间有效的

沟通机制ꎻ同时ꎬ科技资源投入强度和产出绩效偏

低ꎮ 由于蒙古国方面科研经费的分配不均衡和科

技人员基础水平偏低ꎬ导致资金投入和绩效产出不

成比例ꎻ另外ꎬ在内蒙古和蒙古国科技合作中ꎬ普遍

缺少既懂蒙古语和汉语ꎬ又具有专业技能的复合型

人才ꎬ同时蒙古国基层科技人员的英语水平也极大

地限制了和中国方面科技人才深层次的交流ꎬ这种

交流上的障碍直接影响到我国一些优良品种及其

配套技术在蒙古国的推广ꎬ以及相关的病虫害绿色

防控技术的正确实施ꎮ 因此ꎬ后续工作还需要利用

蒙古国的农业推广体系ꎬ对其高层次的科技人员进

行培训ꎬ然后将由他们去培训基层的科技人员ꎮ 此

外ꎬ蒙语版科技培训材料也将是我们后续的科技推

广中必须利用的一个手段ꎮ
２.４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之一ꎬ２０１８
年粮食产量约 ２２８０ 万 ｔꎬ出口 １０００ 万 ｔꎬ出口的粮食

中超过 ９０％为小麦ꎮ 面粉为哈萨克斯坦出口的重要

商品之一ꎬ哈萨克斯坦每年出口的农产品加工品中ꎬ
面粉占 ８０％ꎮ 得益于邻近国家的稳定需求ꎬ面粉生

产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ꎬ年均增幅 ９％ꎮ

３　 东北—蒙东经济区与相邻国家合作基础

及合作展望
３.１　 东北—蒙东经济区与相邻国家合作基础

东北蒙省区中每个省区均已有多家与农业相关

的教学、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与“一带一路”北线的

东北亚相关国家如韩国、俄罗斯、蒙古国等对应的机

构进行了长期有效、多层次的合作ꎬ具有坚实的合作

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ꎮ 如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与韩

国京畿道农业技术院已有多年的合作与交流ꎮ 沈阳

农业大学与韩国农协大学和忠南大学已开展了多年

的合作与交流ꎬ每年与忠南大学轮流主办学术会议ꎻ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与俄罗斯农业科学院全俄植物

保护所等就“研究利用品种抗性、生物防治和化学防

治方法防治粮食作物、蔬菜作物和果树作物的病虫

草害的综合防治系统”进行了多年且卓有成效的合

作ꎮ 这些长期并具实效的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

施后东北蒙省区与周边国家进行各类植物保护等项

目的谈判与建立有直接的帮助ꎬ有效保障我国东北

蒙省区绿色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ꎬ同时有效阻遏危

险性有害生物在相关国家中的传入和危害ꎬ保障相

关国家农产品贸易的顺利进行ꎮ
３.２　 东北—蒙东经济区与相邻国家合作展望

东北蒙省区与“一带一路”北线东北亚国家的

日本、韩国、俄罗斯、蒙古国地理位置相近ꎬ气候条

件相似ꎬ主要粮食、果蔬及牧草作物种类也基本相

同ꎬ在作物农产品生产上既有共同面临的病虫草鼠

等ꎬ也存在各自独特的检疫性、危险性有害生物ꎮ
针对东北蒙省区和东北亚经济带相关国家农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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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面临有害生物危害的特点ꎬ我们将继续与韩

国、俄罗斯和蒙古等国家植物保护机构进行合作研

究ꎬ共建绿色植保综合防控技术体系ꎬ这些合作主

要包括:与韩国展开关于重大入侵生物成灾机制和

绿色防控合作研究ꎻ与俄罗斯、韩国和蒙古国等国

开展重大农作物病虫害成灾机制和防控研究ꎻ和韩

国开展稻水象甲成灾机制及其绿色防控技术研究ꎻ
与蒙古国和俄罗斯联合开展对检疫性病害油菜黑

胫病的合作研究ꎻ与韩国和俄罗斯合作开展蚜虫抗

药性监测、抗性风险评估及抗性治理研究和重大农

作物病虫害物联网技术平台建立及智能化预警研

究ꎻ与俄罗斯合作开展草地蝗灾的生态监测与生物

防治ꎻ建立东北亚寒地植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国际

联合实验室ꎻ重大外来入侵有害生物的预警与控制

研究及长白山区微生物资源及害虫天敌物种资源

发掘与利用ꎮ
此外ꎬ东北蒙省区和东北亚相关国家作物及有

害生物均地处高纬度的寒地地区ꎬ针对共有的农作

物及有害生物的共同特点ꎬ拟建立“东北亚寒地植

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国际联合实验室”ꎬ共同应对

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ꎬ可能因相关国家和地区

间的深层次交往和随之带来的危险性农业有害生

物入侵和有害生物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威胁ꎮ 如前

文所述ꎬ东北蒙省区的各省区均已与“一带一路”东
北亚相关国家在农业生产上具有长期有效的合作

基础ꎬ因此ꎬ我们坚信继续与相关国家展开以上绿

色植保相关的合作ꎬ可共筑相关国家绿色植保屏

障ꎬ保障农产品的高效产出和贸易ꎬ保障我国“一带

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恩和和苏日古嘎ꎬ２０１８)ꎮ

４　 结论
经过不懈的努力ꎬ昔日的东北“荒野地”如今已

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ꎬ是我国商品粮生产、
调运和储备的重要基地ꎮ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
议的实施和农产品贸易、旅游的大力发展ꎬ作为东

北亚经济圈前沿和核心区域的我国东北蒙省区ꎬ危
险性有害生物入侵等问题将日益突出ꎬ将极大威胁

东北蒙省区农业的安全生产和农产品的贸易ꎮ 面

对如何保障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粮食和其他农产

品的安全生产ꎬ降低危险性有害生物入侵的风险ꎬ
保护我国农业生态环境ꎬ促进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的

巨大挑战ꎬ多年来东北蒙省区植物保护组织机构、
教学和科研单位及技术推广服务人员与周边国家

机构与技术人员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研

究ꎮ 在前期合作的此基础上ꎬ建议以东北蒙省区经

济带农林业健康发展和绿色农业为核心ꎬ以建立东

北亚经济圈全链式预警、智能化监测和绿色防控技

术为策略ꎬ优化整合东北作物有害生物 ＩＰＭ 优势力

量ꎬ重点联合东北亚经济圈相关国家如俄罗斯、韩
国等的植物保护相关的机构和人员共建东北亚国

际植保联盟ꎬ共筑保障相关国家农业安全生产的生

态屏障ꎬ这对于确保东北蒙省区农作物安全生产ꎬ
保障该地区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基地ꎬ实现东

北老工业基地再度振兴及“一带一路” 倡议的顺利

实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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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春ꎬ 杨振学ꎬ 王昶远ꎬ 刘大平ꎬ ２００７. 辽宁省重大外来

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的应急响应与实施. 辽宁林业科技

(５): ５５－５７
齐海山ꎬ ２０１１. 吉林农安今年粮食产量预计达 ４０ 亿公斤左

右. (２０１１￣０９￣２７) [２０１８￣０６￣２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ｊｒｚ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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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９∕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５７１５０.ｈｔｍ.
宋晓丰ꎬ 叶桂峰ꎬ ２００８. 我国外来生物入侵的现状、危害及

防治研究. 生物学通报ꎬ ４３(７): ２４－２６.
孙英威ꎬ 王希ꎬ 管建涛ꎬ ２０１１. “天下粮仓”看龙江———黑龙

江连续增产之路追踪. (２０１１￣１２￣２５) [２０１８￣０６￣２１].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ｊｒｚｇ∕２０１１￣１２∕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８７２１.ｈｔｍ.

万德庆ꎬ ２０１３. 辽宁省农产品出口现状及对策建议. 农业经

济 (６): １１１－１１２.
王建ꎬ ２０１８. 黑龙江培育新品系大豆蛋白含量高达 ４７.９６％

创新高. (２０１８￣１１￣０６) [２０１８￣１１￣０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２０１８￣１１∕０６∕ｃ＿１１２３６７２０９４.ｈｔｍ.

王艳青ꎬ 王春林ꎬ ２００１. 中国植物检疫性病害的监测与治理

∥中国农学会. 第三届中国国际农业科技年会: ８７－９２.

王志明ꎬ 刘国荣ꎬ ２００５. 吉林省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分

布、危害及评估. 中国森林病虫ꎬ ２４(５): １９－２１.
杨光ꎬ 武凤平ꎬ ２０１３. 基于 ＳＷＯＴ 分析的吉省农产品出口对

策选择. 农业经济 (６): １１７－１１９.
袁浩博ꎬ ２０１７. 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质量保护与农业可持

续发展研究. 经济纵横 (１１): １０６－１１１.
周娟ꎬ ２０１５. 韩国农业危机及其启示. 农业经济问题ꎬ ３６(３):

９３－１００ꎬ １１２.
朱世桂ꎬ 王亚鹏ꎬ ２００８. 立足国情ꎬ 特色发展———韩国农业

科技体制解析及启示. 江苏农业科学 (６): ６－１０.

(责任编辑:郑姗姗 郭莹) 　 　



«生物安全学报»被收录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简称 ＣＳＣＤ)来源期刊每 ２ 年遴选一次ꎮ 每次

遴选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ꎬ定量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ꎬ定性评价则通过聘请国内专

家定性评估对期刊进行评审ꎮ 经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定量遴选、专家定性评估ꎬ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度中国

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来源期刊 １２３０ 种ꎬ其中中国出版的英文期刊 ２２９ 种ꎬ中文期刊 １００１ 种ꎮ

«生物安全学报»被收录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ꎮ 本刊有此佳绩离不开广大专家、作者和读

者的大力支持与厚爱ꎬ特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诚邀各位专家学者继续支持本刊ꎬ踊跃投稿ꎬ您的支持

将是本刊不断发展的动力!

«生物安全学报»编辑部

８８ 生物安全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第 ２８ 卷　

 
 

 
 

 
 

 
 

 
 



９８　 第 ２ 期 魏毅等: 东北—蒙东经济区绿色植保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挑战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