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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岭市玉米病虫害防治中植保无人机公主岭市玉米病虫害防治中植保无人机
的应用与推广的应用与推广

摘要：在传统农作物种植生产期间，病虫害防治都是以人工背负喷雾器的方式进行实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及物

力成本，施药周期长，药液漂移与施药人员接触多，易威胁施药人员的安全。而应用植保无人机技术，可以适应多种施

药环境，强化施药效果，节约施药成本。基于此，该文结合吉林省公主岭市的地形地貌、玉米种植情况进行分析，探讨

植保无人机在玉米病虫害防治中的优势、应用技术要点，以期能够提升植保无人机在当地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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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岭市隶属于吉林省辖县级市，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区，春季干旱多风、夏季多雨闷热、秋季温暖晴朗、冬季漫长寒冷。

2021 年间，公主岭市粮食播种面积为 306731 hm2，其中以玉

米播种面积最多，为 290426 hm2，是当地主要粮食作物品种。

为维护玉米良好生长发育，减少玉米病虫害防治成本、人力消耗，

多数地区农业相关部门积极推广植保无人机的应用，加强对无

人机的宣传与示范，促使种植户转变传统的防治理念与方式，

实现玉米生产的节本增效。

1    植保无人机在玉米病虫害防治中的优势

1.1   节水省药、施药均匀

植保无人机应用在玉米病虫害防治中，具有节水省药、且

施药均匀穿透性强的特征。在传统施药方式下，仅有 30% 的化

学药剂可依附在作物表面发生药效。但采取植保无人机技术，

施药成本显著降低，特别是在玉米大面积病虫害防治期间，漏药、

重复用药等相关问题可以有效避免，降低单位面积内的施药量，

化学药剂利用率显著提升 [1]。

1.2   作业效率高、安全性强

公主岭地处松辽平原中部，当地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海

拔高度180～ 220 m，地貌复杂。而植保无人机可在不同地区、

多种地形下实施药液喷雾，对比轨道式植保机、全自动风送喷

雾器等，只能在平原地区作业的植保机械应用范围更为广阔，

适宜在公主岭地区玉米病虫害防治中应用。一般而言，植保无

人机对化学药液的负载量在 10 ～ 40 kg 之间，不受玉米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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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长势及植株高度限制，可低空飞行施药。通常，植保无

人机的喷施速度在60～120 s/667 m2，对比传统背负式喷雾器，

施药效率高出 50 倍。此外，应用植保无人机进行化学药剂喷施

时，不需要人工近距离接触药剂，可减少人员的暴露及对化学

药剂的吸收，维护人身安全性。

1.3   操作便捷、防治效果好

植保无人机进行玉米病虫害防治时，通常为智能 APP 或

遥感控制为主，在自动化技术的加持下，即便在公主岭地区玉

米种植较为分散的区域，也能精准、均匀的喷施化学药液。在

飞行施药期间，会产生向下的气流，雾化药物颗粒可以更为精

准的依附在玉米茎秆、叶片上方，提升整体的防治效果。同时，

植保无人机的重量较轻、体积小，携带便利，养护方便，不易

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而降低施药效果，操作简便。在具体施

药期间，还可通过悬停、低空施药控制的方式，对玉米田中病

虫害发生较为严重的区域着重施药，提升防治效果。

2    植保无人机在玉米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要点

2.1   做好机械准备检查工作

实施植保无人机施药作业之前，需要将无人机设备进行全

面检查，避免无人机工作期间存在问题，影响施药效果及效率。

首先要对植保无人机的电动旋翼的完整性、运转正常性进行检

查，并且确保电池的电量充足。正式开始玉米病虫害防治前，

先将植保无人机内装置部分药液进行试飞观察，技术人员对公

主岭玉米施药区的作业环境完全熟悉后，且植保无人机施药正

常，无漏药、漏施、堵塞的情况后，即可开展正式的玉米病虫

害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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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严格要求操作技术人员

植保无人机操作技术人员必须具有相关的执证资质，需对

其进行专业技术的培训，并在参与技能考试合格后方可正常进

行作业。在实施玉米病虫害防治期间，操作无人机的技术人员

应当关闭手机等一系列可与电子产生干扰的设备，并且佩戴相

应的安全设备，不可裸露大量的皮肤，与植保无人机之间始终

保持 5 m 以上的安全距离。施药时，技术人员站位应当选择上

风处及背对阳光的地点。

2.3   选择适宜的作业场所

植保无人机属于遥控飞行器，飞行作业过程中具有危险性，

并且在作业期间，还需要不断的变化作业速度以提升施药效果。

因此，在开始玉米病虫害无人机防治前，需要对区域内的场地

障碍进行清理，清离场地周边的无关人群，保障飞行操作的安

全性 [2]。植保无人机的起飞、降落要结合公主岭当地，选择在

地势平整、空间宽广的区域。如果飞行期间出现故障，及时寻

找合适地点进行迫降。同时，在玉米病虫害防治期间，作业环

境通常为高温、高湿条件，为保障操作的安全性，在作业前，

需要对场地内的环境湿度、风力水平进行检测。当场地内的风

力水平超过 4 级、环境温度在 30℃以上，或出现降雨、闪电等

不良天气时，禁止使用植保无人机进行作业。

2.4   植保无人机飞行作业

在具体实施期间，对无人机的飞行速度进行合理把控，避

免飞行速度过高或过低，以免影响施药效果，飞行速度控制在

4 ～ 6 m/s 最佳。在玉米田植保无人机施药期间，飞行过程中

需要对水平精度进行控制，确保无人机保持直线飞行，将无人

机与玉米顶部生长点控制在 1 m 左右，随后均匀喷雾，避免出

现重喷、漏喷现象。施药前，结合玉米田的大小，提前规划无

人机的起飞点，及时更换无电电池。作业结束后，对无人机进

行保养、维护，并对其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所有部件的完好。

清洗无人机的药箱、外壳，晾干至安全地点进行保管，避免出

现生锈，影响后续的使用。

3    植保无人机在玉米病虫害防治中的推广措施

3.1   加强政策扶持力度

首先，相关政府单位可将植保无人机纳入农机补贴中，提

升种植户、专业大户对无人机购买的信心。其次，做好植保无

人机设备实操技术服务，在公主岭玉米种植区内，开展植保无

人机示范工作区域，向种植户展示植保无人机的工作效果，并

为种植户实操植保无人机提供参考与学习对象。最后，公主岭

各乡镇农技单位需要加强对作物补贴机制的宣传与推广，和当

地的大型农作物生产企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

制定相应的植保无人机操作规范与标准，促使植保无人机在玉

米病虫害的生产应用更加专业、科学。

3.2   全面发挥植保无人机性能

通过在公主岭市开展培训的方式让操作技术人员了解植保

无人机的低空喷施药液规律及相关的操作理论数据，并详细介

绍无人机的变量施药及静电喷雾技术，在此过程中，可邀请专

业技术人才、专家进行植保无人机使用的专业讲座，完善操作

技术人员的植保无人机施药技术能力，确定其能够更加稳定的

实施无人机植保作业 [3]。当地农机部门在引进销售植保无人机

产品时，需提升自身对公主岭地区玉米种植期间历年病虫害发

生规律、当年气候条件、病虫预测等信息的了解程度，通过沟

通明确种植户的真正需求，促使植保无人机病虫害防治有效性、

可靠性提升。

3.3   加强技术研究开发力度

技术人员还需加强对植保无人机的运行特征、药剂的使用

效果、适宜作业环境等不断优化，提升植保无人机在公主岭地

区农作物生产中的病虫防治效果，使其适宜多种作业环境。当

地农业技术部门可与无人机厂家进行合作，将种植户针对植保

无人机施药期间的各类不良问题进行收集，并集中解决。通过

不断增强植保无人机在不同玉米产区的合理施用，做到公主岭

玉米产区药剂喷施全覆盖，增强无人机的应用普遍性。

4    结语

玉米作为公主岭市的主要粮食品种之一，种植面积广泛。

为提升公主岭市玉米病虫害防治效果，更好地应用植保无人机，

当地政府部门应当通过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全面发挥植保无人

机性能、加强技术研究开发力度等方式，不断完善植保无人机

在玉米病虫害防治中的使用效果，多方面开发利用，促进玉米

高产、稳产，维护公主岭市地区玉米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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