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农业是基于生态学、经济学原理，应用现代化科学技术
成果及管理手段，融合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所构建的不影响生
态发展、不损坏自然环境的农业模式，实现了农业生产在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上的统一。在这一农业生产模式中，常
应用光诱技术、色诱技术、性诱技术、防虫网阻隔技术等植物保
护新技术，有效地提升了农作物的生产效率，有效地避免了病虫
害对农作物的侵袭，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植物保护技术所出现的问
题。

一、生态农业中植物保护新技术的应用优势
（一）提升了农作物的生产效率
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加强了对于植物保护新技术的研究，

全面分析了不同类型农作物的生长方式、周期、特点及不同时期
的营养需求，根据其各个阶段的生长特点采用合适的植物保护技
术，有效地提升了农作物的生产效率。比如说，在水稻、玉米等
农作物的栽培耕作中，合理应用旱地免耕栽培技术、水旱轮作免
耕栽培技术、水田连作免耕栽培技术，这样能够调节耕作区域的
温度、湿度及土壤pH值，有效提升农作物生产效率，有效节约农
业生产中消耗的人力、物力、水资源，降低生产成本，优化农业
生产的经济效益。

（二）有效避免病虫害对农作物的侵袭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会受到各类病虫害的侵袭，导致农作物

生长、开花、结果、果实生长受到影响，影响到农业生产效益，
而且，为了有效防治病虫害，人们需要应用大量的化学药剂，这
样会造成环境污染，且农产品中会残留部分药剂，危害人类身体
健康。应用植物保护新技术，能够有效避免病虫害对农作物的侵
袭，为植物健康生长创造有利条件，确保农作物产量，同时减
少在病虫害防治上的成本，这样有利于生态农业理念在基层的推
广，以及植物保护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三）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植物保护技术所出现的问题
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中，植物保护技术的主要形式是应

用化学药剂，来保护农作物，这样能够有效杀灭病虫害，确保农
作物健康成长，但这样会造成较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会导致土
壤酸碱平衡被破坏，不利于土壤的再次利用。应用植物保护新技
术，融合应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等手段，能够有效
减少化学药剂用量，并保证对于病虫害的杀灭效果，同时，植物
保护站应用现代化技术，构建全面动态监测系统，能够观测农业
耕作区域内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做好防治工作，跟踪病虫害发展
态势，以合理策略有效控制病虫害发展，将损害降到最低。

二、植物病害的成因
人们的消费理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取经济社会发展。传统发展模式
固然能够在发展初期带来高速发展，但其环境副作用却日益显
露，雾霾频现、水环境恶化、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屡见不鲜，转换
发展方式、保护植物，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刻不容缓。具体而言，
在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对农业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的压力，推动农
业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是环境承载的有限性、天然植被破坏严
重、地区资源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呈上升趋势，究其原因是经
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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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绿色发展意识，但在推动植物保护，实现农业健康发展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进行科学有效地统筹协调，

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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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快速发展及其部分领域和区域的盲目开发、无序开发、过度开
发、胡乱开发是导致植物病害的主要原因；生态文明意识不强，
而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则是植物病害发生的
制度原因。坚持绿色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农业健康
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植物保护推动农业健康发展就是把生态文
明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全力打造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三、农业绿色发展植保路径
要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高病虫害防控的效率，保护

生态环境，必须大力发展绿色防控技术，促进传统化学防治向现
代绿色防控转变。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是在 2006 年全国植物
保护工作会议上提出“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的基础上，根
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结合植物保护的现实需
要和可采用的技术措施，形成的一个技术性概念，指采用生态调
控、生物控制、物理诱杀和科学用药等生态兼容型、环境友好型
方式预防控制病虫危害，实施综合治理，实现产量、质量、环境
三大安全并重，促进农业高产、高效、优质、绿色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调控技术
重点采取推广抗病虫品种、优化作物布局、培育健康种苗、

改善水肥管理等健康栽培措施，并结合农田生态工程、果园生草
覆盖、作物间作套种、天敌诱集带等生物多样性调控与自然天敌
保护利用等技术，改造病虫害发生源头及滋生环境，人为增强自
然控害能力和作物抗病虫能力。

（二）生物防治技术
重点推广应用以虫治虫、以螨治螨、以菌治虫、以菌治菌

等生物防治关键措施，加大赤眼蜂、捕食螨、绿僵菌、白僵菌、
微孢子虫、苏云金杆菌（BT）、枯草芽孢杆菌、核型多角体病毒
（NPV）、牧鸡牧鸭、稻鸭共育等成熟产品和技术的示范推广力
度，积极开发天敌生物、微生物源农药、植物源农药、农用抗生
素、植物诱抗剂等生物生化制剂应用技术。

（三）光诱技术
光诱技术是当前生态农业中常用的一种植物保护新技术，

应用较为广泛的技术产品为频振式杀虫灯，这种装置联合应用了
光、波、色、味四种诱杀方式，将害虫聚集在一起集中消灭。频
振式杀虫灯的主要元件为频振灯管、高压电网，频振灯管可发
出特定频率光波，引诱害虫前来，同时装置可发射声波，干扰害
虫的活动周期，且其灯壳为黄色，夜间装置打开发出黄绿色光
芒，利用了害虫的趋光性，大量害虫被诱导而来，在灯管周围飞
行，会被高压电网杀死或击昏，进入接虫袋内，如若接虫袋内有
活虫，会释放出性信息素，诱导同类昆虫前来，实质性诱。频振
式杀虫灯杀虫种类广，对于大多数直翅目、半翅目、鞘翅目类虫
害具有显著捕杀效果，比如说甜菜夜蛾、斜纹夜蛾、银纹夜蛾、
小绿叶蝉、黑刺粉虱、潜叶蛾、黄条跳甲、烟青虫、金龟子、蝼
蛄等，科学研究表明，在相同条件下，未放置频振式杀虫灯的区
域，虫卵数量为 28 颗/百株，而放置了频振式杀虫灯的区域，虫
卵数量为 12 颗/百株，由此可见其对于害虫的捕杀效果。整体而
言，这类植物保护新型技术装置，具有诱杀力强、对益虫影响
小、操作便捷、成本低的优点，且随着技术装置的改进，人们改



变了高压电网的杀伤力，将害虫击伤而非杀死，这样能够更好地
发挥其色诱的功效，杀灭更多的害虫。

（四）色诱技术
害虫普遍具有趋黄性，色诱技术应用黄板诱杀害虫，正是基

于这一原理。色诱技术是一种物理杀虫方法，由于黄板具有成本
低、可控性强的优点，被普遍应用于蔬菜种植区、果园、茶园、
花圃苗房等农业生产区域，对于潜叶蝇、蚜虫、粉虱、蓟马、斑
潜蝇、梨茎蜂、黑翅粉虱、黄曲条跳甲、茶小绿叶蝉等害虫均具
有良好的捕杀效果。虫害发生初期，找到虫害集中发生区域，悬
挂黄板，板面以东西方向为宜，在低矮的蔬菜、瓜类作物种植区
域，黄板底边与作物垂直距离控制为 15 ～ 20cm，如若在搭架作
物种植区，黄板顺行挂设于两行间，用树枝或木棍将黄板支撑起
来，布设成棋盘的形状，这样捕杀效果才足够好。

（五）科学用药技术
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农药，优化集成农药

的轮换使用、交替使用、精准使用和安全使用等配套技术，加强
农药抗药性监测与治理，普及规范使用农药的知识，严格遵守农
药安全使用间隔期。通过合理使用农药，最大限度降低农药使用
造成的负面影响。

（六）防虫网阻隔技术
防虫网阻隔技术是一种当前农业生产中应用较为广泛的物

理防虫技术，可有效降低产害虫繁殖率，减少农作物生产区域内
害虫的数量，减少害虫对于农作物的破坏，植物保护效果显著。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技术人员可以根据种植区域布局，在合理位
置设置防虫网，阻断烟粉虱、蚜虫等害虫前进线路，进而使农作
物得到有效保护。同时，防虫网有出风口，能够调节空气流动，
高温时节可进行排风，促进空气流动，带走大量的热量，确保种
植区域内温度保持在适宜范围，降低炭疽病、软腐病等病害的发
生，确保农业生产效益。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生态文明视域下，农业发展趋于生态化、绿色化，人们应用现
代化科学技术成果及管理手段，基于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大力
发展大田种植与林业、牧业、渔业等，推动了大农业与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更好的解决了农业发展、资源利用与
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农业生产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上的统一。生态农业建设中，植物保护新技术的应用，
能够有效减少了杀虫剂、杀螨剂、杀菌剂等化学药剂的应用，极
大程度降低了农业生产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生产了大量无公害
农产品，满足了公民的生活需求，推动了我国农业的绿色无害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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