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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农药滥用等原因，部分地区的水稻
病虫害越来越严重，阻碍了水稻种植的有序进行，也给水稻产品
的最终质量带来影响。水稻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顺应了时代发
展，依赖科学技术和相关理论的进步，水稻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对
水稻本身质量和环境的影响逐渐减小，水稻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
术必然会成为水稻种植过程中防治病虫害的大趋势。

一、绿色防控的重要性
（一）提高生态效益
绿色防控技术的运用很明显的一个影响是降低了病虫害防治

措施的使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维护了当地生态环境的稳定
性。传统的农药防治不仅会对环境造成巨大影响，而且长期使用
使害虫出现耐药性，从而导致农药的进一步大规模高剂量使用，
破坏了生态平衡。而绿色防治技术通过各种污染少、危害小的方
式对病虫害进行遏制，促进了当地水稻种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提高产品质量
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对水稻的病虫害进行绿色化的防控，必

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水稻产品质量。绿色防控技术的运用不仅
减小了病虫害防治对生态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水稻最终质
量。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在物理、化学、生物等多方面防控病
虫害，运用的防治措施对水稻本身影响较小。而传统的化学农药
的使用容易导致产品中有害物质超标等结果，大大降低了产品质
量，进一步影响了水稻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三）提高经济效益
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使用提高了生态效益和产品质

量，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一方面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越来
越重视，质量好、绿色无公害的水稻产品迎合了市场需求，前景
广阔；另一方面绿色水稻的推出能极大地提高产品附加值，作为
一种初级农产品，产品附加值较低，在水稻种植过程中也需要投
入一些人力物力财力，产品的回报周期较长，附加值的提高能够
增加种植户的收入，缓解水稻种植压力，也能进一步促进绿色防
控技术的运用。另外根据绿色防控技术推出绿色水稻后，当地能
根据自身产品资源和特点构建一定的具有优势的品牌，与当地自
然环境相结合，推出有特色的、迎合市场的品牌，进一步打开市
场，提高经济效益。

二、绿色防控措施
（一）提高病虫害绿色防控意识
水稻病虫害的绿色防治首先应该从水稻种植户入手，破除传

统观念，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很多水稻种植户观念落后，
在病虫害防治上运用传统的病虫害的防治方法，倾向于化学防
治，大规模使用农药，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也降低了水
稻质量。也有部分水稻种植人员一味追求利益使用价格低、质量
差的种子，导致水稻本身对于病虫害的抵抗力较低，进一步增加
了化学农药的使用。首先应该对水稻种植户加强培训，提高其病
虫害绿色防控的认识，了解市场动向与相关科技的变化，学习绿
色防控知识，主动运用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其次引导种植人员
在水稻种植时选择优良的水稻品种，提高水稻本身的抗虫性和抗
病性，降低病虫害防控投入。

简析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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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稻是我国很多地区大规模种植的农作物之一，不仅给水稻种植人员带来了经济收益，也稳定了我国粮食供给。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食品安

全问题越来越重视，绿色农产品逐渐成为市场趋势，本文简析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提出病虫害绿色防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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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用物理防控技术
物理防控技术是运用物理的方式防控病虫害，这种病虫害

防控特点利用物理特性进行防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十分微小，
并且具有很高的安全性，不会对水稻质量和种植人员本身造成影
响。其主要包括灯光诱捕技术，灯光诱捕技术利用害虫的趋光性
引诱害虫进行捕杀，这种方式操作简单，尤其对于二化螟具有明
显效果，种植人员应该根据当地种植的区域规模合理设置杀虫灯
数量，在夜晚杀灭害虫，降低害虫产卵量。另外在病虫害防控过
程中合理运用黄蓝板，黄蓝板根据害虫的趋色性利用不同颜色吸
引害虫，是一种绿色防控的有效方法。

（三）合理使用农药
在病虫害防控过程中必要条件下应该合理使用农药，作为一

种化学防控技术农药的使用对环境及水稻质量都有影响，故农药
的使用应该严格控制，合理地使用农药。应该认识到农药使用是
一种短期、见效快的病虫害防控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控病虫
害，且农药使用容易使害虫产生抗药性，加大病虫害防控难度，
故农药不适合长期大规模使用。使用时应该选择毒性较小的农
药，并且根据实际情况控制农药使用的剂量和间隔期，水稻种植
户也应该通过各种渠道提高认识，科学使用农药。

（四）利用生物防控技术
生物防控技术是病虫害防控中绿色、有效地重要方法之一，

利用害虫的生物特性和物种的生态关系对病虫害进行控制。首先
种植人员可以充分利用害虫的天敌杀灭害虫，将病虫害天敌引入
种植区域，在田间为害虫天敌如寄生蜂、蜘蛛等生物构建良好的
繁殖环境，利用其捕杀害虫，降低害虫数量。其次种植人员可以
合理运用性诱剂，吸引并杀灭雄性害虫，破坏害虫繁殖，降低害
虫产卵数量，控制下一代害虫规模，降低病虫害防控工作难度。
生物防治不仅要考虑病虫害本身还应该考虑病虫害天敌的生存，
故种植人员应该加强学习，了解生物防治的重点，科学进行生物
防治。

（五）综合运用防控技术
病虫害的绿色防治需要综合运用各种防控技术，物理防控、

生物防控受外部环境影响较为明显，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种植
人员应该根据实际合理运用各种防控方法，注重病虫害防控的系
统性和互补性。种植人员也应该积极学习新技术和新方法，了解
市场动向，加强交流，增进病虫害绿色防控的认识，探索有效地
病虫害防控方法。

三、结束语
总之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能够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

质量，并且能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收入。在水稻种植过程
中，应该提高绿色防控认识，综合运用物理防控、化学防控和生
物防控等方法，提高病虫害绿色防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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