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8 农家科技 农家科技 269

农 业生态
NONGYESHENGTAI

建设生态农业其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净
化生态系统，促进生态自然环境的健康发展。生态农业建设中，
植物保护新技术的使用，能够有效减少杀虫剂、杀螨剂、杀菌剂
等化学药剂的应用，极大地减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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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业的绿色发展。

一、植物保护新技术在生态农业中推广应用的重要性
一是应用植物保护新技术可对传统植保管理模式进行了革新

和完善。在玉米、水稻之类的农作物实际栽培耕作过程中，可以
合理利用旱地免耕栽培技术、水田连作免耕栽培技术或水旱轮作
免耕栽培技术。二是应用植物保护新技术可使病虫害侵害减少。
加强植保新技术的使用，可大幅度降低病虫害发生率，确保农作
物在适宜条件下健康、良好生长，使农作物产量得以提升，使生
产损失降低。

二、生态农业中植物保护新技术的应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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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性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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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植物
保护站会根据病虫害监测所得信息，选择合适装置，在 4 月中旬
装灯，10 月撤灯，每日 21 点至次日凌晨四点开灯，诱杀害虫。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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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板粘性极
强，杀虫效率高，可重复利用，可用于虫害预防、治理及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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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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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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预防虫害时，黄板设置密度为 15 ～ 20 块/667m220cm×30cm
黏 虫 板， 治 理 虫 害 时， 黄 板 设 置 密 度 为 45 块/667m2 以 上
20cm×30cm黏虫板，监测虫害时，每标准棚设置 1～2 块黏虫板。

（三）性诱技术
性诱技术是一项通过性信息素释放，干扰雄性害虫与雌性害

虫交配，改变种群性别比例，从而减少虫卵产量，降低幼虫繁殖
数量的植物保护新技术。夏末秋初，虫害处于频繁活动时期，进
行交配、繁殖等生理活动，在这一阶段，人们可以应用性诱剂，
干扰害虫的交配，减少幼虫的产生，并针对相关害虫进行杀灭处
理。科学研究表明，在甘蓝、甘蔗等农作物种植过程中，小菜蛾
泛滥，投放 1 个性引诱剂芯，即可诱杀成虫 850 多头，虫害防治
效果显著；在斜纹夜蛾的防治中，投放 1 个性引诱剂芯，即可诱
杀成虫约 380 头，效果可观；在粮食种植产区域，小菜蛾、烟青
虫泛滥，投放性诱剂，可获得理想的虫害防治效果。在以往，害
虫防治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其效果并不理想，性诱技术的推广
应用，有效改变了这一局面，以食心虫的防治为例，采用传统植
物保护技术，费用高，捕杀效果不佳，且存在药物残留的情况，
而应用性诱技术，一年投放 3 次性引诱剂芯，即可获得理想效
果，成本低廉，操作简便，对于益虫影响小，与当前生态农业保
护环境、生产绿色无公害食品的理念相符。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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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虫网阻隔技术应用过程中，常选用
由高密度聚乙烯（PE）制成的 22 目防虫网，如若是防治烟粉虱
等体积较小的害虫，最好选用 30 目及以上防虫网，确保防虫害效
果。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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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好地解决了农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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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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