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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我国需求最大的农作物之一，病虫害会影响

小麦的产量与质量。绿色防控技术能够有效地防治小麦

病虫害，提高其产量和质量，有利于周围的生态环境，

极大地促进了小麦持续健康发展。

一、小麦病虫害的概述
作为一个农业种植大国，我国地域辽阔，种植区域

在环境上有着一定的区别，也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小麦病

虫害上有差异，因此，种植员应当有针对性地对病虫

害进行防范治疗，严格落实相关的工作，提早进行预

防。霍邱县地处安徽西部，是农业生产大县，小麦常年

种植面积在 10万hm2 左右，稻麦水旱轮作。在种植过

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虫害。一是小麦蚜虫，这种虫子

会吸取小麦的汁液，损害小麦的健康，是霍邱县小麦主

要的虫害。二是红蜘蛛，主要为害叶片，吸食汁液，叶

片发黄，重则干枯死亡。三是黏虫，为害叶片、茎部及

穗部。常发病害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小麦赤霉病，此病

害能够出现小麦苗枯萎、穗腐烂等情况，在幼苗期到抽

穗期都可能会发生。一旦错过防治阶段，此病症将无法

治疗，严重影响了小麦产量。由于近年来秸秆还田技术

的推广，田间存在大量菌源，小麦赤霉病已成为霍邱县

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主要的防治对象。二是纹枯病，此

病害主要为害叶鞘，茎杆，各生育期均可受害，造成烂

芽，病苗死苗，花杆烂茎，倒伏，枯孕穗。三是条锈

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可造成小麦多部位发病，最容

易感染的是小麦叶片，其次是小麦茎部，该病严重时可

出现“锁口疸”，造成病株不能抽穗，大幅降低小麦产

量。这种病害在霍邱零星发生。四是白粉病，这种病害

具体表现为在叶子上，先是出现一些白粉状的霉层，然

后叶片会变得枯黄，这种病害与氮肥使用过量或水肥缺

乏有关。

二、绿色防控技术的原则
传统防治小麦病虫害的方法是使用化学农药，但残

留的农药，会影响小麦的质量，并且经过长期使用后，

会使病虫害产生抗药性，降低防治效果。绿色防控技术

能够减少农药的使用危害，提高小麦的产量与质量。此

技术依靠自然规律控制病虫，创造不利于病虫生存的条

件，从而达到提高小麦的防治能力。在实施绿色防控技

术时，应遵循以下几种原则。其一，严禁使用剧毒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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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在使用绿色防控技术时，需要在恰当的时机，使用

一些化学农药，在农药的选择上，应该严禁选择如甲拌

磷、甲基异柳磷等含有剧毒的农药，选择低毒、低残

留、广谱高效的化学农药。其二，完善绿色防控机制。

应建立完善的绿色防控体系，加大对绿色防控技术的宣

传培训，促使种植人员选用如物理防控技术、生物防控

技术等绿色的防控技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其三，减

少使用化学农药。在必要的情况下，采用化学农药，并

且减少使用的数量与浓度，从而保护小麦、人畜、环境

等方面的安全。

三、小麦病虫害绿色防控的实践
（一）选择适合的小麦品种

为了从根本上减少小麦病虫害的发生，应当严格选

择种植的小麦品种。选择优质、高产、抗病虫害强的品

种，并且在同一区域应当选择多种品种进行种植，以保

证生态的多样化，这样能够有效缓解病虫害的爆发速

度，从而达到防控的目的。目前，针对小麦一些主要病

虫害可选用的品种如下。针对条锈病抗性较强、耐穗发

芽的可选周麦 28、郑麦 366 等；针对小麦黄花叶病可选

择周麦 22、新麦 208 等。为了增加种植环境的多样性，

还可以在小麦田中种植一些花生、棉花、豌豆等农作

物，为益虫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减少害虫的生

长概率。在小麦种植前，应当对种子进行一定的处理，

可以利用包衣拌种的方法来有效防治地下害虫等多种病

虫害。现有的许多种衣剂，不仅具有防治病虫害的效

果，还能增加小麦的出苗率，增强小麦的抗逆性，促进

麦苗的茁壮生长，提升小麦的产量和质量。

（二）采用恰当的种植方法

在选择小麦优良品种的基础上，还需要配合使用合

理的种植方法，确保种植的效果。具体在种植的方法

上，需要进行以下操作。其一，精细处理种植土地。土

地在秋收结束后，应及时进行整理，对于现有土地尤其

是连续 2 ～ 3a旋耕的土地应进行深耕处理，加强深耕

的强度。种植人员应及时处理感染病害的秸秆，对其进

行粉碎深耕掩埋，旋耕田地时，要压实。其二，要做到

轮换倒茬。对于同一个种植区域，应该经常更换种植品

种、穿插种植，不能一直种植小麦这一种农作物。轮换

倒茬能够有效防控例如黄花叶病等病害，有利于小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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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长。其三，科学施肥。在土地中可以增加一些有

机肥料和含微量元素的肥料，可以培肥土壤，改善土壤

理化性状，调节种植区域的酸碱度，还可以调节土壤微

生物种群平衡，从而提高小麦的抗病虫害能力。

（三）合理应用不同的防治技术

1.生态防治技术。生态防治技术的根本是人为的控制

小麦种植的生态环境，营造一个有利于益虫生存、不利

于害虫生存的环境，从生态环境入手控制害虫的生长。

此技术在应用上贯穿于小麦种植的整个过程，应当将人

为能够控制的所有因素都进行严格的把关，改进所有能

够进行人为改进的因素，努力为小麦的生长提供最好的

环境。从种植前小麦品种的选择上，应当注重选择高耐

抗性的品种，有利于小麦的茁壮生长。在种植小麦时，

应当注意种植区域生态环境的多样化，创造一个更有利

于益虫生长的环境。对于种植土地也要严格把关，应根

据土地的实际情况，人为的调节种植环境。种植小麦时

的天气也需要仔细挑选，在恰当的天气状况下进行播

种，避免恶劣天气对于小麦种植环境的影响。对于播种

小麦时使用的机器要进行严格选择，使用最适合播种小

麦的机器，并且要控制好播种时小麦的间隔。在小麦的

生长期间，种植人员应重视小麦的除草工作，定期为小

麦清理杂草，保护小麦的生长环境。在这一期间，如果

发现小麦病虫害，应当及时进行对应的处理，清除发生

病虫害的小麦，并且处理相应的种植土地，防止病虫害

通过小麦植株和土地等方面进行传播，避免影响小麦的

产量与质量。在小麦收割结束后，应当及时的翻耕种植

土地，人为地将土地的整体环境加以改进，为第二年新

的种植创造最好的环境。对于发生过小麦病虫害的种植

区域，在第二年应当选择种植其他种类的农作物，改善

土壤中残留的病菌情况。在新农作物的选择上，应当注

意挑选适合种植区域的品种，以达到最好的种植效果。

2.物理防治技术。比较传统的防治小麦病虫害的方

法就是物理防治，一般是根据害虫的基本习性来达到这

一目的。其一，利用害虫的趋光性。例如小麦蚜虫等害

虫具有趋光这一习性，在黑暗中对光源十分的敏感，针

对这一类害虫可以使用频振式杀虫灯。种植人员应将此

灯悬挂在种植田地中，此灯所产生的独特光源会吸引害

虫的注意，当害虫靠近时就会被此灯外面的高压电网杀

死或击昏，从而达到防治效果。对于部分未被消灭的害

虫，可以在灯的下面挂一个袋子，袋子内装一些具有挥

发性的农药，从而达到熏杀害虫的目的。这一方法能够

有效地击杀害虫，减少害虫的产卵数量，进而保护小

麦。其二，利用害虫的交配习性。种植人员可以在田间

悬挂一些性信息素诱剂，诱捕害虫，进而将其消灭。对

于性诱剂的选择，需要针对不同的害虫选择不同的种

类。可以选用一次性的性诱剂，也可采用能够进行替换

的产品。其三，利用色板进行诱杀。在小麦害虫中，例

如粉虱、蚜虫等具有趋黄的习性，可以在田间悬挂黄色

的粘板吸引这些害虫，将害虫粘住后再进行人为消灭。

对于蓟马等具有趋蓝习性的害虫，应当在田间悬挂蓝色

粘板进行诱捕。除此之外，也可以进行人工捕杀一些体

型较大、易于捕捉的害虫，不过这种方法需要大量的人

工，并不推荐。

3.生物防治技术。关于小麦病虫害的生物防治相关

技术，具有很多种类型，但究其根本大都是利用自然环

境的食物链原则。针对小麦病虫害的生物防治技术大概

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引入天敌捕食害虫。种植人

员可以利用动物之间的猎食特性，针对不同的害虫种类

引入对应的天敌。可以选择鸟类或者虫类，通过这种方

式来达到减少害虫数量的目的。例如：针对红蜘蛛等害

虫，可以选择七星瓢虫、食蚜蝇等天敌。种植人员要注

意严格控制天敌与害虫之间的比例，避免天敌过多从而

对小麦造成新的危害。一般将比例控制在 1∶322 左右，

这样就可以达到不需要其他化学药剂等方法而有效控制

害虫的效果。第二，以菌治虫。种植人员可以利用自然

界的细菌或真菌等微生物，用来消灭害虫。例如：苏云

金杆菌等可以使害虫在生长过程中产生一种毒素，害虫

吃进体内后就会发生四肢瘫痪、停止进食的后果。有的

细菌会在害虫的体内大量繁殖，导致害虫患上败血症，

达到杀死害虫的目的。害虫因为各种病原细菌、真菌而

死亡或无法进行繁殖，达到了有效防治小麦病虫害的

效果。

4.化学防治技术。在针对小麦病虫害的化学防治技术

上，应用最为广泛的就是使用各种配比的化学药剂，用

以防治不同种类的小麦病虫害。使用药剂进行包衣拌种

也是常用的化学防治技术之一，其中常用的药剂如苯醚

甲环锉悬浮种衣剂，使用其进行种子的包衣处理可以有

效地防治纹枯病等病害，防治的效果十分明显。针对赤

霉病可以选择喷洒甲基硫菌灵和氰烯菌酯等药剂，在小

麦抽穗扬花时喷洒药剂能够达到最好的防治效果。在使

用化学药剂防治时，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低毒高效的药

剂，掌握防治适期，对症下药，防止滥用药剂对小麦生

长带来的其他不良影响。对于有些已经对药剂产生一定

的耐抗性的小麦病虫害，应当配比多种药剂进行喷洒，

从而达到良好的防治效果。

四、小麦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改进对策
（一）大力培养新型小麦品种

从根本上增强小麦抗病虫害能力的方法是改进种子

的品种，因此，应加强对新型小麦的培育工作，提升新

品种的抗病虫害能力与抗药能力。新型的小麦品种能够

有效地防治常见的病虫害，适应各种的生态环境，产量

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农业科研人员应当掌握先进的技术

手段，学习各种相关知识，努力培育出更加优秀的小麦

品种。针对种植人员，应当积极地选择种植新型的小麦

品种，学习相关的知识，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种植区域

的小麦品种，掌握科学的种植方法，从而达到增加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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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提高品质的目的。

（二）加强田地管理与检疫

如果在小麦的种植过程中，没能进行合理的田地管

理工作，就会造成许多小麦病虫害的发生。为了能够更

好地进行田地管理，种植人员应当全方位地了解小麦的

生长情况，一旦发现小麦病虫害，应当及时采取合适的

防治方法，消灭病虫害，抑制病虫害的进一步发展，从

而减少其对整个小麦田地的恶劣影响。种植人员在对小

麦的观察过程中，应当仔细观察其生长的情况，针对各

个阶段可能出现的病虫害，需要提前制定科学合理的防

治方案，确保小麦能够健康茁壮地生长。

目前，在每年的 5月要对小麦种植区域开展检疫工

作，检查相关区域及周边是否存在小麦全蚀病等状况，

一旦发现存在相关症状要及时进行清除工作，避免病害

的进一步传播，减少其对小麦产量与质量的影响。此

外，要加强每年 9月的植物检疫宣传月活动，增加检疫

的强度与力度，从根本上避免小麦病虫害的传播，确保

绿色防控技术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效果。

（三）改善预防的方法

针对小麦病虫害的预防方法，目前存在着许多种

类。为了达到更好的预防效果，不仅需要种植人员合理

的采用绿色防控技术，还需要加大对新技术的研究，改

进现有的预防方法，加大对小麦各方面的保护工作。小

麦病虫害的预防工作应当贯穿于小麦种植开始到结束的

所有阶段。首先，在小麦种植开始前，应该仔细了解种

植区域土地的具体状态，掌握田地的实际情况，全面的

分析这一区域可能发生病虫害的概率。对于种植区域的

土地应按照不同类型进行分区管理，并有针对性的制定

合理的绿色防控方案，种植人员应重视对某些特殊区域

的管理防控工作。在小麦的生长过程中，一旦发现病虫

害的状况，要及时对田地进行相应的清理工作，清除掉

具有病虫害的小麦和发现的虫卵，防止病虫害进一步影

响其他健康的小麦，最大程度地减少其带来的损失。其

次，要积极研究新型的预防手段，改善现有方法。农业

研究人员应当积极进行探索创新，增加对小麦生长预防

状况的实地研究次数，必要时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实

验。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应当对不同预防方法的使用相

关数据进行记录，分析其应用的实际效果以及可改进的

方向，为日后的研究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种植人员应

当加大对小麦病虫害的预防力度，增加对小麦生长过程

的监测，以便及时处理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状况。

（四）合理安全使用药剂

使用药剂进行小麦病虫害的防控工作依然是主要方

法之一，尤其是当种植田地发生大范围的病虫害时，要

采用药剂进行有效的统防统治，便于迅速降低病虫害的

传播速度。使用药剂进行防控虽然能带来良好的效果，

但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导致药剂残留在小麦上，就会影响

最终的食用。并且频繁地使用药剂进行防控病虫害，会

使其产生一定的抗药性，使药剂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在使用药剂进行防控工作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对症下药。种植人员应当加深对小麦病虫害的了

解程度，在小麦生长过程中仔细观察，以便准确地判断

出病虫害的具体类型。针对小麦实际所得病虫害的种类

以及轻重程度进行药剂的选择和配比，做到能够对症下

药。一定要严格禁止在不能精确诊断病虫害的情况下，

进行大范围用药。这不仅可能会导致原本病虫害的情况

加重，也增加小麦病虫的抗药性，降低防控的实际效果。

2.使用药剂时要注意对药剂安全隔离时间的把控。

严格把控安全隔离期是有效减少小麦外部药剂残留的方

法，不同种类的药剂具有不同的安全隔离时间，需要种

植人员进行严格的把控。在安全隔离时间结束后，再进

行小麦的售卖工作，保障小麦在食用时没有药剂残留，

避免人们的身体健康遭受威胁。

3.禁止选择毒性高、污染性强的药剂。这种药剂对小

麦以及人体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因此应该选择毒

性较低、无污染的新型药剂进行替代，在防治病虫害的

同时确保不会污染周边环境。

4.加大对药剂和药械的研究和改善工作。应当重视改

进现有的药剂，研究出更多种绿色无污染的药剂。这种

类型的药剂能够减少以往药剂的弊端，增大防控效果，

保护害虫天敌及小麦安全。同时加大对药械的改进，提

高药效，减少药量，例如新药械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和高

效植保无人机的使用，提高了绿色防控的技术水平。因

此农业科研人员应当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绿色药剂和新药

械的研究中来，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掌握先进的

科学技术，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贡献更大的

力量。

总之对于药剂的使用方面，要做到安全合理的应

用，以确保达到最好的防控效果。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麦病虫害种类繁多，对小麦的影响十

分严重。因此应做好对小麦病虫害防控工作，遵守绿色

防控原则，使用绿色防控技术，通过对防控技术安全合

理的应用，达到最好的防控效果，保证我国小麦的产量

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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