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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病虫害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强

化病虫害防治工作极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坚持以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模式。同时，在防治工

作中，需要采用多种防治方法，多管齐下，综合防治，

形成科学化、系统化、标准化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模

式。不仅为农作物提供了稳定的生长环境，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也有利于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目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现状
（一）病害虫害种类繁多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烟台市总耕地面积约为 670 万

亩，农作物品种上百种，并且农作物种植田多位于山地

丘陵地区。其耕地面积广泛、作物品种繁多、地形环境

复杂为病虫害的爆发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烟台市病虫

害种类高达上千种，其中粮油作物的病虫害 200 余种、

果菜作物几百种、其中危害范围、影响严重，爆发频繁

的病虫害主要有小麦锈病、玉米黏虫等。

（二）农药使用—安全性和科学性需要提高

由于农作物种植户大多数为农民，特别是一些偏远

地区的农民其安全用药意识较为薄弱，在喷洒农药过程

中，存在不配备施药防护器具，导致农药经过皮肤渗透

进体内，引发农药中毒；并且在施药过程中未对施加药

剂的种植田地做好标识，容易因误食引发中毒。种植户

环保意识也没到位，将用过的农药瓶随地丢弃，剩余药

液随处倒放，造成环境污染。同时由于农作物病虫害种

类多，传染性强，并反复爆发，大多数种植户为了提高

病虫害防治效果，盲目跟风打药，过度施加用量，虽然

效果良好，但经常使用会使该地区病虫害逐渐产生抗药

性，等到下次爆发时，无法有效进行防控。

（三）监测队伍人员不足

虽然市县近年来建设大量病虫害预防监测站，并对

其监测设备更新换代，邀请专家对监测人员开展培训。

但根据市县普查中显示，基层专职负责病虫害监测的人

员严重不足，烟台市耕地种植面积约为 670 万亩，专职

监测人员不足 20人，人均监测 40余万亩。有的种植区

域甚至没有设置监测人员，技术指导存在死角；或者是

非专业人士从事病虫害监测工作。同时监测队伍呈现老

龄化，现代化信息技术运用能力薄弱，难以精准掌握病

虫害发生实况。专业检测人员不足、工作量大、范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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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难以起到有效的监管、保证全市病虫害防治工作顺

利开展。

（四）农药市场经营混乱

由于农药作为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方法，其效

果较为明显。但由于农村地区分布不均匀，给农药市场

管理提高了管理难度。农药销售方综合素质较低，对于

农药的特点、使用剂量、针对病虫害的种类都不了解，

无法为种植户提供正确的使用方法，甚至还会有部分销

售人员推销禁销农药。同时许多生产方、销售方无证经

营，导致大量假冒伪劣的农药流入到市场当中，给市场

带来了混乱因素。

（五）一家一户防控模式

由于粮油作物对地形要求较高，例如玉米，适合种

植在地形平坦、广阔的平原地区。但烟台市山地丘陵地

形约占全市总面积的七成，约束了粮油作物的种植面

积。但山地丘陵地区符合果业种植需求，促使其得到了

迅速的发展，也导致部分农民群体产生“重果轻粮”思

想观念，不利于开展粮油作物病虫害防控工作。同时，

由于果农长期经营和管理果园，也为其积累了一定的种

植经验，识别病虫害种类并开展防控工作的能力。目

前，在农业技术推广领域已经形成“一主多元”的新格

局，即充分发挥出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主导作用，引导

农业企业、农村合作组织以及种植户等共同参与，通过

扩大农技推广队伍、深入基层开展技术科普、参观农技

基地等方式提高种植户自我防控水平。

（六）统防统治大势所趋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

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加

剧。在流入城市的劳动力中，其中不乏含有一些农业技

术型人才以及年轻优秀的劳动力，解决农作物无人种

植、病虫害无人防治的问题迫在眉睫。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烟台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经过实践和探索，总结出一

套“植保站开方，合作社服务”的种植防控新模式。该

模式通过加速土地流转、集约化种植、统防统治等手

段，缓和劳动力矛盾，并打造出一批具有良好社会形象

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截至 2020 年底，经统计已经注

册上百个社会化服务组织，其日作业能力高达十余多万

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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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一）农业防治

在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农业防控是最为常

见的方式，贯穿到农作物种植的各个环节中，其效果明

显并且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农业防控手段通过优化

栽培技术，强化田间管理，做好种子处理等方面工作，

从根本上杜绝病虫害的爆发。

第一，规划耕作制度。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需要

对其耕作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所选种植地采用轮

换耕作的方式。例如，在进行玉米种植中，可采用玉

米－小麦－马铃薯轮作方式，能够很好抑制土壤中的病

菌，优化种植田环境，有效预防种植区病虫害的爆发。

第二，精细整地工作。通过利用整地机械，将土壤表面

的杂草、植被残体、土壤害虫以及病原体及时清除，降

低作物播种后病虫害暴发概率。第三，作物种子选择和

处理。在选择作物种子时，需要选择抗病性强的品种，

对病虫害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在选择种子时，需要挑出

有蛀孔的种子。在播种前，对种子进行处理。将其均匀

铺洒在地面上，薄厚适当，保证每粒作物种子都能得到

阳光的照射，在此之后进行种子浸种处理。第四，强化

田间管理，通过中耕除草、定期视察等，将作物种植田

中的杂草和病残体及时清除掉，防止种植地区病毒蔓延

或者害虫寄生在植株中，并且能够在病虫害爆发初期及

时发现并开展治理工作，降低其危害范围。第五，促进

种植地周边环境生态多样化。

（二）物理防治

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中，物理防治是对种植田

及周边环境影响最低的一种防控手段，绿色理念贯穿其

中。通过开展物理防治工作，降低了农作物种植户对农

药的使用频率和剂量，优化了农作物种地田的生态环境。

人工防控主要是人作为防控主力，通过定时定期进

入作物种植地中观察，使用捕捉害虫的工具进行捕捉灭

杀。虽然这种方式不会对农作物的生长环境造成破坏，

但其防治效率较低，需要大量人力资源。所以这种方

式只适用于害虫体型较大群体较小、农作物种植区域小

的地区进行。同时对农作物种植田中的病变植株进行摘

除，并及时将样本送到研究中心，分析病害种类和原

因。工具防控是目前主流的物理防治方式，通过利用害

虫的习性和弱点，并选取针对性强的工具进行防控。常

见的防控有以下几种：第一，地表防护。在土壤表面铺

设塑料薄膜、防虫网等进行防虫。第二，高温灭病虫

害。夏季可以用高温闷棚，使棚内温度上升，达到清除

病虫害的效果；冬天可以利用冰雪覆盖的方式。第三，

利用害虫趋色性、趋光性、趋味性等，进行诱集灭杀。

常见的工具有黑光灯、频振式灯、色诱板、黏虫板、性

诱剂等，利用这些工具对害虫进行消杀工作，降低农作

物种植田中的害虫种类和数量，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一个

安稳的生长环境。这种方式操作简单、成本较低适合长

期防治工作，但面对大规模病虫害暴发时效果较低，因

此只适用于病虫害的日常防控和爆发初期防控工作中。

（三）化学防治

在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中，之所以其受到广大农业

种植户的欢迎，是因为这种防治方式是见效快效果好，

操作简单的一种防控手段，需要注意的是化学防治并不

等同于农药防治，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化学农药对

农作物的不良影响逐渐减少。化学防治是对灭杀病害虫

害所需要的药剂进行科学运算，降低药剂残留量，并选

择有毒物质含量低，污染较小的化学药剂，减少对农作

物的危害。

第一，喷洒方式。根据农作物种植田中所爆发的病

虫害的种类、特征、范围进行观察并分析，选择针对性

的药剂与水进行混合，形成混合溶液，针对病虫害爆发

频率高、危害重的地段进行均匀、多次喷洒。例如，

就玉米大斑病，可选用M-45 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

专业喷洒设备进行喷雾。第二，作物种子处理。通常作

物种子的处理分为浸种和拌种。浸种法是在种子晾晒后

将其浸泡在药水混合溶液中，提高农作物种子的免疫能

力和抗病性。拌种法是将种子和药剂一起进行搅拌，让

药剂附着在种子表面形成包皮，在作物种子入地后，提

供必要养分，同时有效抵御病虫害。第三，种植田土壤

处理。在作物播种前，将药剂和土壤进行混合，均匀播

撒在种植田土壤表面，是防治农作物根系病变和虫害的

有效防控手段之一。也可采用深层施药，用爬犁放开地

表土壤，将适量药剂喷洒在土壤中，并将土壤填平。第

四，喷粉方式。运用喷粉器进行喷洒，喷洒标准为按摸

叶片时手指上沾有微量药粉。但这种方式逐渐放弃使

用，虽然其效率较高，但是药效较大，效果不明显。

（四）生物防治

生物防控是绿色的病虫害防控技术，并且生物防治

在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控工作中应用范围愈加广泛，具有

良好的防治效果，受到农作物种植户的喜爱。其中生物

防治分为两点内容，一种是天敌防治，另一种是生物药

品防治。

天敌防治主要依据生物链中相生相克的原理，在农

作物种植地附近养殖针对该作物害虫品种的天敌，通过

天敌进食捕捉，从而起到消灭害虫的效果，抑制农作物

虫害爆发的危害和范围，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并且这

种方式也适用于大规模的虫害爆发。例如玉米蚜虫，可

以投放瓢虫；小麦黏虫，可以投放养殖白星姬蜂进行防

控。天敌防控不仅不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环境以及土

壤，还会优化种植地周边环境多样性，是农作物得到更

好的发展。生物农药是根据虫害的特性研制有关的药

物，这种药品并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同时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对人类、动物、植物都是无毒无害的，并且农

作物害虫不会对这种药物产生抗药性。在农作物种植区

进行科学有效地运用，能够将病虫害有效清除，并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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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农作物正常的生长和发育。

三、强化病虫害防治的有效措施
（一）完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体系

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需要有健全的制度体系作

为支撑，否则无法保证防治工作顺利开展以及工作有

效。首先需要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根据烟台市多山丘地

段，结合农作物生长区域、种类进行具体分析和探究，

找到合适的工作模式提升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工作效

果。其次，该市农业部门需要根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建

立病虫害防治体系和制度，通过规划社会服务机构的设

立申请、服务模式以及病虫害防控机构的防控技术、配

套设备、收费标准等。再者，确立责任划分制度，明确

防治体系制度的执行和责任，才能具有针对性地强化农

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同时，政府需要加大扶持力度，

例如增加防治经费，相关政策扶持，保障防治工作顺利

进行。最后，建立病虫害预防机制，在病虫害爆发之前

提前预防，确保防治工作有序开展。

（二）加强技术培训，推广防控技术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员，才

能保证防治工作的效果。因此农业农村部门需要加大资

金投入的力度，增加防治经费，定期开展病虫害防治的

培训教育活动。在培训中，需要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

念，积极推广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

治等绿色防控技术，严禁使用农药防控，降低病虫害暴

发的概率。同时需要利用“一主多元”的推广形式，发

挥出农技推广机构的主导作用，安排技术指导人员进入

种植田中向种植户进行病虫害防控技术指导工作，并制

定出惠民利民的技术推广工作方案，将方案落实到位，

真正意义上实现统防统治。同时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

激发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更好地进行病虫害的防治

工作；并且农技管理机构需要强化技术管理，严格打击

无资格授课，向种植户传递错误技能的现象。在技术推

广方面，农业农村部门需要加强病虫害防控技术的宣传

力度，并强化技术推广队伍的建设，提高防控技术推广

水平。通过宣传讲解，让种植户有意识开展相应的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宣传中可通过新媒体与传统宣传

相结合的方式，并将组织种植户和技术推广人员参与相

关的培训，提升农作物种植户的病虫害防控技术水平，

使推广人员具备防治工作的意识、病虫害防控技术等，

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

（三）提高监测力度，做好预警工作

针对农作物的种植区域，需要农业农村部门科学合

理地设置农作物病虫害的监测点，并且植保部门需要定

期开展监测农作物病虫害工作，依据农作物种植区域的

气候、种类，病虫害的种类以及当地生态环境等多方

面，构建完善的病虫害监测机制，合理运用现代化信息

技术，利用计算机软件强化监测农作物，可以在病虫害

爆发初期及时发现，并及时组织开展病虫害的治理工

作，及时消灭病虫害。有效提高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工

作效果以及保障农作物产量。

（四）强化应急反应，提升治理力度

需要建立完善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系统，提高种植

户自身的经济效益，在这一过程中，坚持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的工作原则。需要不断扩大病虫害防治的队伍，

并大力购置防治机械和设备，引进先进的施药器材等。

为了确保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具有专业化、标准化，

需要改变原有种植户存在农药过度滥用的现象，有效控

制农业种植的生产成本，并降低在使用过程中对生态环

境的污染，保障农作物的健康成长。

（五）规范农资市场，做好农药监管

在管理农资市场时需要监督和管理农药生产企业，

推动农药市场规模化的发展。针对农药的性质、种类、

使用剂量、适用范围需要做出清晰标识，同时需要出示

国家法律规定的农药生产许可证才能进行农药的生产工

作。并将农药的具体使用说明以及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

项详细说明，并将说明书放置在农药包装中。农药经销

商在经营出售时，需要具备农药销售许可证以及相关的

证件，对农药进货的种类、数量、渠道详细记录，方便

有关部门的查处。市场监管部门应严格落实农药实名购

买制度，大力打击和查处市场流通的假冒伪劣农药。针

对违规农药禁止出售，并进行严处。

（六）引进防控技术，推广绿色防控

烟台农业部门需要不断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先进的

病虫害防控技术，积极探索和实验，积累先进的防控经

验，让种植户能够一眼明了，简单易懂地学习到病虫害

的防控知识；并且可以建立病虫害防控技术试验基地，

邀请当地农业种植户参观，以示范的方式向其展现防控

技术，进一步提高全市病虫害防控技术水平。同时，需

要贯彻落实环保理念，针对烟台市病虫害防治现状，可

以借鉴其他地方的防控经验，引进先进的绿色防控技

术。不仅实现有效控制病虫害，同时也保护了农作物的

生长环境，促进农业增长，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业发展产生严重的影

响，降低农作物的产量，也影响农业发展经济效益。因

此需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深入探究病虫害的种

类、爆发原因以及防治手段，并运用多种措施手段相结

合，对病虫害进行综合治理，推动农业经济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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