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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农业生产中，有机农业占有很大的比重，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推动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中有

重要作用。有机农业的生产中，病虫害防治主要是通过

农业措施、物理措施、生物措施所实现，所提供的有机

肥可以满足农业生产需求。目前来看，有机农业体系已

经相对成熟，不仅助力农业生产的发展，且可以确保生

态系统的平衡。有机农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植物保护

的原则和手段也处于不断更新状态，有效提高了有机农

业植物保护的水平。

一、有机农业植物保护的发展理念

在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中，应该坚定地坚持三大理

念，一是全过程保护理念，二是综合治理理念，三是无

公害防治病虫害理念。

在全过程保护理念中，要意识到有机农业植物保护

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全程做好有机农业植物保护，并建

立可回溯追踪管理体系，实施严格有效的保护工作。在

践行全过程保护理念中，应该由专业的人员和部门全程

监管有机农业植物保护工作，比如要科学有效地使用肥

料、农药，一系列的农事活动均要做好记录和管理。对

于所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处理，主要包括农产品的种植和

食用这两个环节。

在综合治理理念中，要发挥好有机农业植物保护各

种措施的作用，达到综合治理的效果。有机农业植物保

护中，要重点应用好四种措施，一是植物育种管理措

施，二是生物技术治理措施，三是农业栽培技术措施，

四是病虫害防治措施。以植物育种管理措施为例，在有

机农业植物种植作业中，要十分注重品种的选育，确保

种植方式的合理与有效，以确保农作物可以健康成长。

在农作物的管理过程中，土壤、肥料、水分均是重点所

在，要做好综合管理工作，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的病虫害

要实施综合性的防治，发挥好各种防治措施的优势，达

到病虫害防治的最佳效果。有机农业的种植保护过程

中，应最大限度避免使用化学措施，重点应用好种植措

施和管理措施。除此之外，有机农业植物保护过程中，

要对周围的生物资源和环境做好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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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公害防治病虫害理念中，所使用的病虫害防治

物质应具备四点特性。一是必须可以针对性的防治某一

种病虫害，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二是可以不与种子、

植物、产品有直接性的接触，避免危害到有机农业植物

保护；三是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污染，具备防污染的特

性，目前来看，一些病虫害防治物质可以最大限度避免

对周围的环境造成污染，能够确保有机农业植物保护工

作的有效开展；四是所使用的物质必须具备不易残留的

特性，不能残留在有机农业植物表面或根部，避免对有

机农业植物和周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二、有机农业植物保护的环节和技术手段

（一）有机农业植物保护的环节

目前来看，在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中，主要涉及到五

大环节，即农业防控、农田的生态管理、生物防控、物

理防控、有机植保药剂。通过认真这些环节的工作，能

够确保有机农业植物保护成效，助推有机农业的发展。

1.农业防控。在农业防控这一环节，要选择具备抗

逆性强的品种，种子的颗粒均匀和籽粒饱满，且不能有

病虫害。待选种完成后，要按照要求做好晒种、杀菌灭

菌，这是提高种子生长质量的重要措施，要给予高度重

视。根据田间的实际情况有效调整种植模式，可以选用

的生产方式有四种，即轮作、间作、休耕、套种，一方

面能够有效培育农田的地力，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农田作

物的抗逆性。为有效防治病虫害，要控制好田间的温

度，并在适当时机做好灌溉，灌溉的同时可以投用药

物。在土壤培肥时，要坚持贯彻“平衡施肥”这一原

则，有序和有效地提升农田的肥力。施肥时可将有机

肥、无机肥混合，控制好酸碱度。

2.农田的生态管理。在农田的生态管理中，最终目

的是维护好农田生态系统的平衡，可以重点从三个方面

入手。第一，可以考虑修缮田间绿化带，所栽植的植物

要具备抗病性，以求最大限度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率。第

二，农田的生态管理中要十分重视害虫的天敌保护，所

施用的物质要对害虫天敌无害。第三，对农田作业模式

进行有效的改进，坚持做到种养结合，常见的有茶园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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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稻鸭共作，也可以坚持搭建绿色生态养殖平台。

3.生物防控。在生物防控中，着手点是利用好生物

物种间的相互关系，具有不污染环境的优势。比如可以

利用天敌进行病虫害防治，达到有机农业植物保护的目

的。以小菜蛾为例，幼虫主要是啃食小萝卜、甘蓝，且

当前已经可以很好地适应于化学药剂，在防治时可以用

比小菜蛾还小的蜂，将蜂和杀虫剂结合起来施用，可以

达到良好的驱虫效果。再比如可以采用授粉昆虫熊蜂交

叉授粉这一做法，对提高农作物种植产量较为有利，果

菜品质也可因此得到改善，也有助于减少灰霉。除此之

外，在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中，可以利用好作物遗传抗

性、昆虫不育这些措施。

4.物理防控。在物理防控中，为有效保护农田，可以

采取悬挂防虫网这一方式，也可以使用食诱剂、推广性

诱剂。目前来看，在农田生产中，鳞翅目害虫、鞘翅目

害虫、仓储害虫相对较多，针对性的性诱剂有较广泛的

应用，也可以应用诱虫板。比如可以应用黄色诱虫板，

能有效驱杀白粉虱、蚜虫、木虱。再比如可以应用绿色

诱虫板，有助于驱杀茶小绿叶蝉，如果要驱杀蓟马，则

可以应用蓝色诱虫板。

5.有机植保药剂。在有机植保药剂中，当前虽然已

经大大减少了化学药剂的使用量，但依然存在着农药残

留、病虫害耐抗性的问题，应重视生物药剂的应用。目

前使用的有机植保药剂种类较多，主要有三类，即植物

源药剂、微生物源药剂、矿物源药剂。实际使用有机植

保药剂时，要特别注意六方面的要点。第一，要综合分

析病虫害发生规律，确保有机植保药剂使用时机的科学

合理。第二，坚持做到统防统治，不能留下防控死角和

风险。第三，在喷施有机植保药剂时，务必均匀全面，

且正反面都要着药，不能出现用药不均匀的情况，确保

要发挥出药物的最佳效能。第四，要将药物喷施在病虫

害的主要滋生部位，实施针对性和重点性的防治，以求

达到最佳的用药效果。第五，用药时机要综合性的考

量，尽量在早晚时间施用药物，最大限度减少药物的挥

发和分解。第六，在稀释水源的选择上要特别注意，不

能用硬水、碱性水。为在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中实现最佳

的效果，应优先考虑同时使用多种有机植保药剂。

（二） 有机农业植物保护的技术手段

长时间的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中，形成和积累了较多

的技术手段，值得推广应用。目前来看，有机农业植物

保护的技术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病虫害防治技术。二

是无病种苗技术。三是耕种技术。四是培肥技术。

1.病虫害防治技术。在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中，最关

键的技术手段便是病虫害防治技术，可以大大降低病虫

害对有机农作物的危害程度。防治有机农业植物的病虫

害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防治技术，既要控制成本和

污染风险，也要达到最佳的防治效果。当前主要是应用

生物防治技术，生物防治技术对有机农业植物造成的危

害可以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可确保植物的绿色、健康生

长。利用天敌、利用作物抗性都是当前常用的生物防治

技术。除此之外，应选择健康的植株，并且要努力营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避免病虫害对有机农业植物造成不利

影响。

2.无病种苗技术。在有机农业植物保护过程中，无病

种苗技术强调两点，一是栽培无病种苗。二是养护无病

种苗。从植物品种的选择这一方面而言，要确保所选择

的植物品种有良好的适应性和抗病性，且要适应当地的

气候条件、土壤条件。正式栽培前，要按照要求处理种

子，存在病害风险的种子要全部挑出，晒种过程中有效

杀灭所存在的细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要避免出现温

度过高的情况，原因是当温度过高时，种子的生长会受

到一定的影响，无法达到理想的有机农业植物保护目标。

3.耕种技术。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中，要根据实际情况

选用耕种技术，当耕种技术足够的先进和科学时，有机

农业植物的生长能力、抗逆能力均可以有所提升，对促

进有机农业植物健康生长有十分大的裨益。有机农业的

耕种作业中，应高度重视轮换种植这一措施，同一区域

不应长时间栽种同一种植物。目前来看，已经在有机农

业的轮作种植中积累了较多的成功经验，可以很好地提

高土地生物多样性，地块的养分和条件可以及时补充并

发挥，对促进有机农业的健康生长意义重大。

4.培肥技术。有机农业的施肥管理中，应避免施用合

成肥料，选用科学有效的肥料，确保适用性和有效性，

为提升土壤肥力做出贡献。施肥时可以主要施用四种肥

料，即绿肥、动植物性有机肥、矿物质肥、蚯蚓。以绿

肥为例，是一种常见的生物肥源，优势之一是养分较为

丰富，可有效扩充肥源。在施用绿肥时，要综合考虑土

壤的肥沃程度，切实发挥好肥效。再以蚯蚓为例，在土

壤中寻找食物时能有效翻松土壤，且可以有效分解土壤

中的有机肥料，可以确保农作物有效的吸收利用。更重

要的一点，蚯蚓是一种品质良好的蛋白肥，在死亡后依

然可以为有机农业提供良好的氮元素。

三、有机农业植物保护的实践探索

（一）注重植保防控组织的发展

有机农业植物保护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要想达到

最佳的成效，要十分注重植保防控组织的发展，借助专

业力量落实植物保护工作。详细言之，今后很长一段时

间都要大力建设有机农业植保专业化队伍，高效落实植

物保护工作，尤其是要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大下功夫，实

施有机农业植物病虫害的统防统治。在植保防控组织的

建设方面，可以重点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植保专业

队、植保协会，并形成有机农业植物保护的合力，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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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成效。在信息化和机械化的双重背景下，应考虑大

力完善机械化植保防控措施，形成适用性强的有机农业

植物保护发展模式。结合目前植保防控组织的发展的来

看，最有成效的当属农民合作社的专业化防控组织，适

合用在基层有机农业的植保工作中。后续应大力建设一

批有机农业植保防控组织的示范区，发挥好示范带动作

用，帮助有机农业提升植保专业化水平。

（二）构建科学的植物保护体系

有机农业植物保护应坚持履行绿色、公共植保理

念，以预防为主，实施综合防治。对于重大型的病虫害

而言，要做好早期的预防处理，实施综合防治措施，避

免对有机农业的产量和质量造成不利影响。构建植物保

护体系时，应凸显出绿色植保理念和措施的重要地位，

其中关键的一环便是应用好生物防治措施和生态治理措

施，同时需要构建绿色植保示范区，做好日常性的宣传

推广工作，确保更多的绿色植保理念和措施得以有效应

用。除此之外，当前在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中所形成的治

理措施均有效且适用，包括生态治理措施、农业防治措

施、生物防治措施、物理防治措施，是值得推广应用的。

（三）健全有害生物预警体系

信息时代下，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信息化已经成为必

然趋势，在有害生物预警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

效，其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应用。为此，在后续

的有机农业植物保护工作中，要努力推动植保工作朝着

信息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构建和健全有害生物预警

体系时，要综合利用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可主要利

用的信息技术有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

术、传感器技术、GIS技术，实现可视化监测和立体化

感知，并对监测到的数据信息实施分析和服务。毋庸置

疑，在信息技术手段的支持下，有机农业植物保护措施

可以更为健全有效，为农民朋友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服

务，有机农业生物灾害的预测和预报能力将大大提升。

在此基础上，要发挥好生物技术、物理技术的优势，构

建有机农业无害化治理体系，既达到植物保护的效果，

也可以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四）规范使用农药制剂

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中，农药制剂的使用要特别注

意，所使用的农药制剂应具备三大特性，即质量优良、

价格稳定、药效良好。相关的职能部门要发挥好自身作

用，对农药市场秩序做好规范，尤其是监管好农药经销

网店，对所存在的假冒伪劣农药要加大处罚力度，凸显

出农药市场的权威性。另外，应大力推广应用生物制

剂，当前所使用的微生物制剂效果良好，对生态环境的

污染程度较小，对人畜低毒。后续要在生物农药的研发

方面大下力度，对生物制剂企业做好扶持和政策倾斜，

以求更为广泛的应用生物农药，减少高毒残留农药使用。

（五）做好资金支持工作

有机农业植物保护是长期性工作，此过程中需要源

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确保资金的连续支持是重点所在。

在当前的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中，财政支持发挥着重要作

用，通过财政划拨专用植保经费，能够确保日常的有机

农业植保工作有效开展。不过在财政支持的基础上，还

应该考虑引入社会资本，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人士参

与在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中，以求提供更好的资金支持。

对于所获得的资金，要科学有效地应用，应将资金倾斜

应用在重要环节，比如高危病虫害的调查防控、植保手

段的改进、植保技术的宣传推广。

四、结束语

有机农业植物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是毋庸置疑

的，必须认真做好，注重先进理念和核心技术的应用，

达到植物保护与有机农业健康发展的成效。当前在有机

农业植物保护中所积累的技术和措施均值得推广，后续

要加大核心技术与理念的宣传推广，营造出良好的植保

工作氛围。不过依然要坚持创新意识，在有机农业植物

保护的实践方面做更多的探究，有效发挥人才优势、技

术优势、制度优势，助推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事业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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