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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推进城乡

均衡发展过程中，应该更加关注“三农”和农业发展问

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除了满足基本

温饱需求外，还提出了绿色健康等新要求，这就要求农

业生产者为社会提供更多绿色健康的农产品。在农业生

产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区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的影响，

作物的病虫害发生也各不相同。所以，农业生产者应更

加注重因地制宜，落实病虫害防治措施，运用先进的绿

色高效防控技术，最大程度上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一、农作物病虫害的特点与危害
（一）农作物病虫害的特性

农作物病虫害主要是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虫

害、病害。

1.咀嚼式口器虫害。咀嚼式口器虫害是蛀虫吃掉作

物的叶子与茎，在作物上造成不同程度的孔洞以及咬

痕。例如，在玉米种植时会遇到咀嚼昆虫，它们会吃掉

心叶和玉米芯，导致降低玉米的产量。

2.刺吸式口器虫害。刺吸式口器害虫是指昆虫通过

刺吸收作物嫩叶以及果实中的汁液，导致作物枯叶与枯

枝的现象。其次，刺吸式口器害昆虫还会携带细菌和病

毒感染作物，引起作物病害相互感染，导致降低作物产

量和品质，从而提高了作物病虫害防治难度。

3.细菌性病病。感染作物的细菌性疾病会导致植物

腐烂、枯萎甚至死亡，降低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4.真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感染作物会产生病斑、

枯叶等症状，抑制作物生长、枯死作物，影响作物产量

与品质。

5.病毒性病害。由于病毒性病害传染性强，主要有

两种方式进行传播。首先是由于种子或植物自身携带病

毒。其次，这种疾病是通过昆虫媒介的活动接触引起

的。发病时的症状可分为花叶病、黄化病、条斑病和蕨

叶病。如果不能进行及时控制，将给整个作物园区造成

严重损失。

（二）农业病虫害的危害

农业病虫害对农业生产、农作物产量质量、生态环

境都有危害。首先，农作物减产。病虫害直接影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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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生长，严重时还会出现枯枝落叶，甚至死棵情况，

导致农作物绝收或者绝产等，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增

长。其次，减产不仅对农民的收入有着影响，而且会造

成当地农作物供应不足、价格上涨，阻碍农业经济的稳

定发展。最后，如果病虫害不进行合理的用药就会影响

明年的作物种植。例如，部分农民生产人员在使用杀虫

剂过程中污染了土地，导致数年内不能种植农作物。

二、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病虫害发生和危害程度有增加的趋势

在农业生产技术以及相关水平持续提升的新背景

下，农作物的亩产量实现了逐步增加，加之在耕作习惯

转变的影响下，种植的制度、结构、品种抗性等各方面

也均随之发生了相应改变，农业生产期间病虫害的发生

与危害有明显加剧的特性。通常呈现为：病虫害的种类

有明显的增多，促使危害的面积不断扩张，导致病虫害

发生频率随之加剧，持续时间也相对更长，导致危害程

度加剧。除此之外，在生物谱转变的背景下，农业现阶

段还面临着全新的病虫害入侵和变异。从小病虫害问题

随之向大型病虫害演变，导致农业病虫害防治的难度与

成本不断攀升，同时也使得防治预测难度随之提升，加

剧了防治的整体难度。

（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意识不高

在农作物病虫害的绿色防治过程中，有“按病虫害

用药”的思想。许多农民只在看到病虫害时才用药。

他们正处于紧急的预防和控制状态。主要集中在化学

防治上，不综合考虑整个生态系统，不综合考虑各种病

虫害的统一防控与栽培管理的关系，防治措施过分依赖

化学防治，综合防治措施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部分农

民不了解或不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绿色综合防治技术。

其次，化学防治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药物选择不

当，用药时间不准确，用药剂量不准确，用药方法不正

确，不同种类农药混用不合理等。

（三）预防控制重于监测，技术服务落后

在进行害虫防治时，害虫监测相当重要，同时也是

害虫防治的基础。部分偏远地区着重农业病虫害的后期

防控，忽视了前期监测工作，未能正确分析当地农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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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发生特点与规律，未能提前发布预警，从而影响防

控工作的开展。另外，在病虫害防治领域，大部分资金

用于“一喷三防”以及“统一防治”，导致农业病虫害

监测资金投入不足，直接影响监测功能的发挥，这对病

虫害防治总体安排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四）忽视绿色控制，注重化学控制措施

由于基层农业病虫害防治一般都是采用化学防治，

忽视绿色防治技术应用，而且存在滥用农药、盲目使用

的情况。部分农民随意增加农药用量，有时还会违规采

用禁用药物，这就会导致农药残留超标，影响农作物质

量，污染水源、土壤以及自然环境，阻碍农业绿色生态

的稳定发展。

三、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一）使用现代病虫害监测技术，提高预警监测

水平

1.加强雷达、卫星遥感和信息技术的应用。雷达、

卫星遥感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是提高农业害虫监测效果的

重要措施。这样可以实现病虫害的实时监测，还利于相

关部门进行防控工作。另外，还可以降低病虫害的发生

率，提高作物的管理效率，例如玉米、水稻等农作物就

可以采用这种监测预警技术。

2.构建害虫监测数据信息平台。通过雷达、卫星遥

感等信息技术的监测数据，可以形成直观的农业病虫害

大数据平台。不仅可以实现病虫害的动态监测，还可以

及时制定病虫害防治方案。此外，它还可以同时监测气

象信息和地理信息。通过综合分析，可以构建病虫害防

治预警模型，了解病虫害的演变过程。

3.构建实时病虫害预测系统。农业病虫害的发生与

地理信息和天气条件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通过对天气

条件和地理条件的深入分析，建立实时的病虫害预测系

统，制定科学的防控措施，形成合理科学的病虫害防治

体系。

（二）健全基层监测网络，落实监测工作

在农作物病虫害问题的防治期间，早期监测发挥了

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就需要高度关注病虫害监测网络的

构建，及时了解病虫害的发生情况，为今后的防控工作

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为此，基层必须始终科学地设置

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点，配备专管人员，促使监测范围随

之扩大，以便及时做好病虫害防治与预警工作，为农民

反馈病虫害信息提供客观指导。除此之外，还需要打造

全新的监测小组，这就需要根据相关规范和程序来推动

监测工作的落实，促使监测工作专业性与科学性得到更

好的保障，以便获得更为客观准确的病虫害信息，为农

作物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三）科学用药

科学用药是指通过科学使用农药，有效控制农作物

病虫害的防治措施。绿色防治不是完全避免使用化学农

药，而是在正确认识农药的条件下，结合病原体的类型

和发生特点，科学合理地使用农药。对于病毒性疾病，

应加强种子处理，及时控制设施内病毒载体的存活；对

于土传病虫害，种植前应做好土壤处理；对于再感染频

繁、流行性强的疾病，应使用保护剂进行预防。当疾病

发生时，应考虑药物的保护以及治疗作用。

在采取药物进行病虫害控制期间，还必须合理设定

用药时间。例如：潜叶蝇防治工作必须在幼虫还未蛀

入叶片之前就做好药物干预活动；针对白粉虱、烟粉虱

等则需要在初期未产卵之前就为其提供相应的药物；蚜

虫的防治则需要在叶片未卷曲之前给予“点片”处理。

科学用药期间还需要对不同农药进行交替使用，以防病

原体对单一农药造成较为强烈的耐药性。除此之外，还

需要对整个环境的自净能力以及承载能力的充分考虑。

在进行用药期间，必须对生物农药的化学性能进行全面

了解。现阶段，生物农药主要包括三种，即微生物源农

药、生化农药、植物农药。其中生物化学农药主要是指

激素、信息素、植物生长调节剂等。

当前，生产中常用的生物农药有苏云金芽孢杆菌、

春雷霉素、井冈霉素、白僵菌、阿维菌素、多抗霉素、

苦参碱、除虫菊素、核型多角体病毒、质型多角体病毒

以及颗粒体病毒。在使用农药时，要根据设施内的环境

条件，采取有效的施用方法，农药的用量应尽可能控制

在最佳致死剂量。如遇叶部病害，应在低温下进行烟雾

剂熏蒸或喷粉防治。如果棚内温度高、湿度小，可以使

用喷雾控制。

(四）绿色虫害防治体系构建

因农业病虫害防治技术本身处于较为落后的情况

下，这就需要对病虫害防治措施进行创新，配备对应的

绿色防治技术，打造全新的绿色防治机制，促使绿色病

虫害防治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在进行病虫害绿色防治期

间，还必须构建起生物、农业、化学以及物理等多种防

治机制，促使各项技术得到更好的提升，形成联合防治

机制，以便取得更为突出的成效，以免造成化学污染与

农药残留，从而帮助作物的整体质量和产量得到显著提

升。以生物防治技术来说，虫治虫、菌治虫等相关绿色

防控技术，因表现出环保、绿色、无污染等特性，成为

了农作物防治的重要选择，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农作物的

整体品质。

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运用策略
（一）农业防治技术的应用

1.培育健康种苗。在应用绿色技术防治农作物病虫

害时，对于农业防治而言，应该重视幼苗的抗病虫害能

力，从源头上提高作物的抗病虫害水平。因此，应建设

苗木基地，培育生命力强、没有病虫害的种苗，从源头

上消除病虫害，提高作物自身免疫力，有效保证作物健

康良好的生长状态。在田间规划期间，应重视土壤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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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以有效促进幼苗的健康生长。

2.实施农作物轮作。如果长期在同一片农田种植同

一种作物，会更容易增加病虫害的发生概率。所以，实

行轮作技术，不同种类作物隔茬种植，这样不仅可以提

高作物产量，改善土壤质量与环境，有效降低病虫害的

发生。轮作法是一种科学的农业种植方式，可以合理选

择轮作物进行轮作，确保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二）生物防治技术的应用

1.蜘蛛螨类利用。在生物学中，病虫害防治主要是

通过生物链以及引入生物天敌来消灭病虫害。蜘蛛是许

多农作物害虫的天敌。结合蜘蛛的捕食特征，蜘蛛可分

为两种类型：网捕型和游猎型。结网蜘蛛用网捕捉小飞

虫；狩猎蜘蛛直接捕食水面以及地面上的昆虫。在生物

防治期间，可以引入蜘蛛来捕捉害虫。螨类包括植物害

虫螨类和捕食性叶螨类。在作物种植区引入长须螨和绥

螨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病虫害，并借助人工饲养

的螨类实现对一些害虫的生物防治。

2.蛙类利用。青蛙和蟾蜍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害

虫，青蛙一般都生活在水中，一只蛙每天需要捕食 200

多只害虫。所以，可以利用青蛙进行捕捉害虫。随着农

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的全面推广，一些农业生产将

青蛙养殖作为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措施。

3.鸡、鸭及细菌病毒的利用。鸡和鸭是比较常见的

家禽。如果种植环境条件允许，可以在农田饲养，以消

除农田害虫。比如，鸭子可以在稻田里饲养，鸭子可以

捕食稻飞虱和水稻害虫。其次，鸡和鸭具有高效捕捉和

杀死害虫的能力，可以在果园里饲养鸡和鸭可以捕食树

上的金龟甲虫。在细菌方面，苏云金芽孢杆菌可用于消

灭农田水稻上的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对杀灭棉铃虫的

治效果相当好，可在棉花种植区大力推广应用。

（三）物理防控技术应用

农民可以在种植农作物期间，分析害虫的生长习性

以及生物学特性，设置相应的引诱剂，或者使用物理

控制技术控制病虫害，从而引诱和杀死害虫。一些地区

可以使用色板捕捉和杀死害虫。在水果与蔬菜种植区

域，可以应用黄板捕捉并杀死害虫。黄色诱捕器可以利

用害虫的趋黄性来诱捕和杀死害虫，彩色诱捕器可以提

高害虫防治效果。在针对土壤害虫和蛾类害虫时，还可

以使用杀虫灯来完成生物杀灭。在固定区域内安装杀虫

灯，夜间的蛾类害虫会在趋光性的影响下主动飞到杀虫

灯附近，防治效果比较明显。农业生产人员在农作物生

产过程中可以使用性引诱剂来引诱和杀死害虫。该措施

可以减少农作物种植区域的虫卵数量，以达到彻底消灭

害虫。

（四）化学防控技术

在应用绿色防治技术防治农业病虫害时，可适当使

用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要结合病虫害特点开展针对性

研究，完善现有农药技术，选择高效、低毒、残留量小

的农药进行病虫害防治。化学农药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

快速杀死害虫，在应对突发病虫害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例如，在防治果蔬病虫害时，使用艾美乐药剂防治效

果明显。在运用化学农药过程中，要与农民进行合理沟

通，向农民介绍农药的使用方法以及要点，引导农民合

理科学规范使用农药，避免由于过量使用农药而影响农

产品质量。

五、结束语
病虫害是农业生产中常见的问题。在进行农作物病

虫害防治期间，应注重选择防治农作物病虫的措施，分

析病虫害的特点以及当地生态环境，选择适宜的绿色防

治措施，在考虑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成本条件下，选择高

效的绿色防治技术，彻底消除农作物病虫害，确保农产

品的产量以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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