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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植保技术和病虫害防治要点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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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深入探讨了农业植保技术的常见类型，包括化学防治、生物防治、文化控制和物理控制，

并对农业病虫害的防治要点进行了简要总结，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对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视，有效减轻

病虫害压力，建成富有弹性的农业系统，促进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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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d the common types of agricultural plant protection technology, 
including chemical control, biological control, cultural control and physical control, and briefly summarized the main 
points of agricultural pest control, hoping to arouse more people's attention to agricultural pest control work,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essure of diseases and pests, and build a resilient agricultural system.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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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业病虫害防治具有多种要求，需要工作人员

选对方法、策略和措施，根据病虫害的症状表现，正

确实施病虫害综合防治方法，正确使用杀菌剂和杀

虫剂，从以往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

定期侦察病虫害迹象，有效开展病虫害防治的宣传

工作，积极应对常见的农业病虫害，以便更好地保

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1 常见的农业植保技术 
1.1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涉及使用合成或天然衍生的农药来防

治农作物的病虫害。农药包括多种旨在杀死、驱除

或破坏目标生物生命周期的化合物。除草剂针对杂

草，杀虫剂针对昆虫，杀菌剂针对真菌，杀菌剂针对

细菌。化学防治因其有效性、快速作用以及立即缓

解害虫压力的能力而被广泛采用。 
1.2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利用害虫的天敌来调节其数量并最大

程度地减少作物损失。该方法利用捕食者、寄生虫

和病原体等有益生物通过捕食、寄生或疾病传播来

抑制害虫种群。生物防治剂的例子包括瓢虫、寄生

蜂、线虫和微生物生物杀虫剂[1]。与化学农药不同，

生物防治剂提供有针对性和可持续的害虫防治解决

方案，对非目标生物和环境的不利影响最小。 
1.3 文化控制 
文化控制涉及改变农业实践和环境条件，以阻

止害虫并增强作物抗性。这种方法旨在为害虫的发

展创造不利条件，同时促进作物的健康和活力。文

化控制措施包括轮作、间作、种植抗性品种、调整种

植日期、使用诱集作物和实行卫生。通过破坏害虫

生命周期和减少害虫压力，文化控制减少了对化学

投入的需求并促进长期可持续性。 
1.4 物理控制 
物理控制依靠物理屏障、机械装置或环境因素

的操纵来控制害虫和保护作物。这项技术旨在物理

排除、驱除或消除害虫，而不使用化学或生物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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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控制措施的例子包括覆盖、网、屏障、陷阱、覆

盖物、热处理和灌溉管理。物理控制通常与其他害

虫管理策略结合使用，以提供针对害虫和疾病的全

面保护。虽然与化学和生物控制相比不太常用，但

物理控制提供了更加环保的解决方案，可以最大限

度地减少农药的使用并促进可持续农业。 
2 农业病虫害的防治要点 
2.1 正确实施病虫害综合防治方法 
病虫害综合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多种防治策

略的整合。这种方法被称为综合害虫管理（IPM），

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任何单一策略的依赖，而是

强调使用多样化和互补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包括

文化、生物、化学和物理控制措施，以及预防措施和

监测技术。文化控制措施通过改变农业实践为害虫

和病原体创造不利条件，在病虫害管理中发挥着核

心作用。 
文化实践的例子包括轮作、间作、种植抗性品

种、调整种植日期以及优化灌溉和施肥制度。通过

增强作物及其周围环境的恢复能力，文化控制措施

有助于降低病虫害爆发的风险。生物防治是病虫害

综合防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这种方法利用

害虫的天敌，如捕食者、拟寄生物和病原体，来调节

害虫种群。生物控制方法可能涉及释放有益生物、

通过栖息地管理保护天敌或使用生物农药增加现有

种群。通过促进生态平衡和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依赖，

生物防治有助于可持续农业实践。化学控制作为综

合防治的一部分，应谨慎使用农药。农药，包括杀虫

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它们可以有效控制病虫害，

但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

不利影响。 
正确进行农药选择、施用和时机的把控，将最

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并提高综合防治的有效性，同时

也会减少作物耐药性、环境污染和非目标效应等负

面后果。物理控制措施包括使用物理屏障、陷阱、

网、热处理和其他物理方法来防止害虫侵扰或减少

其影响。这些方法对于管理具有特定脆弱性或行为

的害虫特别有用，例如昆虫、啮齿动物和鸟类。物理

控制措施可以与其他策略结合应用，以提高其有效

性和可持续性。 
除了这些控制策略外，预防措施和监测也是病

虫害综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检疫和作物

健康监测等预防措施有助于减少病虫害的引入和传

播。定期侦察和监测可以及早发现害虫爆发，并在

发生重大损害之前及时进行干预。通过实施预防措

施和监测方案，农民可以主动管理病虫害风险，并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反应性控制措施的依赖。 
2.2 正确使用杀菌剂和杀虫剂 
在现代农业中，正确使用杀菌剂和杀虫剂可以

有效控制真菌病害、害虫并确保最佳的作物健康和

生产力。具体实践中，杀菌剂和杀虫剂的功效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正确使用，需要重点考虑以下

几个关键因素： 
其一，有针对性地施用：在应用任何化学防治

措施之前，需要正确识别目标害虫或疾病。错误识

别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农药施用、浪费资源并可能损

害有益生物[3]。 
其二，选择适当的时机：施用杀菌剂和杀虫剂

时，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施用应与目标害虫或病

原体的生命阶段或生长阶段一致，以获得最大效果。

例如，在害虫发展的早期阶段施用杀虫剂可以防止

种群爆炸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作物损失。 
其三，选择合适的产品：不同的产品具有不同

的作用方式、活性范围和环境影响，施用时需要特

别注意。在不同化学类别之间轮换有助于降低产生

耐药性的风险。 
其四，施用量和覆盖范围：需要遵循建议的施

用量并确保目标区域的充分覆盖进行有效的病虫害

控制。剂量不足可能导致控制不佳，而剂量过量可

能导致环境污染并增加抗性选择压力。 
2.3 从以往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 
首先，从以往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吸取经验教

训，有机会从成功和失败中收集到病虫害防治的关

键见解。历史记录记录了各种控制措施的制定和实

施，包括文化实践、化学干预、生物控制方法和害虫

综合管理（IPM）方法。通过检查这些干预措施的结

果，研究人员可以确定导致其有效性或局限性的因

素。例如，成功的害虫管理计划可能受益于早期发

现、及时干预、社区合作或采用多种控制策略等因

素。相反，失败可能会凸显农药抗性、生态破坏、意

外后果或社会经济障碍等挑战。 
其次，分析病虫害爆发的历史趋势可以为了解

农业生态系统的动态以及随时间推移影响病虫害压

力的因素提供有价值的见解。有关害虫种群、疾病

发病率、天气模式、作物轮作、土地利用变化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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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长期数据可以揭示病虫害发生模式、季节波

动、空间分布和新出现的威胁。通过了解这些动态，

研究人员可以开发预测模型、风险评估和预警系统，

以预测和减轻未来病虫害的爆发。 
最后，历史案例研究为影响病虫害管理决策的

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农

业实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市场需求、政策

激励、技术进步、劳动力供应、土地保有制度和文化

信仰。通过研究历史案例研究，研究人员可以更深

入地了解影响病虫害管理策略的背景因素及其对农

业可持续性、粮食安全和农村生计的影响。从过去

的经验中获得的见解可以为设计更适合具体情况和

更具社会包容性的害虫管理干预措施提供信息，从

而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优先事项。 
2.4 定期侦察病虫害迹象 
定期侦察病虫害迹象能够维持作物健康并最大

限度提高作物产量。早期发现是定期侦察的主要好

处之一。如果不加以控制，许多病虫害有可能对农

作物造成重大损害。通过频繁、彻底的实地检查，农

民可以在干预措施最有效的初始阶段发现害虫种群

或疾病症状[4]。 
早期发现可以及时采取行动，例如有针对性地

施用农药、调整栽培习惯或生物控制措施，以防止

病虫害爆发升级并造成重大产量损失。此外，定期

侦察可以让农民随着时间的推移监测病虫害种群并

评估其动态。通过记录害虫丰度、分布模式和活动

水平，农民可以深入了解害虫生命周期、种群趋势

以及影响害虫压力的因素，例如天气条件、作物物

候和天敌。这些信息使农民能够预测害虫爆发、作

物损害并相应调整管理策略。例如，侦察数据可能

表明需要在特定生长阶段加强监测，或在害虫种群

达到破坏水平之前实施预防措施。定期侦察还可以

促进积极主动的害虫管理实践，并减少对被动控制

措施的依赖。农民可以根据早期侦察观察采取预防

策略，而不是等待病虫害达到经济阈值才采取行动。

这些策略可能包括实施阻止害虫发展的文化措施、

种植抗害虫作物品种或引入生物防治剂来抑制害虫

种群。通过将预防措施纳入害虫管理计划，农民可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化学干预的需要，并降低害虫抗

药性、环境污染和非目标效应的风险。除了病虫害

检测之外，定期侦察还为农民提供了评估作物整体

健康状况并识别可能影响生产力的农艺问题的机

会。侦察活动可能会揭示养分缺乏、水分胁迫、机械

损伤、杂草竞争或影响作物性能的其他因素。通过

解决这些潜在的农艺问题，农民可以优化生长条件，

显著提高作物活力，并增强对病虫害压力的抵御能

力。 
2.5 有效开展病虫害防治的宣传工作 
有效开展病虫害防治宣传工作的目的是教育利

益相关者，使其充分了解到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性、

必要性、关键点和重难点，同时赋予农民实施有效

控制措施的能力，确保他们主动加入防治行动，从

而更好地落实综合防治计划。以下是宣传工作的潜

在影响： 
一是提高认识：宣传工作的首要目标之一是提

高人们对农业病虫害防治重要性的认识。许多农民

可能不完全了解病虫害带来的风险或对作物产量、

粮食安全和生计的潜在影响。宣传活动可以帮助突

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并强调主动管理策略在降低

风险和最大程度减少损失方面的作用。 
二是传播信息：宣传工作提供了一个传播有关

病虫害识别、监测和管理实践的准确、最新信息的

平台。通过分享有关常见病虫害、其生命周期、症状

和潜在损害的知识，农民可以提高有效发现和应对

疫情爆发的能力。 
三是推广最佳实践：宣传活动在推广病虫害防

治最佳实践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教育材料、

研讨会、培训课程和外展活动，农民可以了解有效

管理病虫害压力的循证策略和技术。强调轮作、卫

生、使用抗性品种、生物防治和明智使用农药等做

法可以帮助农民采取更可持续和更环保的害虫防治

方法[5]。 
四是赋予农民权力：宣传工作通过向农民提供

做出有关病虫害管理的明智决策所需的知识、技能

和资源来赋予农民权力。通过提高农民对害虫生态

学、害虫行为和生态系统动态的基本原理的了解，

宣传活动使他们能够制定适合其特定农业生态条件

和种植系统的害虫管理计划。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农业病虫害防治并非易事，围绕上

述的防治要点，研究多样化的防治措施，并且通过

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的融合，打开防治工作新局

面，至关重要且势在必行。如此一来，才能确保粮食

安全，并满足整个社会的粮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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