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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技术在农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分析
王　鹏

（榆林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

摘要：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在农业种植过程中出现病虫害情况会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收成和品质，加强农业病虫害防治方法研究是

目前农业发展的重点。基于此，本文针对防治技术在农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展开研究，首先分析了农业病虫害的特点、危害与重要性，

探究了当前防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应用策略，包括建立病虫害防治体系、引进无公害防治技术、应用智能

化现代技术以及加强防治教育宣传等，旨在提升农作物抗病虫害能力，提高防治效益，并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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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病虫害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

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农业病虫害不仅会导致农作物减

产、品质下降，还会增加农民的经济负担，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和

经济发展。因此，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

分析农业病虫害的特点和危害，探讨农业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性，

并针对当前防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应用策略，以

期为农业病虫害防治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农业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农业生产安全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常常会受到各种病虫害的侵扰，不仅会直

接危害作物的生长，导致产量下降、品质受损，甚至可能引发作

物死亡，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及时有效地防治病虫害，能

够保障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减少损失，确保农业生产的安全和稳定。

农业病虫害的防治还能降低农民的经济风险。农业生产是农民的

主要收入来源，一旦遭受病虫害侵袭，农民的经济收入将受到严

重影响。通过加强病虫害防治工作，农民可以减少因病虫害造成

的经济损失，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增强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

续性。

（二）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农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食品供

应的基础，加强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能够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

进行，保证粮食储备和食品供应，进而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此外，许多农产品都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一旦这些产品受到

病虫害的污染或损害，将会影响到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信

誉度。加强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际贸易稳定的重要保障。通过引进先进

的防治技术和方法，可以提高农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减少化学

农药的使用量，推动农业向绿色、生态、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

不仅有利于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还能够促进农业产业的

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病虫害防治体系建设不完善

就目前而言，我国尚未建立科学完善的病虫害防治体系，给

防治工作的有效实施造成一定阻碍。一方面，缺乏统一协调的防

治机制。当前，病虫害防治工作往往由多个部门、多个机构分散

进行，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导致防治资源无法高效整合，出

现防治工作的重复和遗漏，防治效果难以达到最佳。另一方面，

缺乏有效的预警和监测体系。病虫害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和突发

性，如果不能及时准确地预警和监测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就难以

采取针对性地防治措施，导致防治效果不佳，建立健全的病虫害

预警和监测体系是完善病虫害防治体系的重要一环。

（二）病虫害防治技术发展不足

尽管近年来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新型防治技术得到了一定

的推广和应用，但在实际防治过程中，传统的化学农药防治方法

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导致防治效果受到化学农药抗药性的影响，

可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和病虫害种类的不断变化，对新型防治技术的需求也日益迫切。

然而，目前新型防治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

法满足农业生产对高效、安全、环保的病虫害防治技术的需求。

（三）农业病虫害防治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防治人员的整体素质，直接影响着防治工作的实施效果，但

目前我国农业病虫害防治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并不高。当前，许

多从事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的人员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

和教育，缺乏必要的防治知识和技能，导致他们在面对复杂多变

的病虫害时，往往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有效的应对，影响了防

治效果。

三、防治技术在农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策略

（一）建立病虫害防治体系，提升农作物抗病虫害能力

近年来我国农业资源保育能力不断增强，根据农业农村部信

息显示，截至 2023 年，我国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面积覆

盖率达 54.1%，水稻、小麦、玉米 3 大粮食作物统防统治面积覆

盖率达 45.2%。为稳步提升农业病虫害防治能力，建立科学完善

的病虫害防治体系尤为重要。该体系应涵盖病虫害监测预警、防

治技术研发应用等方面，保障农业生产工作的顺利进行。一是建

设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根据福建省质保质检总站数据可知，福

建省 2021 年水稻等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工作依托 45 个重点

县，180 个村级检测网点，辐射带动全省主要作物病虫害统防统

治 1710 万亩次。通过设立监测站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

实现对病虫害发生情况的实时监测和预警，及时掌握病虫害发生

动态，为制定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二是推动防治技

术的研发和应用。加大对新型防治技术的研发力度，推动技术的

创新和应用。现代技术发展迅速，各地区应加强对现有防治技术

的优化与改进，提升其防治效果和安全性。三是提升农作物的抗

病虫害能力。通过选育抗病虫害品种、推广健康栽培技术等措施，

提高农作物的自身抵抗力，降低病虫害的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二）引进无公害防治技术，提高病虫害防治效益

2022 年，贵港市港南区农业农村局就“虫口夺粮”行动展开

交流发言“通过创建全国水稻绿色防控示范县，推广水稻绿色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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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技术面积 29.7 万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 62%，病虫害综合防控

效果达 94% ，水稻病虫危害损失率降至 3.36%。”无公害防治技

术是绿色防控的重要体现，通过结合农作物生长习性、病虫害特

征等因素，合理选择生物防治、物理防物理等手段，能够有效减

少对农药化肥等物质的依赖。具体应用如下：一是生物防治手段。

农作物的播种季节不同，生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病虫害也各不相同，

可结合农业种植环境与病虫害特点采取相应的生物防治手段。比

如大豆农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容易遭受金龟甲虫害，可结合金龟甲

食用蓖麻叶会中毒这一特征，在农作物周围种植蓖麻。玉米容易

受到玉米螟的侵害，而南瓜花蜜会吸引玉米螟的天敌黑卵蜂，可

先种植南瓜后种植玉米，利用黑卵蜂抑制玉米螟，减少玉米种植

病虫害风险。二是物理防治手段。物理防治是指通过调整外部环境，

预防病虫害。很多病虫害的生长需要特定的环境，可结合病虫害

对环境的适应特征进行物理防控。比如部分病虫害需要潮湿的环

境，则可创建不利于病虫害发生与成长的环境来预防。再比如部

分病虫害对环境温度要求较高，但农作物温度适应范围较广，便

可采取大棚种植的方法，通过调节大棚内温度，预防病虫害。同

时还可在大棚内放置太阳能杀虫灯、粘虫板等提升物理防治效果。

通过采用无公害防治技术，可以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减少农

产品在生长过程中受到的污染和损害，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

性。

（三）应用智能化现代技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2022 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2.4%，全国大田种植

信息化率超过 21.8%。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化现代技术在

农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一是智能化监测系统。通过安装传感器、无人机巡查等，

能够实时监测农作物生长情况与病虫害发生情况，应用大数据分

析和预测模型提前预测病虫害暴发趋势，提升防治工作效果。二

是智能治理手段。比如应用智能喷雾系统，实现农作物精准施药；

应用生物防治技术结合智能控制设备，自动释放天敌昆虫或微生

物制剂自然控制病虫害。三是人工智能技术。利用机器学习和深

度学习等手段识别病害、害虫和杂草，制定精准化农业管理策略，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例如在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引入物联网和

机器学习技术，安装气象传感器和图像识别摄像头，有效检测气

象条件、土壤环境和病虫害迹象，识别水稻叶片上的叶斑和害虫，

帮助农民及时发现病虫害迹象。四是物联网技术。通过应用物联

网技术，可以实现对农业生产全过程的监控和管理，确保农产品

在生长、加工、运输等各个环节都符合安全标准。同时，还可以

帮助农民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从而生产出更加符

合市场需求的农产品。

（四）加强防治教育宣传，增强农民病虫害防治意识

根 据 全 国 农 技 中 心《 全 国 植 保 专 业 统 计 资 料》（2011—

2020）数据显示，2016—2020 年全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年发生面

积比 2011—2015 年均值减少 11.52%；防治面积比 2011—2015 年

均值减少 8.54%，全国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得到有效治理。农民

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他们的防治意识和行为对病虫害的控制效

果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加强防治教育宣传，

增强农民的病虫害防治意识，是提升防治效果、促进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环节。首先，加强防治教育宣传，帮助农民认识到病

虫害对农业生产的严重危害。农民在充分了解病虫害的危害性和

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后，会更加重视防治工作，积极参与防治活动，

提高防治效果。其次，推广先进的防治技术和方法。向农民普及

新型防治技术、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环保、高效的防治手段，

帮助农民摆脱对化学农药的过度依赖，提高防治技术的普及率和

应用水平，推动农业向绿色、生态、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最后，

丰富教育手段。例如，利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社

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病虫害防治知识和技术；组织专

家和技术人员深入农村开展防治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在农业生

产基地、农资经营店等场所设置宣传栏和咨询台，方便农民获取

防治信息和技术支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需要政府、科研机构、农民等多方共同努力。为促进农业经济的

快速发展与农业病虫害防治技术发展，相关人员应建立完善的病

虫害防治机制，强化对无公害防治技术、智能化现代技术的应用，

加强对防治人员的教育宣传，有效提升农作物抗病虫害能力，提

升防治效益，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农业

生产的不断发展，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相关人员应不断探索和实践，为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作出更大的

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海燕 . 农药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在农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

用 [J]. 新农业，2023（04）：7-8.

[2] 张学英 . 农业病虫害防治中生物防治技术的应用 [J]. 现代

农机，2022（05）：101-103.

[3] 王小玲，丁为军 . 农药减量增效技术在农业病虫害防治中

的运用 [J]. 智慧农业导刊，2022，2（13）：62-64.

[4] 刘芳 . 生物防治技术在农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研究 [J].

世界热带农业信息，2022（04）：86.

[5] 高文华 . 浅谈农业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J]. 广东蚕业，

2021，55（09）：99-100.

[6] 宣雪平 . 农药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在农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

用 [J]. 农业技术与装备，2021（07）：104-105.

[7] 刘安祺 . 生物技术在农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 [J]. 广东蚕

业，2020，54（06）：109-110.

[8] 黄小丽 . 农业病虫害防治策略简析 [J]. 南方农业，2020，

14（09）：3-4.

[9] 焦梓洲 . 生物防治技术在农业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分析 [J].

种子科技，2020，38（03）：85-86.

[10] 王楠，张相锋，焦子伟 . 国内外有机农业病虫害防治技术

研究进展 [J]. 江苏农业科学，2019，47（22）：37-42.

[11] 张双 . 我国农业病虫害防治现状及建议分析 [J]. 农家参谋，

2019（21）：13.

[12]张本富.浅谈农业病虫害防治[J].广东蚕业，2019，53（05）：

22+24.

[13] 李勤斌 . 农业病虫害防治现状与方法研究 [J]. 种子科技，

2019，37（04）：118+121.

[14] 谢长江 . 农业病虫害防治现状与方法研究 [J]. 农家参谋，

2019（03）：9.

[15] 赵大媛，张全财，卢建霖，等 . 文山州农业病虫害防治现

状与建议 [J]. 种子科技，2018，36（09）：10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