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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与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各方面息息相关，甚至

直接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农业产品和生存环境。因

此，保护植物就是保护人类自身。以杂草和鼠害的防控

为例，阐述植物保护就是保护人类。

1　杂草和鼠类对人类的危害

1.1杂草的危害

（1）杂草与作物争光照、水肥和空间等。杂草根系

庞大，耗费水肥能力强，与作物争光照和空间，妨碍作

物间通风透光，增加局部气候温度，影响作物的生长。

（2）杂草是作物病、虫害的中间寄主。由于杂草生

命力旺盛，病菌及害虫常常先在杂草上寄生或过冬，在

作物出苗后再去作物上危害。

（3）影响光合作用，干扰作物生长。在生产中杂草

种子的数量远远超过作物的播种量，加上出苗早、速度

快，易形成草荒，或缠绕在茎秆上，严重影响作物的生

长甚至使其死亡。

（4）增加管理用工和生产成本。杂草遍地重生，防

控杂草需要投入人工和除草剂，增加生产投资。

（5）降低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杂草在土壤养分、水

分、作物生长空间和病虫害传播等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危

害作物，最终还是影响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据统计，全

世界每年因为杂草危害使农产品减产10%左右。

（6）影响水利设施。水渠长满杂草，会使渠水流速

减缓，泥沙淤积，且为鼠类栖息提供条件，使渠坝受损。

（7）影响人畜健康。有些杂草种子或花粉有毒，能

使人畜中毒。如毒麦种子若混入小麦，人吃了含有4%毒

麦面粉就有中毒甚至致死的危险。

（8）限制一种植物在某一地区继续种植。锈病使当

时斯里兰卡广泛种植的咖啡无法继续种植，不得不改种

茶树。严重影响到当地人类的生活习惯。

1.2鼠类的危害

（1）鼠类能够传播疾病。鼠类可以直接把疾病传播

给人类或通过体外寄生虫间接传播给人畜。鼠传疾病高

达35种以上。在我国主要的鼠传疾病有鼠疫、流行性出

血热、沙门氏菌肠炎、狂犬病和血吸虫病等。据统计，

全世界由于鼠传疾病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直接死于战

争者。

（2）对农、牧、林业的危害。据统计，全世界鼠类

对农业造成的损失，相当于25个最贫困国家的国民生产

总值之和，可养活两三亿人口。一般而言，农田鼠害可

使粮食减产5%左右。牧场鼠害主要是破坏草场，影响牧

草产量和质量，甚至使牧场退化。林区鼠害一是盗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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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一是啃食幼树的树皮，影响出苗率和成活率。

（3）对工业和交通业的危害。鼠类主要是破坏供电

和通讯，造成事故。我国曾有过工厂停电事故、有鼠害

影响轮船和飞机正常航行的记载，在火车上常有骚扰旅

客事例。

2　杂草的综合防控

2.1杂草的综合防控

杂草的综合防控就是采用综合措施，创造有利于作

物生长发育而不利于杂草繁殖和蔓延的条件。从局部来

看，在特定的时间、地区、作物条件下，可以消灭某种

杂草；而从整体来看，不可能消灭所有杂草，而是对某

一两种优势杂草进行防控。由于作物田中有多种杂草，

应根据杂草种类、分布、生物学特性，采用先进而有效

的防治措施，充分发挥各种除草措施的优点，相辅相成，

扬长避短，达到安全、经济、有效地把杂草控制在不足

危害的水平，起到保护人类健康和增产的目的。

2.2农业防控

农业防控措施包括轮作、选种、施用腐熟的有机肥

料、清除田、沟、路边杂草、合理密植等，这些措施是

通过改变杂草的生存环境及控制杂草种子的数量来保护

植物，对人类基本没有影响。

（1）轮作灭草。由于不同作物与其所伴生的杂草要

求的生境相似，可以进行水旱轮作、不同种、属、科间

轮作，进行轮作倒茬，改变其生境，便可明显减轻杂草

的危害。

（2）精选种子。随种子传播是杂草种子传播的途径

之一，如狗尾草种子随谷子种子传播，野燕麦、猪殃殃

种子随小麦种子传播等。为了减少这类传播，调运前对

种子进行精选，清除混杂在种子中的杂草种子。

（3）施用腐熟的农家肥。农家肥有牲畜过腹的圈粪

肥，有杂草、秸秆沤制的堆肥，也有粮油加工的下脚料

等，常常带有一些杂草的种子。这些农家肥不经过腐熟

施入田间，杂草种子就会在田间萌发生长，造成危害。

因此，农家肥必须经过50-70℃高温堆沤处理，闷死或

烧死混在肥料中的杂草种子，然后方可施入田中。

（4）清除农田周边杂草。为防止田外杂草向田内扩

散蔓延，必须清除农田周边的杂草，特别是在杂草种子

未成熟之前，采取适宜防治措施，予以清除，防止扩散。

（5）合理密植，以密控草。杂草以其旺盛的长势与

作物争水肥、争光，争空间。科学的合理密植，能加速

作物的封行进程，利用作物自身的群体优势抑制杂草的

生长，收到较好的防控效果。

2.3机械防控

采用各种农业机械，在不同季节采用不同方法防控

田间不同时期的杂草。机械防控也是改变杂草的生存环

境，消弱杂草的长势，达到保护作物的目的。主要有以

下三种方法：

（1）深翻是防控多年生杂草的有效措施之一。土壤

经过多次耕翻后，多年生杂草的数量逐渐减少。同时通

过深翻晒垡、促进微生物活性，固定空气中的氮素，增

加土壤营养。

（2）耙茬可使杂草种子留在地表浅土层中，增加杂

草种子出苗的机会，在杂草大部分出土后，通过耕作或

化学除草集中防控，则收效更大。

（3）中耕灭草，中耕是疏松土壤、提高地温、防止

土壤水分蒸发、促进作物生长发育和消灭杂草的重要方

法之一。中耕灭草的适期是草龄越小越好。

2.4生物除草

利用生物灭草，即可减少除草剂对环境的污染，又

有利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利用动物、昆虫、真菌、病

毒等可以防除杂草，有些项目已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

显著成效。

（1）以菌灭草。鲁保一号是从感病的菟丝子植株上

分离培养出来的真菌分生孢子，其在适宜的温度下吸水

萌发，长出侵染丝，穿透菟丝子表皮组织进入内部与分

泌毒汁，使菟丝子感病而死。还有锈病和白粉病，能抑

制难以根除的苣荬菜、红矢车菊、田旋花等顽固性杂草。

（2）以虫灭草。尖翅小卷蛾可以消灭香附子，幼虫

沿香附子叶背行至心叶，吐丝并注入嫩心，使心叶失绿

萎蔫枯死，继而注入鳞茎，咬断输导组织，致使整株死

亡。目前国内外有关昆虫灭草的例子很多，为生物灭草

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3）利用动物灭草。稻田混养的草鱼、鲤鱼、鲢鱼

对水稻田中的杂草有抑制作用。在棉田中放养鹅、鸭可

食禾本科杂草。

2.5植物检疫

加强危险性杂草的检疫工作是防控杂草的重要措施

之一。通过农产品检疫可以阻止外国与我国、省与省之

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危险性杂草的传播。

2.6化学除草

针对我国杂草为害的问题，已筛选出一批高效、安

全、适用的除草剂。各地区因地制宜，灵活运用，确立

了防控当地主要作物杂草的完整化控体系，在不同的生

态环境中总结出了防控杂草的应用技术，化学除草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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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面积推广之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7物理灭草

覆盖可以阻止杂草的生长，通过遮光使杂草难以生

存而致死，覆盖物一般为秸秆或地膜。

单纯依靠某一种除草措施往往很难彻底控制杂草，

所以要在明确杂草概念，摸清其生物特性，发生消长规

律和杂草主要群落组成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治理措施控

制杂草的发生，尽量避免作物受到为害，给人类造成各

种损失。

3　鼠害的综合防控

解决鼠害问题，不能单家单户灭鼠，只有靠大规模

地彻底消灭老鼠，才能防止鼠传疾病的蔓延和保护农、

林、牧业的生产。在制定鼠类防控策略时，应针对当地

1-2种优势鼠种的生活规律、习性，制定出相应的科学

的综合防控措施，才能达到控制鼠害的目的。

3.1掌握鼠情，科学地制定灭鼠方案

开展灭鼠前，必须对鼠情做到心中有数。（1）调查

了解当地受害作物，受害程度，受害面积及已达到防治

指标的面积，了解当地主要危害的鼠种、数量、分布，

灭鼠后取得的经济效益，制定出可行的灭鼠规划，准确

划分灭鼠区及重点消灭对象。（2）调查了解主要鼠类的

活动规律、繁殖特点、密度消长规律，科学地确定灭鼠

时机。（3）调查了解鼠类的食性、生活方式等，选择适

口性好的毒饵及适当的防控方法。（4）计算毒饵用量、

投放毒饵用工量以及灭鼠后所取得的经济效益。

3.2采取配套措施，保持鼠害低密度水平

首先，宣传普及防控害鼠的知识，提高人们的认识，

并掌握科学的防控方法。其次要加强鼠情测报，准确掌

握鼠情，及时组织人力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防控，密度

高时应采取突击灭鼠与经常性灭鼠相结合的办法。

3.3常用防控鼠类方法

（1）物理灭鼠利用物理学原理制成捕鼠器械，用于

灭鼠。如捕鼠夹、超声波、电子捕鼠器和粘鼠法等。物

理灭鼠的优点是对环境无毒害，鼠尸容易消除、灭鼠效

果明显。

（2）化学灭鼠又称药物灭鼠，化学杀鼠剂包括胃毒

剂、熏杀剂、驱进剂和绝育剂等。胃毒剂的使用最为广

泛。化学灭鼠的优点是灭效好、灭效快、效率高、成本

低。缺点是化学药剂对人、畜、禽有一定的毒力，存在

着误食和二次中毒的危险；污染环境，杀害鼠的天敌，

影响生态平衡。

（3）生物灭鼠就是用其天敌和微生物抑制鼠害的手

段。天敌有猫、猫头鹰、鼬类、蛇等。微生物灭鼠具有

高效、低毒、低残留、无二次中毒，不伤害鼠类天敌，

不污染环境，对人畜相对安全。

（4）生态学灭鼠就是以改变、破坏适于害鼠生活的

环境以达到防鼠的目的。改变环境条件不能直接杀死鼠

类，但可减少鼠类的增殖或增加其死亡率，从而降低害

鼠的密度。防鼠必须与灭鼠兼施，综合治理，才能收到

预期的效果。

四类灭鼠方法各有特点，使用时应互相搭配，充分

发挥各种方法的长处，才能花较少的人力物力，收到较

好的效果，才能有效地控制鼠类的危害。

4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杂草和鼠害的综合防治，才能够

更好的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植物，才能更好地保护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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