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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这个人口大国中，粮食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对农作物病虫害进行全面防控时使用病虫害精准监督

检测的方式，并采用物理、生物、化学等科学技术，进

一步为农作物科学栽培、管控、精准预防控制提供依据，

进而促使农业在发展过程中能够更加健康、持续，以此

对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进行有效提高。1

1　农作物病虫害的原因

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病虫害问题是最为常见的病

害，其产生原因来自多方面，农田作业是一项小型人工

系统，但是各种植物、生物以及微生物对农田生态平衡

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若产生环境变化，会直接引发有

害生物侵害。通过比较适宜的环境，此类有害生物会在

此基础上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影响。另外，病虫

害的特点主要有着较大的规模和较强的破坏性，若对其

使用过多的农药，会随着使用增加病虫害的耐药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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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使用农药时，会因使用方法不当造成病虫害天敌被

消灭。因此，当杀虫剂被长时间使用后，病虫害在此影

响之下会进行进化，以此通过药物管制的方法最终形成

恶性循环。

2　农作物种植及病虫害防治存在的不足之处

2.1 病虫害防治手段单一

农民在对农作物进行种植时，通常均是在经验基础

上进行的，并没有科学的管理经验，进而在农作物发生

病虫害时不能快速判断，更不能正确决定，以此对农作

物的生产生长造成不利影响，若在重点时期，还会对农

作物的产量与质量造成影响，导致农作物产量被大幅度

减产，更甚者出现绝产，以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较为严重，

因此对病虫害进行防治非常重要，但因为一些农民对于

专业的预防知识了解太少，预防手段也较为简单，只能

通过化学治理方法去进行预防，且对于生物与物理防治

工作经验也不足。

2.2 使用农药不合理

目前多数农业种植人员没有经受比较专业的技术培

训，因此当产生病虫害时对于其原因以及发病机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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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真正的原因，所以只能依据种植经验，在防治时只

能通过农药进行 [2]。但是其自身对药物了解甚少，因此

在喷洒过程中，若喷少则不能达到病虫害防治效果，喷

多或者喷错了，会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伤或者导致其死

亡，以此产生一定程度的损失，也会对农作物产生二次

损害。且在农药的使用过程中，对生物以及环境造成不

良影响。

3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

3.1 物理防治技术

此项技术主要是利用有关设施对靶标虫害实施捕获，

进而消除危害。主要技术包含下面几方面：首先是灯光

诱捕技术，这项技术主要通过在固定位置放置太阳能黑

光灯，然后对美国白蛾、玉米螟以及斜纹夜蛾等鳞翅目

害虫进行铺货，但是使用黑光灯时要主要光波的选择，

以此在消灭虫害的同时对天敌以及有益生物进行有效保

护 [3]。其次是糖醋液技术，按照标准比例将红糖、白酒

和米醋进行调配，对桃小食心虫、烟青虫以及甜菜夜蛾

等虫害进行捕获；最后是黄蓝板技术，主要方式是利用

虫害靶标趋色特征对其进行捕获，黄板主要针对的虫害

是蚜虫以及烟粉虱，而蓝板主要对蓟马进行捕获，在对

黄蓝板使用时其悬挂高度通常是其板底部位置比农作物

生长点高出 20 厘米以内，在使用过程中要根据农作物生

产情况对高度进行实时调整。

3.2 化学防治技术

当农作物发生病虫害到一定程度时，在进行防治时

要对化学农药进行合理选择。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按照

用药标准进行配比、喷洒。要有针对性的选择防治病虫

害农药，以此有效保护其他动物以及植物。在选择化学

农药时要选择机理不同的药物，例如甲氨基阿维菌素苯

甲酸盐，并使用时采用轮换式进行，防治提高靶标虫害

以及病原微生物的抗药性。对农作物进行采摘前 15 小

时，不可喷洒任何农药，防治农产品上残留农药造成人

员食物中毒事故。并对现代化施药设备进行实时引入，

目前相关地区在名药喷洒时依旧使用的是让人工加电动

喷雾方式进行施药，此种方法整体效率偏低，农药利用

率也较低，其在施药过程中容易造成人员中毒情况 [4]。

因此在实际防治过程中，能够根据农田生态特征以及植

物生长情况，通过合理使用无人机或者大型迷雾机进行

农药喷洒，以此提升效率、保证药物效果。

3.3 生物防治技术

在实施生物防治技术时，能够从基因工程、生活拮

抗以及协同作用方面进行，对原有农作物的抗虫病能力

以及自身抵抗力进行有效改善，进一步实现预防治理的

目标。此项技术的优势在于对环境不会造成污染，并对

农作物生产情况有着辅助作用。但是我国对生物防治技

术的发展较慢，其中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影响了实际防

治效果。对此，我国生物学家曾经从台湾将大红瓢虫进

行引进，将大红瓢虫的卵产在吹绵蚧壳虫的卵壳上，然

后利用大红瓢虫幼虫消灭掉吹绵蚧壳虫幼虫。通过此项

防治技术，对于吹绵蚧壳虫对橘子园产生的侵害进行有

效防治。这个方法的实施也是我国农业在防治过程中，

首次对生物技术的使用。另外还有通过转基因技术对棉

铃虫的新陈代线造成伤害，以此来防治这类虫害的侵害。

3.4 天敌防治技术

此项技术主要是通过生物间食物链关系对有害生物

进行防治。目前较为成熟的天敌防治技术主要有：螨治

螨技术，其主要对捕食螨进行悬挂，如胡瓜钝绥螨等螨

卡和智利小植绥螨，进而有效抑制二斑叶螨和全爪螨等

相关有害螨的发生；对于玉米螟卵在其高发时期，利用

蚜茧蜂的卵球的释放，对其进行消除；当农作物出现蚜

虫时，利用异色瓢虫以及草蛉等天敌对其进行消除。在

天敌技术的使用过程中，在合适的时候通过引入足够多

的天敌对虫害进行控制消除，在使用化学农药是要特别

注意其对天敌产生的伤害。此项技术在实施过程中要重

视下面几项注意事项：要有足够多的天敌释放量，对农

田生态系统形成优势种群；依据地区气候特征释放更为

适合的天敌，增加其适应性，防止因气候环境影响造成

大规模死亡；在天敌防治技术实施阶段对化学农药的使

用要进行严格管理。

3.5 农业防治技术

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防止，农业防治是最为成

功的技术，其操作简单、成本投入较低，能够进行持续

防治。这项技术的基本理论是在一系列措施基础上，在

遏制病虫害扩散的同时创造有利于农作物健康生长的环

境，主要包含以下几点措施：及时采摘与集中销毁被病

原微生物或者靶标虫害的相关农作物叶片和花穗以及果

实，进一步对有害生物的传染源进行有效控制；在农作

物生长关键时期，有些病虫害的危害严重，针对此情况，

能够对农作物进行提前或延迟播种，在收获时也可以提

前进行，以此有效避免出现此情况的病虫害危害，进而

有效保障农作物产量；对数病原微生物以及靶标虫害在

发展传播时选择较为隐蔽、高湿的环境下进行，对于长

势较弱的农作物机极其容易被侵害，所以能够运用科学

合理的方法控制植物栽培密度，对农作物进行定期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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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花果，有效加强农田生态系统内部空气的流通，加强

光照强度并对空气湿度进行降低，以此提升农作物对病

虫害的抵抗能力。

3.6 进行病虫害的精准监控与预测

3.6.1 检疫性虫害智能检测系统

使用昆虫性信息技术将农田生态系统中危害性比较

大的检疫性虫害以靶标虫害的成虫所分泌出的能够吸引

异性虫害来进行交配的一种物质，然后对其进行诱捕并

展开动态监测，进而提升对虫害天敌的保护。

3.6.2 有害昆虫智能监测系统

这项技术主要利用鳞、鞘翅目虫害的趋光特征，放

置太阳能诱虫灯，对农田生态系统中的有害昆虫实施诱

捕，并将其识别的数据进行统计后实时上传至系统当中。

3.6.3 病原微生物智能监测系统

该项系统主要对真菌类病害的病原孢子利用风力

进行传播的特征展开捕捉，并使用显微镜对其进行拍

照上传。

3.6.4 气候监测系统

这项系统对于所植农作物周边空气、光照、风力风

向、温湿度、降雨情况等相关气象数据进行全面监测，

并将数据进行收集上传。

3.6.5 土壤墒情监测系统

土壤墒情系统主要通过对土壤安置监测装置，实施

监测土壤温湿度、PH 值、营养成分含量。

3.6.6 人工智能系统

这项系统主要将以上检疫性虫害、有害昆虫、病原

微生物、气候、土壤墒情五种监测系统所上传、提供的

数据信息进行实时收集，基于大数据基础上判断病虫害

品种，通过与气象、土壤墒情监测系统和气象局的数据

信息相结合，依据农作物实际生长情况，预测农作物的

虫害产生品种、发生范围以及实际破坏程度，以此为农

作物病虫害提供防控依据。

4　加强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方法

4.1 加大监测力度

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病虫害的发生对其会造成比

较严重的影响，所以要切实加强对病虫害的管理监测力

度。如果在病虫害发生后再通过药物治理，效果虽能达

到要求，但是会产生反复情况，且经常使用药物会对病

虫害耐药性进行增加，不仅导致药物治理作用逐渐减小，

也对周围环境以及农作物生长土质造成损伤。所以要对

加强监测工作，对病虫害进行实时干预是一种最有效的

治理方法。在农作物生长期间，对农作物生长情况进行

实时监测，对于产生病虫害进行及时治理，在最大程度

上降低农作物的损害，切实保护自然环境。在对农作物

收获后，对于残留果实以及农作物进行及时清除，避免

产生鼠、虫害，为后期播种奠定良好基础。

4.2 对种植人員进行技术培训

在对农作物进行种植时，植物能够健康生产，其最

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人员种植经验以及水平，对于种子

进入土壤的深度，播种仪器的正确使用，均影响着农作

物的生长发育，因此首要任务就是加大对种植人员的技

术培训力度。且在培训过程中，结合理论与实践知识同

时进行。也可通过像此领域的专家或者种植经验丰富的

农业技术人员进行学习，对于在种植过程中产生的难题

进行有效处理，共享种植经验，增加交流。也能够将专

业培训学习形成机制，对此，各地区相关单位部门也要

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5　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农作物产量高低以及对环境产

生的影响均与其种植方法和预防治理措施有着密切联系。

对病虫害进行防治同时要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是有一定难

度的，多以在进行病虫害防治时要按照与预防为主的原

则进行，强化扶持和监测力度，运用科学合理的治理方

式，对农作物产量和质量进行有效提高，以此在很大程

度上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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