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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植物保护新技术的应用探析
王泽锋

山东省临沭县青云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山东临沂　276712

摘　要：生态农业是基于生态学、经济学原理，应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成果及管理手段，融合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

所构建的不影响生态发展、不损坏自然环境的农业模式，实现了农业生产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上的统一。

在这一农业生产模式中，常应用光诱技术、色诱技术、性诱技术、防虫网阻隔技术等植物保护新技术，有效地提升

了农作物的生产效率，有效地避免了病虫害对农作物的侵袭，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植物保护技术所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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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生态农业指在农业的发展中，坚持以保护生态为

主的观念，使农业在发展中不会破坏生态环境，是一种

“新农业”形式。植物保护新技术不仅能够有效防治病

虫害，还能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农作物的成活率。

一、植物保护新技术应用于生态农业中的重要性及

价值

首先，植物保护新技术在生态农业中的应用有利于

农作物生产效率的有效提升，实现农业的持续长效发展。

在目前的生态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对植物保护新技术

进行科学合理地应用，对于农作物生长方式、特点及周

期等可以实行全面分析，还可以掌握不同时期的营养成

本，使每种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都可以对与自身特点相

符合的植物保护技术实行有效应用，在此基础上可以使

农作物生产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其生产效率[1]。

其次，植物保护新技术在生态农业中的应用可以有

效减少病虫害对农作物所造成的影响，可以确保农作物

的更好生长。在目前的生态农业生产过程中，病虫害的

发生对于农业生产效益会产值直接影响，因而需要有效

避免病虫害侵袭，保证农作物安全性。通过对植物保护

新技术进行有效应用，可以对农作物生长中发生的病虫

害及时发现，并且选择相应技术及方式进行处理，从而

有效消除与环节病虫害对农作物所造成的影响。

二、生态农业中植物保护新技术的应用效果分析

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加强了对于植物保护新技术

的研究，全面分析了不同类型农作物的生长方式、周期、

特点及不同时期的营养需求，根据其各个阶段的生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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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采用合适的植物保护技术，有效地提升了农作物的生

产效率。比如说，在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的栽培耕作中，

合理应用旱地免耕栽培技术、水旱轮作免耕栽培技术、

水田连作免耕栽培技术，这样能够调节耕作区域的温度、

湿度及土壤pH值，有效提升农作物生产效率，有效节约

农业生产中消耗的人力、物力、水资源，降低生产成本，

优化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三、植物保护技术应用要点

1.光诱技术

光诱技术是当前生态农业中常用的一种植物保护

新技术，应用较为广泛的技术产品为频振式杀虫灯，这

种装置联合应用了光、波、色、味四种诱杀方式，将害

虫聚集在一起集中消灭。频振式杀虫灯的主要元件为频

振灯管、高压电网，频振灯管可发出特定频率光波，引

诱害虫前来，同时装置可发射声波，干扰害虫的活动周

期，且其灯壳为黄色，夜间装置打开发出黄绿色光芒，

利用了害虫的趋光性，大量害虫被诱导而来，在灯管周

围飞行，会被高压电网杀死或击昏，进入接虫袋内，如

若接虫袋内有活虫，会释放出性信息素，诱导同类昆虫

前来，实现性诱。频振式杀虫灯杀虫种类广，对于大多

数直翅目、半翅目、鞘翅目类虫害具有显著捕杀效果，

比如说甜菜夜蛾、斜纹夜蛾、银纹夜蛾、小绿叶蝉、黑

刺粉虱、潜叶蛾、黄条跳甲、烟青虫、金龟子、蝼蛄

等，科学研究表明，在相同条件下，未放置频振式杀虫

灯的区域，虫卵数量为28颗/百株，而放置了频振式杀

虫灯的区域，虫卵数量为12颗/百株，由此可见其对于

害虫的捕杀效果。整体而言，这类植物保护新型技术装

置，具有诱杀力强、对益虫影响小、操作便捷、成本低

的优点，且随着技术装置的改进，人们改变了高压电网

的杀伤力，将害虫击伤而非杀死，这样能够更好地发挥

其色诱的功效，杀灭更多的害虫。在农业生产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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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站会根据病虫害监测所得信息，选择合适装

置，在4月中旬装灯，10月撤灯，每日21点至次日凌晨

四点开灯，诱杀害虫[2]。

2.生物菌抑制

农作物生存空间是独特的生态空间，其中部分生物

相生相克，构成区域性生态循环关系。从区域生态环境

中识别出对农作物无危害性或者危害性较低，但是可以

有效克制农作物病虫害的生物，为这些区域性有益生物

提供更优越的生长环境，增强其生长活性，促使其消杀

病虫害或者与病虫害形成竞争关系，对农作物生态化生

长有积极意义，可因此减少化学药物需求量，促进环境

保护，与生态农业发展需求一致。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

自身会代谢生成一些产物。以阿维菌素为例，该产物产

生于农作物，同时其天然对部分病虫害具有抵御作用。

此种物质可对斑潜蝇、菜青虫以及小菜虫等产生危害，

而颗粒体病毒以及核型多角体病毒可预防和消杀棉铃虫

与菜青虫等农业害虫。在防治部分蔬菜病虫害时，可使

用苏云金杆菌制剂。在农田管理中，新植霉素与链霉素

也有专业农药制剂，可应用于多样化细菌病虫害的预防

和治疗。上述技术均为现代科技研发的对农业生态环境

无显著危害性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可有效改善农作物生

长环境。

3.性诱剂

性诱剂是通过对害虫释放出错误的性信息，造成害

虫交配出现混淆，以此来达到减少害虫数量的目的。当

农田中的害虫达到性成熟时，就可以广泛使用性诱剂对

害虫数量进行控制。实际操作中，可根据不同害虫的成

长习性判断其性成熟的时间，然后在农田里洒下大量的

性诱剂，降低害虫有效交配率，减少受精虫卵数量。在

使用过程中，性诱剂不会对农作物和周围的生态环境造

成影响，成本较低，符合发展生态农业的特点。

4.色诱技术

害虫普遍具有趋黄性，色诱技术应用黄板诱杀害虫，

正是基于这一原理。色诱技术是一种物理杀虫方法，由

于黄板具有成本低、可控性强的优点，被普遍应用于蔬

菜种植区、果园、茶园、花圃苗房等农业生产区域，对

于潜叶蝇、蚜虫、粉虱、蓟马、斑潜蝇、梨茎蜂、黑翅

粉虱、黄曲条跳甲、茶小绿叶蝉等害虫均具有良好的捕

杀效果。虫害发生初期，找到虫害集中发生区域，悬挂

黄板，板面以东西方向为宜，在低矮的蔬菜、瓜类作物

种植区域，黄板底边与作物垂直距离控制为15~20	cm，

如若在搭架作物种植区，黄板顺行挂设于两行间，用树

枝或木棍将黄板支撑起来，布设成棋盘的形状，这样捕

杀效果才足够好。黄板粘性极强，杀虫效率高，可重

复利用，可用于虫害预防、治理及监测中，预防虫害

时，黄板设置密度为15~20块/667m2	20	cm×30	cm粘虫

板，治理虫害时，黄板设置密度为45块/667m2以上20	

cm×30	cm粘虫板，监测虫害时，每标准棚设置1~2块粘

虫板。

5.天敌类生物投放

部分生物在同一生态空间生存形成竞争关系，通过

人工干预对生态环境进行维稳，可促进虫害防治，减少化

学农药使用。种植叶菜类农作物时，可在田间培育放养异

色瓢虫、赤眼蜂等，抑制相关病虫害。赤眼蜂可将部分害

虫卵作为寄生体，部分鳞翅目害虫可被其消杀，例如斜纹

夜蛾、棉铃虫以及地老虎。被赤眼蜂寄生的虫卵成为赤眼

蜂养料，因此被杀死和吸收，以抑制上述害虫繁殖。在植

物保护技术中，赤眼蜂属于发展比较成熟的生物防治技

术，农户可将赤眼蜂大量投放至农田中，实现有效生物防

治。赤眼蜂对自然环境和农作物无危害性，在现代农业病

虫害防治中应用较为广泛。赤眼蜂蜂卵被专业制作成卵

卡，在气候气温适宜时发放，农户领取赤眼蜂卵卡后，只

需将其在农作物新叶附近悬挂，赤眼蜂卵即可自行孵化，

在田间执行害虫消杀使命。部分农田需要投放捕食螨，该

生物是红蜘蛛的天敌，对锈壁虱也有防治作用。捕食螨是

有益螨，有杂食性特点，其食物类型是一些有害植物叶

螨。异色瓢虫是多食性益虫，可有效捕食鳞翅目害虫、蚧

壳虫、蚜虫以及叶螨、粉虱等[3]。

四、生态农业中植物保护新技术的有效应用策略

在对上述的各种技术手段充分了解及把握的基础上，

还需要相关技术人员把握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有效策略。

就上述各种不同的防治技术方式而言，其在实际应用中

均表现出自身优缺点，比如，化学防治保护方式的有点

就是可以将害虫有效杀灭，但是其缺点就是对于周围环

境所造成的污染相对比较严重，因而在化学药物的应用

方面需要对其使用量进行合理控制。另外，在农作物种

植比较集中的一些区域，需要进行监测点及预报系统的

设置，这也是植物保护新技术在生态农业中进行应用的

一种有效方式，需要有关部门及工作人员之间实行合理

配合，对于农作物生长中各种病虫害的发生实行全面预

防及控制，对于病虫害发展态势实行合理跟踪，使病虫

害的发生所造成的损失可以尽可能降低，实现生态农业

的更加科学合理发展，满足实际需求及要求[4]。

此外，作为农业产业技术人员，也需要对当前的生

态农业发展趋势加强认识，对于生态农业中的各种植物

保护技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实现自身能力及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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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也就可以更好参与到生态农业生产及发展中，

为推动生态农业发展取得更满意效果提供支持与保障

结论：综上所述，在建设生态农业过程中，植物保

护技术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生物病虫害防治、物

理防治等手段，有效降低化学药剂使用量，将传统农业

管理模式逐步转变为生态管理模式，促进对生态农业有

益、对环境无显著危害性的技术应用，可促进生态农业

发展，提高农产品质量，缓解农民农田管理压力，提高

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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