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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防治

甘蔗盛产于我国云南、广西、四川等南方热带地区，是制作

蔗糖的主要原材料，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是我国重要农作物资

源。在种植甘蔗的过程中，最大的困扰就是来自病虫害的威胁，

会大大减少作物产量，打击甘蔗种植户的积极性。当前我国对于

甘蔗病虫害的防治脱离了以往采用化学农药防治为主的方式，

逐步采用科学绿色的防控技术。本文在分析甘蔗病虫害特点的

基础上，对于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前景提出相

关建议。

1绿色防控技术的重要性

长久以来，我国农业病虫害的防控方式主要是通过喷洒化

学农药进行防治，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随

着我国经济采用稳步增长的模式，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不

适用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人们意识到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的重要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理念，逐步采用精细化

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在政策上，绿色防控技术的发展是我国农

业发展的新要求，国家大力扶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及其相关

产业的发展，发布了《农业病虫害防护条例》以及《“十四五”全国

农业绿色发展规划》等一系列相关文件，各地政府积极响应并参

与，制定符合当地形式的农业发展规划纲要。经济效益上，优化

农业产业方式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有利于更好地

打造乡村品牌，实现农产品经济效益的提高。农作物病虫害的绿

色防控技术是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在甘蔗病虫害防

治上，采用绿色防控技术来进行科学有效的防治，有着提高产

量、减少病虫害发生率的显著效果。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是

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从苗种的培育到对病虫害特点进行针对

处理方式的现代化技术。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既能满足国

家对于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农业产业绿色化、精细化的要求，也

实现并带动了甘蔗种植相关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2甘蔗病虫害发生的特点与原因

2.1 甘蔗病虫害发生的特点

甘蔗病虫害具有区域性、气候性、诱病性三大特点。对于区

域性，以广西地区的甘蔗种植经验为例，螟虫危害在各个区域普

遍发生，在甘蔗生长的各个阶段均可为害。并且螟虫具有繁殖次

数快、迭代次数多等特点，这导致甘蔗在生长的过程中存在糖分

降低、减产、风折率高等危害[1]。而在南宁、崇左等地区以及广西

北部湾地区分别流行蔗根土天牛、蔗龟以及甘蔗木蠡蛾，分别对

当地甘蔗的病虫害防护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对于气候性，由于甘

蔗对于气候的变化较为敏感，许多病虫害的发生与气候相关。冬

春季节蛾类虫害发生率高，多雨季节易引发黄螟害，高温高湿季

节则容易引发梢腐病等。对于诱病性，在甘蔗的种植过程中，由

病虫引发的疾病不在少数。例如，甘蔗线虫是诱发甘蔗病毒病、

黑穗病、宿根矮化病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螟虫多会带来赤腐病菌

的侵入。所以对于甘蔗病虫害的防治，要结合其发生的原因与特

点，注重采用科学的手段以及绿色环保的理念，进行有针对性的

防治。

2.2 甘蔗病虫害发生的原因

甘蔗病虫害是在甘蔗种植过程中最主要的难题，它的成因

主要有两种。一是由各种虫害引起的甘蔗减产、质量降低等产量

问题。以云南地区的甘蔗病虫害为例，最为典型的虫害包括甘蔗

螟虫、甘蔗棉蚜、甘蔗黏虫等。其中甘蔗螟虫能够造成减产 30%

以上的可怕危害[2]。二是甘蔗梢腐病、甘蔗褐条病、甘蔗锈病以及

蔗宿根矮化病等疾病因素。产生各种甘蔗虫害的原因主要包括：

单一品种连作，长期不合理施肥、农业防控不到位以及土壤砂地

导致的易患病等。第一，单一品种连作即种植户长期对某一品种

进行种植，导致这一品种对病虫害的抵抗力降低，品种退化是影

响甘蔗产量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二，甘蔗在生长过程中对于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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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酸碱性有一定的要求，种植户为快速获得经济效益，长期以来

对甘蔗地进行不合理的施肥，导致甘蔗地的酸碱性发生一定的

变化，增加甘蔗患病的概率，不利于甘蔗的良好生长。第三，在农

业防控上，甘蔗病虫害的科学防控手段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展，种

植户对于甘蔗生长过程中的农业防控意识不到位，形成不了有

效防护会导致甘蔗病虫害的产生。最后甘蔗的种植需要良好的

砂地环境，存肥量差以及带有病虫害的砂地都会对甘蔗的产量

产生一定的影响。

3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3.1 良苗检疫

培育出良好的甘蔗品种能够为甘蔗病虫害的防治打下坚实

的基础。在良苗的培育方面，要派出相关科学团队进行种苗的选

育。在选育的过程中必须深入实践，进行实地调研与考察，在对

当地病虫害的主要发展趋势、土壤营养程度以及气温气候等有

了充分的了解之后，筛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甘蔗品种。在甘蔗良

种的培育方面，要时刻做到安全监测，对甘蔗的长势变化进行记

录，便于后续选育工作的进行。新品种的培育过程中需要做好集

中繁殖的措施，一旦发现病虫害的侵入，需要及时将其进行销

毁，并对残留物进行专业科学的处理，防止外来病虫害的蔓延对

当地生态造成进一步的破坏[3]。对于进口种苗，培育前需要先对

其进行检疫，只有当患病率符合标准的种苗才能进入国内市场。

其次要对当地种植户进行甘蔗的良苗选育以及检疫工作的相关

普及，积极推广优势良苗。当地政府在推广良苗种植的过程中，

需要为愿意参与的相关种植户提供政策上的优惠以及后续销售

渠道方面的引导。

3.2 生态防控

对于甘蔗的培养与种植，目前采用的主要生态防控方式有

覆膜法、合理轮作以及优化田间管理等方式。

3.2.1 覆膜法

覆膜法主要对凤梨病有着针对性作用。覆膜法的主要方式

是，在甘蔗种植的过程中，在地上附上地膜。同时可以联合采用

3%水石灰进行浸种，以便于有效防治病虫害。需要注意的是，在

甘蔗砍伐收获之后，需对砍伐后的根块利用多菌灵和蔗茎灵进

行消毒处理。

3.2.2 合理轮作

不同作物之间对于土壤的营养需求不同，合理轮作的方式

具有增加土壤肥力、减少病虫害以及有毒物质的作用。对于合理

轮作的方式，不同地区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以花

生等旱地作物为例，由于土地进行甘蔗的种植之后会留存大量

根系，并且经过常年的培土和开垦后，土壤变得疏松，这样的条

件十分有利于花生等旱地作物的生长，所以采用花生与甘蔗轮

作的方式有益于病虫害的防控。合理轮作的实施需要靠当地政

府的引导，经过实践才能进行作物的轮作，决不能生搬硬套其他

地区的做法，否则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成果，还将对本地环境造成

进一步的破坏。

3.2.3 优化田间管理

在甘蔗的种植过程中，应合理施肥，以磷钾肥为主。收获后

及时对田间的断枝残叶进行清理，避免虫害残留。并且要做好甘

蔗地的排灌工作，保证甘蔗在生长过程中具有适宜的湿度环境。

3.3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措施目前主要以推广赤眼蜂生物防治技术以及害

虫性诱监控技术为主，该技术在近年来得到有效的发展。赤眼蜂

是螟虫类的天敌，通过赤眼蜂对螟虫虫卵的寄生能够有效控制

螟虫的种群密度，从而达到甘蔗病虫害防治的目的。赤眼蜂生物

防治技术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杀虫目标明确，主要针对螟虫，不

污染环境，不伤害天敌，并且对于农产品的产量不会产生影响。

第二，赤眼蜂防治技术相较于其他生物防治的方法所需的成本

更低。第三，赤眼蜂生物防治技术拥有长效性，一次放“蜂”的有

效治理时间能够多年收益。害虫性诱监控技术是采用人工合成

雌虫激素从而诱骗雄虫集中进行灭杀。这项技术的应用得益于

昆虫信息素的发现与研究。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均有对害虫性

诱监控技术使用的成功案例，这是一项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技

术。在蔗田虫害防治方面，赤眼蜂生物防治技术以及害虫性诱监

控技术具有出色的表现，以兴宾区甘蔗病虫害防治试验为例，平

均每公顷试验田节约农药成本 450～600 元，并且节约了大量人

工成本，实现了甘蔗的增收。从社会效益以及环境保护的角度上

来看，其防治效果显著，该项目的成果对于其他地区的甘蔗病虫

害防治具有示范意义，是未来甘蔗病虫害防控的新趋势。

3.4 理化诱控

理化诱控是利用昆虫的向光性来达到防控目的的病虫防治

手段。向光性的昆虫在其视网膜上有一种色素，能够吸收一种特

殊的波长，引起光反应。这种光反应通过刺激昆虫的视觉神经，

会导致昆虫的神经指挥运动器官引起足、翅的运动而趋向光源。

利用这样的生物特性，杀虫灯在蛾类、天牛、金龟子等小型害虫

的防治上能够达到显著的效果。杀虫灯一般分为电击式杀虫灯、

风吸式杀虫灯以及人工杀虫灯等多种方式。在杀虫灯的安装上

应选择较为开阔的地带，以便于杀虫效果的最大化利用，并且安

装密度根据市区光源的多少有所调整。一般在远离市区光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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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以 1.5～2 公顷为宜，靠近城市光源的地方控制面积在 1.3

公顷左右，具体需根据当地土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4]。通常照射

时间为上半夜。在灯具的日常管理以及维护方面，不同的杀虫灯

采用的维护手法略有区别。电击式杀虫灯应及时使用毛刷清理

高压电网上的死虫，风吸式杀虫灯需要将灯管上的虫垢一并清

理，而需要人工收虫的杀虫灯需要 2～3d 清理一次虫袋。杀虫灯

是目前甘蔗病虫害防治上应用较为广泛的物理驱虫方式，结合

科学使用化学用药的方式对甘蔗病虫害的防治是目前的主流方

案。

3.5 科学用药

对待化学农药的使用与开发问题，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处

理办法。完全不采用化学农药或者大量使用化学农药都不是国

家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初衷。“一刀切”式的完全杜绝使用农

业，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正确对待化学农药的使用问题是

甘蔗病虫害防治的重中之重。农药的投入与使用应遵守相关的

科学依据，提倡对于无公害、无污染、易降解的农业开发。例如针

对螟虫对于甘蔗的损害，可以采用阿维菌素进行杀灭。不同于传

统的化学农药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阿维菌素是来自土壤微生

物的天然产物，对昆虫的消杀有着很好的效果。除此以外，还有

苏云金杆菌、虫酰肼等方式合成理想的杀虫剂。在甘蔗的种植过

程中，对于生物防治措施的研究有利于推进甘蔗病虫害的绿色

防控，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除此以外，在甘蔗病虫害防控的管理上，应该严格控制容易

造成残留的化学农药的使用。使用农药时严格按照农药安全使

用标准，减少农药的使用次数，避免有害生物产生抗药性。

4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前景分析

4.1 当前甘蔗病虫害防控技术的主要发展趋势

当前阶段甘蔗病虫害防控技术正逐渐朝向绿色化的趋势加

以发展，这是基于近年来甘蔗病虫害防控工作的实验探索以及

不断扩大试点范围所得出的结果。在逐渐注重可持续发展以及

食品安全的背景下，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控技术需要融合绿色发

展原理。构建绿色防控技术，不仅能够实现节约收支、绿色环保，

同时也能够彻底改变以往甘蔗病虫害防控工作中对农药过度依

赖的问题，进而有效避免甘蔗农药残留超标[5]。在逐渐发展甘蔗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过程中，发现该技术具有更加鲜明的优

势，具有较低的劳动强度且简单易操作，在甘蔗病虫害防控中应

用具有明显的增收节支作用。该技术在甘蔗种植中应用具有较

为广阔的前景，不仅能够有效抑制病虫害发生，同时也能够对自

然生态环境保护起到良好的作用，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农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强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

4.2 推广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主要挑战

当前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难以实现更加广泛的推广应用。具体来讲，发现其投入成本相对

较高，且普遍存在着一次性的使用效果。例如应用太阳能杀虫灯

尽管能够达到较好的杀虫效果，但是价格相对较高。而应用一般

有线电源杀虫灯，安装技术要求较高，农户参与度受到影响。且

在短期内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实现对甘蔗病虫害防控的效果并不

明显。相较于化学防控方法，绿色防控技术的速效性不明显，需

要满足较长的持续性应用，因此农户往往更加倾向于化学防控

手段。在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的过程中，无法获得充足的专项投入

资金，当前有关政府部门仅对产业示范基地提供集中性资金补

助，而无法为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提供专项经费，对其大面积推

广应用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4.3 如何更好地推广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遵循政府主导、部门引导、技术优化、多元推广的原则，确保

对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加以集中创新，并研发配套绿色防控技术

手段，确保其能够在甘蔗种植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甘蔗病虫害的防控技术方面，随着我国科研工作者不断

地深入研究，已经有越来越多有效的科学防治技术被应用于甘

蔗病虫害防治的实际当中，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科技成果。这使得

科学有效的绿色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甘蔗种

植户在病虫害防护实际工作中，需要从自身的现实情况出发，综

合考虑甘蔗种植过程中的防控范围、种植环境、当地政策等因

素，采用绿色病虫害防控技术，助力我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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