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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防治

目前我国植物病虫害在国家的支持下，得到有效改善，生态

环境与农业发展也得到非常明显的提高。近年来我国植物病虫

害呈现的逐年增长的态势，尤其是在绿色环保理念提出以前，我

国植物病虫害对于我国农业影响非常严重（如表 1 所示），致使

植物病虫害的防控工作，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活动之一，进而众

多学者结合植物的生长习惯、时间以及病虫害出现因素等，通过

开展研究、实地实践等方式，总结出常见的植物病虫害类型，并

针对性的制定出有效的防控策略，有效缓解我国农业发展中植

物病虫害的影响面积，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

重要助力[1]。

1 常见的植物病虫害类型

通过连接植物的生长周期、特点、要求，以及了解病虫害出

现的机制，可将植物病虫害划分为八种类型[2]。内容如下。

1.1 真菌类病害

植物在生长过程中由于处于自然环境当中，所接触到的真

菌种类非常多，部分真菌会直接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甚至使植

物出现病症、坏死等。因此，真菌性类病害是常见的植物病虫害

之一，此类型主要集中在植物的叶、茎、根、果部位，常见的植物

真菌类病症有：白粉病、叶斑病、锈病、霜霉病等，当中白粉病对

植物的病害程度最大，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的植物都遭受过白

粉病的迫害。诱发原因：环境潮湿、气温均衡、植物密度高，透光

条件差等。症状呈现：植物枯死、生长畸形、发育不良。

1.2 细菌类病害

细菌类病害与真菌类病害类似，都是由微生物引起的，但是

细菌类病害的传播速度更快，危害面积更大，对农业的伤害不亚

于自然灾害。因此，细菌类病害同样作为常见的植物病害类型，

主要集中在植物的叶根茎部位；病症为：植物组织腐烂、叶茎坏

死等；诱发原因：多发于潮湿多雨气候；传染速度较快，对植物具

有较高的感染能力。一旦在植物群当中发现细菌类病害植物，必

须将其拔除，使用杀菌药物对土壤及周围植物进行消毒。

1.3 病毒类病害

病毒类病害不属于外界因素诱发病害，主要是由植物内部

病毒引发的病害，主要集中在植物的叶、花等关键部位；病毒类

病害可分为两种类型，为整株和部分，通常情况下由动物或昆虫

的病毒诱发植物内部出现病毒；主要发生在干燥、温度较高或病

毒较多的环境当中；症状呈现：叶片出现异常斑点、生长畸形弯

曲、叶片颜色呈现不健康状态或残缺等；蚜虫是引发病毒类病害

的主要昆虫之一。所对应的防控措施，需要在掌握引发因素的基

础上，针对病症进行治疗，并保证植物后续生长营养足够，为植

物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

1.4 线虫类病害

线虫类病害属于寄生性病害，是自然界常见的生物生长方

式。线虫不仅体积很小，同时能够适应多种自然环境，通过寄生

在植物的各个部位，以吸取植物的生长营养存活。主要集中在植

物根茎部位，根茎位于地下，温度和湿度长期处于良好的状态，

线虫非常喜欢此种生长环境，进而便会寄生在植物根部；症状呈

现：根部出现瘤状物、枯死。传播方式：植物移栽、化肥农药影响，

农具附着等。

1.5 叶部类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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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部类虫害属于植物病虫害的高发型病症，主要集中在植

物叶茎，由害虫寄生后引发。常见寄生害虫：毒蛾类、粉蝶类、刺

蛾类、叶甲类等；不同类型的害虫寄生时间不同，并且其生长的

特点和周期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防治过程中，叶部类害虫需

要针对害虫的生长特点和习性，选择具有消灭害虫及虫卵，还不

会影响植物生长的方式，多以诱杀为主；症状呈现：叶片啃食、卷

曲等。

1.6 枝干类害虫

枝干类害虫直接作用在植物的枝干，害虫通过对植物枝干

进行破坏，从而汲取养分，破坏植物的正常生长周期。常见枝干

类害虫：吉丁虫、天牛、透翅蛾、螟蛾等；症状呈现：枝干表面有孔

洞、干煸、偏细；不同枝干类害虫对植物危害程度存在一定的差

异，进而在对枝干类害虫进行防控时，需要针对枝干类害虫的类

型，直接对植物枝干进行预防处理。

1.7 吸汁类害虫

吸汁类害虫类是通过汲取植物的各部位汁液而存活的害

虫，对植物的生长危害非常严重。常见吸汁类害虫：蚜虫、木虱、

螨虫、叶蝉等。症状呈现：嫩茎嫩芽干枯、植物枝干干枯、枝干发

育不良等。因此，吸汁类害虫防控也是集中在植物枝干上，通过

剔除害虫汲取枝干或喷洒杀虫剂的方式进行。

1.8 地下类害虫

地下类害虫还区别于线虫类害虫，地下类害虫主要集中在

地下或地表，对植物的地表部位及地下根茎造成危害，常见地下

类害虫：白蚁、蝼蛄、根天牛、根蚜、根蛆等；常发生于潮湿、闷热

及积水较多的地质环境；症状呈现：植物根部受损严重、植物生

长过慢、枯死。

2植物病虫害类型的区分

2.1 肉眼区分法

肉眼区分法在植物病害类型的区分当中，属于直观型鉴别，

该方法主要用于勘察植物的生长情况和病虫害程度，通过肉眼

直接观察植物的叶茎花等部位，初步掌握植物是否存在病虫害，

区分标准为上述八种类型植物病虫害的症状呈现[3]。此外，该方

法适用于具有一定的农业种植经验的人群，也适用于学习植物

种植技术的人群，通过开展多次的肉眼观察，积累植物种子及病

虫害防控的经验。例如：观察植物叶片是否存在卷曲、斑点、啃食

等情况；观察植物是否存在腐烂、褪色、枝干孔洞等现象；拨开土

壤观察土壤是否存在幼虫或散发异味等。

2.2 设备监控法

设备监控法则是利用现代化智能设备，通过对植物的生长

情况进行实时监控，掌握植物不同生长阶段的变化，从而判断出

植物是否存在病虫害症状。该方式主要应用于大面积的农业种

植项目当中，需要设置多个监控点位，全方位监控植物的生长，

并将登记好监控数据，最后再结合不同类型病虫害的诱发条件、

原因、特征等，对植物的生长进行科学评判。例如：某油菜花种植

项目，将所有种植面积划分为 ABCDEF 六个区域，两个相连区域

设置 6 个监测摄像头，植物生长情况登记周期为月，分析周期为

周，预先将油菜花可能出现的病虫害特征录入监控系统当中。

2.3 图像采集法

图像采集法与设备监控法类似，但区域在于：图像采集法的

应用基础为信息技术，以自动采集设备为工具，以计算机信息处

理系统为核心，通过设备自动采集植物图像后，将其上传至计算

机信息系统当中，在信息技术的运行下，完成植物病虫害类型的

分析和评价工作，同时在不断积累的图像信息过程中，完善系统

植物病虫害信息数据库，实现周期性更新[4]。

2.4 模型预测法

模型预测法主要依靠于各种模型算法，通过搭建植物生长

模型的方式，结合当前植物的所有生长情况、环境条件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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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型的方式呈现出来，并利用计算机技术，预先模拟出可能出

现的病虫害，进而在模型当中生成病虫害的危害范围，最终预测

出病虫害的危害程度，从而预先做好相应的植物病虫害防控措

施，如：玉米螟、粘虫、小麦条锈病等常见的农业植物病虫害预

测。

3四种植物病虫害的防控策略

3.1 农业防治法

农业防治法是指根据农业生态系统中害虫（益虫）、作物、环

境条件三者之间的关系，结合农作物整个生产过程中一系列耕

作栽培管理技术措施，有目的地改变害虫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

使之不利于害虫的发生发展，而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或是

直接对害虫虫源和种群数量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5]（如表 2 所

示）。此种方法是传统的植物病虫害防控策略，应用范围和作用

涉及内容较多，并且容易得到广大农户的认可，但是也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1）部分害虫的防治措施会与丰产的要求相矛盾，进而

农作制的设计和农业技术的采用，首先应服从丰产的要求，不能

单纯从病虫害防控角度考虑。2）农业耕作制度和农业技术措施

长期性生产实践技术，如要加以改变必须全面考虑，权衡利弊，

因地制宜推行。同时农业防治的作用表现较为缓慢，需要预先做

好宣传工作，否则极易引发群众抵触。3）农业防治所采用的具体

措施，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季节性特征，防治效果也不如化学防

治快，所以在发生大规模病虫害时，很难在短期内发挥效用。

3.2 生物防治法

生物防治是指将有益生物及其代谢产物来防治害虫，它包

括以虫治虫、以菌治虫及其他有益动物的利用、昆虫激素的利

用、不育处理技术的利用等，生物防治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畜安

全，部分天敌对害虫有长期控制作用[6]。生物防治法的优点在于：

利用自然界中各种生物 /动物的相生相克特性来防治各种危害 /

危险 / 危机，减少化学药物的使用，遵循生物的自然法则；缺点

为：容易引发外来物种侵袭，从而破坏自然生态结构，严重影响

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如表 3所示。

3.3 物理防治法

物理防治法是指利用物理手段、机械设备及一些现代化的

工具和技术来进行病虫害的防治，这种方法称为物理、机械防治

法。此方法既包含简单、古老的人工捕杀方式，也有当代物理方

面技术的应用。物理防治的内容主要包括捕杀法、诱杀法、汰选

法、阻隔法、温度处理和原子能、超声波等的应用[7]。如表 4所示。

3.4 化学防治法

化学防治是运用各种含毒素的药剂来控制病虫害的一种防

治方法。化学防治的优点是快速高效，方法简单，不受环境限制，

可以采用大面积的机械化操作，但也有一定副作用。因此，利用

化学防治需要注意以下几点[8]。1）尽量选用那些有选择性、低毒、

污染小的化学药剂，少用或者不用广谱性的农药，实行靶标防治,

须经常变换药剂品种及混用配方，避免害虫抗药性的产生。2）采

用根施、涂茎和注射的方法，减少喷雾污染。如表 5所示。

综上所述，植物病虫害种类及防控策略，首先改善常见的植

物病虫害类型，为本次研究的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并明确防控

策略的制定方向；其次简要提及植物病虫害类型的区分，介绍目

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植物病虫害防控措施，为下文做铺垫；最后提

出四种植物病虫害的防控策略，分别从农业、生物、物理、化学的

角度，阐述不同防治方法的作用、优缺点、效果等，并列举具体防

治措施内容，印证策略的可实施性。由此可见，植物病虫害种类

及防控策略，在我国农业及生态环境保护中，体现出重要价值与

地位，是推动我国农业发展和生产效率的重要动力，以及提高生

态环境效果、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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