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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水平日益提高,对生活质量方面的考量变得尤为谨慎,尤其是对于食品类的监督,因此农业种植的要求越来

越高,农业结构的变化也逐渐向着工厂化靠拢,蔬菜种植在农业种植中比重增长,蔬菜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愈发凸显,种植技术方面的革新换代

也让种植实现规模化、企业化,随之而来的针对病虫害特点的防治工作也逐渐被推向了蔬菜种植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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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蔬菜种植现状 

现阶段我国农业种植中的蔬菜种植的技术不断更新迭代,较为优良的

蔬菜品种的引进,以及工厂化的种植车间的组建,赋予了蔬菜种植新的发

展契机。蔬菜种植中病虫害发生特点。 

1.1土壤传播病虫害频繁 

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区域化生产成了鼓励生产的新途径,

应运而生的种植手段和种植技术在农民中得到较为广泛地推广,不少地区

兴办合作社,发展地区特色的蔬菜生产输出基地,期间规模化的生产方式

不仅减缓了传统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在经济效益揽收方面也取得了梯度

的变化,相应的发展中必然会有制约的因素存在,基于复种与连种是经济

创收的 佳手段,所以不少地区的土地经过诸如此类的种植方式使得土壤

肥力骤减,土壤渐渐趋于酸化、板结,加速了土壤演化为病毒、细菌温床,

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的落实。近几年来,我国有些地区出现了番茄、瓜类作

物枯萎、根腐烂等现象,就是因为长时间对土壤施肥、追肥导致土壤肥力

过剩,在高温高湿度条件下病菌繁殖速度加快,变异期也变短,使得蔬菜质

量整体下降,为后期种植工作加大了难度。 

1.2病虫害种类增多,危害加重 

现阶段,蔬菜种植的规模空前壮大,病虫害也不再是过去单一的类型,

但种类变化的趋势仍然有一定规律可依循,但种类分支的不断庞杂、生命

力也愈发顽强,对人为因素的灭种也产生了抗体,使得蔬菜种植工作的重

心一部分转移到了针对病虫害而研发的除虫剂之类。目前已知的蔬菜病虫

害种类已有上千种,具有高度危害的也还有几十种,蔬菜的质量与产量与

这些病虫害息息相关,甚至有的会直接影响蔬菜植株的发育。诸如黄瓜霜

霉病、灰霉病等根治工作愈发困难；蚜虫、潜蝇等的危害系数逐年攀升；

黄瓜角斑病、茄果青枯病等细菌性疾病也逐渐趋于复杂化。诸如此类的病

虫的特点归纳如下： 

1.2.1寄主性、杂食性的病虫逐渐增多 

寄主性与杂食性的病虫害的发展态势逐渐由间歇性、偶发性、次要性

变得易爆发,部分病虫害发育与增殖的速度逐年加剧,分布的区域也逐年

扩大,适应能力也随着迁徙增强,诸如烟粉虱、潜蝇等行动能力强、产卵多

的病虫对多种蔬菜作物祸害行为也愈发难以把控。 

1.2.2繁殖快 

以往大多数病虫都是畏寒的,冬季气温的骤降会让他们的蛰伏很长时

间,但是现在有的害虫甚而可以在冬季且蔬菜在大棚内呵护的同时进行繁

殖,不单单生命力旺盛,而且繁殖期都远在蔬菜作物培育阶段。类似于潜

蝇、线螨之类,按常理来说北方的冬季应当少有此类害虫,但是温室大棚中

他们的繁殖速度要更为迅猛、难把控。一些红蜘蛛、蚜虫之类的繁殖速度

在温室的催发下呈现着跨级的变化,短期量大是他们危害作物的新特征。 

1.2.3病虫害向小型化发展 

昆虫的体型本来就渺小,现阶段的害虫的体积则更小,虽然体积小,但

它们的危害却不容置疑,基于它们的渺小,这些害虫的隐蔽性较为突出,让

蔬菜种植管理的人员清理起来无从下手,治理难度颇大,如若不进行科学

整治,爆发成灾将对经济成果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1.2.4病虫害治理难度加大 

我国农业探索发展历程已有六十余年,农药手段与技术升级革新的同

时,害虫对于药物的耐性也逐年攀升,但是滥用去灭杀害虫反而会增加害

虫的抗药性,为今后的长期发展埋下障碍。 

1.3非自然条件下病害的防治不到位 

(3)异型杂交。将基因从转基因植物转移到传统作物或相关野生的物

种(称为“异型杂交”)以及特传统种子与利用转基因作物培植的种子产生

的作物混合,可对食品安全和粮食保障产生间接影响。正如在美国只批准

作为饲料使用的一种玉米品种的少量玉米出现在供人类食用的玉米产品

中所显示的,这是一种实际风险。许多国家已采取战略以减少混合(包括明

确分开种植转基因作物和传统作物的田块)。 

对于转基因食品上市销售后监测、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持续监测的可行

性和方法正在进行论讨。 

所有的转基因食品在上市之前都要做一系列证明其安全的实验,才会

获得安全证书。所以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才会说：食用当前存在的

转基因作物及其食品是安全的,检测其安全性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恰当的,

只要是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作物)食品,其安全性就一定是可以保证的,历

史上从来没有哪一种食品的安全性能象转基因食品这么谨慎,具有“确实

可靠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全世界几十亿人吃了一二十年转基因食品,迄

今为止没有出现过任何转基因技术相关的安全问题。 

之所以要确认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是希望转基因食品逐步得到国人

的广泛认可,从而有利我国的食品保障和经济战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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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非自然条件是现阶段农作物种植的两个环境因素,基于自然筛

选的影响,较多的蔬菜作物在自然环境中的耐受程度显著优于非自然条件

下的蔬菜作物,但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对于蔬菜的需求,尤其是反季节蔬菜

的需求量近年更是爆炸式增长,室内种植环境大多数为了保障室温,通风、

自然光照方面和自然环境中的种植环境相比要欠缺许多,则就无形加剧了

病害的产生机率。像是靠空气传播的病害,容易在蔬菜叶表面形成水膜,

在几小时内就能萌发,与此同时还会广泛传播,造成大面植株败坏减产,成

品植株的质量也较为低劣,不期将会遭遇滞销的惨状。自然条件下会有自

然因素干预病虫的侵扰,但是在室内种植往往只能使用大剂量的农药来实

现蔬菜稳定,实质上蔬菜的品质却不尽人意。 

2 蔬菜种植中病虫害防治技术 

2.1农业防治 

在同一块土地进行连年的单种蔬菜作物的种植,产量以及经济效益都

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土壤中的病虫害的累积也会逐年加重,没有针对性的

措施去抑制病虫害,这块土地将会失去孕育生命力的能力。农民应当积极

采取行动针对性地处理以上情况,借由生产和种植制度,基于生态系统中

昆虫、作物、环境之间的循环关系,合理应用耕作栽培管理手段,让生态系

统朝着不利于害虫生长的方向发展。例如使用蔬菜轮作地方式来为土壤保

持一定肥力,让不同经济植株以吸收降解的方式消除土壤中残存的病害,

在蔬菜品种的选择上保持尽量选用抗病性新品种,充分贯彻农业防治的优

势。农业防治尽管具有省工、经济、安全、受众面广的优势面,也具备有

不污染环境、不杀伤天敌、不产生抗药性等迎合自然法则的因素,但是它

仍有局限性就是见效慢,耗时长,且遇到害虫突发、爆发期还需要配合其他

防治措施。 

2.2生态防治 

生态防治是一种基于室内种植所惯用的防治手段,以往的蔬菜大棚中

病虫害滋生迅速是因为大棚环境本身通风条件差,为了保障室内温度与湿

度往往忽略了通风,而病害 喜温湿度较高的环境,一些酸性的土壤更是

加剧了病害的滋生。因此在落实生态防治工作是常常采用调节室内土壤酸

碱度的形式破坏病害的温床,在适当的时机对大棚进行通风,为蔬菜生长

创造良好条件。 

2.3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一种利用有益生物或其他生物来抑制或消灭有害生物的

一种防治手段,这项技术手段极其绿色环保,将这种方式在农户群众中推

广可以极大地解决虫害泛滥的形式,对于生态环境的维稳起到了一定促进

作用。在生物防治中惯用的方式有微生物防治、寄生性天敌防御、捕食性

天敌防治等手段,在蔬菜种植中常用的是捕食性天敌防治手段,在虫害泛

滥的地区大量投放天敌,实现以虫治虫的稳定局面。其次在对害虫清理过

程中避免使用含铜材料影响作物质量,对治理过的区域及时通过撒石灰、

硫磺等二次控制病虫害。 

2.4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手段也是农户常用的防治虫害手段之一,一般物理防治是

通过形如光、电、热、温度、湿度、放射能、声波等物理现象的直接干

扰病虫害,其次是 原始的是通过徒手和工具进行捕杀清理。物理防治

的原则是在病虫害还未达到生态平衡时,作为优势因素保障天敌和微生

物群落占主动地位,使得这个环境不利于病虫害生长,减少病虫害的危

害程度的同时不干涉蔬菜的生长。日常种植过程中,物理防治一般就是

农户在农作间隙顺势将附着在叶表的病害剔除,但工作量较大,且只适

合小户种植,现在更多的是通过臭氧与微波技术相结合的科学、稳定、

省力的杀虫手段。 

2.5加强研究 

研究是造福人类和人类自我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对于农业。农业

本身及作为基本的人类生活诉求之一,同时也作为经济效益中所占比重不

小的一个环节,国家应当着手培育先进人才,为传统种植业送去改革的曙

光,帮助农民蜕变为新农民。相关技术部门也应当着力推进科研工作审核

的门槛,让真正切合实际的技术设备能以实惠的价格流入市场,同时相关

部门加大对科研立项的资金扶植,人财并举,帮助我国蔬菜种植技术进一

步的拔高,研发新品种的有机蔬菜,为我国人口大势打好夯实基础。于此同

时相关部门也应当加强与国外农业部门的合作联系,实现世界范围内种植

工作的大创收,向辛勤工作的农户提供温情,使得蔬菜种植水平普遍拔高。 

2.6加强防治 

蔬菜种植过程中病虫害防治工作本身就是旷日持久的摸索过程,非人

力因素与人力因素相互影响使得病虫害防治的工作需要区别对待。大多时

候蔬菜种植病虫害防治工作在蔬菜种植时就已经开展了,并且蔬菜生长过

程中这项工作也不能间断,治理工作需要实时推进。在病虫害防治时尤其

需要注重的是检疫工作,检疫工作的落实到位可以极大的预防病虫害,对

蔬菜成品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检疫工作还以有效地控制虫害侵

染范围,在可控范围内实现对病虫害的灭杀。农户等相关从业者须得积极

接受培训,吸纳相关的先进知识,掌握时下新颖的病虫害防治措施,面对突

如其来的病虫知晓病虫害类型,实现科学化的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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