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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面临着严峻的农作物病虫害挑战。在传统化学农药防治手段带来诸多问题

的背景下,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显得尤为迫切。本文旨在探讨如何通过科学的策略,推动绿色防控

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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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ajor agricultural country, China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of crop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ny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raditional chemical pesticid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ns,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is particularly urgen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to promote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rough scientific strategies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oo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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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作物病虫害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威胁,严重影响了农作

物的产量和品质。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

病虫害的发生频率和危害程度呈上升趋势。为了有效防控农作

物病虫害,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病虫害防

控技术推广工作。本文旨在分析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技术推广策

略,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农作物病虫害的现状与挑战 

中国,作为全球农业大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农作物病虫害

问题。据统计,每年在中国发生的病虫害种类高达1700余种,这

不仅威胁着农作物的生长,还对粮食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在这

样的背景下,传统化学农药的使用成为防治病虫害的主要手段,

然而,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导致农产品农药残留问题严重。过量

的农药残留不仅影响了农产品的品质,更对消费者健康构成潜

在威胁。其次,化学农药的使用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农药在

土壤、水源中的残留,破坏了生态平衡,影响了农田生物多样性,

对农田生态系统产生了持久性伤害。此外,长期依赖化学农药还

催生了害虫的抗药性,使得原本有效的农药逐渐失效,形成了所

谓的“农药抗性再猖獗”,使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陷入恶性循环。 

因此,采用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依赖,成为了

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防控强调的是生态平衡、生物多样

性和可持续性,追求在减少病虫害的同时,保护环境,保障食品

安全。然而,从化学防治向绿色防控的转变并非易事,它不仅需

要科研领域的创新突破,更需要政策引导、农民教育以及社会多

方面的支持与配合。 

2 绿色防控技术及其应用 

绿色防控技术,作为应对农作物病虫害的新型策略,其核心

理念在于维持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通过综合运用生态调控、农

业防治、生物防治、理化诱控和科学用药等手段,最大限度地降

低化学农药的使用,减少对环境和农产品质量的潜在威胁。这一

技术的运用,不仅有助于实现农业生产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重

目标,还能提升农产品的安全性和市场竞争力。 

以番茄病虫害防治为例,绿色防控技术的实施尤为关键。番

茄作为一种重要的蔬菜作物,其病虫害的防控直接影响着产

量和品质。例如,番茄灰霉病、晚疫病等真菌病害,以及蚜虫、

螨类等害虫的侵袭,会严重影响番茄的生长与产量。传统的化

学防治方法虽然在短期内效果显著,但由于频繁使用,导致病

虫害抗药性增强,且易造成土壤、水质污染,影响作物的长期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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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防控技术在番茄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首先体现在生

态调控上。通过种植不同作物的轮作制度,可以打破病虫害的生

命周期,减少它们的繁殖机会。例如,将番茄与豆科植物轮作,

可以利用豆科植物对土壤氮素的积累,改善土壤微生物环境,减

少病原菌的生存空间。同时,通过科学的间作和混作,引入天敌

昆虫,实现生物防治,例如,在番茄田中混种吸引害虫天敌的植

物,如薄荷和百里香,可以有效控制害虫数量。 

理化诱控技术也在番茄病虫害防控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利

用害虫的趋性,通过特定的物理或化学物质,如黄板诱虫、性诱

剂诱捕,减少害虫在田间的密度。同时,采取科学的用药策略,

如选择高效低毒的生物农药,或者根据害虫的活动规律和环境

条件,精确施药,降低农药用量,减少农药残留。 

绿色防控技术在实际中的成功案例,比如山东省的绿色防

控示范县项目,通过推广这些技术和管理措施,使番茄病虫害的

发生率显著降低,农药使用量减少了30%,同时提高了番茄的品

质和产量。这一模式的推广,不仅保障了食品安全,也降低了农

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防控技术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以生态、环保

的理念为基础,通过一系列科学的防治策略,逐步替代过度依赖

化学农药的防治模式。尽管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面临一些挑战,

如技术转化难度、农民接受程度等,但随着科研成果的不断积累

和政策的引导,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凸显,为我

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 绿色防控技术的研发与推广 

在绿色防控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过程中,我国已经取得了一

系列显著的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需要不断寻求创新

和突破。 

在绿色防控技术的研发方面,中国科学家深入研究了部分

重要农业有害生物的致害机理,并解析了部分关键天敌昆虫的

生态和生理调控机制。这些研究为开发环境友好型的绿色防控

技术与产品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通过生物技术培育出抗病虫

的转基因作物,或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良现有品种的抗逆性,是

减少化学农药依赖的有效途径。同时,利用信息技术和新材料,

创新研发出新型的诱捕器、生物农药和精准施药设备,如使用无

人机进行精准喷洒,以降低农药的使用量并提高防治效果。 

然而,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过程中,仍存在不少挑战。一方

面,尽管绿色防控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但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应

用仍面临诸多阻力。许多农户对新科技接受度不高,倾向于继续

使用熟悉的化学农药。因此,农民教育和技术培训显得尤为重要,

以提高他们对绿色防控技术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另一方面,科研

成果的快速转化和市场化也面临困难,这需要科研机构与企业

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政策的扶持,例如提供研发资金、税收优

惠和市场准入支持。 

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还需要解决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例

如,培育广谱持久抗性的作物品种,这需要在抗病资源的挖掘、抗

病机理研究以及跨学科的系统性研究上投入更多精力。针对依

赖化学防治的严重害虫,需进行抗性风险评估及交互抗性研究,

确保未来防治策略的可持续性。同时,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

往往缺乏长期的、大规模的示范与评价体系,这限制了技术效果

的验证和优化。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我国在未来绿色防控技术的研发与推

广中,应注重以下几个方向： 

加强基础研究,深化对农作物病虫害发生规律、生物多样性

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理解,为绿色防控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 

强化技术转化,推动科研成果与农业生产的紧密结合,通过

企业化运作,加速绿色防控产品的市场化进程。 

提升农民素质,通过培训和信息传播,帮助农户了解并接受

绿色防控技术,提高其应用的自觉性和能力。 

建立完善的示范与评价体系,通过长期、大规模的示范试验,

验证技术效果,为技术优化和推广提供实用数据和策略。 

加强政策支持,制定有利于绿色防控技术发展的政策,如提

供财政补贴、优化农药管理法规等。 

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我国绿色防控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将

更加顺利,为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的提升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

铺平道路。同时,这也将有助于降低化学农药的使用,改善农田

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 

4 绿色防控技术的关键技术研发 

在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过程中,关键技术的研发是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驱动力。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将决定绿色

防控技术能否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从而逐步替代化学农药,

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食品安全。本节将深入探讨病虫害防

控的关键技术,包括抗性作物品种的培育、新型药剂的研发以及

精准施药技术的应用。 

抗性作物品种的培育是绿色防控的核心环节。通过遗传改

良和基因工程,科学家可以定向培育出具有广谱、持久抗性的作

物品种,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依赖。例如,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可以

将抗病基因转入作物中,使其对特定病虫害产生抵抗力。同时,

研究人员还在探索利用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发掘和鉴定新

的抗性基因资源,以增强作物对多种病虫害的抵抗能力。此外,

系统生物学和生物网络研究也有助于理解作物与病原物相互作

用的复杂性,为抗性育种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新药剂的研发是绿色防控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新药

剂应具备高效、低毒、环境友好的特性,以替代传统的化学农药。

例如,生物农药如微生物杀虫剂、植物源农药等,具有生物降解

性好、对环境影响小的优点,是绿色防控的理想选择。同时,新

型化学农药的研发也应注重选择性,以减少对非目标生物的伤

害。通过对害虫生理生化机制的深入研究,科学家可以开发出靶

向性更强、副作用更小的新药剂,从而达到精准防治的目的。 

再者,精准施药技术是实现绿色防控高效应用的关键。精准

施药意味着农药仅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使用,以最小的剂量达

到最佳的防治效果。这通常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如卫星遥感、无

人机、GPS导航等实现。通过精准监测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和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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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生长状态,可以精确计算出农药的使用量和施药时间,从而

避免过度用药。此外,智能施药装备如精准喷洒设备的使用,可

以确保农药均匀分布,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提高防治效率。 

尽管这些关键技术在理论上颇具潜力,但实际应用中仍面

临诸多挑战,如技术转化难度、成本问题、农民接受程度等。因

此,绿色防控技术的关键技术研发需要科研机构、企业、政府部

门以及农户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政策

支持和农民培训,这些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将有望在不久的

将来取得突破,为我国农业的绿色防控翻开新的篇章。 

5 绿色防控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全球对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以及农药残留和环境

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绿色防控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势在必行。未

来,这一领域将在多个维度进行深化和拓展,以实现农业生产的

绿色转型。 

从理论层面,绿色防控技术将更加深入地探究病虫害与生

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机理,以及作物、病原物和天敌间复杂的动态

关系。通过系统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现代科学工具,研究人员

将更精准地预测病虫害的发生趋势,为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对生物多样性与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将进一步

提升生态调控在病虫害防控中的地位,探索出多样化的生态调

控措施。 

产品开发方面,绿色防控技术将向高效、低毒、环境友好型

方向迈进。新型生物农药、生物源农药以及天然产物的发现与

利用,将替代部分传统化学农药,减少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同时,

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培育的抗病虫转基因作物,将在降低化学农

药需求的同时,确保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此外,新型农药剂型

的研发,如缓释剂、可降解剂等,将使农药在使用过程中能够更

有效地释放,减少不必要的环境污染。 

装备升级是绿色防控技术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智能化、

精准化的植物保护装备,如无人机、卫星遥感、智能喷洒系统等,

将大幅度提高农药施用的精确度和效率,降低农药的使用总量。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这些装备将具备实时监

控、预测预警和智能决策的能力,实现全程精准管理。 

再者,区域化绿色防控模式的创新和推广将是未来工作的

一大重点。针对不同地区的气候、地形、作物种类和病虫害特

点,建立适应当地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将有助于提高防控效果,

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通过绿色防控示范县、示范园区

的建设,将绿色防控理念和技术普及到广大农户,提升农业生产

的整体绿色水平。 

政策层面,政府将在法规制定、技术研发资金支持、农药残

留监控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以推动绿色防控技术的全面实施。同

时,通过国际合作,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绿色防控技术和管理

经验,将有助于我国绿色防控技术的快速提升。 

绿色防控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将聚焦于理论创新、产品开

发、装备升级和区域控制模式的构建。这四个方面的发展将相

互促进,共同推动我国农业走向更加环保、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科研机构、企业、政府部门与农户的紧密合作,

将为绿色防控技术的全面推广创造有利条件,为保障我国粮食

安全、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6 结束语 

农作物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加

强科研创新、优化政策支持、提升农民技术素养和推广绿色防

控示范,我们可以逐步降低化学农药的依赖,实现病虫害的可持

续管理。这不仅有助于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也有利于提升农产

品质量,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农业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未来,我们期待更多科技力量的投入,共同推动我

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深入研究与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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