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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处我国西南中部，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整体地势西

高东低，中部凸起，向北、南、东三方倾斜，平均海拔高于 1000m。

贵州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多山地，少田地，整体气候偏向于湿

润，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温变化幅度小，冬暖夏凉，适合

水稻的种植与培养。但由于急于求成，大多数农业从事人员为了

保障收获率，降低病虫害，盲目使用农药，在造成了环境污染的

同时也让农药残留危及到了人类的健康。在现代科学技术快速

发展背景之下，绿色防控技术成为农作物种植业中最流行的关

键词之一。将绿色防控技术运用到农作物的培植过程中，是符合

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因此，农作物栽培人员不仅要将先进的绿

色防控技术引入农作物种植过程中，还要提高种植人员自身对

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视程度，为绿色食品的生产链保驾护航。

1 采取的主要措施

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融合，人们的物质生活也

得到了满足。在物质得到满足的基础之上，人们开始注重品质，

注重是否绿色、低碳、环保。由于农业一直呈落后态势，新兴技术

并未得到长足发展。传统的水稻栽培技术中大多采用了喷洒农

药的方式，大面积喷洒农药虽然可以降低病虫害的危害性，保证

农作物最后的收获率，但大剂量使用始终会产生农药残留，这也

不免让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竞相担忧。癌症、胃疾、各色重金

属中毒事件也让人们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现有的水稻种植技

术。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防控技术应运而生。笔者结合贵州地

区的种植环境，提出一些有关水稻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应用。

1.1 推广应用绿色植物开展绿色防控集成

1.1.1 生态防控

绿色防控示范区通过集成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具有

较好的防病虫除草效果和增收节支作用[1]。选择合适的丰产品种

很重要。贵州地区少水田，多丘陵、高山，在地理条件有限的情况

下，势必就要积极开展生态防控，选择出品质优良、抗病虫害能

力较强的品种。必要时还可开展轮番换植，降低植株的耐受性，

降低对应品种特殊病虫害的发生率。在生态防控的过程中，还要

注意土壤的翻耕和土壤灭虫。土壤富含各种植物和病虫害生长

所需的微量元素，因此土壤也会成为病虫害的暴发点，要及时注

意翻耕土壤，检查有无幼虫成卵，一旦发现虫害踪迹，就必须及

时开展土壤灭虫，灌水灭蛹，降低土壤的病虫害暴发率，精准打

击越冬虫害。此外，稻草也会成为虫子穴居的对象，因此田间的病

虫稻草一定要及时进行清除，降低越冬病源基数，在翻耕水田之时

还要及时捞出水田里的悬浮渣滓，减少田地的细菌和致病菌。

1.1.2 种子外壳均匀涂抹药剂

在种子外壳均匀涂抹药剂，也可以做到绿色防控。一般选用

60%浓度的吡虫啉悬浮剂配合 35%的丁硫克百威与种子进行混

合，形成表面附着，待到种子浸泡阶段，使用催芽露白进行催芽，

并利用旱育的方式来培育秧苗，控制育苗期的成长速度，减少飞

虱和其他育苗期水稻病虫害的发生概率。此外，在种子外壳涂抹

防虫药剂，还可以杀死土壤中的潜在微生物和害虫幼虫，一定程

度上可以辅助生态防控。

1.1.3 杂糯间栽

杂糯间栽指的是在增加田间生物种群数量的同时，对生态

空位进行弥补，将原有的二维结构转化为三维结构，巧妙贴合时

间算差，从根源上提升水田系统的稳定。首先，要选择搭配好的

间栽品种，最好是抗病能力较强的杂交水稻，然后将糯稻与水稻

进行交叉互栽，同播同栽，并选择合适的间栽密度，不能过疏，也

不能过密，栽种完成后做好水肥的管理工作，不断增强现有品种

的抗病能力。

1.1.4 防虫网覆盖

防虫网是一种密度较高的黑色滤网，主要用于阻拦空中的

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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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稻病虫害的防控是农业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是提高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保证农民整体性收入的重要措

施。为了探索贵州省的绿色防控集成技术应用模式，笔者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采用生态调节+药剂混种+缓释剂+防虫

网+根部带药移植+杂糯间栽+诱导剂诱虫+灯光诱杀+生物防控+科学用药的方式来完成水稻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平

均挽回率高达 70%，生产总值提高了 5 个百分点，个体减少防控成本 76 元，新增个体收益 230 元，年收益率高达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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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虫，主要制作材料是高精纤维材料，也可以使用无纺布，在秧

苗上空大约 20cm 处覆盖防虫网，大约 20～40 目之间，主要作用

在于控制飞虱、卷叶螟等传播病原体取食产卵。在覆盖防虫网之

前，要做好土壤的育肥和杀虫工作，降低因为土壤菌群清除不彻

底而引发的虫害。正如前文所述，土壤富含各种有机物和病虫害

的幼虫群落，做好土壤的消杀，可以降低土壤的有害菌群数量，

帮助水稻前期顺利生长。做好土壤准备工作以后，将 30 目的防

虫网采取人工覆盖或者机械覆盖的方式安装在稻田周围。由于

滤网是消耗品，极易破损，因此，为了保证滤网能够发挥出自身

的物理阻隔作用，需要相关人员定期检查滤网有无破损情况，有

破损的地方应当及时进行更换和修补。科学研究表明，目前我国

大多数病虫害都是起源于飞虫，覆盖防虫滤网可以有效阻隔飞

虫接触成长期的水稻。在覆盖防虫滤网的同时，还可以降低光线

污染，补充种植水田的热度，改善采光环境，从根源上避免人们

大规模使用农药。此外，在覆盖滤网之前，农业工作人员还应该

做好自身的知识补充工作，学会如何正确铺设防虫滤网，让现代

高科技也能惠及农业种植。

1.1.5 带药移植

带药移植并不意味着要在水稻移植过程中附带多种药物，

而是在移植或者嫁接的前三天开展药剂浸泡或者喷洒，一般药

剂配比为 1/3 包稻瘟灵 +2/3 包三环唑 +2/3 包吡虫啉，兑取约

10kg 清水，充分摇晃均匀后用于根部浸泡或者喷淋，浸泡或者喷

淋 1h 后完成移栽，即可完全预防多种病虫害的发生。此外，带药

移植还可增强水稻植株自身的抗病能力，有助于实现植株的自

身基因重组升级。

1.1.6 安装杀虫灯

杀虫灯是一种带有绿色捕捉网的现代灯具，兼顾照明和捕

捉两项功能。通过安装电路设施和防雨装置以后，可以长期循环

使用，杀虫灯的作用原理在于通过黑暗环境下的色光原理，吸引

农作物四周滋生的成虫和幼虫进入到捕捉网当中，实现聚集消

灭。科学研究表明，由于夜间温度较低，很多虫子都喜欢在夜间

外出觅食，安装杀虫灯可以大量捕捉飞虱、卷叶螟等害虫，在保

护环境的同时做到了绿色防控。杀虫灯作为电器时代的新发明，

还可以通过计算机智能设置开灯、关灯时间，不仅不会影响水稻

的生长，还能降低防治成本，可多次循环使用。

1.1.7 引诱剂捕杀

引诱剂是诱杀害虫的最佳方式。引诱剂是指添加了引诱色

素和引诱香精的化学毒物，与传统农药的全盘喷洒相比，引诱剂

更多的是按点投放，也可以采用诱捕器的方式来引诱二化螟。每

个诱捕器中设置引诱滤芯一个，每个滤芯的高度大约超出水稻

20cm，伴随着水稻的增长，还需要工作人员适当调整引诱器的高

度。此外，诱捕器需要在水分子的作用下才能发挥出作用，因此

需要相关人员每隔三天就往诱捕器的附带水槽中添加天然水，

保持诱捕器始终处于湿润状态。

1.1.8 生物防控

生物防控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由于贵州气候湿润，每年

降雨量大于 1000mm，这样的环境很适合水稻生长，但也让纹枯

病、稻曲病、稻纵卷叶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生物防治措施上，笔

者认为，可以采用稻田小循环系统———稻田水沟中投放小鱼小

虾，用于帮助水稻实现“自动”松土，等到鱼虾成长一段时间以

后，投放小鸭子，让小鸭子捕食稻田内的鱼虾，实现无害化养殖，

而且鸭子也会帮稻谷清理掉一些有害虫类。这样的小循环既实

现了水稻的无害化种植，也让养殖鸭子的农民们获得了一笔额

外的收入。还可以根据需要释放赤眼蜂、大叶螟等有益生物，帮

助水稻得到更好生长。此外，生物农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生

物农药与传统的农药相比，毒性更低，残留更少，且大部分生物

农药都是采用生物活体进行研制，针对特定的菌群适用不同类

型的生物农药，分别给予活性抑制和蛋白质分解两种对应处理

方式，从而达到杀灭有害生物的目的。与传统的高毒性农药相

比，生物农药见效时间虽然更长一些，但安全性较高，不会存在

农药残余问题。合理使用生物防护措施，可以让水稻的培育更加

科学，从根源上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

1.1.9 吡虫啉应用

很多人在听到吡虫啉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高毒性杀虫剂，

但其实不是。吡虫啉的全称为硝基亚甲基类内吸杀虫剂，低毒、

对大部分害虫都有较好的协同和抑制中枢神经的作用，用药后

一天灭杀率可达到百分之九十，药物残留期大概 25 天，一般无

较大副作用，每平方米使用 1kg 浓度为 2%的吡虫啉与土壤均匀

混合，亦或在正式移植后两周内与复合肥进行混合分撒，保持水

田内拥有 2～4cm 的水层高度即可。对白背飞虱的抑制性最为明

显，这样的应用方式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药物的防治效果，减少

农药残留和环境损害，避免多次用药。

1.1.10 科学用药，统防统治

在水稻抽穗、扬花期要尤其注意白背飞虱、稻纵卷叶螟、叶

瘟等病虫害，并选用相应的生物农药予以防治。在成熟阶段，要

注意防护麻雀、飞鸟等过多啄食，还要注意穗瘟和稻曲病等病虫

害，统防统治，在到达该阶段时就应做好对应的防护措施，比如

扎草人吓退鸟类，生物农药和吡虫啉提前应用的方式来减少水

稻致病。另外，用药时要做好用量把控，尽量保证不对环境造成

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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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立核心绿色防控示范区域

核心绿色防控示范区更多的是作为试点来进行应用的。在

核心示范区全面落实和推广病虫害的绿色防治和农药定量使用

策略，是开展水稻病虫害防控的重点。病虫害绿色防控是当前农

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技术，技术标准是先进成果转化应用的重要

载体[2]。因此要积极建立核心绿色示范区域，打造出合适的载体，

并对如何服务农业、开展农业量化考核提供借鉴。与此同时，提

升病虫害的防治效果，发挥出示范区域的辐射性作用，确保各项

绿色防控技术真正落到实处。

1.3 加强农作物的预警监测系统

预警监测系统也被称为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的预

警机制近年来被广泛运用于水稻的培养和种植当中，更有部分

研究者真正将论文写在了土地之上，将试验搬到了阳光下。新近

研究出来的水稻病虫害预警系统真正做到了实施数字转数据和

危险预警，可以帮助专家们更好地完成绿色农作物的栽培和研

发工作。这就是信息系统防治方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下面是相

关的数据统计表：

由上表可知，采取信息防治的水稻试验地，出现病虫害的频

率大大降低，而没有采用预警系统的水稻试验地，病虫害的出现

频率仍然较高。系统化地开展农作物的病虫害监测预警，可以更

充分地掌握每年度的具体虫害数据，总结出病虫害的发生规律，

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防治措施，预警监测机制还可以灵活运

用，既进行病虫情况的监测，又生成不同病虫害的对应监测报

告，帮助防控机制更上一层楼。

1.4 保障举措

首先，成立合理的领导管理机制和技术指导部门，帮助农业

生产者学习先进的绿色防控技术。由于很多农业生产者离不开

土地，很少有时间和机会参加系统培训，因此各县、乡应积极开

展培训宣传，帮助农民制定出合理的病虫害防治计划。其次，加

大扶农资金投入。资金是农业生产的关键，但由于农民自身的原

因，资金投入一直跟不上，因此各部门要积极申请资金审批，为

农民的防控资金保驾护航。

2 取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2.1 经济层面

在时代的号召下，为加快转变水稻病虫害防控方式，减少化

学农药使用量，提高稻米质量，运用了该技术[3]。通过三年的绿色

集成推广，共计挽回稻谷 7199 万千克，年收益率达到 237%。通

过配套该技术，既减少了农药的投入和农资成本的损耗，又实现

了收益翻倍。在提高防治效果的同时，降低了危害程度和损失

率，实现了双量提升，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2.2 社会效益层面

在作物的生长周期中，根据各阶段的需求量不同，开展各种

知识宣传和培训，在向农民宣传病虫害防治重要性的同时，落实

病虫害防治技术的普及程度，增强农民对于水稻病虫害绿色防

控措施的综合运用能力。通过扶植专业人员，推动植物保护体系

进一步扩大，提高作物种植的社会效益。

2.3 生态效益方面

通过农作物的病虫害专业化防治和绿色防控，笔者经过统

计，发现贵州省每年的农药使用频率由 9.1 次降到了 6.5 次，减

少了 2.6 次，年使用量降低了 28%，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病虫害

的天敌繁衍数量，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率。从环境保护和环境污

染视角来看，环境污染有所缓解，为人类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增

添了新动力，进一步协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为人类的食

品安全增加了一重保障。

3 结束语

根据贵州各部分的实际情况，结合水稻病虫害的发生特点，

对生态防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控和科学用药等病虫害绿色防控

技术进行了详细介绍，融合出了一套适合贵州地区发展水稻种

植业的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体系：在生态防控的大方针背景下，

利用种子外表附药、防虫网覆盖、吡虫啉应用、带药移植、杂糯间

栽、引诱剂引诱、杀虫灯诱杀、生物防控、科学用药等举措，充分

彰显了绿色种植、绿色防控的理念。以生态保护为主、经济效益

为辅，在尽量不影响环境的状态下完成水稻的绿色种植，倡导尽

量少用有毒农药、合理使用农药、生物农药为主的“三药宗旨”，

减少了农民对传统农药的依赖性，从根源上解决了病虫害导致

水稻减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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