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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态防治旨在通过综合运用生物、物理、农业等措施，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和传播，减

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提高桃树的产量和品质。本文从加强天敌保护和繁殖技术研究、规范生物农药的使用和管理、加

强农民宣传和教育、建立技术推广机构和加强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发和引进等方面，阐述了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态防

治的优化措施。同时，加强病虫害监测和预警工作，及时发现和预警病虫害的发生，指导农民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对于保护桃树的健康和产量具有重要意义。实施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态防治，可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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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态防治是保护地桃树生

产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由于保护地桃树生产环境的特殊

性，桃树病虫害的发生和传播更加容易，因此生态防治

的方法和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传统的化学防治虽然能够

在短时间内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和传播，但是会对环境和

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而且长期使用还会使病虫害

产生抗药性。因此，推广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态防治，

采用生物、物理、农业等综合方法进行防治，能够减少

化学农药的使用，保障食品安全和环境友好，促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

1��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态防治的意义

桃树病虫害是影响桃树生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病

虫害对桃树的繁殖、生长和产量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传统的防治方法主要通过化学农药进行杀虫、杀菌和

除草等，但这类方法存在很多弊端，如容易引起环境污

染、病虫害逐渐产生抗药性等。因此，保护地桃树病虫

害生态防治对于解决桃树病虫害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1）保护环境资源。传统的化学农药在防治桃树
病虫害的同时也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损毁生态平衡，严

重影响生态环境的质量。而生态防治方法采用的是微生

物、植物和动物等自然资源，可以有效地减少环境污

染，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因此，采用保护地桃树病虫害

生态防治方法，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资源。

（2）保障粮食安全。桃树是我国主要的果树之一，其果
实不仅美味可口，而且对人体有益处。但病虫害的严重

危害也会对桃树产量产生影响，导致果实的品质下降，

同时会对果树的生长和发育产生巨大的影响。生态防治

方法更加注重生态平衡，可以达到防治病虫害的目的，

同时也不会对果实产生污染，保护果实的品质和口感。

因此，采用生态防治方法，可以更好地保障我们的粮食

安全。（3）推进可持续发展。生态防治方法注重生态平
衡，更关注生锈环境的保护，这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

非常契合的。生态防治方法采用的是自然资源，比传统

农药更节能、环保，符合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推进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符合国家的农业政策和

战略发展[1]。（4）提升农业经济效益。桃树作为我国的
重要经济作物之一，其产业链的发展非常广泛。采用传

统的防治方法，不仅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而且会增加生

产成本。而生态防治方法更加注重生态平衡，采用的是

自然资源，不仅可以达到防治病虫害的效果，而且还能

控制生产成本，提升农业经济效益。因此，保护地桃树

病虫害生态防治的意义非常重大，不仅可以保护环境资

源，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可持续发展，而且还能提升农

业经济效益。人们应该更加重视生态防治方法的应用，

推广该种绿色防治方式，探索一条科学可行的农业发展

之路，更好地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

2��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态防治存在的问题

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态防治是一项重要的农业实践

活动，旨在保护作物健康、提高产量、维护生态环境和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保护地桃

树病虫害生态防治还存在一些问题。

2.1  天敌种类和数量不足
天敌是生态防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地控制

病虫害的发生和传播。然而，在保护地桃树的生态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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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敌种类和数量往往不足。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对天

敌的认识和保护措施，以及缺乏对天敌繁殖和释放技术

的掌握。

2.2  生物农药使用不当
生物农药是生态防治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可以有效

地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和传播。然而，在保护地桃树的生

态防治中，生物农药的使用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生

物农药的品种和质量往往难以保证，存在假冒伪劣的情

况。其次，使用生物农药的技术水平不高，很多农民缺

乏正确的使用方法和剂量掌握能力。最后，生物农药的

抗药性也逐渐增强，导致使用效果降低。

2.3  农民参与不足
农民是实施生态防治的主体，他们的参与程度直接

关系到生态防治的效果。然而，在保护地桃树的生态防

治中，农民参与存在不足。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对生态防

治的宣传和教育，以及对农民的激励措施不够。

2.4  技术推广不足
技术推广是促进生态防治应用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可以通过示范、培训、科普宣传等方式来推广技术。然

而，在保护地桃树的生态防治中，技术推广存在不足。

这主要是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推广人员和机构，以及对

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发和引进不够。

3��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态防治的优化措施

为了解决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态防治中存在的问

题，促进其应用和发展，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优化措

施。以下是具体的优化措施：

3.1  加强天敌保护和繁殖技术研究
加强天敌保护和繁殖技术研究是保护地桃树病虫害

生态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措施包括：（1）建立天
敌保护区：为保护天敌种群，需要在桃园附近建立天敌

保护区，禁止使用化学农药，提供天敌适宜的生态环境

和食物，以促进天敌繁殖和种群扩大。（2）开展天敌
繁殖和释放技术研究：通过实验室和田间试验，研究天

敌的生物学特征和生活习性，探索天敌繁殖的技术和方

法，提高天敌数量和繁殖效率，满足生态防治的需求。

（3）加强天敌引进和驯化工作：从外地引进高效的天
敌品种，同时对本地天敌进行驯化，增加天敌种类和数

量，提高生态防治的效果[2]。（4）研究天敌在不同环境
下的适应能力：针对不同的气候、土壤和桃树品种等因

素，研究天敌在不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为天敌的保护

和繁殖提供科学依据。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加强

天敌保护和繁殖技术研究，增加天敌种类和数量，提高

生态防治的效果，保障桃树的健康和产量，同时减少化

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3.2  规范生物农药的使用和管理
规范生物农药的使用和管理是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

态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措施包括：（1）加强生物
农药的研发和引进：开发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生物农

药，满足生态防治的需求。同时，加强生物农药的引进

和推广，增加生物农药的品种和质量。（2）建立生物
农药质量监管体系：加强生物农药的质量检测和管理，

建立生物农药质量监管体系，对生物农药的生产、销售

和使用进行全程监管，防止假冒伪劣的生物农药流入市

场。（3）加强生物农药使用技术的宣传和培训：加强生
物农药使用技术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农民的使用技能和

水平，减少使用不当的问题。（4）建立生物农药的残留
监测体系：建立生物农药的残留监测体系，对生物农药

的残留量进行监测和检测，确保生物农药的安全使用和

产品质量。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规范生物农药的

使用和管理，提高生物农药的使用效果和质量，减少化

学农药的使用和残留，保障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

3.3  加强农民宣传和教育
加强农民宣传和教育是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态防治

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措施包括：（1）开展宣传活动：
通过宣传册、宣传片、宣传栏等形式，向农民宣传生态

防治的重要性和优势，提高农民对生态防治的认知和认

同。（2）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活
动，向农民传授病虫害识别、生物农药使用、天敌保护和

繁殖等技术，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和操作能力。（3）建
立激励机制：建立农民参与的激励机制，如给予一定的

补贴或奖励，激励农民积极参与生态防治工作。（4）加
强与农民的沟通和反馈：加强与农民的沟通和反馈，了

解农民的需求和问题，及时解决农民在生态防治中遇到

的问题，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满意度。通过以上措施的

实施，可以加强农民宣传和教育，提高农民对生态防治

的认知和技术水平，促进农民积极参与生态防治工作，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和环境污染，保障农业生产和食品

安全[3]。

3.4  建立技术推广机构和加强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发
和引进

建立技术推广机构和加强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发和

引进是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态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具

体措施包括：（1）建立技术推广机构：设立专门的技术
推广机构，负责推广新技术和新方法，为农民提供技术

支持和指导。技术推广机构可以与科研机构、高校和企

业等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2）加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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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新方法的研发和引进：加强与科研机构和高校的

合作，引进和研发新的生态防治技术和方法，提高生态

防治的效果和效率。同时，关注国内外生态防治的最新

技术和方法，及时引进和推广应用到农业生产中。（3）
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技术推广机构可以定期开展技

术培训和指导活动，向农民传授新的生态防治技术和方

法，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和操作能力。（4）建立技术交
流和反馈机制：建立技术交流和反馈机制，了解农民在

生态防治中遇到的问题和需求，及时解决农民的问题，

提高技术推广的效果和质量。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

以建立技术推广机构和加强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发和引

进，促进生态防治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提高生态防治的

效果和效率，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和环境污染，保障农

业生产和食品安全。

3.5  建立病虫害监测和预警体系
建立病虫害监测和预警体系是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

态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措施包括：（1）设立监测
点和监测设备：在桃园内设立监测点和监测设备，对病

虫害的发生和传播进行实时监测和数据收集。监测设备

可以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无人机、遥感技术等。（2）
建立病虫害数据库：建立病虫害数据库，对监测数据进

行记录和分析，了解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趋势，为预警

和防治提供科学依据[4]。（3）制定预警标准和方法：根
据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趋势，制定预警标准和方法，对

可能发生的病虫害进行预警和提醒。（4）提供预警信息
和防治建议：根据预警结果，及时向农民提供预警信息

和防治建议，指导农民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防止病虫

害的扩散和蔓延。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建立病虫

害监测和预警体系，及时发现和预警病虫害的发生，指

导农民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和环

境污染，保障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同时，建立病虫害

数据库，可以积累病虫害发生的数据和经验，为以后的

病虫害防治提供参考和支持。

3.6  推广有机肥和生物肥，改善土壤环境
推广有机肥和生物肥，改善土壤环境，是保护地桃

树病虫害生态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有机肥可以增加土

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透气性和保水性，

促进微生物群落的增长，从而增强土壤肥力，提高桃树

的抗病能力。为了推广有机肥和生物肥，可以采取以下

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向农民宣传有机肥和生物肥的好

处和作用，提高农民的认识和意识；提供技术指导和培

训，帮助农民掌握正确的施肥方法和技巧，避免过量施

肥和不当施肥；推广有机肥和生物肥的来源和施用方

法，提供相关技术和咨询服务，帮助农民选择合适的肥

料种类和施用量；建立有机肥和生物肥的示范基地，展

示成功的施肥经验和成果，引导农民学习和应用有机肥

和生物肥。通过推广有机肥和生物肥，可以改善土壤环

境，提高桃树的抗病能力，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和环境

污染，保障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

结束语

保护地桃树病虫害生态防治是一项重要的农业实践

活动，旨在保护作物健康、提高产量、维护生态环境和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通过采取一系列优化措施，如

加强天敌保护和繁殖技术研究、规范生物农药的使用和

管理、加强农民宣传和教育、建立技术推广机构和加强

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发和引进等，可以有效地提高保护

地桃树病虫害生态防治的效果和质量，减少化学农药的

使用和环境污染，保障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同时，加

强病虫害监测和预警工作，及时发现和预警病虫害的发

生，指导农民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可以更好地保护桃

树的健康和产量，维护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促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孙丰宝.保护地桃树主要病虫害的防治技术[J].山西
果树,2019,(3):78-79.

[2]郑涛,王小丽,王坤宇.保护地桃树主要病虫害无公害
防治技术[J].果农之友,2020,(6):23-24.

[3]高华,王坤宇,王小丽.豫南地区保护地桃树主要病虫
害及其生态防治[J].中国园艺文摘,2021,37(2):56-58.

[4]张伟,王坤宇,高华.豫南地区保护地桃树主要病虫害
的发生规律及生态防治[J].中国园艺文摘,2022,38(1):6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