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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设施蔬菜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应用

齐共霞
沂源县鲁村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山东 淄博 256104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沂源县设施蔬菜生产中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的应用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前景。通过分析

生物防治技术的优势与局限性，结合新技术的发展趋势，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建议，以期为该地区设施蔬菜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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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设施蔬菜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

蔬菜产量、保障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上世纪末，

沂源县的设施蔬菜产业发展迅速，比较有代表性的例

如：鲁村镇的芹菜、东里镇的白莲藕等，原来就有这种

植蔬菜的传统，因此也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让沂源

县各镇设施蔬菜产量更大，如现在鲁村镇的冬暖型大棚

黄瓜大约有5000余亩，产量上升的同时也面临着病虫害
频发的挑战。为了满足当前群众对蔬菜生产的绿色、有

机、无污染的要求生物防治作为一种环境友好型防控手

段，其在沂源县的应用与推广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1 沂源县设施蔬菜病虫害现状及传统防治方法

沂源县设施蔬菜主要种植品种包括番茄、黄瓜、辣

椒等，其病虫害种类繁多，主要包括蚜虫、白粉虱、烟

粉虱、斜纹夜蛾、小菜蛾以及多种真菌性病害和细菌性

病害。这些病虫害的发生严重影响了设施蔬菜的产量和

品质，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传统防治方

法主要依靠化学农药，虽见效快，但长期使用易导致病

虫害抗药性增强、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

2 生物防治技术应用现状

2.1  微生物防治

微生物防治作为一种环境友好且高效的病虫害防治

手段，在沂源县设施蔬菜生产中展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

景。这一技术主要依赖于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来控制病

虫害，其中苏云金杆菌（Bt）、农用链霉素和多抗霉素
是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微生物制剂。苏云金杆菌（Bt）作
为一种广泛应用的微生物杀虫剂，对鳞翅目害虫具有显

著的胃毒作用。其活性成分能够破坏害虫的消化系统，

导致害虫无法进食而死亡（见表1）。Bt制剂被专门用于
防治烟青虫和菜青虫等鳞翅目害虫，取得了显著的防治

效果，有效降低了害虫对蔬菜的危害程度。农用链霉素

则是一种重要的微生物杀菌剂，对多种细菌病害具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在沂源县的设施蔬菜生产中，农用链霉

素主要用于防治十字花科蔬菜的软腐病和青枯病。通过

喷洒或灌溉等方式施用农用链霉素，可以有效控制病害

的蔓延，保护蔬菜作物的健康生长[1]。多抗霉素是一种广

谱性的微生物代谢产物，对多种真菌病害具有出色的防

治效果。在沂源县，多抗霉素主要用于防治设施蔬菜上

的白粉病和霜霉病。这些病害常常对蔬菜的产量和品质

造成严重影响，而多抗霉素的使用则能够有效控制病害

的发生和发展，保障蔬菜的健康生长。

表1：微生物防治技术施用方式与作用机制表

微生物制剂 目标病虫害 防治效果（%） 施用方式 主要作用机制

苏云金杆菌（Bt） 烟青虫、菜青虫等鳞翅目害虫 85-95 喷洒、灌溉
破坏害虫消化系统，导致害虫无法进食而

死亡

农用链霉素 十字花科蔬菜的软腐病、青枯病 75-85 喷洒、灌溉 抑制细菌病害的蔓延，保护蔬菜健康生长

多抗霉素 白粉病、霜霉病 90-95 喷洒
控制多种真菌病害的发生和发展，保障蔬

菜健康生长

注：上述防治效果数据为一般性参考范围，实际防治效果可能因具体环境条件、施用技术等因素而有所差异。

2.2  天敌昆虫利用
天敌昆虫利用作为生物防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沂

源县设施蔬菜病虫害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沂源

县设施蔬菜病虫害的实际情况，科学选择并合理利用天

敌昆虫，能够有效控制害虫数量，减轻病虫害对蔬菜作

物的危害。在沂源县的设施蔬菜生产中，蚜虫和叶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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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害虫，对蔬菜的生长和产量造成严重影响。为了

有效控制这些害虫，可以利用异色瓢虫进行生物防治。

异色瓢虫是一种高效的捕食性天敌，对蚜虫和叶螨具有

很强的捕食能力。通过人工释放或自然引诱的方式，增

加异色瓢虫的数量，使其在自然环境中对害虫进行捕

食，从而达到控制害虫数量的目的。除了异色瓢虫，丽

蚜小蜂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在沂源县设施蔬菜生

产中被广泛应用于烟粉虱的防治。丽蚜小蜂是一种寄生

性天敌，能够将卵产在烟粉虱的幼虫或蛹内，导致其死

亡。通过人工释放丽蚜小蜂，可以有效控制烟粉虱的数

量，减轻其对蔬菜的危害。此外，通过人工释放智利小

植绥螨，可以有效控制二斑叶螨的数量，保护蔬菜作物

的健康生长。

2.3  植物源农药与生物制剂
植物源农药与生物制剂作为生物防治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在沂源县设施蔬菜病虫害防控中展现出了独

特的优势。这类防治方法主要利用植物自身的防御机

制，提取其有效成分制成农药或生物制剂，用于病虫害

的防治。艾叶、南瓜叶、黄瓜蔓、苦瓜叶等植物，在沂

源县设施蔬菜生产中不仅作为常见的蔬菜作物，其浸出

液还被广泛应用于病虫害防治。研究表明，这些植物浸

出液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蚜虫、白粉虱、红蜘

蛛等害虫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这些活性物质能够破坏

害虫的生理机能，使其无法正常生长发育，从而达到控

制害虫数量的目的。具体来说，艾叶浸出液对蚜虫具有

显著的触杀和胃毒作用，能够迅速降低害虫的活性，减

少其对蔬菜的危害。南瓜叶浸出液则对白粉虱具有良好

的防治效果，能够破坏白粉虱的生殖系统，减少其繁殖

能力[2]。黄瓜蔓和苦瓜叶浸出液则对红蜘蛛等害虫具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能够破坏害虫的神经系统，使其无法正

常活动。与传统的化学农药相比，植物源农药与生物制

剂具有环保、安全、无残留等优点。它们对人畜无害，

不会污染环境，也不会对蔬菜作物产生药害。因此，这

类防治方法在沂源县设施蔬菜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并受到了农民们的青睐。

3 新技术在生物防治中的应用

3.1  纳米技术
纳米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高科技手段，近年来在生

物防治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特别是在提高生

物活性成分的稳定性和靶标性方面，纳米技术发挥了独

特的作用。传统的生物防治方法，如使用微生物制剂，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病虫害，但往往存在稳定性

差、靶标性不强等问题。而纳米载体技术的应用，则能

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将生物活性成分包裹在纳

米级的载体中，可以保护其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提高

其稳定性，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同时，纳米载体还能

够使生物活性成分更精确地作用于病虫害，减少对非目

标生物的影响，提高生物防治的效率和准确性。例如，

利用纳米级微生物制剂来防治蔬菜的病虫害。这些纳米

级微生物制剂能够更精确地作用于害虫或病菌，破坏其

生理机能，从而达到控制病虫害的目的。与传统的微生

物制剂相比，纳米级微生物制剂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靶

标性，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田间环境，提高防治效

果。这种结合方式不仅能够提高生物防治的效果，还能

够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依赖，降低环境污染风险。

3.2  基因编辑技术
基因编辑技术，特别是CRISPR/Cas9系统，近年来

在生物防治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这一技术通

过精确编辑作物基因组，可以培育出具有病虫害抗性的

作物品种，从而增强作物自身免疫力，减少对外源防治

措施的依赖。传统的病虫害防控方法往往依赖于化学农

药或生物制剂的外部施加，但这些方法可能存在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以及害虫抗药性增强等问题。而基因编辑

技术则提供了一种从作物内部出发，通过遗传改良来增

强作物抗病虫害能力的新途径。利用CRISPR/Cas9系统，
科研人员可以针对作物中特定的基因进行精确编辑，使

其表达出具有抗病虫害功能的蛋白质或酶类。例如，可

以编辑作物基因以增强其对特定害虫的毒性，或者提高

其对某些病菌的抵抗能力。通过这些遗传改良，作物能

够在生长过程中自主抵抗病虫害的侵袭，减少对外部防

治措施的依赖。在沂源县设施蔬菜生产中，基因编辑技

术也被视为一种具有潜力的生物防治手段。通过培育具

有病虫害抗性的蔬菜品种，可以降低病虫害的发生概

率，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从而保障蔬菜产品的质量

和安全。同时，基因编辑技术还可以与其他生物防治技

术相结合，形成更为高效、环保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值

得注意的是，基因编辑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也需要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确保其安全性和可持续

性。科研人员需要对编辑后的作物进行严格的评估和监

测，以确保其不会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3.3  智能化监测与精准施药技术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智能化监测与精准施药技术在生物防治领域得到了广泛

应用。这一技术结合先进的传感器、数据分析算法和智

能决策系统，实现对病虫害的智能监测与预警，并指导

精准施药，从而提高生物防治的效率。智能化监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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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部署在田间的各种传感器，实时采集环境参数和作

物生长状况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温度、湿度、光照强度

以及作物叶片的颜色、形状等。通过物联网技术，这些

数据被实时传输到云端服务器，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处

理。在云端，大数据分析算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

挖掘，识别出病虫害的发生模式和趋势。一旦发现病虫

害的潜在威胁，系统会立即发出预警信号，并生成相应

的防治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最佳的施药时间、施药量以

及使用的生物制剂种类等。精准施药技术则根据智能化

监测系统的建议，通过精确的施药设备和方法，将生物

制剂准确地施加到目标区域[3]。这种技术不仅提高了生物

制剂的利用率，还减少了对非目标生物和环境的影响。

与传统的施药方法相比，精准施药技术能够更精确地控

制病虫害，同时降低防治成本。

4 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4.1  问题分析
尽管生物防治技术在沂源县设施蔬菜生产中展现出

了巨大的潜力，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亟待解决。首先，生物防治技术的普及率相对较低，农

民的接受度不高。这主要源于传统防治观念的影响，农

民更倾向于使用熟悉的化学农药，而对新兴的生物防治

技术缺乏了解和信任。此外，生物防治技术通常需要一

定的时间和条件才能显现效果，这也使得部分农民对其

持怀疑态度。其次，新技术研发与应用成本高，推广难

度大。生物防治技术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而技术的推广应用又需要建立相应的服务体系

和宣传机制，这进一步增加了成本。对于沂源县这样的

农业地区来说，资金和技术支持相对有限，新技术的推

广面临较大挑战。最后，缺乏系统的技术培训体系和服

务体系也是制约生物防治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农

民是生物防治技术的最终使用者，他们的技术水平和操

作能力直接影响到技术的应用效果。

4.2  对策建议

针对沂源县设施蔬菜生产中生物防治技术存在的问

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首先，加强政府引导与政策支

持是关键。政府应加大对生物防治技术的宣传力度，

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示范等形式，提高农民对生物防

治技术的认识和接受度。同时，政府还可以出台相关政

策，如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鼓励农民采用生物

防治技术，降低其使用成本。其次，加大科研投入是降

低新技术研发与应用成本的有效途径。政府和企业应共

同加大对生物防治技术研发的投入，包括资金支持、人

才培养和科研设施建设等。通过科研创新，不断降低新

技术的研发成本，提高其应用效果，从而为农民提供更

加经济、高效的生物防治方案。最后，建立完善的技术

培训与服务体系是提升农民技术应用能力的重要保障。

政府应主导建立生物防治技术培训基地，定期举办培训

班，邀请专家学者为农民提供系统的技术培训。同时，

还应建立健全的技术服务体系，如设立技术咨询热线、

建立技术示范点等，为农民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支持

和服务。通过这些措施，帮助农民掌握生物防治技术的

核心要点，提高农业技术应用能力。

结语

沂源县设施蔬菜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的应用前景广

阔，但需克服现有问题，加速新技术研发与推广，构建

多元化、系统化的病虫害管理体系。未来，随着技术进

步与政策支持的加强，生物防治将在保障设施蔬菜产业

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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