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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地西瓜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应用与推广

李锁平
榆林市榆阳区园艺技术推广站Ǔ陕西Ǔ榆林Ǔ719000

摘Ȟ要：随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日益增长，露地西瓜病虫害的生物防治技术逐渐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点。本

文旨在探讨露地西瓜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的应用现状、技术原理、优势及推广策略，以期为西瓜产业的绿色、健康发

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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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露地西瓜作为夏季重要的经济作物，其产量和质量

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经济收益和消费者的健康。然而，病

虫害问题一直是制约露地西瓜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传

统的化学防治方法虽然见效快，但易导致农药残留、环

境污染和病虫害抗药性增强等问题。因此，研究和推广

生物防治技术，对于实现露地西瓜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具

有重要意义。

1��露地西瓜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原理

1.1  生物防治的定义与分类
生物防治，作为一种绿色、可持续的病虫害管理策

略，其核心在于利用生物体（包括动物、微生物及植

物）或其衍生的天然产物，以生态友好的方式调控有害

生物的数量与活动，从而达到减轻或消除其对农作物危

害的目的。此方法因其在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保护生态

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显

著优势而备受推崇。根据防治机制与目标对象的不同，

生物防治可细分为以下几大类：天敌防治、微生物防

治、植物源农药防治。

1.2  技术原理
天敌防治的原理在于模拟自然界的生物调控机制，

通过人工引入或促进天敌种群的繁殖，建立稳定的生态

平衡，使害虫数量保持在经济阈值以下，避免大规模爆

发。微生物防治则利用了微生物与病虫害之间的相互作

用，如微生物的竞争占位、营养争夺、产生抗菌物质或

直接侵染害虫体，从而实现对病虫害的有效控制，同时

微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使其能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发挥

作用[1]。植物源农药防治则是基于植物自身的防御机制，

许多植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对抗病虫害的化

学物质，这些物质对特定害虫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毒

性，而对非目标生物及环境相对安全，为病虫害的绿色

防控提供了新思路。

2��露地西瓜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具体应用

2.1  天敌防治技术
在露地西瓜的病虫害管理中，天敌防治技术以其生

态友好、持续控制的特点，成为绿色防控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中，赤眼蜂与瓢虫的应用尤为突出，它们作为自

然界中蚜虫等害虫的天然克星，被广泛应用于生物防治

实践中。（1）赤眼蜂防治蚜虫：赤眼蜂作为一种寄生性
昆虫，其生命周期与蚜虫紧密相关。在蚜虫初发期，通

过人工精准释放赤眼蜂成虫或卵卡至西瓜田间，赤眼蜂

会主动寻找并寄生在蚜虫体内，利用蚜虫的营养完成自

身发育，从而有效减少蚜虫的数量。这一过程中，需根

据蚜虫的发生规律、气候条件及赤眼蜂的寄生效率，科

学制定释放时间、数量及频率，确保防治效果最大化，

同时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必要的干扰。（2）瓢虫防治
蚜虫和粉虱：瓢虫，特别是七星瓢虫等种类，是蚜虫和

粉虱等害虫的高效捕食者。在西瓜生长期间，可以通过

保护和促进田间自然瓢虫种群的繁衍，或者在人工条件

下繁殖瓢虫并适时释放至田间，以增强对害虫的生物控

制力。此外，为了提高瓢虫的存活率和捕食效率，还需

注意田间环境的优化，如提供适宜的栖息场所、避免过

度使用化学农药等，以维护瓢虫与西瓜植株之间的生态

平衡。在实施天敌防治技术时，还需密切关注天敌与害虫

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环境因素对防治效果的影响，通过

综合评估与调整，实现天敌防治技术的精准应用与高效

管理，为露地西瓜的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生态屏障。

2.2  微生物防治技术
在露地西瓜的病虫害生物防治体系中，微生物防治

技术以其独特的防治机制和环保特性，成为控制病害、

提升作物健康的重要策略。其中，利用芽孢杆菌防治西

瓜枯萎病是一项高效且生态友好的技术。芽孢杆菌是一

类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的革兰氏阳性细菌，其特点在于

能形成芽孢，对恶劣环境具有极强的抵抗力。在防治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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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枯萎病时，通常选用对枯萎病菌具有强烈抑制作用的

特定芽孢杆菌菌株，如解淀粉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

等。芽孢杆菌的施用方式灵活多样，既可通过喷洒于西

瓜植株的叶面、茎秆或根部，也可通过灌根方式直接作

用于根系周围。施用时机通常选择在西瓜种植前或病害

初发期，以预防或控制病害的蔓延。具体施用浓度和频

率需根据病害的严重程度、气候条件及土壤环境等因素

综合考虑，确保防治效果的同时，避免对西瓜植株造成

不必要的负担。芽孢杆菌防治西瓜枯萎病的机制主要包

括竞争占位、产生抗菌物质及诱导植物抗性等。它们能

在植株根际或体内定殖，与枯萎病菌竞争营养和空间，

同时产生抗生素、细胞壁降解酶等抗菌物质，直接抑制

或杀死病菌。此外，芽孢杆菌还能激发西瓜植株的自身

防御机制，提高其抗病性。在应用芽孢杆菌防治西瓜枯

萎病时，需注意与化学农药的配合使用，避免使用对芽

孢杆菌有杀伤作用的农药[2]。同时，为了保持芽孢杆菌的

活性，施用时应避免高温、强光等不利条件，确保其在

田间环境中的稳定与高效。真菌防治：某些真菌对害虫

具有寄生作用，如白僵菌可用于防治西瓜地老虎等地下

害虫。

2.3  植物源农药防治技术
在露地西瓜的病虫害绿色防控策略中，植物源农药

以其源自自然、低毒环保、害虫不易产生抗药性等特

点，成为替代化学农药、保障农产品安全的重要选择。

印楝素与苦参碱作为两种典型的植物源农药，在防治西

瓜害虫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效果。（1）印楝素的高效应
用：印楝素提取自印楝树的种子和叶片，是一种具有广

谱杀虫活性的天然化合物。它对多种害虫，如蚜虫、粉

虱、蓟马等，均表现出强烈的触杀和胃毒作用，即害虫

接触或吞食后，会迅速出现中毒症状，直至死亡。印楝

素通常以喷雾形式施用，选择在害虫初发期或活动高峰

期进行，重点喷洒于害虫聚集的叶片背面、茎秆及花朵

等部位，以确保药剂与害虫的充分接触。根据害虫的种

类和密度，调整药剂浓度和施用频率，以达到最佳防治

效果。（2）苦参碱的精准防治：苦参碱是从苦参植物的
根部提取的一种生物碱，对蚜虫、红蜘蛛、白粉虱等多

种害虫具有显著的防治作用。它不仅能直接杀死害虫，

还能干扰害虫的生长发育，减少害虫的繁殖能力。苦参

碱的使用同样以喷雾为主，但针对不同害虫，其施用时

机和浓度需有所调整。例如，对于蚜虫，应在蚜虫大量

出现前或初期进行预防性喷洒；对于红蜘蛛，则需在其

发生高峰期前进行防治，重点喷洒于叶片背面和茎秆下

部，以覆盖害虫的藏匿处。在应用植物源农药时，还需

注意以下几点：为避免害虫产生抗药性，建议与其他生物

防治方法或低毒化学农药轮换使用。植物源农药虽低毒，

但仍需遵循农药使用的一般原则，避免在风力大、雨天或

高温时段施用，以减少对环境和非目标生物的影响。

3��露地西瓜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的优势

3.1  环保性
生物防治技术以其独特的生态友好性，成为露地西

瓜病虫害防控领域中的绿色先锋。相较于传统化学农药

的大量使用，生物防治技术从根本上减少了农药在环

境中的残留与扩散，有效避免了土壤、水源及空气的污

染，为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

生物防治还促进了农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维持了生态

平衡，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高效性与持久性
天敌和微生物等生物防治因子，作为自然界中的病

虫害调控者，具有强大的自我繁殖与扩散能力。它们能

够在田间自然环境中迅速适应并增殖，形成对病虫害的

持续控制力。这种基于自然机制的防治方式，不仅能够

在短时间内有效降低病虫害的种群密度，还能在较长的

时间内维持病虫害的低水平状态，减少了反复施药的需

要，提高了防治效率与持久性。同时，生物防治因子对

害虫的专一性或广谱性，使得防治更加精准，避免了对

非目标生物的伤害。

3.3  安全性
生物防治技术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其高度的安全性。

与化学农药相比，生物防治因子对人畜及非目标生物的

危害极低，甚至无害，大大降低了农药中毒和环境污染

的风险。此外，由于生物防治因子通常作用于害虫的特

定生理环节或生命过程，害虫对其产生抗药性的可能性

远低于化学农药。这意味着生物防治技术能够在长期应

用中保持其有效性，为病虫害的可持续控制提供了可靠

保障。

4��露地西瓜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的全面推广策略

4.1  加强宣传与培训：构建知识普及的立体网络
针对瓜农群体特点，设计多样化的培训方式。除了

传统的线下培训班、现场会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

开展在线课程、直播讲座，甚至开发移动应用，让瓜

农随时随地学习生物防治技术。培训内容应涵盖生物防

治的基本原理、技术操作、成功案例分享及常见问题解

答，确保瓜农能够全面、系统地掌握相关知识。充分利

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短视频

平台等新媒体，形成宣传合力。制作生动有趣的科普视

频、图文并茂的宣传册页，以及基于真实案例的专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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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展示生物防治技术的实际效果与长远益处，提升公

众特别是瓜农群体对生物防治技术的认知度与接受度[3]。

鼓励已采用生物防治技术并取得良好效果的瓜农分享经

验，通过“传帮带”的方式，激发更多瓜农的尝试意

愿。可以设立“生物防治示范户”，给予一定的奖励或

荣誉，以此作为榜样，带动周边农户积极参与。

4.2  示范带动：打造可复制的生物防治样板
在西瓜主产区或病虫害高发区域，精心选址建立生

物防治技术示范点。示范点应集科研、教学、示范于一

体，展示包括天敌引入、微生物制剂使用、植物源农

药应用等在内的多种生物防治技术。通过科学规划、精

心管理，确保示范效果显著，具有说服力。示范点应注

重技术的集成与创新，探索不同生物防治技术的组合应

用，以及与传统农业措施的融合，形成高效、低成本的

病虫害综合防控方案。同时，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

物防治技术和产品，进行本土化改造与试验，为瓜农提

供更多选择。建立示范点成果评估与复制推广机制，定

期对示范效果进行监测与评估，总结成功经验，形成可

复制、易推广的生物防治技术模式。通过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的方式，将示范成果向更广泛的地区推广，形成

生物防治技术的规模化应用。

4.3  政策扶持：构建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体系
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对采用生物防治技术的瓜农

给予直接补贴或奖励，降低其初期投入成本，提高其采

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同时，对在生物防治技术推广中表

现突出的个人或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形成良好的社会

氛围。对从事生物防治技术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

给予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鼓励其加大研发投入，扩大生

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同时，引导社会资本

投入生物防治领域，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4]。制定和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生物防治技术在农业病虫害防治

中的地位和作用，规范生物防治产品的生产、销售和使

用行为，保障瓜农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大对化学农药

使用的监管力度，推动农业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

4.4  技术服务：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体系
组建由农业专家、技术人员和经验丰富的瓜农组成

的生物防治技术服务团队，负责为瓜农提供技术咨询、

病虫害防治方案制定、技术示范与指导等服务。团队

成员应定期接受培训，更新知识储备，确保服务质量和

效果。技术服务人员应深入田间地头，与瓜农面对面交

流，了解其实际需求，针对具体问题提供个性化的解决

方案。在病虫害高发期，应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

处理病虫害问题，防止病情扩散。建立生物防治技术远

程支持平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

息技术，为瓜农提供在线咨询、远程诊断、技术资料查

询等服务。平台应设立专家库，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入

驻，为瓜农提供权威、专业的技术支持。建立生物防治

技术应用效果的跟踪与反馈机制，定期收集瓜农的反馈

意见，对技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不断

优化技术服务方案。同时，将成功的案例和经验进行整

理和推广，为更多瓜农提供借鉴和参考。

结语

露地西瓜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具有环保、高效、安

全等优势，是实现西瓜产业绿色、健康发展的有效途

径。通过加强宣传与培训、示范带动、政策扶持以及技

术服务等措施，可以有效推广和应用生物防治技术，为

露地西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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