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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业种植中病虫害防治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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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机农业种植中，病虫害防治对于农作物的健康生长、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以及农业生态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阐述了有机农业病虫害防治的基本原则，包括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止使用化学农药和

保护生态环境。介绍了植物检疫、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药剂防治等主要方法。这些方法旨在通过非化学

手段，构建多元化的防控体系，以维护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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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追求农产品品质与环境保护并重的今天，

有机农业已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有机农业强调生

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其中病虫害防治是关键环

节。病虫害不仅威胁农作物的健康生长，还可能引发农

药残留问题，影响消费者健康。因此，探讨有机农业中

的病虫害防治原则与方法，对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1 有机农业种植中病虫害防治的意义

在有机农业种植中，病虫害防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

义，它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的健康生长、农产品的质量与

安全，以及农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有效的

病虫害防治能够保障农作物的健康生长。病虫害是农作

物生长过程中的一大威胁，它们会破坏作物的叶片、茎

干、果实等部位，导致作物生长受阻、产量下降。通过

科学的病虫害防治措施，可以及时发现并控制病虫害的

蔓延，为作物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从而提高作物

的产量和品质。其次，病虫害防治对于保障农产品的质

量与安全至关重要。病虫害不仅会影响作物的外观和口

感，还可能引发农药残留等问题，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

潜在威胁。在有机农业中，强调使用天然、无害的病虫

害防治方法，如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以减少化学农药

的使用，从而确保农产品的安全性和健康性[1]。此外，病

虫害防治还有助于维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传统

的化学农药防治方法往往会对土壤、水源和生物多样性造

成破坏，而有机农业则倡导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通过合理的病虫害防治措施，可以维护农田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和多样性，促进农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2 有机农业病虫害防治的基本原则

2.1  预防为主
预防为主的策略是有机农业病虫害防治的首要原则,

这一原则强调，与其在病虫害爆发后采取应急措施，不

如在种植之初就通过一系列预防措施，将病虫害的发生

几率降至最低。（1）选用抗病抗虫品种。通过遗传改
良，培育出具有自然抵抗病虫害能力的作物品种，能够

有效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此外，合理的轮作和间作制度

也是预防病虫害的重要手段。轮作能够打破病虫害的生

命周期，减少其在土壤中的积累；间作则通过作物间的

相互作用，创造不利于病虫害生存的环境。（2）科学施
肥和灌溉。过度施肥和灌溉不仅浪费资源，还可能促进

病虫害的繁殖。相反，根据作物的营养需求和土壤条件

进行精准施肥，以及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

既满足了作物的生长需求，又避免了病虫害的滋生。

2.2  禁止使用化学农药
禁止使用人工合成的化学农药，是有机农业区别于

传统农业的重要标志。这一原则体现了有机农业对环境

保护和人类健康的深切关怀。化学农药的滥用不仅会对

土壤、水源和空气造成污染，还会破坏农业生态系统的

平衡，导致害虫抗药性的增强和天敌数量的减少。在有

机农业中，农民必须依靠非化学手段进行病虫害防治。

这要求他们具备丰富的农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灵活

运用农业、物理、生物等多种方法，构建有效的防控体

系。政府和科研机构也应加强对有机农业的支持和指

导，提供先进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和产品，帮助农民提高

防治效果，降低生产成本。

2.3  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原则强调，在防治病虫害的同时，必

须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这要求农民在

种植过程中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干扰和破坏，保持土壤、

水源和空气的清洁，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生态环

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农民需要采取一系列生态友好

的农业操作。例如，采用有机肥料替代化肥，以增加土

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结构；采用生物防治和物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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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方法替代化学农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保持农田

周边的自然植被，为天敌提供栖息地，增强生态系统的

自我调节能力。

3 有机农业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方法

3.1  植物检疫
植物检疫作为一种管理措施，在有机农业病虫害防

治中至关重要。它通过严格禁止外来有害生物进入我国

或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从而有效防止病虫害

的扩散和蔓延。在有机农业的实践中，植物检疫工作应

得到高度重视。一方面，应加强对进口种子、苗木和农

产品的检疫力度，采用先进的检疫技术和设备，确保这

些引进的物种不携带任何有害生物。另一方面，对于国

内不同区域间的农产品流通，也应实施严格的植物检疫

制度，防止病虫害的跨地区传播。此外，植物检疫工作

还应与农业科研和推广机构紧密合作，加强对有害生物

的研究和监测，及时掌握病虫害的动态变化，为制定科

学的防治措施提供有力支持。

3.2  农业防治
农业防治是有机农业病虫害防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通过改进农业生产管理措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和传

播。这些措施既包括对土壤、水源和空气等环境因素的

管理，也包括对作物本身的管理。（1）种子消毒：种子
是农作物生长的基础，也是病虫害传播的重要途径。因

此，对种子进行消毒是预防病虫害的重要措施。常用的

种子消毒方法有温汤浸种、干热处理等。温汤浸种是将

种子放入适宜温度的热水中浸泡一段时间，以杀死种子

表面的病原物；干热处理则是将种子置于高温环境中处

理一段时间，以杀死种子内部的病原物。这些方法操作

简单、成本低廉，且不会对种子造成损害。（2）清洁
田园：清洁田园是减少病虫害初侵染源的重要措施。在

农作物收获后，应及时清理田间残株、落叶和杂草等，

以减少病虫害的越冬场所和初侵染源。还应加强田间管

理，及时拔除病株和虫株，防止病虫害的扩散。清洁田

园不仅能够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还能够改善农田的生态

环境，为农作物的健康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3）合理
轮作和间作：轮作和间作是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

力、减少病虫害发生的有效方法。轮作能够切断病虫害

的食物链，减少病虫害的积累；间作则能够利用不同作

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减少病虫害的危害。例如，将深根

作物与浅根作物间作，能够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

通气性和透水性，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和病虫害的防治。

通过合理轮作和间作，不仅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

质，还能够促进农田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4）科学

施肥和灌溉：科学施肥和灌溉是增强农作物抗逆性、减

少病虫害发生的重要措施。在有机农业中，应使用有机

肥料和生物肥料，避免使用化学肥料。这些肥料不仅能

够为作物提供全面的营养，还能够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

结构，促进土壤健康[2]。应根据作物的生长需求和土壤条

件制定合理的灌溉计划，避免过度灌溉和干旱造成的病

虫害危害。科学施肥和灌溉不仅能够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和品质，还能够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保护生态环境。

3.3  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措施是利用物理手段来防治病虫害的方

法。这些方法具有操作简便、成本低廉、无污染等优

点，在有机农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1）防虫网：防虫
网是一种有效的物理隔离措施，能够阻挡害虫的入侵。

在夏秋高温多雨季节，可用防虫网覆盖栽培蔬菜，既能

保证蔬菜产品的安全卫生，又能促进蔬菜的生长。防虫

网的选择应根据作物的种类和害虫的种类来确定，同时

应注意防虫网的密度和透气性。通过防虫网的使用，可

以显著降低害虫的危害程度，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

质。（2）果实套袋：果实套袋是一种保护果实免受害虫
危害的有效方法。通过给果实套上纸袋或塑料袋等，能

够阻挡害虫的叮咬和病菌的侵染，提高果实的品质和产

量。套袋前应对果实进行喷药处理，以杀死果实表面的

病原物和害虫。果实套袋不仅能够防止害虫的危害，还

能够减少农药的使用量，保护生态环境。（3）趋光性诱
杀：许多害虫具有趋光性，可以利用这一特性进行诱杀。

例如，使用红蓝捕虫板、捕虫灯等方式进行诱杀，能够减

少害虫的数量和危害程度。趋光性诱杀方法的选择应根据

害虫的种类和趋光性特点来确定。通过趋光性诱杀，可以

显著降低害虫的密度，减少其对农作物的危害。（4）有
色薄膜：有色薄膜在蔬菜病害防治中至关重要。特定颜色

和物理性质的薄膜，如银灰或白色膜，能有效忌避蚜虫，

减少病毒病害传播。夏季，黑色地膜则通过吸收日光能提

升土壤温度，可杀死土壤中多种病原菌。此外，有色薄膜

还能调节土壤温湿度，为作物生长创造有利条件，实现病

虫害防控与生长促进的双重效益。

3.4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措施是利用生物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来控制

害虫的繁殖和扩散。这些方法具有对环境友好、无残

留、可持续等优点，在有机农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天敌的保护和利用：天敌是害虫的自然敌人，能
够有效地控制害虫的数量和危害程度。在有机农业中，

应注重保护天敌的生存环境，避免使用对天敌有害的化

学农药和捕杀天敌的行为。可以利用天敌的繁殖和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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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增加天敌的数量，提高其对害虫的控制能力。例

如，可以利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和苹果卷叶蛾等害虫；

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蝽象等。通过天敌的保护和利

用，可以构建一个生态平衡的农田生态系统，减少害虫

的危害。（2）微生物防治：微生物防治是利用微生物
的代谢产物或微生物本身来防治害虫和病菌的方法。常

用的微生物防治方法有细菌防治、真菌防治和病毒防治

等。例如，利用苏云金杆菌防治鳞翅目害虫；利用白僵

菌防治松毛虫等。微生物防治具有繁殖快、用量少、无

残留、无公害等优点，在有机农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通过微生物防治，可以有效地控制害虫和病菌的危害，

保护农作物的健康生长。（3）植物源农药：植物源农药
是利用植物中的活性成分来防治害虫和病菌的方法。这

些活性成分具有对害虫和病菌的毒性作用，同时对人体

和环境无害。常用的植物源农药有烟碱、苦参碱、鱼藤

酮等。植物源农药的使用应根据害虫和病菌的种类来确

定，同时应注意使用浓度和使用方法[3]。通过植物源农药

的使用，可以有效地控制害虫和病菌的危害，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

3.5  药剂防治
在有机农业中，虽然禁止使用人工合成的化学农

药，但允许使用有限数量的天然物质进行病虫害防治。

这些天然物质包括植物提取物、矿物油和微生物制剂

等。当其他非化学防治措施无法有效控制病虫害时，可

以考虑使用这些天然物质进行防治。（1）植物提取物：
植物提取物是从植物中提取的具有杀虫、杀菌或调节植

物生长活性的物质。这些物质具有对害虫和病菌的毒性

作用，同时对人体和环境无害。常用的植物提取物有苦

参碱、烟碱、鱼藤酮等。在使用植物提取物时，应根据

害虫和病菌的种类来确定使用浓度和使用方法，以确保

防治效果。（2）矿物油：矿物油是一种从天然矿物中
提取的油类物质，具有杀虫、杀菌和调节植物生长的作

用。在有机农业中，可以使用矿物油进行病虫害防治。

但需要注意的是，矿物油的使用应遵守国家农药使用准

则，确保不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害。矿物油的使用浓度

和使用方法也应根据害虫和病菌的种类来确定。（3）
微生物制剂：微生物制剂是利用微生物的代谢产物或微

生物本身来防治害虫和病菌的方法。与化学农药相比，

微生物制剂具有繁殖快、用量少、无残留、无公害等优

点。在有机农业中，可以使用微生物制剂进行病虫害防

治。但需要注意的是，微生物制剂的使用应根据害虫和

病菌的种类来确定，同时应注意使用条件和使用方法，

以确保防治效果[4]。在使用药剂防治措施时，必须严格遵

守国家农药使用准则，确保使用的天然物质不会对环境

和人体造成危害。还应加强对这些天然物质的研究和开

发，提高其防治效果和使用安全性。

结语

综上所述，有机农业种植中的病虫害防治需遵循预

防为主、综合治理等原则，灵活运用植物检疫、农业防

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药剂防治等多种方法。这

些方法共同构成了有机农业病虫害防控的多元化体系，

为农作物的健康生长和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提供了有力保

障。未来，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和生态农业理念的深入

人心，有机农业病虫害防治将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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