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第4卷�第5期·农业科技与发展

70

草莓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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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草莓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应用，旨在通过农业、物理、生物等多种绿色防控措施的集成应用，实

现对草莓病虫害的有效控制，同时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障草莓的产量和品质，并保护生态环境。本文综述了草莓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核心要点，包括选用抗病品种、土壤消毒、物理隔离、色板诱杀、天敌防治等，为草莓种植业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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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草莓作为一种重要的水果作物，其病虫害问

题一直困扰着种植者。传统的化学防治方法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控制病虫害，但存在化学残留和环境污染问

题。因此探索和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对于保障草莓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草莓病虫害绿色防

控技术的集成与应用进行深入探讨。

1 草莓病虫害概述

1.1  常见病害
草莓，凭借其酸甜滋味与丰富营养，成为备受青睐

的水果。不过，在种植进程中，病虫害严重制约着草莓

的产量与品质。（1）白粉病是草莓种植中极为常见的病
害。其主要侵害叶片与果实，对叶柄、花和梗的影响相对

轻微。发病初期，草莓叶片背面会出现白色圆形星状小粉

斑，这些粉斑会逐渐变大并相互连接，形成一片边缘模糊

的白粉区域。随着病情加重，整个叶片都会被白粉覆盖，

叶缘向上卷曲变形。到后期，病斑呈现红褐色，叶缘萎

缩，致使病叶枯黄。对于果实，幼果受白粉病侵袭后会停

止生长，果皮上覆盖一层白粉，病情进一步发展，果实会

失去光泽并硬化，严重时整个果实变成白粉球，完全丧

失食用价值。（2）灰霉病属于真菌病害，在当前草莓实
际种植中威胁较大。它主要危害草莓的花朵和果实，花

朵在开放后就可能发病，最终干枯。草莓果实多在接近

成熟期发病，发病后果实表面出现形状各异的水渍状病

斑，后期变为黑褐色，果实逐渐变软腐烂。灰霉病在适宜

温度和高湿环境下极易大量滋生，病菌会通过伤口侵入，

进而引发病害。（3）轮斑病主要针对叶片造成损害。病
害显现时，叶表会出现紫红色的小型斑点，这些斑点随后

逐渐扩大，形成椭圆形并向叶脉内部蔓延。病斑进一步扩

展后，叶片上的病斑中心区域会转变为黑褐色，边缘则显

现红色，且轮纹特征显著。轮斑病归类为高温型病害，在

大约28℃的条件下易于引发，其病菌通过空气进行传播。
（4）叶斑病包含蛇眼病和褐斑病，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易
发病。蛇眼病由杜拉柱隔孢这种半知菌亚门真菌引发，病

斑起初为小而不规则的红色至紫红色，随着病斑扩大，中

心变为灰白色圆斑，边缘呈紫红色，形似蛇眼。褐斑病由

暗拟茎点霉引起，发病初期，叶片上出现紫红色小点，随

后逐渐变大，中央部分变为灰褐色或白色，边缘呈褐色。

叶斑病威胁草莓叶片，发病初期叶子表面出现形状不同的

紫红色斑点，随着病情发展呈现圆形病斑。（5）红中柱
根腐病分为两类：急性型与慢性型。急性型通常在春夏季

节爆发，茎基部病变迅速，导致叶尖急剧凋落，全株迅速

呈现枯萎状态，极端情况下植株可能即刻死亡。慢性型则

可能在草莓从定植到果实成熟的整个周期内的任何时间点

出现，其症状涵盖植株矮缩、生长停滞，下部老叶的叶缘

变为紫褐色，极端情况下全株枯萎直至死亡。（6）炭疽
病主要攻击草莓的匍匐茎、叶柄、叶片以及果实，初期阶

段表现为形成黑色纺锤状的凹陷性溃疡斑。匍匐茎和叶柄

一旦受害，会形成环形病斑，引发局部枯萎。另外，青枯

病、细菌性角斑病、腐霉根腐病以及炭疽根腐病等病害，

同样构成了对草莓生长发育的重大威胁[1]。

1.2  常见虫害及其危害
草莓种植过程中，除了病害，虫害也是影响产量和

质量的重要因素。蚜虫是草莓生产过程中最常见的虫害

之一，主要有桃蚜和棉蚜。它们群集在草莓新生嫩叶

上，汲取汁液，导致叶片褪绿、弯曲，阻碍叶片进行光

合作用，进而影响草莓的生长，蚜虫还是多种病害的主

要传播者。草莓白粉虱是一种微小的昆虫，它们吸食草

莓的汁液，并且会传播草莓病毒病。其危害症状是草莓

叶片变白，生长缓慢。草莓齿萤叶甲是一种昆虫，它们

吃草莓的叶子和果实，导致草莓叶片变小、果实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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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下降。草莓红蜘蛛是一种蜘蛛类昆虫，它们吸食草

莓的汁液，导致草莓叶片变黄、枯萎。

2 绿色防控技术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2.1  技术应用成本较高
绿色防控技术往往需要较高的初期投入，如生物防

治中的天敌引入、物理防治中的诱虫灯等设备购置和安

装费用等。这些成本对于小规模农户来说可能是一笔不

小的负担，导致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成本较低的化学农药

进行病虫害防治。

2.2  技术操作复杂，农民接受度低
绿色防控技术往往涉及多个环节和步骤，操作相对

复杂。部分农民由于文化水平和科技素养有限，可能难

以掌握这些技术，由于传统农业习惯的影响，一些农民

对绿色防控技术的接受度较低，更倾向于使用他们熟悉

的化学农药防治方法。

2.3  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不完善
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是绿色防控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实时监测病虫害的发生和发展趋势，为防治工

作提供科学依据。在一些地区，由于监测设备和人员的

缺乏，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尚不完善。这导致农民难以

及时准确地了解病虫害情况，从而难以采取有效的防治

措施。

3 草莓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

在草莓种植过程中，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集成是

提高产量、保障质量和维护生态环境的关键。

3.1  农业防治技术
农业防治技术是从草莓种植的基础环节入手，通过

调整和优化种植管理措施，增强草莓植株的自身抵抗

力，降低病虫害的发生概率。通过合理的轮作和间作，

可以有效打破病虫害的生存环境，降低病原菌和害虫的

积累。间作一些具有驱虫或抑菌作用的植物，如薄荷、

大蒜等，也能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土壤是病虫害的重

要栖息地。通过深耕细作、合理施肥、灌溉以及使用土

壤消毒剂等措施，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环境，减少病原菌

和害虫的滋生[2]。使用有机肥和微生物菌剂，可以提高土

壤的肥力，促进草莓的健康生长，从而间接增强其对病

虫害的抵抗力。选择抗病性强的草莓品种，是农业防治

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引进和培育抗病品种，可以从源

头上降低病虫害的发生概率。抗病品种还能提高草莓的

产量和品质，增加种植效益。合理密植可以确保草莓植

株之间的通风透光，降低病虫害的传播速度。而定期修

剪病弱枝叶，可以减少病原菌和害虫的栖息地，降低病

虫害的种群密度。

3.2  物理防治技术
物理防治技术是利用物理方法或工具，直接杀死或

驱赶病虫害，降低其对草莓的危害。利用害虫对黄色的

趋性，在草莓田间悬挂黄板，可以诱杀蚜虫、白粉虱

等害虫。这种方法简单有效，对草莓植株无害，且易于

观察和记录害虫的发生情况。在草莓种植区域设置防虫

网，可以阻止害虫的入侵。防虫网的选择应根据害虫的

种类和大小来确定，以确保其既能有效阻挡害虫，又不

影响草莓的正常生长。利用害虫的趋光性，在夜间使用

诱虫灯进行诱杀。这种方法可以集中消灭大量害虫，降

低其种群密度，减少其对草莓的危害。在夏季高温季

节，利用塑料薄膜覆盖草莓大棚，使棚内温度急剧升

高，从而达到杀死病原菌和害虫的目的。这种方法需要

严格控制温度和时间，以避免对草莓植株造成损害。

3.3  生物防治技术
生物防治技术是利用天敌、微生物等生物因子，通

过自然竞争、捕食或寄生等方式，降低病虫害的种群密

度，达到控制病虫害的目的。（1）天敌引入与保护：在
草莓田间引入天敌，如瓢虫、草蛉等，可以显著减少害

虫的数量。通过保护天敌的生存环境，如提供食物、栖

息地等，可以确保其种群数量的稳定，从而持续发挥防

治作用。（2）微生物制剂的使用：利用微生物制剂，如
细菌、真菌等，可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和繁殖。这些微

生物制剂具有高效、环保、无残留等优点，是绿色防控

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3）植物源农药：利用植物中
的有效成分，如苦参碱、印楝素等，可以制成植物源农

药，用于防治草莓病虫害。这些农药具有低毒、高效、

环保等特点，对草莓植株和环境无害。

3.4  化学防治技术的合理应用
在草莓病虫害的绿色防控中，应合理应用化学防治

技术。选择低毒、高效农药；在必须使用化学农药时，

应选择低毒、高效、低残留的农药品种。这些农药具有

更好的防治效果，同时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较小。交替

用药与轮换用药；为了避免害虫产生抗药性，应交替使

用不同作用机制的农药，或轮换使用不同种类的农药。

这样可以确保农药的防治效果，同时降低害虫的抗药性

风险。精准施药；通过精准施药技术，如使用无人机、

喷雾器等现代化设备，可以确保农药的均匀分布和有效

利用。这不仅可以提高防治效果，还可以减少农药的浪

费和环境污染[3]。安全间隔期的控制；在草莓采摘前，

应严格控制农药的安全间隔期。这是为了确保草莓在采

摘时农药残留量符合国家标准，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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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绿色防控技术的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技术培训与推广服务
为了有效提升绿色防控技术在草莓种植中的应用水

平，加强技术培训与推广服务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应

组织定期的技术培训班，邀请农业专家、学者和技术人

员为农民讲解绿色防控技术的基本原理、操作方法和注

意事项。这些培训班可以结合实际案例，让农民更加直

观地了解绿色防控技术的实际效果，增强他们的信心和

接受度。应建立绿色防控技术的示范田，通过现场示范

和观摩，让农民亲身体验绿色防控技术的优势。在示范

田中，可以展示不同绿色防控技术的组合应用，以及它

们对草莓产量、品质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示范田的

引领作用，可以激发农民学习和应用绿色防控技术的积

极性。还应加强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建立一支专业

的技术推广队伍，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面对面的

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

4.2  完善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
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是绿色防控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及时发现和防控病虫害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完

善这一体系，应加强监测网络建设，增加监测点的数

量和密度，确保能够全面、准确地掌握病虫害的发生动

态。应引入先进的监测技术和设备，提高监测的精度和

效率。建立病虫害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对监测数据进行

收集、整理和分析，形成科学的预警机制。通过数据分

析，可以预测病虫害的发生趋势和危害程度，为制定防

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还应加强预警信息的发布和传

播，确保农民能够及时获取预警信息，并采取相应的防

控措施。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广播、电视等多种

渠道发布预警信息，提高信息的覆盖面和传播速度。

4.3  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提高技术协同性和稳定性
绿色防控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研发与创新。为了

推动绿色防控技术的不断进步，应加强相关领域的科研投

入，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联合攻关，突破关键

技术瓶颈。同时应关注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动

态，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我国绿色防

控技术的整体水平[4]。在技术研发过程中，应注重提高技

术的协同性和稳定性，协同性是指不同绿色防控技术之间

的相互配合和补充，通过优化组合，形成更加高效、环保

的防控体系。稳定性则是指技术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适应

性和持久性，确保技术能够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发挥良好的

防控效果。为了提高技术的协同性和稳定性，应加强技术

集成和示范推广。通过技术集成，可以将不同绿色防控技

术进行有机结合，形成更加完善的防控体系。而示范推广

则可以通过实践检验技术的可行性和效果，为技术的进一

步推广和应用提供有力支撑。

结束语

综上所述，草莓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集成与应用

是实现草莓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综合运用农业

防治、物理防控、生物防治等绿色技术，不仅能够有

效控制病虫害，还能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生态环

境。未来，应继续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提高技术的协

同性和稳定性，推动绿色防控技术在草莓种植业中的广

泛应用，为草莓产业的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更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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