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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措施探讨

李� �琳*

辽宁省辽阳市城市管理事务服务中心，辽宁� 111000

摘� �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于生活环境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园林绿化也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随着园林面积的不断增加，在给人们带来舒适环境的同时，病虫害防治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又因为受到全球变

暖的影响，原有的生态平衡和环境被打破，许多比较顽强的病虫害耐受性和抗药性变强，致使原有的防治措施和农药

对其没有了作用，加快了各种植物病虫害发生的速度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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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园林植被事业得规模越来越庞大，体系内种植的植物数量也越来越多，就使得病虫害发生的几率越来越高、

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在防治和治理问题上为相关人员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二、现状及导致园林病虫害发生的三大主要原因

（一）传统化学防治的依赖性

病虫害的防治一直是园林行业在不断研究和攻克的难题，因为植被种类在不断增加，城市内种植的植物面积也在

不断扩大，一旦病虫害灾情发生，对于这个城市而言必定是毁灭性的灾难，同时也会给这个城市内生活的人类的生活

和工作带来极大的影响。

那么病虫害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呢？这跟之前的防治和治理方法脱不了干系，传统的治理方法多采用农药

消灭病虫、害虫，在杀死病害的同时也消灭了不少它们的天敌，并且在多次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有些病虫害虫产生了

抗药性，不仅不会伤害到它们，还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及畜牧业的安全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所以，加大生物综合防治

的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方针，代替传统的化学防治方法才是园林植物病虫害的防治良策。

（二）本土病害与外来病害共同侵害城市绿植的生态平衡

众所周知，园林植物病虫害的防治与治理问题相对比较复杂，是因为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于园林设计的要求不断提

高，国内的植被种类无法满足大众的观赏需求，所以许多国外的园林植物以及种植方式被不断引进国内市场，在丰富

了植被市场和满足了大众需求的同时，一些具有危害性却未被发现的病害虫便来到国内悄悄地生长。像是改革开放初

期，异国园林风格逐步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因其种植方法和植物搭配形式的灵活多变性被引进中国，打破了原有的传

统格局外，因为植被数量和种类的增加也让原有的病害虫的种类和危害增加了不少。像是目前的螟虫、五小昆虫是城

市景观疾病和害虫生态进化的主要分支，如图�所示，水稻螟虫就是由螟虫进化分支出来的一种。

图1�水稻螟虫

也许你会说，我们降低对于种类和独特的需求，只采用国内的植被，并且控制种植种类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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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究方向：园林病虫害方面。



植物与生态链 2020� 第2卷� 第2期·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10

虫害进行防治了呢？不然，因为城市美观及出行便利的要求，园林植被的落叶在落地后就会被清扫处理，这就打破了

正常的循环系统，再加上城市效应，病害虫的适应性等条件就会容易导致病害虫发生变异，让原有的治理和消除方法

失效，如果此时只有比较单一的植被被种植，就无法吸引病害虫的天敌对他们进行消除，也就会增加病害虫灾害的发

生>��。所以，从园林生态系统的整体来看，科学的防止、合理的布局、良好的环境等多方面的协调治理与发展才是长

远的应对之策。

（三）环境问题的加重也是病害问题不断的原因

随着人类生活水平和企业生产效能的提高，在带来舒适与经济的同时，也导致不小的环境问题，像是工业所产生

的废水、废气、废渣，全球变暖导致的温室效应等问题都是直接破坏和阻碍园林植被生长和防御病虫灾害能力减弱的

原因，土壤、温度是植被在生长过程中必备的条件，而这一平衡的打破就会让植被无法对抗外在的侵袭>��。由于现在

城市化的速度加快，园林的构建问题愈发明显，像是在城市内因为建筑比较密集，柏油路和水泥路会比郊区的植被、

土壤吸热快，所以城市的温度会比郊区的温度高出�a�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植被的生长速度和周期会受到一定影

响，但对于部分病害虫来说却是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生长环境，为人们的防治和消除带来了阻碍。

（四）防治技术不够先进与预报体系不够完善

因见效快、易操作，所以化学防治成为了目前最为常用的防治方法，在快捷有效的同时这种方法的弊端也非常明

显，像是对空气、河流、土壤的污染，容易造成家禽、畜牧类的中毒，容易聚集不易被地球降解造成循环链的破坏，

更重要的是长久单一的消除方法还会让病害虫增加耐受性，对化学物质产生抗体，增加了后期的防治困难。园林管理

者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应对水平，引进先进的防止技术，通过自然状态的共生、循环、竞争等法则作为防止前提，运

用人工技术作为辅助这种自然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工具，从而将病虫害的发生始终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波动水平上>��。

另外，健全的检测预警系统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预报的准确及时再加上合理科学的人工防治，病害虫灾情的发

生就会得到比较明显的控制，早发现、早报告才能早防治，从根源将病虫灾害降到最低。

三、有效的防治方法科学的治理方案

（一）定期有效的检疫工作

随着国家各项关于植物检疫的调理颁布和法令实施，管理者深刻的意识到排查工作是病虫害防治过程中不可缺少

的一项重要环节，如图�所示，每到病虫害的高发季节便会排除专查小组进行查疫工作，在平时也是定期有巡查小组

进行实地考察，时刻了解和关注园林植物的走势与整体状况。在查疫时，小组人员主要会对产地和现场进行严格的检

验，并通过国内与国外的疫情情况的整体动态把握对当下的防止提供科学、全面、合理的实施和防治意见。如发现疫

情及时划分疫情区与保护区，将感染的有害生物种子、植被等繁殖材料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另外，防疫检查小组还

会不定时抽样检查植被情况，以免疫情发生。

图2�检查小组正在查看植被的生长情况

（二）利用现在化学手段进行合理防治

上文提到，化学防治手段虽然有效，但是因其治理功效较为单一，所以从整体性园林生态的角度来说此方法不可

作为主要的防治治理之策，但可以作为有效的辅助手段对病害虫进行防治。在做好预防预测的前提下，可采取农药防

治的方法，像是爱福丁、灭幼脲、多菌灵等在近几年中常在农业中使用，通过近几年的使用情况来看确实起到了防治

功效>��。虽然效果比较突出，但仍要强调化学防治只可以作为预防手段，化学防治的目的不是要完全的消灭病害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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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其发展和壮大。

（三）预防应从生态环境出发

物理防治是目前来说更为可持续和适应生态环境的方法之一，也是全国各地正在逐步代替传统的化学防治方法的

对策之一。像是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超声波、热处理、种子和扦插材料的辐照处理对病害虫进行消灭和防治>��，

还有就是可以通过捆扎塑料袋来预防（因地形气候等差异，此方法更加适用于我国北方地区，因为松毛虫会在春季时

繁殖上树，对北方地区的植被造成伤害，所以利用此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或消除这一危害。）

（四）从源头抓起，种植品种的选择很关键

除了人为的预防和干预，加强植被自身的抵抗力也不容忽视。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在培育

领域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这也使得培育和利用抗病品种在综合防治领域处于重要地位。但是抗病品种也有一个弊

端，就是抗病品种只对特定病害具有抵抗力，对于其他病害则不具备抵抗力，更有甚者将人工干预过的抗病品种投

放到自然生态环境中后，还会引发原有的抗病品种受到影响患病，为防治工作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在使用先

进技术的同时需要技术人员及管理者因地制宜、了解并掌握整个生态圈是否适宜种植和人工干预后再进行合理科学

的培育及种植>��。

（五）生物时代防治升级

跟化学防治和物理防治不同的是，生物防治的背后是依靠强大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的防治手段以及专业的技术人员

作为依托背景的，像是微生物制剂、释放天敌、喷洒性外激素都是目前有效的生物防治手段，像是杨干象就是利用枝

顶孢霉来进行防治的，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和成绩。经过长年的经验累积和实战证明，在一定范围内人工释放赤眼蜂

能够有效的控制松毛虫，如图�所示，林业局在园林中投放赤眼蜂虫卵防治松毛虫。另外，我国应用较多的寄生性天

敌，除了赤眼蜂还有肿腿蜂、蚜小蜂和天牛蛀姬蜂等>��，除了利用人工投放虫卵来制造害虫的天敌这一方法外，还可

以利用人工技术，比如人工鸟巢的搭建和布局来吸引啄木鸟、灰喜鹊等来降低虫害的发生。

图3�林业局采用赤眼蜂生物技术防治松毛虫

（六）节省经济的防治措施

最经济的防治措施就要属农业防治了，它是依托科学技术的研究合理的将栽培技术应用到植被上，通过改变和创

造有利植物生长的同时又抑制病虫害发展的环境，从而达到病虫灾害减少和减低的方法手段>��。像是培育无病种苗、

改善和提高栽培方式都是农业防治的具体措施，这也是真正的以田治田，可持续可循环的生态防治。

四、可持续发展的防治才是真正造福于民的好方法

（一）综合治理，生态平衡

在提倡生态、可持续的今天，园林业也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坚定时代方针，探索和学习以生态学为基础的防治策

略，打造优美舒适的城市环境的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可循环，不应因此失彼，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态遗憾。在治理过程

中，管理者应当明白预防园林防疫工作中主要任务和方向，及时发现，及时预防，不要等事态严重，造成一定经济损

失时才后悔>���。除了管理者要做好后期的维护工作，在前期构建、种植和选择上也要把握好整体方向，所有的设计和

意图均要从园林生态系统出发，依旧大数据找到影响病虫的主要因子，然后通过科学技术和研究改善或创造环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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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等方法来达到预防和消灭的目的。

（二）大自然是充满智慧的

长期喷洒农药病虫害会产生抗药性，相对的如果一种病虫害不断侵蚀植被，植被久而久之也会产生抗体来预防病

虫害，所以管理者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性通过动植物间的固有关系让生态系统达到平衡，这也是更加顺应自然和长久

的防治法则。

五、结语

看待事物关系的眼光和大小决定了处理事情的高度和成果，如果管理者仅仅是把病虫害的防止看作是一场人类与

病害虫的厮杀，那么这种治理将会是反复且成效甚微的。不妨让我们用更加宏伟的视角去看待这一现象发生的背后是

何原因造成的，也许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的出现可能只是为了提醒我们：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等，更加需要我们去认

真对待和适度消耗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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