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武陵山区果树病虫害防治中的 

传统技术与绿色技术探讨 

翁天均
1
 刘翠兰

21
 

（1.重庆旅游职业学院，重庆 409000; 

2.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摘 要】武陵山区有着丰富的果树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在果树种植中出现的病虫害进行处理过程中，不

仅只注重病虫害本身，还注意了其对果树及果品质量的影响，更注重了其对环境生态的影响。在利用传统技术进行

有效治理的同时，也在不断融入绿色的技术防治手段。主要就两种防治技术类型在武陵山区的应用进行分析，掌握

更加丰富的处理技术，并对具体的应用效果进行剖析，以便在果树病虫害治理过程中，合理的选择相关的技术方法，

从而保证果树生产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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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区武陵山区处于我国西部向中部过渡地带，涵盖湘鄂渝黔四省市的 40多个县、市、区，总面积 17.18万平方公里。

由于地理位置、科技水平和自然条件等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落后于中东部地区其他城市。武陵山片区因为独特的生态

条件非常适合果树的发展，武陵山区也成为了优质水果的主产区，但是因为雨水较多，山地立体气候明显，果树在生长过程中

很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蚀，影响果树的正常生长、结果，从而影响到果农效益。针对武陵山区的病虫害问题，不仅需要做好基

础防治工作，还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强传统与绿色技术的深入分析，明确具体功能优势，并进行科学合理应用，这样才能

够保证武陵山区的果树生产的绿色发展，也才能在后扶贫时代，巩固武陵山区脱贫攻坚的成果。 

1 果树病虫害防治的必要性分析 

果树种植在武陵山区的农业领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促进整体经济实现有效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武陵山区农村

流传一句谚语“家有一棵树，不愁衣和裤，家有十棵树，就成万元户”。因武陵山区是变化很大的立体山地气候，种植环境复

杂，导致了果树在生长过程中面临一定的风险，具体表现在病虫害的问题上，不仅影响果树产量，也影响水果质量，导致减产、

减收。可以说，发展果树产业，最重要的是做好病虫害的防治，这是质量的需要，也是产量的需要，当然更是市场和经济效益

的需要。随着生态水果的不断发展，对果树在病虫害的防治方法上也有了更多更高更加苛刻的要求，武陵山区的生态环境也越

来越好，同时也保证了水果的品质，已经形成“绿色发展一生态良好一水果质优一效益较高一绿色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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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果树病虫害传统防治技术 

2.1传统防治原则 

在果树病虫害防治中，传统防治技术因为其使用简便、效果较快等特点而深受群众喜欢，其遵循有效控制病虫害规模发展

的原则，主要选择与病虫害相关的物理或者化学技术手段，对果树生长环境（也是病虫害发展的环境）进行有效的干预，通过

遏制病虫害生长方式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果农在具体病虫害防治过程中，会通过物理、农业、化学等不同方法，进行有针对

性的防治举措。 

2.2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工作原理具体表现为在物理学科的支撑下，有效利用各种物理方法，影响病虫害生长、发育以及对水果的危害，

如利用光照、热量等进行有效干预和治理，果园里采用黄粘板，在黄粘板上添加特定昆虫信息素，能有效诱杀害虫，例如糖醋

液在果园使用对病虫害防治效果也非常好，所针对的病虫类型主要有潜叶蛾、吸果夜蛾。在物理防治理中，充分利用光、声波

等载体对病虫害进行有效的治理，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不会破坏生态,是武陵山区生态果园建设中使用较为广泛的。 

2.3农业防治 

在传统的病虫害防治方法中，农业防治应用范围也十分广泛。在生产作业环节，通过有效的农业技术对病虫害进行处理和

干预，达到杀虫灭菌除病的效果。在果树发展苗木选择的时候，要严格进行检疫，对于检疫性的病害要严加防范，对于坏苗或

者有非检疫性病虫害的苗也要进行剔除，从而保证所选择的苗木是健康无病虫害的。在生产和过程中，也要注意各个环节的影

响，例如有机肥施用，要选择进行了后熟并且没有病虫害的肥料，在施用过程中，不断对果树造成伤口，肥料量要充足，以提

高果树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加强对果树管理，按照果树生长规律和特性，进行修剪、造型，确保阳光充足，通风透光，对于

已经发生病变或遭受虫害的树枝更要及时进行修剪和处理。 

2.4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也是传统防治技术中传播最快，影响最广，最容易让果农接受的方法，与其他技术方法相比所呈现的有效性更加

突出，使用更加方便，特别是适合劳动力少，果园面积大，病虫害发生较为集中的果园，其经济性和实用性能得到很好体现。

化学防治首先要对病虫害进行准确诊断,要对果树生长情况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然后根据病虫害的类型，合理选择化学农药，

或将多种化学试剂和治理技术进行有效结合，从而保证所构建的治理体系更具有综合性。以红蜘蛛为例，使用化学杀虫剂，能

让其迅速麻痹、停止取食直至死亡，确保了良好防治效果。其次，在进行化学防治中，需做好相应预测工作。也就是说要结合

以往治理经验，就果树在武陵山区特殊的生长环境下其出现的时间和概率是多少，特别是武陵山区雨季较为集中的时间，其病

虫害发生的规律，掌握最佳防治时间，判断危害的大小，并科学选择低毒高效的药物进行化学防治，也可结合多种技术措施进

行综合防治，有效杜绝病虫害问题，也能保护良好生态环境。 

3 果树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 

3.1绿色防治原则 

绿色防治就是要保证在进行病虫防治的时候避免环境污染等不良问题，促进病虫害治理与生态环境规范建设两者之间的和

谐发展。生态农业生产可以充分利用单位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资源浪费和对环境的损害，把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将武陵

山片区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果树发展的经济优势，以生态作为品牌，提升果树的价值和价格不仅能提高农民收入，还能保护和改



 

 3 

善当地生态环境，才能让武陵山的果树生产真正走向绿色发展之路。 

3.2生态控制 

该控制举措在当前果树病虫害防治领域所占据的地位和影响力十分显著。原理是：从果园所在的生态环境层面出发，利用

生态学理论，有效利用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制约，来对病虫害进行防治。如大量农药的使用，不仅杀死了害虫，也杀死了害虫

的天敌，没有了天敌，害虫发展更快速，更凶猛。我们可以保护天敌，利用天敌对害虫进行防治，这样既能消灭害虫，又不破

坏生态，达到良好的防控效果。在具体开展生态病虫害防治工作过程中，可以遵循生态平衡的原则，引入各类害虫的天敌，一

物降一物，利用天敌对病虫害的发展进行有效的抑制处理。这样能够保证所构建的治理体系更加满足生态和谐的要求，促进整

个武陵山区果树产业发展从量到质的飞跃。 

3.3环境控制 

在开展病虫害防治过程中，需从果树的环境层面出发，对具体环境因子进行有效控制。需保证果园环境中所拥有的光照条

件更加充足，避免阴暗、潮湿环境，光照良好，病虫害就相对较少。在果树生长环境中，需从施肥和浇水两个层面进行有效干

预，从而保证果树所具有的生长环境更加适合，其营养成分更能有利于果树生长和发育。以葡萄为例，在武陵山区进行种植，

因雨水多，特别是出现低温高湿气候，容易发生灰霉病，可以通过修剪、改善环境条件，增施磷钾肥和锌肥，避免单一大量使

用氮肥。 

3.4生物防治措施 

生物防治就是利用各类有益生物，对病虫害进行持续控制和破坏，达到消灭病虫害的目的。因生物防治不使用化学农药，

不会有农药残留，能最好的保持生态可持续性，保证水果品质，生物防治不葬响其它物种，不瓠害其他物种，对土壤和环境都

不会带来影响，从而避免在果树生产中，对生态造成损害。生物防治一般包括天敌法、干扰法、生物农药法三方面。第一天敌

法，就是保护或投放天敌，遵循天敌的治理原则，针对相应的害虫类型进行防治方法，在此基础上选择所对应的天敌，构建平

衡的生态系统。如，松毛赤眼蜂的引进，在果蔬卷叶蛾等害虫防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干扰法，在进行生物治理过

程中，可以针对病虫害的繁殖进行干扰并诱杀，能有效控制其繁殖速度，也就是控制住了病虫害发展，可以采用性激素诱杀干

扰，也可释放干扰信息，中断其交配、繁殖的场所及信息，从而实现减少病虫害的目的。第三是生物农药法，将有益生物产生

的物质或是有益生物活体本身直接使用，有效的引入到果树种植环境中，对病虫害进行防治和处理。生物农药防治效果不仅取

决于是不是判断准确，还有很多影响因素，所以需要在技术层面不断加强研发力度，特别是要针对武陵山区特殊的立体山地气

候，如何积极探索规范、有效的处理方式，从而让果树自身形成良好的保护屏障。 

4 武陵山区果树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发展展望 

4.1积极开发新技术 

进入后扶贫时代，需根据新时期农业发展需求，根据武陵山区的实际情况，对果树病虫害防治技术进行绿色探索，保证所

构建的技术体系更加的完善，所呈现的治理效果和功能也更加突出。积极探索果树病虫害防治方面所提出的绿色防治等先进理

念，及比较成熟的具体技术方法和经验，立足于武陵山区海拔较高，昼夜温差较大，湿度较大，立体山地气候十分明显的实际

情况，就病虫害发生情况，包括具体的病虫害类型，及果树种植环境、土壤和气候环境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

对各类防治方法进行改良，并通过自主创新构建符合武陵山区果树种植环境的防治体系。在进行技术创新与实践的过程中要不

断总结经验，分析在技术具体落实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例如在化学技术应用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

对具体的发展目标进行明确，本着绿色、环保的原则积极探索全新的治理方式，加强绿色技术的有效研发和使用，保证所构建



 

 4 

的治理体系更加的合理。 

4.2加强传统与绿色技术的融合 

在全面落实防治处理工作过程中，需对传统和绿色这两种有效的治理体系形成准确认识，了解不同技术的使用范围，及所

呈现的具体功能。并在开展治理工作过程中，结合真实的病虫害情况将两者之间进行有效融合，保证所开展的治理工作更具综

合性和实效性。在进行技术融合过程中，相关人员需要本着协调、绿色、经济的原则，进行技术搭配与处理。并对具体的技术

操作工艺流程及在治理实施过程中需要掌握的注意事项进行明确。这样能够保证治理工作在具体开展和落实过程中更具针对性，

突出整体治理效果。 

4.3加强防治技术人才的素质建设 

在具体实施治理工作过程中，需要从果树病虫害人才培育方面着手，要加强人才培养的引进、培训，重点培育高素质的果

树技术人才，促使其在专业素质建设方面更加符合绿色防治在病虫害防治领域所提出的要求。要与高校建立起有效的联系，对

果树种植与病虫害防治相关人才培育方案进行调整，加强技术研发与革新技能的有效培训，为今后果树种植专业化发展提供更

加丰富的人才储备。针对果树种植人员要加强技术层面的有效培训。通过组织知识讲座的方式，向其渗透与病虫害防治的有关

知识，及所包含的相关技术。 

5 结论 

在武陵山区具体实施果树病虫害治理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在技术层面进行合理规划与创新。站在传统和绿色角度考虑，积

极探索科学、有效的防治方法，并对具体的病虫害治理体系进行创新和优化，保证果树的产量和质量，也保障武陵山的青山绿

水，保障武陵山良好的自然生态。针对不同的技术手段和防治效果，要把果树绿色发展作为果树发展的目标，而果树病虫害的

绿色防治方法，也必将成为以后的趋势，我们要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探索绿色防治的理论和技术，同时也要注重

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从而促使武陵山区果树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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