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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害虫综合洽理中的

生态设计问题

尤

( 广西科学院

其 傲

生物研究室 )

摘 要

本文衬我国害虫猖撅原 因进行了 简要分析
,

在介绍 了害虫综 合治理的基本概念

之后 着重计论 了生态设计 的原理和原则
,

最后提 出生态设计 的几项主要措施
,

即
:

( 一 ) 林地或农田 的改造与建设
;

( 二 ) 绿化工程设计 , ( 三 ) 农林业技术措施 ,

( 四 ) 夭故的招引和保护
。

一
、

害虫猖撅原因简析

害虫为什么时而发生轻微
,

无关大局
,

时而猖撅成灾
,

造成重大损失 ? 在二 十 世 纪 以

前 , 还没有人正式分析过这些因素
。

二十世纪以来
,

一些昆虫学家和生态学家提出了各自的

看法
,

基本上 逐渐形成三大学派
,

即外因论
、

内因论和综合论
。

外因论强调外部环境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
,

其中又分成气候学派和生物学派两大分支
,

这两支学派之间的争鸣相 当激烈
。

内因论强调系统的 自我调节作用
,

他们把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看作一个高级有机体
,

或至

少具有器官和组织的功能
,

认为是生活的生理单位
,

可以通过内部调节来控制害 虫 发 生 数
.

量
。

综合论者则认为影响昆虫数量变动的原因是综合因素的作用
,

但并不否定某一时期某一

地域范 围内
,

某些特定因子所起的主导作用
。

总之
,

在任何农业生态系中
,

引起害虫大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该系统内各种 自然条件或

人为条件对具有大发生潜力的害虫大量增殖有利所致
。

所谓对害虫增殖有利
,

就是 指该系统

中的气候条件对害虫生长
、

发育和繁殖适宜
;
食料丰富

; 天敌的种类和数量少
,

作 用 不 明

显 , 加之对害虫的人为干扰较少
。

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
,

害虫生长速率快
、

繁殖能力强
、

存

活力高
。 ’

与世代期短的种群
,

便极易积累到一定的密度
,

就必然会导致大量猖撅成灾
。

二
、

害虫综合治理的基本概念

害虫综合治理是害虫防治的一个策略
,

它与过去的防治策略有着明显的差异
,

过去的防

治策略
,

都是在害虫大发生期间
,

采用单一的或几种防治措施以直接消灭害虫为主要目的
,

使其立时不能为害
。

这样虽然暂时解决 了问题
,

但毕竟是头痛 医头
,

脚痛医脚的治标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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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

上
,

从长远来看
,

不但没有解决间题
,

反而 会导致一系列不 良影响
,

尤其是过量的施用

化学农药而引起的环境污染
、

害虫产生抗药性
、

夭敌受到伤害
、

靶子害虫再增猖撅以及次要

害虫崛起等等问题
。

害虫综合汀护只最重要的特点是根据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用人为的办法来弥补或加强 自然

控制力量的不足
,

同时又尽量不干扰生态体系的整体性
。

此外
,

综合治理所强调的是战略性
、

系统性和纷合
`

J’F
。

重视系统内食物链的 网络结构 、 良性生态平衡和生物群落之间的稳定性等

问题
。

所考虑的对象不单纯是害虫本身
,

并兼有害虫赖以生存和栖息的生态环境
。

在 治理前

萝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

弄清系统的全面情况
,

诸如地形
、

地貌
、

气候 ( 温
、

湿
、

光等 )
、

土

城
、

水条件
、

植被
、

天敌 ( 种类
、

数量 ) 及人类经济活动等各种情况
,

以及这些因索之间的

相互关系和演变情况等等
。

掌握这些情况后
,

还要进行科学分析
,

究竟其中哪些因素对害虫

生
一

长
、

发育
、

活动
、

繁殖有利 ? 哪些因素对其生存
、

发展不利 ? 有了这样的分析
,

就可以为

今后综合治理措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合理的设计方案
。

三
:

生态设计的原理和原则

各种
一

切实可行的综合治理措施
,

必须通过合理的生态设计才能付诸实施
。

所谓合理的生

态设计
,

就是 从农业生产的全面性和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
,
以预防为主

,

充分利用 自

然界抑制害虫的因素和创造一种不利于害虫发生为害而有利于有益生物生存繁殖和农业资源

高产稳定的环境条件
,

有机地使用生物的
、

化学的` 物理的或遗传的措施
,

经济
、

安全
,

有

效地控制虫害
,

所采用的任何一个措施
,

都必须 同环境中已经存在的拎制 因素互相协调
,

而

不是彼此削弱或抵消
,

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灭虫效果
。

最终使该系统成为一个 自然控制因子

能充分发挥作用的 良性循环的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系统
,

这样的系统投入少
,

功能大
,

产值

高
,

三大效益明显
,

对人类来说是 比较理想的系统
。

要达到以上 日标
,

在进行生态
一

设计时
,

就应掌握以下原则
:

( 一 ) 不 同类型的农
一

业生态系统应采用不同的生态设计方案
。

例如经济林
、

果 园
、

水

田
、

早地
、

菜园
、

场园
、

庭园
、

牧场等
,

由于各系统的生态结构各不相同
,

并有很大差异
,

必需根据各系统 的特点
,

采用和应的设计方案和生态工利措施
,

而不应兴千篇一 律的生搬硬

套
。

( 二 ) 不同地域的大致相同的农业生态系统也要 因地制宜地进行生态设计
,

例如同样是

园生态系
,

甚至都是柑桔园
,

但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一样
,

其柑枯 品种
、

栽培条件
、

管理果

水平
、

病虫害种类
、

发生和为害程度以 及天 敌状况等等都会有一 定角差异性
。

山于 治理的重

点不同
,

就应当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进行相应的生态设计
,

不宜 一刀 切一风吹
。

( 三
一

二 ) 在进行生态 设计 时
,

即要重视当前的效益
,

更应从战略高度考虑 长远利益
,

尤其

是各种预防性措施
,

做到 长短结合
,

改治并举
。

换言之
,

在害虫大发生期卿
,

必须在预测预

报基础上
,

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
,

将害虫控制在萌发阶段
。

但为 了从长远利益出发
,

更应考

虑带有根本性
、

综合性和 关键性的设施
,

如建立多层次结构混交的立体农业或园林化
、

园 田

化等复合经济休系
。

( 四 ) 进行生态设计不但要注意经济效益
,

还要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问题
,

因为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在特定条件下都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益
,

在 设计时
,

对这两项效益子以充分重视

是十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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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设计时既要发挥某一措施所起的主导作用或决定性的作用
,

同时更应考虑各措施

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辅相成的促进作用
。

例如化学防治或物理防治必须要和天敌保护措施相

配合
, 农业防治要和增产措施相结合

, 以及各种防治措施都要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等等
,

否则

就会顾此失彼
,

互相抵销
,

甚至产生负效益
,

这样的设计是不可取的
。

四
、

生态设计的几项主要措施

要建立一个比较长远的对害虫生存
、

繁殖不利而对人类生产发展有利的相对稳定的农业

生态系统
, 虽然其生态设计范围很广

,

内容和措施很多
,

但其中带有根本性
、

关键性的战略

措忿 归纳起来不外有以下四项
:

( 一 ) 林地或农田的改造与建设
; ( 二 ) 绿化工程设计

;

( 三 ) 农林业技术措施 , ( 四 )天敌的保护和利用
。

兹分述如下
。

( 一 ) 林地或农田的改造与建设

当前我区林地
、

果园
、

经作区和大面积农田的现状大多数是 基本建设简陋粗 糙
、

不 配

套
、

农业生态环境恶化
、

耕作粗放
、

植被单一
、

土地利用率低
、

单位面积经济效益不高
,

巫

待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和建设
。

其主要内容是建立较为完整的排灌系统
,

平整土地
,

修建

道路
,

使其成为方便于各种农事活动的交通网络
,

进行绿化
,

即在道路两旁种植立体结构的

稀林
,

田埂种植灌木 ( 蜜源植物 ) 或绿肥
,

在道路
、

田埂上清除有害的杂草
,

保留矮小的禾

本科植物
,

防止水上流失
。

在所有农田耕作区提倡实行精耕细作
,

使其成为 良性庭园或场园式

的复合经济系统
,

这样的系统不但对病虫害有预防作用
,

而且对促进农业增产增收具有重大的

战略意义
。

( 二 ) 绿化工程设计

这是各种类型农业生态系统都要考虑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措志 无论林地
、

果园
、

经作

区或农田
,

单一的植被类型
,

往往易引起某种害虫的大发生
,

改造的办法因系统不同而异
。

人工林系统应采用封山育林或封造 结合的措施
,

使单纯林向混交林转化
。

至于新造人工林
,

在营造之前就应考虑漏交林的间题
。

一般棍交的方式
,

以环带状混交为好
,

主要是有利于经营

管理
。

为了增加林内的荫蔽度和林间的相对湿度
,

以利于有益的微生物如白僵菌和多角体病毒

等的繁殖
,

传播和流行
,

要求林内郁闭度达到了。%以
.

上
。

其它如果园
、

茶园
、

桑园
、

紫胶园等等
,

改造的办法是
,

在园地 周围的道路两边
,

植树造林
,

尽量做到多样化
、

立体化
。

园内要求精

耕细作
,

最后达到 园林化的 目的
。

至于农 田生态系 的改造问题
,

比较复杂
。

农田包括水 田 ( 稻

田 )
、

水浇地 ( 菜地 ) 和早地 ( 经作区 ) 等不同类型
,

该系统的主要特点是植被单纯
,

季节

相变动大
,

生态系统很不稳定
。

改造的办法如前所说
,

实现园 田化
。

绿化的另一 目的在于招引各种天敌
,

所 以在树种方面应当加以考虑
,

主要选择那些直接

或间接与控制害虫种群密度有关的植物
,

如蜜源植物
,

对许多寄生性和捕食性天 敌 有 招 引

作用 , 浆果类植物
,

对不少食 虫鸟类有招引作用
,

是这些鸟类的补充性食料
。

另一些植物对

控制害虫有间接关系
,

如马尾松林内的桃金娘是一种夜蛾科幼虫的食料
,

该幼虫 是 蚕饰 腹

寄蝇的中间寄主
,

而 蚕饰腹寄蝇则是松毛虫的 主要天敌之一
,

在自然控制松毛虫种群增长方面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因此在马尾松林的绿化设计 中要很好的考虑桃金娘的引种栽培或保护

间题
。

此外
,

如各种捕食性或寄生性天敌昆虫
、

蛙类
、

蝎晰
、

蛇类
、

蜘蛛及其它食虫动物
,

对

某种类型的植被和植物种类都有各自的要求
,

我们如能按照它们的生态要求来进 行 绿 化 设

计 , 就 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实效
,

否则不遵循这种生态关系去育目设计
,

就不可能达到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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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的预期目的
。

(三 ) 农林业技术措施

在经济称和泉园中进行垦复
、

间伐
、

清除寄生植物和有害杂草
、

牲梢整枝
、

清洁林地等

林业 技术措施
,
在农田中实行精耕细作

、

冬耕
、

改土
、

春灌
,

改善土
、

肥
、

水管理
,

铲除有

害杂草
、

进行间种套作以及冬季地面覆草
,

保持土壤水分等农业技术措施
,

除了促进农林作

物增产增收外
,

在预防和湃灭病虫害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

其主要作用有 ( 一 ) 直接消灭

土内和植物枝叶中的害虫
, (二 )切断害虫的中间寄主 , ( 三 ) 摧毁害虫的栖息地 或繁 殖 场

所 , ( 四 ) 为害虫天敌 ( 包括蜘蛛
、

蝎晰 ) 的捕猎活动创造有利条件
。

但由于系统不同
,

存

在着不伺的问题
,

因此
,

对不同的系统必须进行全面调查
,

掌握关键
,

才能因地因时制宜的

提出互不矛盾
、

经济有效
、

切实可行的设计方案和具体措施
。

( 四 ) 天敌的招引和保护

在经过改造后的大农业 生态系中
,

为了发挥这些新的人 工系统对害虫综合治理的更大的

功能
,

最好能设置天敌招引设施
。

招引的对象除多种天敌昆虫外
,

还有鸟类
、

蛇类
、

晰蝎类
、

蛙类和蜘蛛类等
。

这些天敌在 自然界中
,

各自占有一定的生态位
,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

但它

们的共伺特点是
,

对系统内的害虫种群都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如要进一步发挥这些捕食性

天敌的作用
,

就有必要采用人工辅助办法为它们设置栖息或隐蔽场所
,

如堆置石堆
、

挂放人工

鸟巢
、

`

布挖人丁水塘
、

水坑等措施
,

进行招引
,

使该系统食物链和食物网络结构逐步趋向多

样化
、

复杂化
,
促使

L

肉食性动物与害虫之间形成较为牢固而稳定的相互制约关系
。

这样就可

以通过这种复杂成分间的反馈作用而增强系 统本身的 自我调节作用
,

这样的 系 统
,

正 是 我

们所需要建立的 良性生态系统
。

除了为各种天敌创造优适的生存
、

栖息和繁殖生境外
,

还要采取各种相应的保护性措施
,

诸如严禁在系统内乱砍滥伐
、

任意捕猎
、

施用高毒高残毒农药
、

放火烧山等等
。

为此
,

不但要

制定有关保护条例
,

而且要建立专 门机构
,

加以切实管理
、

监督和执行
。

总之
,

害虫综合治理 中的生态设计问题是一项 新的技术性措施
,

是系统学和系统工程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
,

牵涉到的学科很广
`

,

目前在国际或国内尚处于萌芽阶段
。

迄今为止在不同

类型农业生态系中
,

尚未摸索色一整套可供借鉴的模型
。

然而在解决虫害这一问题中
,

害虫

综合治理的方向
,

已被公认是正确的
,

而综合治理的生态设计和生态工程也是势在必行的
,

否则便达不到根本治理的目的
。

当前正因为缺少现成的模式
,

这就 需要广大昆虫
、

植保
、

农

林业科学工作者通过调查研究和科学实践
,

创造和总结经验
,

做出典范
。

让我们在更新观念

的基础
_

匕 同心同德
,

通力协作
,

共同努力
,

为改造大 自然
,

根治虫害
,

保护天敌
,

减少环

境污染
,

夺取农业丰收
,

为当代人民和子孙后代谋取更大幸福作出新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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