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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害虫综合治理的理论基础

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室 尤其做

提

本文 系从生 态系统学的观点 简要的讨论 了害虫综合治理 ( I
、

P
、

M ) 的理论 基 础
,

并

以根 哈 东亚 飞蝗蝗 害为 例
,

阐述 了 I
、

P
、

M
、

的具体措施和途径
,

将时 我 区 今后 农林害大

的综合治理工作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

解放以来
,

我国的害虫防治工作大致经历 了三个阶段
,

五十年代初期系以人 工 防 治 为

主
,

药剂防治为辅
。

那时虽然费劳力大
,

工效低
,

但对环境污染少
。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

发展到以化学防治为主的阶段
。

有机氯和有机磷的大量施 用
,

大大提高了工效和防治效果
,

但

环境污染 日益严重
,

大量天敌受到伤害
,

引起一些次要害虫的兴起或某些害虫的再增猖撅
。

六

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以来
,

各地开始推行综合防治措施
,

主要是以农
、

林业技术措施为基础
, ,

协调化学防治 与生物防治之间的矛盾
。

作法上是针对某一种害虫
,

采用多种防治措施
,

以期达 i
到防治该种害虫的良好效果

。

在策略上和以往相比
,

的确有 了很大的进步
,

但往往是以一种主

要害虫为防治对象
,

所采取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几利防治方法的凑合上
,

缺乏整体
飞

观念和有机联系
,

防治成效则强调防治率或死亡率愈高愈好
,

对综合治理的理解尚处于初级阶

段
。

近年来
,

害虫综合治理的理论有 了进一步发展
,

综合治理的范围愈益扩大
,

成效迅速提高
。

害虫综合治理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十分强调 该项工作是一个生态学问题
。

正 由于弧调生

态学
,

所以要考虑到生态平衡
、

食物链和生态稳定性等问题
。

所考虑的对象不单纯是害虫本

身
,

更重要的是面向害虫所在的生物地理环境
。

例如农业害虫面向的是农 田
,

森林害虫面向

的是森林
,

同样牧草害虫和卫生害虫也都是以害虫的整个擎生地为对象
,

运用人工的和 自然的

条件
,

消灭虫害
,

保护农
、

林
、

牧生产和环境卫生
。

由于各地区的生物地理环境和昆虫群落结构

不同
,

农林耕作管理制度有差别
,

所以各地区对害虫综合治理的要求不一定完全一致
。

要使

综合治理达到较高水平
,

就应当弄清其理论依据
,

然后按照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

才能

收到事半功倍的实效
。

否则盲 日行事就会白白浪费人力
、

经费和时间而收效不大
。

众所 周知
,

自然界是由多种多样的生物和非生物因素所组成
。

农田
、

果园
、

森林
、

草原

都是 自然界的一部分
,

由于生态条件差异较大
,

因此
,

它们各 自形成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
,

在各个不同生态系统中
,

昆虫的正常生存
,

是由它们当时所栖息和所适应的环境造成的
。

昆

虫通过它们的各种活动 ( 取食
、

排泄
、

繁殖后代等 ) 可以改变原来的环境
,

被改变了的新环

境又可以反转过来影响昆虫的生活和生存
。

综合治理正是从植物 与害虫
、

害虫与其天敌以及三

本 文 1 9 8 3年 7 月 15 日习交至
,

l

DOI : 10. 13657 /j . cnki . gxkxyxb. 1983. 01. 025





12 8 广 西 科 学 院 学 报 第一卷

综合治理的理论还认为
:

害虫是相对的
,

可变的
。

昆虫本身无所谓害虫和益虫
,

当它你
;

害人体或损害人们的生活资料
,

对人类有害时
,

才人为的把它们划分为害虫
。

实际上害虫的

为害必须超越一定的界限才能造成损害
,

当它们种群密度甚低
,

为害程度很轻微
,

不可能造

成很大损害时
,

不一定非防治不可
。

可以留下来作为捕食性天敌的食饵
,

或作为寄生性天敌

的贮存库
。

综合治理既然允许少量害虫存在
,

也就容许寄主轻度受害或造成轻微的损失
。

相

反防治过于彻底
,

反而会破坏生态平衡而引起副作用
。

综合治理是在掌握害虫—
天敌
— 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相应措 ;

施
,

但生态因子是在不断地变化着
,

害虫本身也是生态因子之一
,

所以在制订治理方案后
,

还要 {
随时调整和记录各种环境因子的变动情况

,

如气候的变化
、

害虫与天敌的生长发育以及植被 {
变化情况等

,

然后才能调整治理方案和策略
。

在一般情况下
,

农田生态系由于植被过于单纯
,

季 !
节性变动大

,

所以综合治理效果 的稳定性相对较差
。

森林生态系特别是结构复杂的夭然林和 {

人工混交林
,

其系统 中的食物链的结构比较复杂
,

生物间由于长期生存竞争的结果
,

形成较 )

牢固的相互制约关系
,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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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
,

它是一种有较大稳定性和抵抗外力干扰能力的生态系
。

此外
,

在制订害虫综合治理方案时必须重视经济关系
,

也就是应从经济生态系的观点来考

虑问题
。

以往在害虫防治工作上往往只考虑防治效果而忽略经济效益
。

经济生态系与 自然生态
.

系有所不 同
,

经济生态系是以人类的干预为中心的
。

例如大农业生态系是一 种开放性 的 生 态

系
,

人类要从该生态系 中取 出一部分能量和物质
,

变为产品为人类所用
。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

.

,

人类将该系统外的物质引人该系统 中
,

进行经济再生产
,

以换取更多的产 品
。

当该生态系发生
-

大量害虫时
,

为了从害虫 口中夺取产 品
,

或者大量施用农药
,

或人工释放天敌
,

或用性引诱

剂
,

或采用物理防治等等
,

如不进行精密的经济核算
,

最后结果也许是收支平衡
,

也可能是 )

得不偿失
,

这都失去 了原来的 目的
,

因此是没有意义的
。

害虫综合治理的主要 目标在于采用

最简易最适宜而有效的措施
,

付 出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

当然经济规律和科学规

律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

在综合治理过程中
,

不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

也就谈不上任何经济效益

的问题
。 ·

事物在不断变化和发展 中
,

人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提高
,

我相信关于害虫综合治理的理论

必将随着人类与害虫斗争经验的积累和对害虫活动规律认识的加深以及新方法
、

新技术的推

广应用而不断向前推进
。

让我们共同努力
,

通过艰苦奋斗和实践
,

使我区害虫综合治理工作在

今后若干年内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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