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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专业课程（必修课）

学时数：64学时（包括实验学时）

考试形式：闭卷（笔试成绩+实验成绩）

参考书：

1．《中国柞蚕学》 秦利主编 科学技术出版社 “柞树害虫”和“柞
蚕害虫”部分

2．《桑树病虫害防治学》第二版 苏州蚕科学校主编 农业出版
社该教材中“桑树害虫部分”部分

3.《果树昆虫学》上册（第二段） 北京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福建农学院河南农业大学主编 农业出版社

4.《农业昆虫学》第三版 袁锋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非植物保
护专业用书）



绪 论



一、课程特点

特殊性

广谱性

科学性和先进性



二、害虫防治学在农业生产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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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害虫防治学在柞蚕生产上的位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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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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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害虫防治学在桑蚕生产上的位置（意义）：



三、课程讲授内容

第一篇：害虫防治的一般原理和方法

第二篇：柞树害虫及其防治

第三篇：柞蚕害虫及其防治

第四篇：桑树害虫及其防治



四、学习方法

理论+实践（实验观察、生产实践）



第一章 害虫防治的一般原理和方法



直接或间接消灭害虫

“见虫抓，见病拔”

“治早、治少、治了”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害虫综合防治的一般原理：

害虫综合防治，就使要从整个农业生态系统出发，实
行“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害虫防治方针。在严格执行植

物检疫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即极大限
度地创造不利于害虫而有利于益虫的自然生态环境，充分
利用生态环境中的自然控制因素〈包括天敌昆虫〉等的作
用），因地制宜，合理综合应用各种害虫防治措施，使之
相互协调，发挥最大的总体效果，把害虫的危害控制在经
济阈值水平之内，才能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害虫防治的具体方法：

植物检疫

农业防治

抗性品种选育

物理机械防治

化学防治

生物防治



第一节 植物检疫

一、概 念

由政府（国家或地区）颁布一系列法规和条例，设立

专门机构，对某些植物及其产品的输入输出，进行控制检

验，从而防止农作物危险性病虫的传播和蔓延的制度，称

作植物检疫。

各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



二、植物检疫工作的内容和范围（主要任务）

（一）制订植物检疫法规

（二）调查和确定检疫对象

（三）疫区的确定

（四）检 疫



（一）制订植物检疫法规

颁布有关检疫法令（条例、通知、协定）等，由

国内各地区有关单位或协议国家，严格遵照执行。



（二）调查和确定检疫对象

是害虫检疫工作的前提，基础。

专门检疫机构

有关单位

抽查、普查

分布范围

发生时期

危害程度

损失情况

传播途径

防治方法

确定检疫对象

报请中央、省、市批准



注：1. 目前人力无法控制的害虫对象，不作为检疫对象考虑。

2. 根据进口国家规定的进口检疫名单，实施检疫

检疫对象的确定原则：

1．为害严重，防治困难

2．分布的区域性

3．传播方式以人为传播为主



（三）疫区的确定

根据检疫对象的分布范围和工作需要，来确定、划分

疫区和保护区。

疫区和保护区的确定必须十分谨慎，精密细致，不能太

大，也不能太小。



（四）检 疫

主要步骤：

1．报检

2．取样

3．检验

4．处理



报检范围：—— 植物或植物产品

地区间调运

进出口植物性检疫货物

经我国过境的植物性货物

植物邮包和国际旅行携带的植物产品

1．报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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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 样

成包成捆产品，一般抽取5－10%，但最少抽取数

量，不得少于10件或100株，如总件数不到10件或100株，

则应全部进行检验。

科学取样

取样方法：



将抽取的原始样品，按一定方法，随机分样，取样2－
3份，除留一份保存以备复查外，其余即行室内检验，填写

检验单，如发现检疫对象的个体，应绘图、照相、制成标

本，作为处理及备查的依据。

3．检 验





4．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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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物检疫的主要检验方法

11．肉眼检验．肉眼检验

22．镜检观察．镜检观察

33．种子发芽检验．种子发芽检验

44．温室试验观察．温室试验观察

采取采取洗涤离心沉集检验洗涤离心沉集检验、、保湿培养检验保湿培养检验、、培养基培养培养基培养

检验检验、、革兰氏染色检验革兰氏染色检验等方法，以鉴别和确诊是否带有检等方法，以鉴别和确诊是否带有检

疫对象的种苗。疫对象的种苗。



一、概念

利用一系列的农作物管理技术，有目的地改变某些条

件，避免或减少病虫发生和为害，称农业防治。

经济，又有能长期控制病虫的发生，不仅能保证农作物

获得生长发育所需要的适宜条件，同时还可以因时因事制宜

地改进技术，以改变有利于病虫发生的环境，加强或创造不

利于病虫的条件，从而控制或抑制病虫的发生，达到避免、

减轻病虫为害的目的。

第二节 农业防治



二、农业防治法的具体操作方法

1、建立合理的耕作布局和耕作制度

2、土壤管理

3、肥水管理

4、作物管理

5、调整播种期



1、建立合理的耕作布局和耕作制度

考虑前作物：

间作（套作）：主要作物和间作作物是否相互传播病虫害

邻作：

轮作：

前作物是否为新作物病虫害的潜在源头

两种作物是否相互传播病虫害

两种作物在生活习性上相差很大



轮作

间作



2、土壤管理

耕地、除草

耕地的作用：

（1）地下的害虫和病原菌翻到土壤表面

（2）将土壤表面的害虫和病原菌翻到土壤深处

（3）土壤中害虫的蛹室和巢穴被破坏

除草的作用：

（1）消灭在杂草上寄生、繁衍、栖息的病虫

（2）避免杂草和农作物争水、争肥，提高农作物肥水利用率



3、肥水管理

施肥

灌溉

半腐熟的厩肥（有机肥）—— 蝼蛄和蛴螬的为害；

炕灰 —— 作马铃薯肥料可防虫、防病、增产。

地势较低洼或地下水位比较高的农田，应适时排灌；

干旱季节适当灌溉——减少叶部害虫和地下害虫

灌溉

施肥



4、作物管理

剪梢、整株、受害植株以及病虫叶的处理等。

果树的春剪和夏剪；

桑树的夏伐和冬天整枝；

柞树的树型养成。

举例：



5、调整播种期

昆虫对于寄主的发育阶段具有选择性，适当调节播种

期可能躲避某些害虫的为害。



凡能抵御或减轻害虫为害的作物品种称为“抗虫品种”。
反之，称敏感品种或不抗虫品种。

抗虫品种和敏感品种

第三节 选育抗虫品种



一、抗虫性机制（ “三机制”）

二、抗虫性机制产生的原因

三、抗虫品种获得及鉴定

1.作物的形态结构

2.作物的抗性物质

3.作物生育期和物候学



概念

早期——以虫治虫（1919年，Smith提出）

现代生物防治——生物或其代谢物

天敌昆虫、病原微生物、捕食螨、蜘蛛、线虫以及鸟

兽类。

利用某些生物或生物的代谢产物防治病虫害或杂草的

方法，称为生物防治。

第四节 生物防治（biological 
control）



生物防治的特点：

优点： 缺点：

1．保护生态；

2. 具有预防作用；

3．资源丰富；

4．成本低。

1．防治效果缓慢；

2．杀虫范围窄；

3．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

4．不容易批量生产。



一、以虫治虫

（一）天敌昆虫的主要类别

（二）天敌昆虫的利用途径



（一）天敌昆虫的主要类别

捕食性天敌

寄生性天敌

蜻蜓目、螳螂目、脉翅目、膜翅目、鞘翅目、缨翅目中某些
种以及蜘蛛、捕食螨等。常利用的有瓢虫、草蛉、螳螂、食蚜
蝇、蝽象、蚂蚁和蜘蛛、捕食螨等。其中瓢虫是常见的有效捕食
性天敌。

最主要的是寄生蜂和寄生蝇。根据其寄生时期不同，又可
分卵期寄生和幼虫、蛹期寄生。



（二）天敌昆虫的利用途径

1．增加天敌的数量

2．增加天敌的种类



1．增加天敌的数量

（1）保护天
敌：

（2）创造有利因素：

（3）人工繁
殖：

人为保护

害虫（虫卵）适当处理

适当用药

补充食料和寄主

赤眼蜂



2．增加天敌的种类

国内移植

国外引进

天敌引进需注意因
素：
（1）可能降低本地近缘天敌控制害虫的效率；

（2）引进二重寄生性昆虫；

（3）引进的天敌可能成为当地益虫的天
敌。



二、以菌治虫——微生物的应用

利用致病微生物防治害虫的方法。

（一）概 念：

致病微生物的种类：

细菌

真菌

病毒

立克次体

原生动物

线虫



（二）病毒制剂在田间应用的优缺点：

优点：①寄主专一 ②持续有效

缺点: ①成本较高

②活性不稳

③见效慢

④生态安全问题

目前应用较广的是活性保存期较长、具有包含体
的核型多角体病毒（NPV）、颗粒体病毒（GV）和质
型多角体病毒（GPV）。



三、遗传防治

（一）概念

利用遗传学手段来消灭害虫的方法。

种群饲养 处理 放生

后代

野生
种群

发育不正常，或不能产生后代种群降低



（二）防治（处理）的具体措施：

1.辐射不育

2.化学不育

3.杂种不育

α-射线、β射线、γ-射线、X-射线和中子

打破自然界中的种间生殖隔离



四、激素与信息素的应用

（一）激 素

（二）性信息素



保幼激素的杀虫作用：

① 具有抑制变态作用

② 具有抑制胚发生作用

③ 潜伏效应

（一）激 素——内激素



（二）外激素——性信息素

性信息素在生产中的应用：

①害虫的预测预报：

②直接诱杀雄虫：

③切断害虫的联系：



（二）作物抗虫基因的种类：

（三）转抗虫基因作物的抗虫机制：

（一）转抗虫基因植物概念：

五、基因工程的应用



（一）转抗虫基因植物概念：

采用基因工程手段将从不同生物体中分离或人工合成的外源抗
虫基因在体外进行酶切、连接构成重组DNA分子，然后利用基因工
程技术及物理化学等手段将重组DNA分子导入受体组织细胞，使外

源基因在受体组织细胞内整合、表达，并通过有性或无性繁殖，将
外源基因传给后代（即改变植物基因组构成），由此获得基因改良
（具有抗虫性）的作物。

操作步骤：

外源基因的分离提取 DNA重组

将重组DNA导入受体组织

筛选

外源基因得到整合、表达

作物扩繁



（二）作物抗虫基因的种类：

1．从细菌中分离出来的毒蛋白基因

2. 植物凝集素基因

3. 昆虫毒素基因（蛋白酶抑制剂基因）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从苏云菌杆菌中分离出来的杀虫结

晶蛋白基因（Bt毒蛋白基因）。

从植物体中分离出来的抗虫基因，如马铃薯蛋白酶抑制

剂基因、虹豆胰蛋白酶抑制剂基因、淀粉酶抑制剂基因等。

目前研究的比较多的昆虫毒素有蝎子毒素基因和蜘蛛毒
素基因等。



（三）转抗虫基因作物的抗虫机制：

转Bt基因杀虫机理

植物凝集素抗虫机制



苏云菌杆菌（G- ） 伴孢晶体（β内毒素或ICP）

ICP基因
取食

昆虫中肠
特殊酸碱环境

ICP被激活

ICP为毒性肽中肠细胞中肠细胞渗漏

杀死昆虫

孢子



三种类型：

1 与含有几丁质的昆虫的围食膜结合；

2 与暴露在昆虫消化道上皮细胞外的糖进行结合；

3 与糖基化作用的消化酶结合。



第五节 物理机械防治

概 念

凡用人力、器械和各种物理因素（温度、光波、声波、电

力、原子射线等）保护农作物不受病虫为害，或减轻其为害程

度的方法，称物理机械防治法



一、人工器械捕杀法

二、诱杀法

三、阻隔法

四、温热法

五、现代物理学成就的应用



（三）食饵诱杀——趋化性

（二）潜所诱杀——趋热性

（一）灯光诱杀——趋光性

鳞翅目，鞘翅目的金龟子科，同翅目的叶蝉科

金龟子（糖醋液）

椿象（大葱）

桑毛虫、桑螟（草束）







第六节 化学防治

概 念

使用化学农药防治农林业中的病虫害的方
法，即化学防治法



优点： ①效果高

②见效快

③使用方法比较简单

④杀虫范围广泛

⑤受季节或地域限制较小，宜大面积使用

缺点： ①人畜中毒或药害

②杀伤天敌

③环境污染

④产生抗性

⑤费用高



一、农药的分类、剂型及施用方法

二、农药的杀虫作用

三、农药的药效、药害及毒害问题

四、农药的使用技术



一、农药的分类、剂型及施用方法

（一）分类

按照化学成分与来源：

（1）有机合成杀虫剂

（2）无机杀虫剂

（3）天然杀虫剂

（4）微生物杀虫剂



①有机磷杀虫剂

②有机氮杀虫剂

③拟除虫菊酯类

④有机氯杀虫剂



①无机砷化合物（砷酸铅、砷酸钙、亚砷酸等）

②无机氟化合物（氟化钠、氟硅酸钠）

国家命令禁用和限用的化学农药种类：



①植物性杀虫剂：

②矿物油类：

烟草、苦参、除虫菊

消灭越冬害虫和虫卵



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18种）：

六六六，滴滴涕，毒杀芬，二澳氯丙烷，杀虫脒，二澳乙烷，除
草醚，艾氏剂，狄氏剂，汞制剂，砷、铅类，敌枯双，氯乙酸胺，甘
氟，毒鼠强，氟乙酸钠，毒鼠硅。

不得使用和限制使用的农药（21种）：

甲胺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久效磷，磷胺，甲拌磷，甲基异柳
磷，特丁硫磷，甲基硫环磷，治螟磷，内吸磷，克百威，涕灭威，
灭线磷，硫环磷，蝇毒磷，地虫硫磷，氯唑磷，苯线磷19种高毒农
药不得用于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

三氯杀螨醉，氰戊菊酯不得用于茶树上。任何农药产品都不得超出
农药登记批准的使用范围。



细菌

真菌

病毒

苏云金杆菌等

白僵菌

核型多角体病毒

优点 较好的杀虫效果

生产过程简单

原料易得

缺点 作用缓慢

专一性较强

不易在蚕区应用



一、农药的分类、剂型及施用方法

（一）分类

按照作用方式分：

（1）触杀剂

（2）胃毒剂

（3）内吸剂

（4）熏蒸剂

（5）诱致剂

（6）忌避剂

（7）绝育剂



（1）触杀剂

（2）胃毒剂

（3）内吸剂

（4）熏蒸剂

既适合咀嚼式口器又适合刺吸式口器的昆虫，针对体壁较薄和刚毛
较少的昆虫

适合于咀嚼式口器的昆虫—— 如鳞翅目昆虫的幼虫（舞毒蛾等）

适合于刺吸式口器的昆虫—— 如同翅目昆虫（蚜虫等）



（5）引诱剂

（6）忌避剂

（7）绝育剂

如糖醋液、舞毒蛾醇、桃小食心虫性诱惑剂等

如樟脑、蚊香等



一、农药的分类、剂型及施用方法

（二）剂 型

概 念：

农药的原药必须经过加工，制成一定的药剂形态，称为制剂
型态，简称剂型，

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农药，未经加工成剂，称为原药。

一般固体状态的称原粉， 液体状态的称原油。

原药
原粉

原油

+ 填料（助剂） 剂型



一、农药的分类、剂型及施用方法

（二）剂 型

剂型种类：

1．粉剂

2．可湿性粉剂

3．可溶性粉剂

4．乳油

5．熏蒸剂

6．超低容量剂（微量剂）

7．缓释剂及微胶囊剂



一、农药的分类、剂型及施用方法

（二）剂 型

农药助剂：

1．填料

2．溶剂

3．湿润剂

4．乳化剂



一、农药的分类、剂型及施用方法

（三）农药的施用方法

1. 喷雾法

2. 喷粉法

3.熏蒸法

4、涂抹法

5．土壤处理

6、毒饵



喷雾法：

高容量喷雾

低容量喷雾

超低容量喷雾

用药量：

优点： 施药均匀，药液易附着，防治效果好

缺点： 需水量大，山区操作困难

用药量： 常规1/10--1/20

大于66L/亩

优点： 速度快，省劳力，效果好，用水少，适宜于丘陵及山区。

用药量：

优点：

小于0.33ml/亩

耗药量更少，不用水，省工省力。

（弥雾法）

（常量喷雾）

适合剂型：可湿性粉剂、乳
油、

水剂、超低容量剂



喷粉法：

优点： • 工效较高

• 工具简单

• 不受水源限制

缺点： • 附着力较差

• 耗药量较多

• 容易产生农药飘移



二、农药的杀虫作用

作用部位 作用机制 杀虫剂

作用于神
经系统

作用于轴突

抑制胆碱酯酶

作用于突触后膜

除虫菊酯、拟除虫菊酯

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

杀螟丹类、烟碱

抑制代谢
作用

抑制能量代谢

抑制几丁质合成

影响昆虫变态

鱼藤、氰氢酸、有机氟制剂、有机锡、无机砷剂灭
幼脲

保幼激素

其它 物理作用

破坏原生质

精制矿物油、惰性粉

脂肪酸、重金属

神经传导



神经原模式图

Ach

Ach

突触前膜 突触后膜



三、农药的药效、药害及毒害问题

（一）农药的药效、药害问题

农药杀虫、杀菌、抑菌的效果，是对农林业正面的反应

在农药施用量过大时，农药在控制住防治对象的同时，往往对
保护对象（如植物的叶子、果实或根茎）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
影响，这种对保护对象产生的负面影响，称药害。

药效

药害



是指在植物上或土壤中粘附的农药量从施药日计算起到不
能有效地杀灭病、虫所经历的天数

指农药施用后到农产品对人畜食后健康无影响（健康安
全）为止的日期，在蚕桑生产上是指施用农药后到安全采
叶饲蚕的日期。

三、农药的药效、药害及毒害问题

残效期

残毒期

（一）农药的药效、药害问题



三、农药的药效、药害及毒害问题

（二）农药与害虫、植物、天敌及蚕的关系

1．农药与害虫的关系（害虫的抗药性）

（1）害虫的发育阶段

（2）害虫的生理机能

（3）害虫的形态特征

（4）害虫的生活习性



（1）药效与害虫的发育阶段

不同发育阶段抗药性：

卵 > 蛹 > 幼虫（成虫）

同一发育阶段抗药性：

如昆虫的卵： 越冬卵 > 非冬季卵

初产卵 > 孵化前卵

如昆虫的幼虫： 龄期越大抗性越强（治早）

刚蜕皮的幼虫抗药性弱

如昆虫的蛹： 越冬蛹 > 非冬季卵

中期蛹 > 羽化前（初化蛹）



（2）药效与害虫的生理机能

昆虫体内脂肪多，抗性强，少则弱



咀嚼式口器： 胃毒剂

刺吸式口器： 内吸剂

各类型口器： 触杀、熏蒸剂

（3）药效与害虫的形态特征



（4）药效与害虫的生活习性

钻蛀和隐蔽习性的害虫



2．农药与植物的关系

三、农药的药效、药害及毒害问题

（二）农药与害虫、植物、天敌及蚕的关系

植物种类

不同的发育阶段

植物的形态特征



3．农药与天敌的关系

三、农药的药效、药害及毒害问题

（二）农药与害虫、植物、天敌及蚕的关系

—— 天敌抗药性弱

引起Resurgence的原因：

（1）天敌的食物减少

（2）天敌繁殖能力小

（3）害虫产生抗性



4．农药与蚕的关系

三、农药的药效、药害及毒害问题

（二）农药与害虫、植物、天敌及蚕的关系

应选用适当的农药种类、确定合适的浓度和安全施药、采
叶的时间。



四、农药的使用技术

（一）药液的配制技术

可湿性粉剂适于液用的药剂剂型

乳油

可溶性粉剂

乳粉



药液的配制技术

1．严格掌握施药浓度

2．注意选择水的质量

3．配药方法

浓度要准确

硬度要小（雨水雨水、河水、井水、池塘水）

注意：慎用污水和海水

母液 加足水量（目标浓度 ）



（二）药液的交替使用和混合使用

交替使用

长期使用某种农药 产生抗药性 农药作用降低或丧失

停用该种农药 抗药性消失或减弱 该农药恢复杀虫

两种具有防治效果而性质不同农药交替使用

混合使用

兼治多种害虫

增效作用

防止抗性产生

减少施药次数，省工省力



农药混合施用注意事项：

1．分解失效

2．产生药害

3．药物失效



（三）施药的注意事项

1．施药均匀适量

2．天气因素适合 —— “看天时，巧用药”

3．安全性

风

温度

湿度

—— 均匀、周到、适量

要求叶面充分湿润，均匀着药为宜

用手指按叶片，能看到略有药粉沾在手为宜

喷雾

喷粉

无风或微风的晴天

人、畜及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