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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将 2020 年定为“国际植物健康年”，
其目标是推动保护植物免受病虫害并确保植物在
自然栖息地持续生长繁衍。随后，赞比亚等国家
再次倡议将每年的5月12日定为“国际植物健康
日”。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目前世界上
高达40%的粮食歉收是源自植物病虫害，而农业
减产导致原本就不断加剧的全球饥饿问题进一步
恶化。近年来，贸易、气候变化以及数十年农业
集约化发展导致的生产体系韧性下降，对植物健
康造成了更多不利影响。

“进入工业化生产阶段后，化肥和合成农药的
使用确实带来了必须面对的麻烦。”曹幸穗分析
说。由于长期使用农药化肥，耕地出现了全方位
的面源污染难题；在杀虫的同时，农药化肥也对
人、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土壤中存留的重度污
染物，导致土地无法连续使用。

保护植物健康已是一个全球性的生态和生物
多样性话题。在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专家看来，
仅从经济和农业技术角度难以轻松找到对策，更
应从认知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观中寻求答案。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公布的数据，目
前，全球范围内破坏力最严重的跨境植物病虫害
包括：沙漠蝗、草地贪夜蛾、实蝇、香蕉黄叶病
热带第4型、木薯病和小麦锈病等。除针蜂 （果
实蝇） 外，香蕉黄叶病 （香蕉巴拿马病） 也是诸
卫平使用中草药和微生物技术及中草药启动次生
代谢疗法的防治重点。诸卫平发现，紫苏、板蓝
根、野菊花等中草药液中的一些成分有抑菌和杀
菌作用，可以有效控制香蕉巴拿马病的病原体；
此外，使用中草药启动次生代谢疗法，可以激发

香蕉树产生抗病力。这些使用天然原料的技术成
本低、操作简便、方法环保。

4月13日，在经过反复实验后，诸卫平正式提
交了“一种防治香蕉巴拿马病的方法”的专利申请。

那么，为什么诸如诸卫平创新的方法，至今
还未真正“走出深闺”，难以在世界各地被广泛认
知、普遍接受呢？

“那是因为在他们那里，没有相同的使用植物
农药的传统与文化。”曹幸穗这样判断。

虽然中国有着悠久的使用植物源农药的历
史，而且这种农业智慧也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及
一些东南亚国家流传，但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化
学合成方法目前仍居于最为重要的位置。

植物源农药也存在着自身“缺陷”：基于经验
积累的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易于模仿，而在商业推
广时更依赖于行政或者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许
多方法虽方便易行，但光、温都会很快降解药物效
果；为了保持药效，必须在药液里添加同样是植物
源的遮光剂和粘附剂。由于没有投入足够的研发
人力、财力，当前许多研究成果尚未达到广谱性
和标准化的批量生产要求。

广谱性和标准化是一道更高的“门槛”。“假
若目前一种药只能用于特定的一类果，防治一种
虫，这种药的推广价值就很有局限性，下一步需
要研发出普遍适用的广谱药。”以诸卫平的技术创
新为例，曹幸穗进一步分析说：“如果进行大规模
生产，不仅要解决诸多标准化问题，还要考虑市
场上是否能够提供稳定、足量的生产原料。”

这不只是诸卫平才面临的压力，需要更多的社
会资源提供支持。

世界遗产
责编：齐 欣 邮箱：lairuismile@126.com

2022年5月9日 星期一2022年5月9日 星期一

延伸阅读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农业文化遗产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成为一个不断延伸的

桥梁，将传统智慧与当代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并把成果不断传递到全世界。

如何与针蜂“相对”
本报记者 齐 欣

针蜂非常狡猾，能侵害近200种瓜果
蔬菜。如果你是一名果农，就会格外讨厌
它。钻入果实的针蜂幼虫会导致大量落
果。在亚太地区，针蜂是排得上号儿的园
艺作物害虫。人们使用农药和诱捕器，再
用各式各样的纱网或搬来它的天敌，总之
伤透了脑筋。

诸卫平是一名农学博士，有长达27年
的农业微生物研究经验。在广州当地，他
被称为中草药农业技术专家。在长期与针
蜂“相对”的农业植保实践中，诸卫平用
了另一种思路和方法。

诸卫平研发出“中草药防虫液”，可
以对病株进行雾喷或者装入塑料瓶挂在果

树上；再使用另外一种药液来促进植物生
长。诸卫平还教农户自制微生物肥。这些
使用餐余垃圾和中草药制成的肥料，只要
正确使用，就可以显著改良土壤生态，诱
发植物长出新根，恢复生机。2020年，诸
卫平将这种全新的中草药提取技术申请了
发明专利。广东、广西等地的许多果园，
现在都挂上了这样的“丰收瓶”。

临近“五一”假期，南方的果园里开
始热闹起来。果农吴镜泉在广州市从化区
罗洞工匠小镇有一大片水果木瓜园。他和
诸卫平打开摄像机，让千里之外的我也能
现场看看中草药防治针蜂技术的效果。

原产南美的水果木瓜也称番木瓜，结
果快、产量高，可以果用、菜用甚至入
药。但是这都取决于一个前提：能防得住
针蜂等虫害。吴镜泉有2000多棵木瓜树。
南方初夏的天空布满浓厚的雨云，园中茂

密的树冠和层叠的木瓜果实一眼望不到
头。按照农户的计算，使用中草药药剂和
肥料方法治理后，果树抗旱能力强，病虫
害少，一棵果树能结下约200斤的木瓜。

如果不用这种方法，比对的结果是啥
样？吴镜泉现场算了一下：产量大致只及
现在的1/4，也就是会减产七成。

为啥会是这样？关键在“气味”！
木瓜树靠近地面的果实会先成熟，一

簇簇绿色新果会不断向树冠延展，像这样
每年结果3次。但每个阶段都可能招来针
蜂筑巢。于是，果农开始使用“中草药防
虫液”，利用药液散发的气味来驱逐针
蜂。这很像是在炎热夏季里人们点燃蚊
香，简单有效地驱赶叮人的蚊子。

诸卫平和吴镜泉带着我在果园中绕来
绕去，寻找那些不起眼的药瓶。它们看起
来就是普通饮料罐，不同之处就是瓶口处

布满小孔。据介绍，“中草药防虫液” 瓶
通过特殊的气味赶走针蜂，“丰收瓶”促
进植物生长、开花、结果，提高植物的生
命力和抗病力。在悬挂了“中草药防虫
液”瓶的果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悬
挂药瓶处为界，没有使用这种气味方法的
位置，木瓜果很小的时候就会因针蜂的侵
害而掉落；而在另一边效果截然不同。我
眼前看到的这片果树是在2021年4月栽下
的，不仅使用了中草药气味驱虫方法，还
用中医药炮制的肥料进行雾化喷洒。吴镜
泉在现场数了一下：不算已经摘掉的第一
批果子，一棵树上满满地挂着 40 多只木
瓜，真是让人欣喜。

诸卫平的思路和方法，显示了历史悠
久的植物源农药的生态友好性和在当代社
会发展中的位置：能够提供明显的效果优
势，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环境。诸卫平不以
一味“灭杀”的手段去与针蜂“相对”，
同样也保证了丰收和人、畜安全。在全球
各地加快实现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今天，
植物源农药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
为新型农药研发的热点方向。我在吴镜泉
的果园内还随机视频采访了前来采摘的市
民。他们介绍，随着当地疫情逐步缓解，
没有化学农药污染的环境和丰收的景象吸
引来许多游客。“干净”“放心”“香甜”，
使得木瓜园成为观光休闲目的地。

带着些许得意，诸卫平笑着说：“这
是一项非常高明的、‘天人合一’的技术
创新。”

我第一次遇见中国农业博物
馆研究员曹幸穗的时候，还是在
秦岭大山深处。2010年，我们一
起去考察随古蜀道申遗而引人瞩
目的川陕米仓道。那时，“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只是一颗
嫩芽。从 1998 至 2013 年，曹幸
穗连续担任了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曹委员”一路给我留下的
最深印象，就是多次嘱托要关心
农业文化遗产。也就是从那时
起，一批中国科技工作者致力于
在全新的文化遗产氛围中发掘中
国的传统农学智慧，并真诚盼望
着有机会分享给世界各地的农业
生产者。

“在引进现代农业技术之前，
中国的传统农业始终都是在使用
有机肥，灭虫都是用传统的生物
农药。我们不用合成化肥，也不
用合成的农药。”曹幸穗反复强
调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当代考
古成果已经寻找到7000年前中国
古代先民养蚕和种稻的痕迹。中
国的农业专家认为：农耕体系历
经数千年演化，仍能持续保持土
壤的肥力、产出足够的食物、保障
社会的基本需求，这其中蕴含着
可持续发展的智慧与未来。

诸卫平使用植物源农药、使

用微生物肥料改良土壤，这与历
史和传统智慧有关联吗？“这是
一体而延续的。能够做到这一
点，是因为我们在使用当代科技
手段的同时，仍然认同‘天人合
一’的理念。”曹幸穗从文化的
角度来看待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独
特研发路径：在中国传统农学思
想中，人们尤其强调与环境的协
同发展。“我们的传统农业特别
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我们
的先人特别看重保持土壤的品质
和肥力，甚至有一整套完整的产
业体系。”在曹幸穗看来，诸卫
平使用自然资源、寻求生态的平
衡和相互适应而且还收获了环境
友好——这种更关注全局、更注
重整体协调的方法，就是“天人
合一”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契
合之处。

曹幸穗认为，在全球关注的
植物健康话题上，中国的科技工
作者应该有足够响亮的“声音”。

“我们要发掘这套传统生产
体系的当代价值，像生态环境污
染、作物品质下降、种植品种的
单一化、作物品种抗性变弱……
这些现代农业中的弊端都可以从
农业传统里找到智慧，找到对
策。”曹幸穗呼吁说。

通过诸卫平和他的“丰收瓶”，可以大致描绘出
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汲取传统智慧、创新当代植物健
康理念并进行探索实践的过程，进而也可以辨识出，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农业文化遗产被赋予的新使命和
新机会。

直到今日，“天人合一”的农业思想和生产方式
仍活跃在中国农业生产的施肥、育种、轮种等各个环
节。诸卫平和曹幸穗都非常动情地谈到生态文明建设
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坚信中国的农业智慧，一定会
让世界各地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这使得农业文化遗产能够更准确地成为实现这些
愿望的“桥梁”和平台。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的价
值体系有助于提升传统农业智慧的应用转化能力，在
科研体系、文化氛围、资源链、技术支撑和伙伴关
系、传播普及力度以及对全球各地农户支援方面提供
多方位支持；另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可以通过加强
国际交流和多边合作，让人们静下心来，相互倾听、
互通互鉴，共同寻找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方法。

诸卫平日常还会花很多精力去做农业技术的公共
传授，将微生物肥料技术普及给农户。由于结合了人
们熟悉的传统沤肥方式，以日常餐余垃圾为原料，所

以容易推广，进展很快。“最好的方法，是让科技人
员与农户直接对接交流。这是进行大规模推广的诀
窍。”诸卫平说。

在木瓜园通过视频交流时，我在他身边见到了广
州从化元亨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张家裕。这个合作
社将诸卫平的防治针蜂和促进作物生长的中草药农业
技术推广到60多个种植户，在降低药用成本的同时，
也减少了使用化学农药给土壤和水体带来的污染。

作为替代化学农药的研发方向，生物农药已发展
出农用抗生素、微生物农药、植物源农药、生物化学
农药和天敌昆虫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多种类型。
诸卫平的“中草药防虫液”属于植物源农药，“丰收
瓶”属于纯中草药制成的生长调节剂。他坚信自己的
技术可以减少、替代那些“完全失效”或“得不偿失”的
化学农药，帮助农户达到化学农药和化肥的零增长。
在从化当地，诸卫平的技术还分别用在砂糖橘、荔枝、
青枣、火龙果、荔枝等果园中，示范面积超过了 400 亩
……这事实上已初步形成了区域的、相对完整的应用
链和体系。

也许，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框架中，一种
区别于化学农药大规模生产的新模式会慢慢成熟起
来：针对某一地域、某些生物的低成本、见效快生物
农药产品，会显示出明显的局部优势，同样可以成为
市场主角，展现出令人憧憬的发展前景。

就如同诸卫平正在做的那样。

“天人合一”的中国农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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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农学中的
病虫害防治技术

《齐民要术》（北魏） 中记载了
使用黎芦根除羊癣、疥虫的经验。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黎芦中含有

“黎芦素”，对害虫具有触杀和胃毒
双重作用。

《南方草木状》（晋） 记载了我
国利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经
验。这是中国“以虫治虫”的最早
记载。明清时期，岭南地区不仅将
黄猄蚁的防治范围扩大到柑、橘、
柚、柠檬等柑橘类果树，同时还普
遍采取了“繁竹索引”或“藤竹引
度”等方法，使黄猄蚁“往来出
入，树树相通”，提高了防治效果。
这一时期还特别注意保护益鸟治
虫，许多县志中都有保护益鸟治虫
的乡规民约。

《农桑辑要》（元） 有用芫花防
治园艺害虫的记载。如果树发生蠹
虫灾害时，可用芫花塞蛀孔内以杀
之。这一时期，人们还常用百部防
治果树害虫。现代科学证明百部中
所含的生物碱，是防治害虫的有效
成分。

（供图：曹幸穗）

中国传统的作物病虫害防治方法，可
以分为农业防治、药物防治和生物防治3
大类。

农业防治是通过农事操作的各个环节
如深耕、除草、灌水、轮种换茬以及利用
温湿度变化等防治害虫的方法，是古代作
物害虫防治最主要的措施。药物防治与农
业防治并行施用。战国时的《周礼》记载
有“嘉草攻之”“莽草薰之”“蜃炭攻之”

“灰洒毒之”“焚牡菊以灰洒之”等方法。
这是中国古代利用药物防治作物害虫的最
早记录。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生物防治技术
具有悠久的历史。西周至战国时期即对生
物间互相制约的现象有了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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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农
耕文明。中国人很早就认识
到，农业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
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地域环境
依赖性。因此，农业生产必须遵
循大自然和农作物生长发育的
规律，协调外部环境与生物有机
体之间的矛盾。如果违反自然
规律，就像“入泉伐木，登山

求鱼”一样，劳而无获。所
以，在中国的农业生产智慧中
尤其强调“天地人”三者的有
机协调，认为这是农业生产事
半功倍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

几千年来，在中国这片土
地上，大多数农田的地力基本
上都没有衰竭退化，甚至还越
种越肥，这是世界农业史上的
奇迹。古代的轮作、复种、间
作、套种技术，耕地轮作休耕
制度，都是顺应自然规律，土
地可持续利用的优良传统。

诸卫平和他的“丰收瓶”诸卫平和他的“丰收瓶”

演进中的中国植物健康理念 传统农业智慧盼望“走出深闺”

农业文化遗产成为重要“桥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重要“桥梁”

中国科研工作者致力于把传统农学智慧与现代
科研手段相结合并应用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产量
和质量，同时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

从2021年1月开始，相关科研团队在广西柳州
鹿寨县对诸卫平植物源农药技术治理柑橘黄龙病进
行了为期一年的效果试验。

图为经过植物源农药治理后的柑橘树长势。
（图片来源：《黄龙病中草药在柑橘黄龙病控制

方面的效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