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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植物保护存在的问题
对植物进行保护其实就是利用多种综合学科知识、方法，来对目

标植物进行保护，让其免受危害、健康成长，从而提高生产回报和增
加收入。植物保护是根据我们人类社会的需要，按照自然规律和危害
种类，对植物进行维护和管理。我国目前的植物保护工作的形势非常
严峻。据相关统计结果表明，农作物受到成千上万种病虫的危害，要
想防治这些病虫害，我们每年要用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农药，
然而农作物的危害仍然在逐年增加，我们发现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已
高达产物总量的 32% 左右。我国病虫害每年要造成约 17 万人口一年
口粮的损失，我国植物保护中比较艰难的是防治病虫害，这是我国农
业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的一个关键因素。我国由于病虫害不断恶性发展，
以至于每年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金购买农药、进行除虫，我们发现
连续使用农药，会造成很多严重后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过
量地使用农药和化肥，会对农业生态平衡造成破坏，如果长期使用化
肥和农药的话，会使土壤结构改变，使其环境恶化，从而农作物中含
农药成为增加以及畜产品农药残留严重超标，使我们人类的生命安全
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威胁，同时也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2）
会使虫害具有抗药性，这样就需要我们加大对其用药量，不仅浪费大
量资金，而且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2 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状
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实是指采取某种方式，长期维护和使

用自然资源，同时实行相应技术改革，以此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和数
量能够满足我们以及我们后代的需要，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把效益、
环境、产量以及质量相互结合起来使农业生产模式得到积极促进。
我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有两方面的意义：（1）对我们的自然资源进
行保护，使自然环境与资源能够平衡、协调发展，形成一种良性循
环。我们都知道，自然资源中能量供给的首要来源便是植物，它决
定着我们人类农业持续发展和发展方向的能力，因此，我们应该把
植物保护置于自然资源保护的重要位置；（2）是我们在不损害后我
们代利益的前提条件下，满足我们目前对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需求，
以达到供给平衡。种种原因表明，植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

3 植物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对植物资源的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利用相当重视。针对保

护面积、保护对象的具体情况，我国实行了专人管护、社区管理、保
护小区以及自然保护区等适宜的保护模式。为保证我国自然保护区和
森林公园内的植物得到妥善保护，有针对性地定期“休闲制”和建立
了“最大游客限量”的可持续旅游开发模式。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对林产品需求量也在不断增
加，为了能够满足我国人民对木材用材的需求，政府已开始进行大面
积种植速生丰产林，这样能够有效缓解人类对天然林采伐的压力。目
前我国的林区已发展了林草、林农、林菌、林药等林下经济模式，这
样不仅可以构建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而且还能使林地生物多样性得
到增加，使林业产业从单一的利用林木资源向着林地资源和林产资源
相互结合利用，从而使我国实现了高效林业转型。

4 我国生态保护地区现状
大家都知道我国地域辽阔，有 6 个跨越性气候带，地貌类型施肥

丰富，有着复杂的水热条件组合，我国是植被类型最丰富多样的国家
之一。生态系统多样，有海洋海岸、森林、荒漠、内陆湿地和草原等
类型。我国目前已建立了一些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已经不同程度的
对生态地区进行了保护。我国还建设了 1 931 处森林公园，有着 1 515
万公顷的总面积，其中有 600 多处国家级的森林公园，有着 1126 万公
顷面积。我国同样是湿地类型最丰富多样的国家之一，有 30 多处湿地
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中，总面积高达 344 万公顷。另外，我国政
府已建立了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11 个，国家湿地公园 4 个，这对我国典
型性的湿地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我国植物多样性地区的保护现状
我国生物多样性独特且丰富，幅员辽阔。按照国际标准，我国确

定了具有全球保护关键意义的生物多样性的特殊地区有 18 个，其中有
15 个陆地关键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特殊地区 14 个，有着高达 23 043.6
万公顷的总面积。在这些关键性地区已建立了 419 个自然保护区，保
护区的面积高达总面积的 34.21%。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一系列要
求，在有着自然生态系统代表性、物种丰富、未受破坏的地区及典型性，
我国建立了许多新的自然保护区。对我国西部地区有着特别重要保护
价值的生态系统分布区及植物物种，尤其是典型荒漠野生植物分布区
和重要荒漠生态系统，建立了一批不同以往的特殊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6 我国植物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之间需协调发展 
在农作物使用化肥、农药方面，一定要讲究科学的方法进行实施。

在使用化肥、农药的时候，它其实有着双重的性质，坏的一面：对土
壤和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因为如果农药使用不合理、不科学，会严重
污染农作物，甚至有可能会破坏我们人类原有的生态系统，大大的影
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进而严重影响到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好
的一面：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产，大大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及质量。因此，
我们在使用农药化肥时，一定要对其本身的特性和质量有一定的了解，
同时还要对其化学特性、相关危害以及使用条件等知识要有所认识，
这需要我们抓准适当的时机，对症下药，并且要严格控制农作物的用
药量，只有这样，才能够消灭农作物的病虫害，实现增收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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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球生态系统的基础便是植物，它是生物多样性的核心部分，我们多姿多彩的世界便是数以万计的植物孕育的。我国

常年发生大面积植物灾害，损失棉花 31％粮食 23％以上，这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产品质量与产量的提高，危及生物安全、食品

安全、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对我国植物保护学科技术战略发展进行研究，是当今我们迫切希望解决的首要

问题，它有着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同时也是一个专业性和综合性紧密结合、联系的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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