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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公园景色美，离不开植保师巧呵护

看一位“植物医生”近20年的从业经历
■本报记者 舒翼 唐秋冰 文 高岷 摄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职 场 名 片

常州市园艺发展服
务中心副主任赵卫华，
是常州较早引入的科班
出身的专业植保师。他
用自己的专业科研和身
体力行，推广着“和谐共
生”的植保理念，反对

“见虫就打”的落后想
法，如今他的理念已在
常州植保界成为共识。

职 场 故 事

10月24日上午10
点多钟，赵卫华与同事
们交流完近期树木病虫
害情况后，便从位于青
枫公园南门的办公室里
出来，走到广场上查看
那几株挂着“观察期”牌
子的红花槭。他仔细查
看树的整体长势，还蹲
下来抓起一把泥土，用
手拨开细察：“土里有天
牛虫粪和木屑，从虫粪
的颗粒度看，天牛幼虫
挺大了，注药打虫的疗
效不是太好，需要人工
进行钩杀……”

“我从小对植物和小昆
虫感兴趣，亲手抓过蝴蝶、
蚕、蚂蚱等，高中的时候最喜
欢生物课，还是生物课代
表。”赵卫华说，1998年高考
的时候，原本家人是希望他
报考医学系的，但他偏偏最
害怕手术刀，最怕见血，于是

家人不再坚持，他就按自己
的心愿报了扬州大学农学院
植物保护系，“做医生是给人
看病，做植保师是给植物看
病，既满足了我的兴趣，又间
接实现了家人的愿望。”

本科毕业后，他还读了植
物病理学的硕士。2005年，他

被当时的常州市园林局作为专
业人才引进，从此就一直从事
专业植保。他先是在红梅公园
负责园内植物的健康，再到负
责全市园林植物的繁茂，再到
如今利用各种机会，将植保理
念向大众进行普及，专业知识
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刚到红梅公园工作时，
赵卫华发现，当时从事植物
管养维护人员都没有现代园
林植保的概念，不能正确认
识和防治植物病虫害，也没
有正确的防治方法，属于粗
放式管理和简单粗暴防治：
比如要等虫害发生到一定规
模，造成后果了，才想办法去
杀灭；对于杀虫也是见虫就
灭，不区分害虫还是益虫；灭
虫方法就是不断试药，认为
最毒的就是最有效的，结果

对绿地、土壤造成污染……
赵卫华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
变，需要正确认识园林病虫
害，要用正确的理论指导植
保工作。

赵卫华首先带领植保团
队，认识常州园林中最主要
的病虫害是什么，先摸清家
底，知道哪些虫子威胁大，哪
些虫子威胁小，哪些虫子则
是益虫；其次不能见虫就打，
不能什么杀虫剂都用，更不
能让益虫遭殃，所以采用生

物防治才是最好的；三是要
摸清虫害发生规律，一定要
加强平时的测报，选择最佳
时机最优治疗方法，赵卫华
团队每月都会刊发《植保通
讯》，把观测的结果发布出来
供大家知道，使得值保工作
比以往更加清晰、更加准确
和更有针对性。

几年下来，在赵卫华的
指导下，大家的病虫害防治
理念被纠正了过来，公园的
植保面貌焕然一新，他也被
调入园林绿化指导站，负责
对全市园林绿化工作的指导
和向全市推广这套行之有效
的植保方法。最明显的改变
就是各区园林部门认识到了
植保专业人员的重要性，限
于专业植保人员不多的现
状，此后在人员招聘时，特别
注明要植保专业的，像赵卫
华的师妹也被人才引进来
了，现在属于挑大梁的人物
了。

赵卫华说，从业以来一共有三
次虫害防治让他印象深刻。

2012年夏天，新北区的黄山栾
树出现滴油情况，落到行人身上和
路面上，又粘又脏。人们认为是树
不好。但赵卫华和同事们调研发
现，这种树本身不会滴油，而是有一
种蚜虫达到一定数量后，聚在树枝
嫩梢上，吸食树汁分泌油，再粘附霉
菌成为油污。“这种情况是病虫害造
成的，此后我们每年加强观测，在蚜
虫刚出现时就对症打药，现在已经
不再出现了。”

2013 年后，部分二球悬铃木
（法国梧桐）出现叶片发白斑，提前
脱落的状况。调查发现是一种叫方
翅网蝽的虫子聚集在树上，密密麻
麻的好像云雾一样。“这种虫子是国
外入侵昆虫，随着木材包装进入国
内并扩散。”赵卫华说，防治这种虫
子依赖日常观测，当一片叶子上出
现5头以上的虫子时，就要迅速打
药防治，否则就会猛增到成千上成
头，威胁树木生命。而打药也是门
技术活，这种树多种植在小区和商
业街区，打药多了对行人健康也不
利，所以从2020年起，采用树干注
药方式，让药水顺着树内循环传到
叶片，灭杀啃食树叶的虫子，现在一
年只要注一次药就好了。

2023年，赵卫华接到求助，说
武进的重阳木上出现了锦斑蛾虫

害。他和同事去现场调查，站在树
下就听到头顶传来阵阵“沙沙”声。

“这是暴食性的锦斑蛾吃树叶的声
音，可想而知密度有多大。”这种虫
子还会吐丝转移，这棵重阳木吃完
了，就借助其他树木或周边民房、店
铺，转移到附近的重阳木上继续
吃。“在重阳木的原生地是没有锦斑
蛾的，因为有当地的鸟类和寄生菌
对其压制，但到了这里，它没有了天
敌，就特别容易爆发。”因此赵卫华
给出的防治办法是改善重阳木的生
存环境，在人造景观里制造出鸟、菌
种群，用自然界的力量进行防治，目
前这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通过全程参与防治过程，赵卫
华进一步向植保人员提倡现代理
念：不是出一次虫就打一次药，而是
一定要找出发虫原因，要知道没有
害虫能用药彻底打光，它的抗药性
只会越来越强。“其实植物自身也会
分泌毒素对抗病虫害，我们要做的
是给植物提供一个健康生长的环
境，减少适合病虫害发生的条件，比
如种植过密要减栽，透光透风性差
要修剪，让害虫维持一定基数又不
至于爆发病虫害，我觉得这才是应
对病虫害的最好方法。”为此他还专
门总结整理汇总成《常州市公园绿
地常见植物病虫害防治手册》一书，
现已成为常州植保从业人员的必读
书了。

赵卫华说，园艺中心成立后，有
了专门的植物医院，经常向居民、社
区、团体提供园艺服务，他发现居民
在家里养绿植已成常态，但会出现
各种问题。网上找到的方法有的不
错，有的根本是误导人的肤浅说法。

有居民一见养的绿植不好了，就
问是不是病虫害，赵卫华认为其实大
部分原因并非病虫害，而是因为家养
绿植来自世界各地，品种多样习性复
杂，所以养好绿植必须遵循植物生长
规律，像年宵花、君子兰、蝴蝶兰等，
年前大几百元钱买回家里，过完年烂
根枯萎，一两个月就死了，就是因为
它们都是热带植物，脱离了最初的生
长地，冬天需要全天开热空调才行，

不然就死给你看了。
如何才能在家里养好绿植，赵

卫华的建议是，首先是全面了解所
养花草的特性，喜热喜凉、喜晒喜
阴；其次是浇水，盆栽植物需水性不
同，一定要按照其特性确定是偏干
还是水不断；三是光照，有的照多了
会灼伤叶片，但有的照少了反而叶
片蔫细很难看；四是如果喜欢某种
植物，不妨勇敢试错，养死过几次才
会知道土壤肥料是怎样的。“我遇到
过一位养君子兰的高手，说起养花
经验侃侃而谈，都能写书了。”

今年，赵卫华和同事们已经举办
了40多场公益活动，接受大众关于
家庭园艺的咨询，提供有益的建议。

赵卫华在检查树木的病虫害情况

赵卫华（中）在指导如何防治病虫害

三次印象深刻的虫害防治，
他亲历其中推广植保新理念

赵卫华赵卫华（（右右））在指导年轻同事在指导年轻同事

种花养草的人多了，要把正确的知识告诉他们

从生物课代表到植保师，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改变一贯以来的旧有观念，坚持就会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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