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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代农药为农业持续高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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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述农药在现代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阐述了在近年来农业病虫害的发生情况�
提出了在发展持续高效农业中发展现代农药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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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药在现代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农药的广泛应用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之一。有人认为�没有现代农药也就没有现代农业。美国是

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也是生产、使用农药最主要的国家�其农药的生产量和使用量均为世界第
一位。化学农药的作用是通过防治农作物病、虫、草、鼠害来体现的�所以通称为化学防治。化学防治、生
物防治、农业防治等都是人类同病、虫、草、鼠害做斗争的重要方法�各有优势和特点。化学防治与其他防
治方法相比�具有其他防治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仍为当前和今后病、虫、草害防治中最重要的防治手
段。

1∙1　化学防治的特点
化学农药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环境污染、杀伤天敌和有害生物抗药性三大难题。那么�为什么化学

防治仍为今后防治有害生物危害的最主要防治手段�这主要是由化学防治的特点决定的。
①作用快�防治彻底。化学农药具有对有害生物强烈的杀伤作用�使有害生物种群和群落密度迅速下

降�达到使之不能造成危害的程度。对于一些暴发性害虫如粘虫、蝗虫等�流行性病害小麦锈病和稻瘟病
等�更需如此�非此不能控制其危害成灾。

②化学农药的品种和剂型多�适于防治不同有害生物的需要。据有关资料报道�目前全世界已商品化
的化学农药约有2000多种�现正在使用的品种有500多种�剂型有50多种。1996年我国农药品种有181
个�其中杀虫剂89个、杀菌剂42个、除草剂42个和植物生长剂8个。总制剂数达到801个。平均每个原
药品种有4∙4个制剂。国内外农药品种和制剂还在不断发展。这些不同作用机制的品种和制剂�可以满
足防治不同种类、不同危害方式的各种有害生物的需要。

③农药的使用技术、使用方法多�可根据有害生物的发生情况选用适当的方法。农药品种和剂型的发
展为农药使用方法和施药器械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据有关资料报道�现在农药使用方法有20多种�农药
机械的发展不但增加了许多先进的使用方法�而且施药效率也非常高�为及时施药提供了可能。如飞机施
药和超低量施药等都是施药效率很高的施药方式�适于病虫扩展快、时间紧急时应用。

④防治效果稳定。化学农药的防治效果高低�虽也受到一些外界条件的影响�但影响化防的因素少、
程度小。而生物等防治方法�易受温度、湿度、光照等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而且防效波动大。因此�化防
与其他防治方法相比�防治效果相对稳定。

1∙2　化学防治的经济效益显著
由于化学农药防治具有其他防治技术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在防治病、虫、草、鼠害保证作物丰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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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生物防治、农业防治等其他防治技术有了新的突破和
长足的进步�但世界各国仍以化学防治为主�而且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农药使用量大�发达国家每公顷农
药使用量平均达124kg�化学农药在防治病、虫、草害中所占的比重可想而知。我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如
“七五”期间�我国平均每年病虫发生面积1∙9亿 hm2�防治面积1∙73亿 hm2�其中化学防治占90％以上�估
计21世纪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据1995年全国农业技术中心统计�全国病虫发生面积2∙45亿 hm2�经防
治后挽回粮食损失387∙47亿 kg�挽回棉花损失17∙37亿 kg�其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观的。从中可以看出�化
学农药通过防治有害生物对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2　展望21世纪病虫发生形势�防治病虫害任务更加沉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种植业结构的调整�高产、优质品种种植面积增
加�果菜类经济作物所占比重增加�间作套种�以及气候条件的变化�使农作物主要病虫害发生情况有了较
大的变化。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常发性病虫害居高不下
南方稻区稻瘟病、纹枯病和稻飞虱、螟虫等连续大发生危害�在一季稻区发生面积有逐年增加趋势；华

北地区小麦吸浆虫、小麦蚜虫等发生危害仍呈上升趋势。北方地区玉米螟发生面积达1153∙3万 hm2�东
北、华北地区发生面积增加�危害程度加重�我省平均每年发生面积在133∙3万 hm2左右；历史上有名的世
界性大害虫－－－东亚飞蝗�自1993年以来频繁发生�每年发生面积都在133∙3万 hm2以上。我省老病害水
稻稻瘟病、玉米丝黑穗病和地下害虫等也呈上升趋势。

2∙2　一些间歇和偶发性病虫害出现了连续性大发生的严重局面
人所共知的棉铃虫自1992年以来连续大发生�1994年发生面积达到1280万 hm2�且危害产量损失达

30％。草地螟从1995年以后在华北北部和东北部分地区连续出现大发生的局面�我省白城地区部分县
（市）发生危害也很严重。
2∙3　一些次要病虫上升为主要病害

如小麦纹枯病、白粉病由南方麦区向北方麦区推进�已上升为主要病害�在我省春麦区已有发生；蔬菜
斑潜绳�1993年在华南的两广严重发生以来�到1996年全国南北方有20多个省、市、区普遍发生�北京、山
东等省（市）发生尤为严重。我省的稻曲病、玉米和水稻纹枯病、黄瓜黑星病已上升为主要病害。水稻二化
螟在我省也从零星发生�上升为重要害虫�发生面积达23∙6万 hm2。

2∙4　一些新的病虫害值得重视
玉米粗缩病、矮化花叶病毒病在华北已大流行成灾�在东北部分地区制种田发生危害严重。玉米尾孢

叶斑病（灰斑病）、弯孢叶斑病（黄斑病）近年在辽宁省部分地区已经成灾�在我省也有发生�应密切注意其
发生动态。检疫性害虫稻水象甲�目前已在浙江、山东、天津、河北、辽宁省等局部地方发生危害�该虫在我
省集安等地也有发生�而且呈蔓延之势。这些问题都值得重视�应开展相应的调查研究�以备不测。
3　积极发展高效低毒优质农药�为农业持续高效发展服务

进入21世纪�我国病虫发生情况的不断变化和危害加重的趋势不可逆转。其原因大致有寄主、环境、
有害生物三个方面。其一是我国耕地减少和人口增加的矛盾是不可逆转的�人们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要
求的不断提高不可逆转。只有进一步提高单产�改善品质�满足人们生活水平的需要。因此�必须改变耕
作制度、增加复种指数、推广新品种、增加施肥量、扩大灌溉面积等。由于生态条件的改变�有害生物的种
群及其发生危害程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其二从全球气候情况来看�由于工业发展�城市的扩大�环保问
题突出�全球气候变暖�旱涝灾害交替�发生频率增加�自然灾害影响生物灾害。其三是有害生物本身�有
害生物抗药性的产生�有害生物新种、新小种、新个体的不断出现�危害性不同的有害生物种群也会发生相
应变化等。综上所述�病虫害发生将更趋严重�与有害生物作斗争的任务更加严峻�我们必须常备不懈。
面对新世纪�面对病虫害的严峻形势�为了解决6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世界需要农药。21世纪的农药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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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环境污染�对非有害生物的杀伤作用和抗药性等负面问题的过程中�将向高效、安全、经济及使用方便的
方向发展。

3∙1　调整农药产品结构�发展高效、低毒、安全农药
我国农药产量在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位。但产品结构不合理�其中杀虫剂占农药总产量的70％�杀

虫剂中有机磷农药占70％�其中高毒性农药所占比例过高�严重威胁着人、畜、环境和非有害生物的安全。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抓紧筛选一批取代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品种；另一方面还应根据国情�积极仿制一批高
效、低毒、低残留、安全、经济的农药新品种�为我国生物灾害的持续控制、农业生产和环境质量的协调发展
提供物质保证。

3∙2　积极发展杀菌剂和除草剂�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据有关资料报道�在我国的农药中�杀菌剂的产量占农药总产量不及10％�除草剂也只有15％�而且

品种少�不但落后于国际水平�也很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我国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优
质品种、专用品种和蔬菜、果树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和栽培方式的改变�一些新的病害将会不断出现�
老病害亦有所发展。所以�为了更为有效地防治病害和杂草�积极发展杀菌剂和除草剂�增加品种和产量
是必要的。

3∙3　开展新工艺、新助剂的研究�提高农药产品的质量
十几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农药品种剂型和产量的增加�部分农药品种原药的纯度和剂型

加工的质量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由于技术落后�工艺设备差�助剂工业上不去。就整体而言�我国农药
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农药的质量问题还未从根本上解决。因此�应认真开展新工艺、新
助剂的研究�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优质的助剂和新工艺�提高原药的纯度和制剂的加工质量；同时�积极
研制一些新剂型�使我国农药质量逐步达到国际水平�迎接加入WTO对我国民族农药工业的挑战。

3∙4　深入开展天然源农药和特异性农药的研究
天然源农药包括植物源、微生物农药及其分泌物；特异性农药包括昆虫的内激素制剂（保幼激素、脱皮

激素）、性引诱剂、不育剂等。这些药剂是新发展的农药类型�其生产过程简单�原料来源易得�而且直接或
间接防治效果好�不易产生抗药性�对人畜安全�对天敌无影响�不污染环境�还可以提供先导性化学结构�
为创制新农药提供借鉴。所以�天然源农药和特异性农药是农药发展的重要方面�应加大投入�加快进行
研究�不断增加新品种�完善生产工艺和配套应用技术�尽快在生产上扩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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