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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和有害
生物防治问题探讨

刘洪涛 !，卢宗志 !，韩润亭 !，郑鈜爽 "

!"#吉林省农科院植保所，吉林 公主岭 "$%"&&；’#中国农科院棉花所，河南 安阳 ())""’*

摘 要：论述了食品生产过程中有害化学物质的主要污染源———农药残留，分析了施用农药

与有害生物灾害控制的关系，提出了既要有限地控制有害生物的危害，又要保护环境，防止食品

污染，必需从选育优质抗性品种开始，深入进行生物、生物源农药的研究，不断研究总结生态调

控、保健栽培技术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为绿色食品生产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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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活的质量和食品的品质产生了新的独特

要求，追求纯天然、无污染、安全的健康食品已成为一种渴望和时尚。为人们提供安全、营养、

健康食品的绿色产业悄然兴起，将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据权威人士预测，绿色食品将成为

’" 世纪的主导食品，绿色农业发展前景极其广阔，绿色有机农业必将成为 ’" 世纪的农业发

展方向。

根据国内外权威机构对绿色食品的定义和有关要求，绿色食品产业是一个涉及方方面

面的系统工程，要面对环境治理、动植物生物灾害的防治、食品加工全过程标准控制和质量

监测等一系列的技术问题。本文就绿色食品有害化学物质的主要来源、绿色食品生产中病虫

等生物灾害防治的形势和加速技术创新，为绿色食品产业提供技术支持谈几点认识。

! 农药残留是绿色食品中有害化学物质主要来源

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对环境保护的忽视，造成比较严重的污染，这种污染是影响绿色食

品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根据绿色食品的有关规定，食品中有害化学物质的来源主要有

以下几大类：

!+! 工业“三废”

工业“三废”包括工矿企业排放的有害气体、粉尘、废弃物和废水等。据统计我国每年约

有 (&& 亿 0$ 废水，其中工业废水 $&& 亿 0$ 排入江河湖海，致使全国 .’1河流受到污染，流

经我省的松花江曾是我国污染比较严重的五大河流之一。这些有害的气体、粉尘和废水，不

但污染大气、江河湖海，而且还污染了地下水、土壤和农牧业产品。

!+( 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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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治病、虫、草、鼠等生物灾害，全国每年大约有 !"# 万 $ 农药用于防治，我省每年

约有 !%" & ’%# 万 $ 农药进入农田、菜园和果园。由于我国生产的农药品种结构不合理，我们

使用的农药中杀虫剂占 (#)，杀虫剂中有机磷占 (#)，有机磷农药中高毒农药占 (#)。这些

高毒农药不但可以直接引起人、畜中毒*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宣布，!++# 年全世界有 !## 万

人农药中毒，其中有 ’# 万人死亡；我国也很严重，据 !+,! 年统计，全国农药中毒事故 ’(%-
万件，死亡 !%" 万人.，而且污染地下水、土壤和农牧产品；有些农药分解周期很长，造成积

累，致使农牧产品残留超标，危害人的健康。

!"# 化学肥料

据 !+++ 年统计，我国每年约有 ! 亿 $ 化肥实物，我省约有 /## & /-# 万 $ 化肥施入农

田、菜园和果园，造成土壤板结，亚硝酸盐含量增加，污染土壤和地下水，降低农产品的品质。

!"$ 其它污染

放射性物质、农膜和黄曲霉等有害微生物，连毛圈、焚烧秸秆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农事

习惯等都会造成不同的污染。

上述几种有害化学物质来源中，工业“三废”是非常严重的污染，但主要局限在工业比较

集中的城市和工矿区，是一种区域性和流域性的污染；化肥污染虽然比较普遍，但一般毒性

不强，且易于分解；放射性物质污染虽然强度很高，但大多局限于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区域；

农膜引起的白色污染，属于起始阶段，且相对危害性较低。而用于防治病、虫、草、鼠等生物灾

害的化学农药，因使用普遍，用药量大，且毒性强，残留周期长，是食品中有害化学物质的主

要来源，是当前绿色食品产业中的主要矛盾。

! 绿色食品生产中生物灾害的防治形势更加严峻

%"! 成绩很大，代价沉重

几十年来，我们在防治病虫等生物灾害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控

制了一些象小麦条锈病、东亚飞蝗、小麦吸浆虫、玉米大小斑病等重大病虫的危害。据农业部

门统计，!++" 年全国防治面积 ’%0( 亿 12’ 次，挽回粮食 " -## 万 $、棉花 !0# 万 $、油料 !"#
万 $、蔬菜 ! 0## 万 $ 和果品 "## 万 $，减少直接经济损失 0## 亿元人民币。我省每年也可挽

回粮食 0 & , 亿 34，为保证农业丰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是为了

防治病虫害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代价是沉重的；二是我们防治病虫害所使用的农药 +")以

上都是化学农药，其中 "#)以上是高毒农药，这是绿色食品生产所不允许的有害化学物质；

三是从目前技术水平而言，如果离开这些化学农药有些病虫害是难以控制的。

%"% 病虫害防治的形势更加严峻

由于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优质的农作物品种、蔬菜、果树、花卉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

速扩大，特别是设施农业迅速发展，保护地面积急剧增加，为有害生物滋生越冬创造了更为

有利的条件；全球气候变暖，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交替发生，引起大气候变化；灌溉、

施肥水平的提高，间作套种、反季节栽培等措施，为有害生物加重危害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大

气候和小气候环境；由于人们过分依赖农药和不合理使用农药，杀伤有益天敌昆虫和微生

物，破坏生态平衡，使有害生物的抗药性发展很快，造成病虫的再猖獗，增加了病虫害的防治

难度；由于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又有一些新病虫草危害成灾。上述各方面的原因致使病虫

害呈现以下态势：一是老的重大病虫害长期严重危害，居高不下；二是偶发性病虫害变成常

发性；三是一般性发生的生物灾害成为暴发性的生物灾害；四是新的病虫害不断发生；五是

外来入侵的有害生物严重危害。据有关部门统计资料，从 ’# 世纪 ,# 年代到 +# 年代，我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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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灾害发生面积由 !"# 亿 $%& 次增加到 &"&’ 亿 $%& 次(!))* 年为 &"’ 亿 $%& 次+，损失粮食由

!,, 亿 -. 增加到 !/, 亿 -.，因此，病虫害防治的任务更加重了。

! 加速科技创新，提高符合绿色食品要求的生物灾害防治技术

绿色食品产业面对有害生物的严重危害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既不能回避，又不能走大量

使用化学农药的老路，只有努力攻关，加速科技创新，走借鉴我国传统农业精髓和现代科技

成果相结合的路子，为绿色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 加强优质抗病虫品种的选育和引进研究

实践证明，优质、抗病虫品种是绿色食品的重要基础，它既可有效防治病虫危害，又可避

免或减少使用农药，应加大投资力度，为绿色食品产业提供更多的优质、抗(耐+性好的品种。

同时，注意新品种的科学利用，根据生物多样性的原理，有效控制有害生物的危害。

!"$ 总结和研究配套的生态调控、健康栽培等农业防治技术

根据不同作物的特性和有害生物的发生规律，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造成一种有利于作

物健康生长，而不利于有害生物生长繁育、扩展蔓延的生态环境，从而达到控制病虫害危害

的目的。如调整茬口、改变播种期、改革灌溉方式、增加或减少氮肥的施用量、增施微肥等。在

研究中要注意使之量化、规范、配套，变成一种可操作性强的技术规程。

!"! 深入进行生物%生物源农药的研究和推广

生物农药因副作用小，对环境兼容性好，有害生物不易产生抗药性，符合绿色有机农业

的要求，成为全球农药产业发展的新趋势。生物农药包括微生物农药、植物农药、生物化学农

药、转基因农药和天敌生物农药。据 &,,, 年资料统计，目前在我国生物农药注册登记的有效

成分品种 ** 个，占有效成分品种的 !0"’1；产品 #)! 个，占注册登记农药产品的 *"!1。产量

接近 ’ 万 2 制剂，使用面积约 & *,, 万 $%& 次。我省在此项领域有较好的基础，如赤眼蜂、白

僵菌防治玉米螟，春雷霉素和多抗霉素防治病害都有一定规模。进入 ), 年代以后，我国南方

各省在生物农药的研究和应用上十分活跃，涉及的领域较多，新研制开发了不少新品种、新

制剂。我省应加大研究力度，拓宽领域，在微生物源农药、植物源农药、生物工程农药方面，采

取研究和引进相结合，特别是对保护地蔬菜主要病虫害防治方面有所突破，取得进展，为绿

色食品产业提供技术保障。

!"& 做好低毒、低’无(残留农药的筛选和改进使用技术

!认真做好低毒、低(无+残留农药的筛选。我国目前生产使用的农药大多是高毒、高残

留农药，随着农药工业的发展，一些新的与环境相容性好的品种不断出现，要对千余种农药

进行整理、筛选，为绿色食品生产提供符合 33 级或 3 级标准的农药品种。

"改进和提高农药使用技术。针对同一生态空间防治对象多和有害生物日益增长的抗

药性问题，农药的科学混配、混用和轮换用药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应加强研究和推广，

达到一剂多能，减缓抗药性，减少农药施用量，提高防效。

#加强病虫害预警研究，改进喷药器械和施药技术，提高农药利用率。我国农药利用率

只有 0,1，有 *,1农药被浪费进入土壤、地下水和大气中。其原因是没有掌握有利的防治时

机或施药器械落后，施药技术有待提高。建议加速我省病虫发生预警系统的建设，为病虫防

治提供准确、快速的信息。引进先进的施药器械，大力推广低容量、超低容量喷雾技术和烟雾

剂等使用技术，提高农药利用率。如果能提高一个百分点，每年全省就可少用农药 !/, 2，全

国就可少用农药 !"/ 万 2。
!") 提高检疫技术水平，严防有害生物入侵

0, 吉 林 农 业 科 学 &4 卷



!上接第 "# 页$

!"# 以市场为导向，调整育种思路和方向

我国已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

们对优质稻米、富含特殊营养稻米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北方优质粳米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南

方大城市十分畅销，我国加入 !"# 后，北方粳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明显增强，日本和韩

国大米市场的开放，也增加了我省大米出口机会。在多元化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呈现出劣质

米滞销、优质米畅销、名牌米短缺的局面。因此，水稻育种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调整育种思路，

在优质高产多抗的前题下，注重选育优质专用、富含特殊营养、具有特殊用途的粳稻新品种，

以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 加大选择压力，提高新品种的适应性

在高温、寡照、延迟性冷害及稻瘟病发生频率较高的我省东南黄渤海稻区、辽东山区及

吉林稻区、黑龙江不同积温带稻区等不同生态区建立穿梭育种基地，将低世代育种材料分别

种植在这些不同的生态环境中进行丰产性、适应性、抗逆性筛选，加大环境的选择压力，以期

育成对温光反应不敏感、适应性广泛的水稻新品种，提高新品种的适应性，扩大辽粳系列水

稻品种的种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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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向东蔓延逼近我省。我们务必要加强和提高检疫水平，严防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拒敌

于国门、省门之外，这无疑是减少农药用量、减少有害化学物质进入食品之中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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