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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近年来
在袁隆平院士等相关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不断提高我国水稻的亩
产量和水稻品质，满足目前经济快速发展形势下人们不断提高的
水稻需求量和质量要求。然后，为了满足上述要求，在水稻种植
管理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此工作不仅
直接决定水稻品质和产量，而且还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尤
其是在病虫害防治过程中过量使用农药的现状，对周边土壤、水
资源等造成污染，同时也增加水稻产品中的农药残留，危害人们
的健康。为此就需要在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中推广农药减量增产
技术的应用来解决上述问题，提升水稻品质和产量，保障人们的
生命健康以及周边生态环境安全。

一、水稻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农药使用现状
在目前的水稻种植过程中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时，一直以来

都存在粗放式的病虫害防治问题，表现出农药剂量使用过渡、农
药使用比较随意以及农药残留超标的问题。一是针对农药剂量过
渡使用的问题，表现出农户在每个病虫害预防阶段喷洒农药时，
存在不科学管控农药用量而导致农药浪费的问题。比如在某水稻
田中，每年的农药使用量中真正用于病虫害防治的不足 4/5，其
他的农药则被浪费。二是农户在选择农药和使用农药时缺乏科学
依据，没有关注农药本身的副作用，导致农药的用法用量不够科
学。比如盲目地使用剧烈的农药来达到杀虫的效果，但是会增加
农药的抵抗力并降低农药效果，还会由于不断更换农药品种而增
加农民购买农药的成本。三是在喷洒农药时如果没有做好防护工
作，不可避免会有农药飞溅到周边环境中，如果被人体吸入体内
则会危害人体健康。被水稻吸收会影响水稻产品质量，被土壤吸
收并经过雨水冲刷之后就会流入河流与湖泊中造成土壤和水资源
污染，危害周围居民与牲畜的健康。土壤中的农药还会长期残留
而无法分解，降低土壤性能以及水稻产量。

二、农药过度使用的原因分析
尽管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但是在目前

的农业转型发展中，仍然以小规模经营为主，难以大规模推广和
普及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尤其是地理条件比较恶劣的部分地区，
受到地形地势等因素的影响只能采取小规模经营的方式，难以在
这些地区中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加之目前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流失
和转移问题比较严重，表现出农村劳动力结构的老龄化问题严
重，此部分农民则比较喜欢沿用还童的农作方式，根据自己的经
验开展病虫害防治，但是这些观念和经验往往是错误的，容易造
成农药过量和不科学使用。此外，目前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仍然
不够完善，尤其是农资市场不够健全、农村生产合作社的数量较
少、集约化程度较低、农资市场制度不够健全等，这些都对农药
的使用情况造成了制约，是引发农药过度使用的主要原因。

三、农药减量的意义与目的
农药减量首先有助于提升农产品质量。在人们生活质量不

断提升的形势下，对农产品质量和安全要求不断提高。但是随着
目前不断有食品安全事故被揭露，人们更加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但是农药过量使用则直接威胁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提升病虫的康
药箱，只能通过继续增加药量的方式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造成
此工作中的恶性循环，使得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的持续增加，威胁
人们的身体健康。而农药减量则有助于缓解上述问题，减轻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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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和目的的介绍，总结此技术在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应用情况，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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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污染问题，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其次有助于对水稻病
虫害的可持续治理。正如前文所述，长期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会增
加病虫的抗药性而增加病虫害防治工作难度、降低病虫害防治效
果，通过绿色防控手段等新技术的应用，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则
有助于预防上述问题，有利于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可持续开展。最
后符合农药现代化发展要求。在目前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阶段，不断将绿色防控理念灌输到广大农户心中，不断完善病虫
害防治体系，提升生物防控技术水平，减少农药用量，实现农药
减量控害的目的，通过先进技术、设备的使用，有助于推进农业
现代化发展。此外，农药减量措施也有助于提升农药的利用率，
从源头上减轻农药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四、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农药减量增产技术的应用
为了减少农药用量，需要采取新的水稻种植技术。也就是在

积极研发和推广新的种植技术的同时，还要尽量选择低毒以及效
果良好的农药品种，减少农药喷洒范围和用量，对农药使用次数
和用量进行科学计算和严格控制，实现病虫害防治效果的提升，
为水稻生长提供一个健康和安全的环境。

通过科学的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应用，在提升防治效果的同时
也降低成本。由于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本身的技术性要求较高，
我国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研究新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因
此要基于新技术加强宣传和推广工作，转变农户的传统观念，应
用新型的病虫害防治技术措施，通过农药减量技术的应用，在达
到水稻病虫害防治目的的同时，也降低农户的费用支出，间接提
升农户的收入。

积极推进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生态农业模式转变。针对目前
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的现状，想要解决传统农业中的弊端，就需
要应用先进技术来改进农业生产方式，通过机械化种植管理模式
的推广，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同时通过生态农业模式的推广
应用，优化水稻栽培技术，减少农药使用量，改变水稻品质差和
产量低的现状，实现水稻质量和产量的提升，进而增加农户收入。

五、结束语
我国目前在大力发展农业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针

对水稻种植过程中过量使用农药的问题，提出了农药减量增产技
术策略。通过对新的水稻种植技术的推广应用，减少化学农药使
用量，推广生态农业模式、采取科学的病虫害防治技术，降低防
治工作成本，提升农户收入，推进水稻种植以及农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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