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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药三废的排放特点
农药三废中的有毒化学成分及其副反应物质的含量非常大，

并且其成分极其复杂，具有极大地毒性，治理起来非常困难；
农药在使用过程中所泄露和挥发出来的毒性气体大多数都含

有大量的易燃易爆物质，并且大多数都具有很大的刺激性毒性物
质和气味，再加上农药三废的无组织排放量非常大，所以很容易
形成扰民问题；

农药三废排放当中的废渣其成分极其复杂，大多数都是能够
产生剧烈化学反应且产生剧毒污染和腐蚀性污染的物质，并且有
很多属于易燃易爆物质，这些废渣排放的大气中很容易对附近居
民和动植物等造成极大地威胁和伤害。

二、农药污染的防治措施
（一）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措施
1．采取先进、科学的清洁生产技术。在现代农药生产过程

中所排放到空气中的废气主要成分是具有恶臭气味和挥发性质的
氯气、氯化氢气体以及硫化氢气体等，这些废气形成的主要途径
是生产农药的原材料、生产农药过程中的中间产物以及生产农药
过程中所产生的挥发性气体的泄漏等。针对农药生产过程中所产
生的具有高浓度有毒气体的废气最好的防治对策就是采取先进、
科学的生产技术，提高农药原材料的生产效率，将废气的排放量
将到最小化。比如：可以采取主反应器和副反应器进行串联的生
产技术来实现对氯元素化学反应的操作，这种技术既可以保证氯
元素的充分利用，又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氯元素的排放量。

2．强化末端处理，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在农药生产过程中
所产生的末端废气毒性非常大，并且再利用价值非常小，再利用
成本也极高，当前经常使用的处理方法是吸收法、吸附法、生化
法以及燃烧法等。这几种方法当中应用最多的就是吸收法，在使
用该方法的时候最常使用的吸收剂主要有水、盐溶液、碱液以及
酸液等液体。吸收剂选择合理可以收到很好地吸收效果。比如：
含有甲醇的废气要选择水作为吸收剂；含有甲硫醇的废气要选择
碱液作为吸收剂等。需要注意的是吸收剂在对废气中的有毒物质
进行吸收之后不能够直接排放到空气当中，需要进行进一步处
理。活性炭是使用吸附法处理有毒废气的一种物质，活性炭对苯
类、醇类以及醋酸类以及有机烃类等气体物质可以起到极好的吸
附效果，比较适用于温度不高、浓度不大且大风量环境下的有毒
废气的吸收和处理，但是该方法存在着成本高、再生难度非常大
等弊端。燃烧法比较适宜用来处理有毒废气的浓度非常低且数量
非常大的醇类、酮类、醛类以及苯类等有机废气，并且这种方法
不容易形成二次污染。

3．重视无组织排放，加强无组织排放废气的控制。有毒气
体的无组织排放是一种非常难以控制的问题。以某地区某农药化
工集团公司的氯氰菊酯、三氟氯氰菊酯和溴氰菊酯农药生产项目
来进行举例说明，在农药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有毒废气当中，含
有有机物的挥发性有毒气体就属于无组织排放，对其所采取的处
理措施是：使用无泄漏泵正压输送的方式来实现农药生产初期低
沸点有机原材料的加入，这样可以有效阻止低沸点有机物的挥
发；采取无泄漏泵低压输入的方式来实现农药生产初期高沸点有
机原材料的加入，以此来降低高沸点有机原材料的挥发；使用高
位差农药生产物料转移的方法，以此来防止农药生产过程当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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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药“三废”排放物具有毒性大、浓度高、治理难的特点，根据当前农药着重分析了农药化工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和农药项目污染防治措施的

技术要点，并指出了农药行业污染防治技术的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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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物的挥发和泄漏。
（二）废水污染防治技术措施
1．采取分流工艺和分质处理技术。对农药生产过程中所产

生的毒性极大地高浓度废水采取分流工艺，依据农药废水中有毒
物质的化学性质来对其进行采取分质处理技术，以此来降低对环
境的污染。

2．提高农药废水预处理的效果。农药生产废水最常用的处
理手段仍然是生化技术。因为生物抑制性物质在农药生产废水当
中大量存在，所以必须不断提高农药废水预处理的效果。含盐量
极高的农药废水在进行预处理的时候是不可以将其直接放入生化
发生装置的，一定要经过除盐预处理之后才可以放入生化发生装
置。

（三）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措施
1．对农药生产废渣进行回收处理。通过综合利用的方法对

农药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渣进行回收再利用处理，通过此手段
既可以提高原材料的利用效率，又可以有效减小废渣处理负担，
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另外，农药生产中的有些废渣可以作
为农业生产肥料的原材料来进行加工利用。

2．利用绿色处理工艺来防止农药生产污染物的二次污染。
有机物在农药化工生产三废当中的浓度非常高，化学需氧量在很
多时候可以高达每升几十万毫克，比如：生产农药氧化乐果（化
学名称：硫代磷酸酯）的生产过程中，其废水当中的化学需氧量
的浓度可以高达每升二十万毫克，并且其化学组分相当复杂，没
有继续进行回收利用的价值。在生化工业生产过程当中，通常要
求进水过程中的化学需氧量不得超过每升一千毫克，因此，高浓
度的农药生产废水必须得经过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稀释处理之
后才能够继续进行生化处理，这样就对生化装置的要求比较高。
通常情况下采取燃烧的方法来实现对农药生产污染物的绿色处理
来避免二次污染。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药是为我国农业生产质量和数量提供重要保证

的一种化工产品，但是其生产和使用过程当中存在着极大地中毒
风险和环境污染隐患，因此，要引起农药生产厂商和环保部门等
相关单位的高度重视，在生态环保和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指导下，
科学使用原材料并先进的科学生产工艺技术来提高农药生产的安
全性、环保性，实现农药产业的绿色生产和农药产品的绿色使
用，推进我国农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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