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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月，农业农村部公示上一年的相关信息：

全国各地区的化肥、农药消耗量，持续 5a处于下降状

态。采取农药替代形式，农作物秸秆回收整改土地的利

用率为 88%，农膜回收再用比例为 80%，禽畜粪污合

理资源化使用率为 76%，相比 2020 年各项数据均有提

升。近年来，全国农业生产领域，致力于贯彻落实“品

种培优”“品控保障”“品牌引领”理念，有效防控农药

危害，发挥绿色植保工艺。

一、农药的危害
（一）降低药效

长时间滥用农药，会引起标靶生物产生抵抗药物的

能力，削弱用药效果，无法保障药用价值。加大农药投

入量后，会处于恶性循环状态，甚至会出现标靶生物变

异问题，形成新的农业危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单一

类型的农药，其防治病虫害的有效期约为 8年，在一种

农药持续使用 8a时，当地的害虫会出现抗药性表现。19

世纪 70年代，一种农药的防治病虫害的有效期缩短为

6a，19 世纪 80 年代，一种农药的防治病虫害的有效期

变更为 4a，发展至 19世纪 90年代，单一农药的防虫害

功能有效期仅为 2a。

（二）药害威胁

多数农药毒性较强，如果用药不规范、施药时间不

当、用药浓度较高、施药量超多，将会出现农田药害问

题，甚至会出现作物质量不高、低产等情况。

（三）污染环境

用药不当，会引起农药有毒成分出现流失，使有毒

成分混入环境中，污染空气、降低水体清澈性、改变土

壤营养结构，形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化学农药添加

在农田中，仅有部分农药起作用，其余药会扩散至环境

各处，借助雨水流向其他区域，扩大污染范围。长时间

的用药不当，会出现土壤理化属性改变、水源被污染、

空气被污染，农业生产能力逐步弱化，无法保证农作物

生产质量。

（四）危害食品安全

当农药使用量较大、配药浓度较高时，极易引起农

作物出现农残较多的问题，无法达到国家要求。高农

残的农业产品，质量不佳、商品性较差，市场竞争力不

强，难以保证农户收入。部分农药的毒性较大，且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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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含有铅、汞等危害成分，不易挥发，无法有效消

解。高农残的农业产品，流入市场后，会经过餐饮、农

贸交易等渠道，使人们就餐后体内积存一定量的农药，

极大程度上威胁着人们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推广应用绿色植保技术的操作要点
（一）创建生态农业植保体系

产生虫害有多种可能，单一用药方法的时效期较

短。从整体来看，需依据虫害实况、环境特点，采取多

种防治方法，打造“农业+化学+生物+物理”多层级、

综合型的防控体系，减少化学用药量，增加农业、物

理、生物的防治比例，以此获取较好的防治效果，提升

防治工作的生态性，给予农作物合理的保护。

（二）合理控制有害生物量

全面清除有害生物具有一定难度，需要花费较大的

资金。合理面对虫害，加强有害生物控制，减少其出

现的可能性，削弱其侵害农作物程度。采用绿色植保模

式，可选择害虫天敌，从生物防控视角，破坏害虫的生

长条件，以此控制农药用量，降低农害的发生概率。病

虫害是威胁农业生产的关键因素，需制定长效的防控措

施，以控制有害生物的出现数量，使其缺失生长环境，

加强天敌生物培养，提高防治工作的生态性，增强绿色

植保的有效性。

（三）改用环保型农药

农作物是最为主要的食品，需加强病虫害防治，选

用除虫害高效、毒性不强、残留较少的农药，以此降

低药害发生可能性。农药使用期间，各环节均应严格把

控，从药剂类型、用药形式、多种药剂轮换等视角，综

合制定除杀害虫的用药方案，提升除杀害虫农药使用的

合理性，降低其药害。当前，使用范围较广的环保型农

药，包括“B型抗菌剂”“苯甲酰胺”等，适用于多种害

虫防治工作。以环保农药为出发点，开发出多种新型农

药，是以生物药剂为主体，融合生物防治思想，以此确

保防治质量，减少环境受污染的可能性，防止害虫形成

抗药性。

1.福戈。此种新型农药，获得了广泛使用，适用于

多类虫害的防控工作，防治效果明显。实践用药期间，

40%福戈表现出优异的防虫害能力，用药不会产生环境

污染，可保证幼苗生长平稳性，给予植株必要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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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爱苗。此药组成有“苯醚甲环唑”“丙环唑”，药

剂浓度均为 15%。其中，丙环唑是一种杀菌药剂，能够

有效防控多种病害问题，给予农作物相应的保护。实践

用药时，30%爱苗具有病虫害的防治作用，主要防控的

病症有“灰霉病”“叶斑病”等。在早期作物栽培时，

使用 30%爱苗，可防止作物早衰。比如，在花生、瓜果

的作物培养期间，可使用 30%爱苗，防虫害成效较高。

3.噻嗪酮。此种新型农药，作为一款选择性杀虫

剂，可减少益虫受到药物伤害，具有较强的用药优势。

25%噻嗪酮使用后，可削弱害虫产卵能力，以此控制害

虫量，降低虫害。此农药能够有效防治叶蝉、飞虱，

用药后需等待 3d，方可见效。为此，施加 25%噻嗪酮

时，需结合虫害实况，提前部署用药区域、施药量，以

此有效发挥 25%噻嗪酮的防虫害功能，提高绿色植保的

有效性。

4.氯虫苯甲酰胺。此农药可打破害虫繁殖关系，有

效控制害虫产卵量。此药物具有灭虫的选择性功能，能

够保证害虫防控质量，而对益虫、鱼虾并无负面作用。

为此，氯虫苯甲酰胺的用药效果较为明显，表现出药剂

平稳性强、渗透性高、传导用时短、残留量较小、环保

性强等特点。

5.咪鲜胺悬浮剂。此款农药有一定杀菌功能，可用

于农业防虫害工作中。药剂配制时，浓度为 25%，表现

出毒性不高、用药效率高等特点，能够有效防控各类病

虫害，以“炭疽病”“叶斑病”为主要防治目标。咪鲜

胺悬浮剂使用后，防治效果明显，长效性突出，可形成

农作物的长期保护屏障，以此显著减少病害与虫害。

（四）加强绿色植保工艺推广

当前，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积极地推进基层农技

推广各项工作，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尝试持续扩建推

广队伍，比如在我县尝试建立种植业服务队、健康养殖

服务队、农机安全服务队等，全面落实植保技术推广工

作。加强农民植保技术学习，使其明确绿色工艺的使用

价值，给予农民提供更多、更有效的绿色防治措施，以

此保证推广服务质量，便于更多农民掌握绿色植保的工

艺优势，尝试从低成本、高防护的视角，全面更新农产

品的生产体系，发展绿色生产机制，切实推动农业发展。

（五）多措并举，综合防治

自然环境中，害虫难以全面清除。由于生物类别有

多样性特点，害虫同样有多种类别，需制定相应措施

予以防控，控制害虫数量，确保除害质量。从各类害虫

特点视角出发，合理配置除虫人力，加强用药量管理，

维护环境生态性，更好地保障除害效果。在消除害虫的

各项工作中，植保人员可参考害虫的生理特点、生长条

件等因素，利用田间监控，获取害虫分布情况、实有数

量、危害严重性等信息，从物理趋光性、化学干扰产

卵、培养天敌等方面，给出全方位的防虫害对策，营造

优质的作物生长条件，减少环境污染。

（六）开发多样性农药替代品

1.农作物秸秆。秸秆具体表示水稻、小麦各类作物

结果剩余的枝叶。秸秆中内含多种有机质，包括氮、

磷、钾及微量元素等。豆科作物秸秆中的氮成分较高，

禾科作物秸秆中含有较多的钾，作物秸秆可提供部分的

有机肥养分，养分补充量最高可达 19%。比如，6亿吨

秸秆内的营养成分，不低于 400 万吨尿素，等同于 700

万吨磷酸钙、硫酸钾。为此，在农田需要养分调节时，

可使用秸秆替代“调节植物生长”的药品，控制农药用

量，以秸秆还田，提高植保工艺的绿色性。

2.动物粪便。动物粪便是指禽畜养殖期间，排泄出

固体废物，其中含有较多的有机物、氮磷等成分，营养

价值较高，更拥有少量的钙镁硫等成分，可适应农作物

生长的各类养分需求。采取资源化处理措施，引入“雨

污划分+网格饲养+固液分区”的技术组合，高效处理

动物粪便。其中，网格饲养，设置“八”字形网格，每

格高度大于 1.5m且不超过 2m，装设漏缝板，集中收集

禽畜粪污。周期性运送收集的粪污，将其存储在固定位

置。此工艺可节约至少 80%的用水量，高效收集粪污。

可利用“堆积发酵”“罐式发酵”两种方法，处理粪

便，使其转变成可用的养料，代替化肥，用于农业，提

高有机肥使用量，有效提高农作物的品质，是我县大力

推广的“两个替代”工作之一。

（七）设施栽培中融合绿色植保工艺的实践要点

1.绿色消杀技术。设施栽培形式，是利用具有封闭

性的系统，进行设施隔离，使其成为防治害虫的有效屏

障，合理屏蔽风险。一是植保人员需对种子进行消毒杀

菌处理，尝试培育出无病害、无虫害的种子，以此从种

子源头控制病虫害的发生次数。二是种子处理完成，进

行水肥监管，不可使用不洁水，保证灌溉水的卫生性。

三是设施消毒时，可使用福尔马林，冲洗各类农机，灭

杀设备表层附着的虫菌与病菌，防止设备携带病虫害风

险。阳光充足的时间，可利用太阳紫外线，灭杀设备表

层的细菌。四是规范处理田间废物，包括病株、病叶、

病枝、不能再用的地膜等，以此打破病虫害的寄生条

件，合理防治病虫害。

2.绿色种植技术。调整农作物的栽培条件，可有效

打破病虫害的原有繁殖条件，从控制病虫害至防治工

作，减少虫害与病害的发生次数，降低病虫害的发生风

险。绿色种植含有适时轮作、优选品种、精良管理等各

个环节。比如，适时轮作是指改变农耕区的土地格局、

土壤营养结构，打乱害虫食物体系，使害虫受饿致死，

轮作的作物类型，以无病虫害的植株为主。在缺失食物

的条件下，会削弱害虫的生命力。选择具有较高的经济

性，较强的抗病性，多数优质的种子，表现出较强的抗

逆性、高产等特点。育苗嫁接处理时，需选择砧木，借

助其较强的抗病能力，防治作物枯萎、根系线虫等病虫

害问题。

3.绿色土壤技术。消毒土壤，可增强病虫害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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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切断病虫害的传播途径。土壤消毒方法有“太

阳能”“热水”两种类型。一是太阳能消毒工艺。设定

35℃的高温条件，融合清理、耕整等措施，处理土地。

将稻草、麦麸、多种有机肥料，添加处理完成的土地

中，给予灌水处理，再用透明吸热薄膜，敷设于土壤表

层，在一定温度条件下，使有机肥发酵。生成有益菌群

后，土温会变高，在高温条件下，灭杀细菌。二是热

水消毒法。在土层浇灌温度高于 75℃、不大于 100℃的

水，提高土温，进行杀菌处理。此技术与太阳能工艺的

差异性：技术通用性较强，季节、环境、温度对技术效

果无干扰。多数情况下，消毒深度高达 20cm，灌溉水

量约为 100L/m2。如果消毒深度需求为 30cm，需增加灌

溉剂量。

4.绿色空气技术。绿色空气的植保工艺，含有“臭

氧消毒”“静电除湿”两种工艺。其中，臭氧消毒工

艺，是指在一般压力、温度的条件下，会产生单个氧原

子，此成分表现出较高活性，在特定浓度条件下，会打

破微生物体系，表现出较强的杀菌能力。此消毒原理类

似于臭氧消毒剂，但臭氧与人体不可有较多接触，臭氧

活性较强，化学属性不具有稳定性。在实践运用臭氧消

毒工艺时，需关注臭氧浓度、消毒时间两个条件。静电

除湿工艺，主要是运行凝结式除湿设备，利用其高压静

电条件，有效疏排空气中的水成分，达到消毒目的。种

植期间，多数病害的形成，归结于真菌。当环境中水蒸

气处于饱和状态时，将会减少植株蒸腾量。为此，使用

除湿技术，可有效调节种植环境的水蒸气，使作物植株

自由蒸腾。

5.绿色除害技术。让农作物与害虫处于相互隔离状

态，以此消除虫害问题。在设施的入口、出风口各个位

置，添加防虫网，用以阻隔害虫，防止害虫到达种植

区。设施农业经营期间，使用现有资源，搭设防虫网，

相比露地栽培更为便捷。建立“防虫网+绿色防治”

的工艺联合体系，全面杀虫。绿色防治措施有“白炽

灯”“害虫天敌”等。

6.绿色用药技术。应对突发病虫害问题，植保人员

可采取喷洒药剂的措施，高效消除虫害。绿色蔬菜等级

中，含有AA、A两个级别，AA级别的绿色蔬菜产品，

不可混有农药、激素等成分，可使用生物源农药、虫类

调节剂等物质，进行病虫害管理。A级别的绿色蔬菜产

品，允许使用少量的化学农药。为此，植保人员需参照

作物级别的具体要求，做出相应的绿色防治措施。药剂

喷洒时，可选择经典喷雾技术，利用喷雾器处理药液，

使植物枝叶更容易吸收药液，确保病虫害的防治效果，

尽可能地降低用药污染，便于后续种植活动有序进行。

（八）绿色植保引入的智能技术

1.卫星遥感。使用北斗卫星、无人机等智能设备，

全面获取农作物种植的各项数据，创建农作物耕种的植

保监管体系。卫星遥感技术，能够全面获取地面上农作

物有关信息，给出农作物物候特点的数据信息，植保

人员可参照气候特点、土壤营养、作物类型、作物长势

等信息，综合确定肥料、灌溉、加药的方案，合理制定

精细化栽培方案，联合智能生产设备，提高绿色植保质

量。比如，当地面监测发现含水量较少时，植保人员可

利用气象平台，获取未来一段时间的降水情况。如果

降水较少，可适当增加灌溉量。如果未来几天内有降

水，需适量灌溉，预备排水器具，保持田间水含量的适

宜性。

2.无人机。植保无人机具有较强的智能性，全面监

测农作物生长实情，借助无人机，全面监测农作物的病

虫害防控情况，精准喷药，减少农药使用量。以灌溉技

术为基础，进行精准施肥、监测灌溉效果，可节约人

力，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如表 1所示，是某农场

引入无人机技术，建立绿色植保体系后的病虫害情况。

表 1  某农场使用无人机后的绿色植保成效（单位：m2）

项目 作物 1 作物 2 作物 3 作物 4

植保前的病害面积 236 145 348 454

植保前的虫害面积 155 189 258 214

植保后的病害面积 23 26 12 35

植保后的虫害面积 12 10 14 25

由表 1对比发现：无人机用于绿色植保，可全面监

测农情，获取虫害与病害的信息，便于制定防护对策，

成效显著。建立绿色植保体系，借助无人机，动态监测

各区域作物的病害、虫害实况，及时排除潜在病虫害威

胁，制定有效的防治对策，有效控制农药用量，保持农

田环境的清洁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药表现出较高的危害性，对农耕区的

空气、水土均会形成一定污染，甚至会混入作物中，危

害人们健康。为此，有必要合理利用绿色植保工艺，加

强工艺开发，从空气、种植、设备、土壤、用药、智能

技术各方面，融合物理、生物等绿色措施，以逐步减少

农药带来的危害，切实发挥绿色植保的重要作用，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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