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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剂是传统的农药剂型，近年来，随着功能材
料、缓释技术以及加工工艺的不断更新迭代，土壤生
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土传病害的频发，地下害虫的猖
獗，颗粒剂的优势得到进一步的展现，得到市场和种
植户的追捧，发展势头强劲，焕发出新的生机。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环保科学的发
展，为避免农药粉剂撒布时微粒漂移对环境和作物的
污染，农药颗粒剂在全世界得到普遍的推广应用。

颗粒剂是具有一定粒径范围、可自由流动、含有
效成分的粒状制剂，由农药原药和载体经过一定的加
工工艺制备而成。一般可分为可溶性颗粒剂、悬浮型
颗粒剂和泡腾性颗粒剂，若粒径在 105-500微米范
围内，又称为细粒剂。其主要特点是可以直接溶解，
也可以直接填埋于土壤中，方便放于植物的喇叭口
（即叶心）中，主要用于防治种传、土传以及苗期的
病虫害。

21 世纪以来，随着功能材料、缓释技术以及加
工工艺与装备的不断发展，颗粒剂剂型设计理念的不
断丰富，再加上农户对专业化防治服务等新需求的增
长，极大地推动了基于防治场景的省力化、精简化、
功能型颗粒剂不断涌现。因此，除了以制剂低毒化为
加工目的的常规颗粒剂外，以控制释放为目标和结合
农艺模式的省力化的药肥缓释颗粒剂产品迅速增加。
例如，农药缓释颗粒剂施用于玉米喇叭口处，可以有
效提高农药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率，减少农药使用
次数，降低农药使用量，降低对非靶标生物的负面影
响，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具有很好的生态环境效益。

通过将农药分子与聚合物材料以物理或化学方式
结合，制备具有缓释功能的颗粒剂是目前提高农药利
用率的重要途径之一。缓释颗粒剂可以使活性成分以
缓慢或可控速率释放到环境中，因此持效期更长，在
生产上可以避免频繁重复施药，是经济安全省力的施
药方式。

据了解，与常规喷雾制剂相比，缓释颗粒剂不用
稀释直接施用，可以结合农艺操作，实现“药种同
播”等机械自动化作业。尤其是对于可根部吸收并向
顶传输的内吸性农药，加工成缓释颗粒剂根部使用，
可以避免传统制剂对水茎叶喷施带来的雾滴飘移脱靶
损失问题，从而可降低环境风险。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农药颗粒剂发展愈发受到
行业、企业的关注，登记应用不断加快。农业农村部
农药检定所数据显示，2014—2018年，登记农药产
品中颗粒剂所占百分比逐年增加，2018年登记农药
产品共计4513个，其中195个颗粒剂，颗粒剂占比
为4.32%。

据中国农药信息网统计，农药登记颗粒剂产品已
占全部制剂产品的 2.1%，位列第10位。截至2024
年1月23日，颗粒剂登记产品共计1097个。农业农
村部农药检定所公示，2023年共登记农药制剂产品
1163个，剂型中颗粒剂以60个产品排名第六。

据河南一药肥企业负责人介绍，颗粒剂之所以
能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剂型，是因它与其他剂型相
比，有许多明显的优势。总的来看有三大突出优
势，即剂型优势、应用优势和政策优势。还有就是
近几年土壤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土传病害发生频
繁，地下害虫猖獗，颗粒剂对于防治地下病虫害优
势突出。

具体分解来看，优势体现在7个方面：1.施药时
具有方向性，使撒布药剂能充分到达靶标生物而对天
敌等有益生物安全；2.药粒不附着于植物的茎叶上，
避免直接接触产生药害；3.施药时无粉尘飞扬，不污
染环境；4.施药过程中可减少操作人员身体附着或吸
入药量，避免中毒事故；5.使高毒农药低毒化，避免
人畜中毒；6.可控制粒剂中有效成分的释放速度，延
长持效期；7.使用方便，效率高。

农药颗粒剂产品
迎来从严管控

继 2022 年 8 月农业农村部农药管理司公布关于
农药颗粒剂登记的管理措施之后，2023 年 12 月 26
日，农业农村部农药管理司发布《农业农村部关于
征求农药颗粒剂产品管理措施意见的函》（以下简
称“《征求意见函》”。《征求意见函》对颗粒剂未
来登记做出了细化的指导意见，尽显国家对农药颗
粒剂产品从严管控的政策方向与信号，因此一经发
布迅速在行业里引起激烈的讨论和反响。

虽然农药颗粒剂使用广泛，优势突
出，但部分颗粒剂产品还是普遍存在施药
方式粗放，防治靶标不精准，施药剂量较
大的情况，显然不符合农药减量增效的要
求，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所以，加强农
药颗粒剂产品登记使用风险管控也是大势
所趋。

其实，在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农
药管理司就公布了关于农药颗粒剂登记的
管理措施，建议除防治土传病害或地下害
虫外，原则上不批准通过土壤施药方式防
治地上病虫害的颗粒剂产品。尤其是对跨
界产品又以颗粒剂剂型为主的药肥来说，
管理政策的变化，对于药肥产业的发展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加上农业农村部明
确药肥按照农药产品来管理，这也为一些
原本地下使用，防控地上靶标的产品登记
提出新的挑战。

因此，此次《征求意见函》的发布在
药肥行业内也引起不小的震动，各方主体
反应不一。

“对药肥行业影响很大，具体还要看
政策落地情况，执法严影响势必会立竿见
影，反之就是对现阶段影响有限。”

“对药肥行业基本没什么影响，应继续
科学管理，科学评价，加大对技术人才的
储备和生产工艺的革新，练好内功。”

“对药肥影响不大，就是地下作物颗
粒剂防治不能用于地上害虫防治登记，就
相当于氯虫·噻虫胺不能登记水稻二化
螟，氯虫·杀虫单颗粒剂不能登记防治水
稻稻纵卷叶螟，只能登记地下害虫，我们
有一个氯虫颗粒剂从水稻换成甘蔗了。”

“短期对部分药肥企业和产品、部分
市场和靶标作物有影响，但这是对原来管
理宽松、标准不统一、意见不明确的校
正。如果药肥野蛮发展，最终会导致药肥
退出市场的可能性，如果规范化，科学发
展，反而会让药肥在特殊作物、特殊靶
标、特殊场景下发挥作用，让药肥处在应
有的市场地位。”

“现在做药肥的厂家太多了，竞争非
常激烈，不少企业都存在夸大宣传的情
况，而地下施药防治地上害虫的用药量相
对是比常规叶面喷施多一些，是不符合国
家双减政策的。另外，药肥比较适合粗放
管理的作物，比如甘蔗，如果能实现全程
机械化、精细化的管理，用常规的施肥，
打药相对来说性价比更好，对环境也更友
好。还有就是抗性的问题，和前几年相
比，现在药肥的用药量成倍增高，但效果
还没有原来的明显。”

从以上各主体的言语中不难看出，他
们认为此次《征求意见函》的发布长远来
看对药肥行业还是会产生不小的影响，也
很支持对药肥市场监督和政策严管的。这
也对正迈上快车道发展的药肥产业敲响政
策的新警钟：在从严管控的趋势之下，药
肥企业要秉持长期主义，回归经营原点，
加强自律，抛弃投机取巧的想法，持续加
大研发，加大产品试验示范，加强技术服
务，精准解决作物痛点，注重效果反馈，
为农户创造价值，打造出自己的强势品
牌，以此带动整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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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药肥的热度居高不下，以控制释放为目
标和结合农艺模式的省力化药肥缓释颗粒剂产品也
在迅速增加。

药肥防控的对象主要包括杂草、病害、害虫及
有害动物，特别适合用于防治地下害虫兼治地上虫
害，也适用于土传病害处理，还特别适合于灌溉用
水能形成漫灌条件下的封闭除草，特别适合于需要
保护天敌，避免叶面喷雾不当产生药害的问题。而
杀虫药肥是目前国内开发最成熟的药肥品类之一，
在南方的水稻、甘蔗，北方的小麦、花生等作物上
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从登记情况来看，以颗粒剂
为例，氯虫苯甲酰胺、噻虫胺、杀虫单、吡虫啉、
二嗪磷、阿维菌素、噻唑膦等是杀虫药肥登记的主
要成分。其中专利到期的氯虫苯甲酰胺也是这两年
药肥市场最受专注的焦点。

因为作为双酰胺类杀虫剂最杰出的产品，防治
大多数咀嚼式口器害虫，尤其对鳞翅目害虫防效突
出，对部分双翅目、鞘翅目、等翅目害虫防效较
好，也用于叶面处理、种子处理、土壤处理，所
以，近两年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登记也在持续增加。

中国农药信息网显示，截至 2024 年 1月 23
日，氯虫苯甲酰胺颗粒剂登记产品共计47个，其
中，登记的药肥颗粒剂超20个，主要用于水稻、甘
蔗、小麦、花生等作物的二化螟、蔗螟、金针虫、
蛴螬的防治。

中国的作物种植面积19亿亩，可应用药肥的潜
在面积8.8亿亩，市场容量超100亿元，随着氯虫苯
甲酰胺颗粒剂登记的增加，药肥的增长潜力也将得
到进一步的释放。

颗粒剂农药发展势头强劲

药肥增长潜力巨大

从严管控是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