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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我国的粮食取得了连年丰收。纵观近年来多次的大丰收，农药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因
此，农药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资料。但不可否认的是，因其具有毒性，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类新型的农药，这类型的农药具有高效、低风险的特点。为此，我们整理了农
药的发展历程及发展方向，希望对低风险农药的健康发展有所帮助。

肥料是决定蔬菜产量和品质的主要因素之
一。当前市场上，肥料品牌众多，质量参差不齐，
不少菜农挑花了眼。有时高价买来的肥料，增产
效果却一般。自认为经验丰富的菜农，也常常在
选肥用肥上栽跟头。成本投入增加，蔬菜的产量
和品质却没有提上去，让很多菜农直呼“伤不
起”。为了让菜农使用到优质的肥料，湖北三宁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勇担重任，其推出的金钛能
系列产品，配方更合理、更科学，敢与进口肥料
比肥效，让广大用户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柳山镇种植杭椒的很
多，当地的杭椒一般在9月上中旬定植，一直
持续到到翌年5月份或6月份。受去冬今春连
阴天的影响，这茬杭椒普遍出现坐果不良、植
株徒长、黄叶早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杭椒的
产量和品质。虽然这茬杭椒面临众多的生长障
碍，但是依然有不少菜农管理的杭椒长势健
壮，果实挂满枝头，通过交流得知，这得益于三
宁金钛能大量元素水溶肥的使用。

用了金钛能 杭椒一次摘6000斤
走进柳山镇庙山村张建顺师傅的杭椒棚，

只见一个个杭椒挂满枝头，植株茎秆粗壮，叶
片浓绿，完全看不出这棚杭椒已经采摘了6个
多月。张师傅对这棚杭椒的长势非常满意：“我
家的杭椒采摘这么长时间了，现在的长势并不
比别人在元旦后定植的差。我分析，杭椒长势
好、坐果多、不早衰，完全得益于金钛能大量元
素水溶肥的使用。”

张师傅介绍，去年他开始接触金钛能这款
水溶肥，第一茬果膨果时开始冲施，出于对三
宁公司的信任，2亩地的棚全部改用金钛能。

“你看，杭椒的个头多大，色泽也亮，膨果也快，
产量比往年高出一大截。即使遇到连阴天气，
开花坐果能力也没有受到影响。现在已经采摘
3 茬果了，平均算下来，这个棚一次能采摘
6000斤左右，产量非常高。第4茬果马上要采
摘了，你看植株上挂的这些果，一幅根本摘不
完的样子。”虽然是第一年使用金钛能水溶肥，
但是张师傅已经认可了该产品的肥效，“增产
效果好，以后选水溶肥就认准金钛能。”

对比见肥效 金钛能完胜
柳山镇洋河村的王波种了两个棚的杭椒，

为了筛选出让自己满意的好肥料，他决定在两
个棚中进行肥效对比试验，并从第一茬果膨果
开始冲施不同的水溶肥，以后水水带肥。“一个
棚冲施金钛能水溶肥，另一个棚冲施另一款水
溶肥做对比。”王师傅称，冲完第一次肥后不
久，就看出了明显的差异，“冲施金钛能的杭椒
叶片更厚、更浓绿，茎秆也更粗壮，花芽分化
好，果也特别多。”

除了植株长势上的差异，果实上的差异也
很明显。为了更直观地进行对比，王师傅特意
从对比棚室摘了几个杭椒与使用金钛能的杭
椒进行对比，“看看这果实，使用金钛能的杭椒
果实更顺直，色泽更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单
果重量大。”

王师傅称，相较于对比棚室，金钛能的用
量更少，总体投入少，杭椒反而多卖钱。“现在
两个棚对比，使用金钛能的杭椒无论长势还是
产量明显好于另一个棚。自己对比出来的肥料
用着放心，下一茬两个棚一定都使用金钛能水
溶肥。”王师傅说。

金钛能水溶肥在杭椒上的使用效果如何，
柳山镇经销商秦洪文很有发言权。“我对金钛
能的使用效果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从成本投
入到效果呈现，都不输很多进口肥料，这款肥
料也得到了广大用户的高度认可。”

本报记者 吴荣美

农药从低效高毒向高效低风险迈进
用上三宁金钛能
杭椒长得真不错

低效高毒农药
在中国的古代，先人们就有了

使用农药的记录。据史料记载在公
元前九世纪我国就已经有了使用雄
黄、砒霜防治病虫害的记载，直到上
世纪40年代，在杀虫剂市场中，砷
制剂还占有重要的地位。上述的雄
黄、砒霜、砷制剂是典型的低效高毒
农药，对环境的影响较大。

高效高毒农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世界各国均认识到在农业生产当中
农药的重要性，当然低效高毒农药
的危害也逐渐引起大家的重视。因
此农药的研发向高效发展。瑞士的
科学家研制出敌敌畏（DDT），具有
较强的杀虫作用，为此获得了1948
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可以说敌敌畏
的研制成功是现代化工的里程碑。
在这个阶段，有机化学的研究也逐
步深入，并且在农药合成领域取得
深入的进展，1947年对硫磷研制成
功，至此农药的研制进入了有机农
药的时代。

在解放以前，我国的农药工业
饱受战乱的影响，可以说一片空白。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业待兴，在
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逐步建立了
自己的农药工业。其标志是有机氯
农药的投产。后来在广大科研人员
的帮助下，上世纪50年代末在天津
农药厂开始生产有机磷农药。这标
志着我国农药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时代。当时我国的生产力较低，可

以生产的农药主要有有机氯、有机
磷、氨基甲酸酯、甲胺磷等高毒农
药。上述的几类农药具有杀虫范围
较广、见效快、成本低、毒性强等特
点，在使用的过程中，农户时常发生
农药中毒事件，因此世界各国均采
取措施限制此类农药的发展。

高效低毒农药
就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当我

们还沉浸在可以自主生产一些农药
产品时，国外的科学家已开始进行
高效低毒农药的探索。1954年日本
住友化学公司的技术人员首次人工
合成拟除虫菊酯烯丙菊酯，该农药
对害虫的防治效果非常高。成为新
一代的高效低毒农药。这也标志着
人们开始仿制天然杀虫剂。

所谓的低毒是指该类型农药对
人畜毒性较低，即使误食也不会造成
重大的伤害。随着人们对生活要求的
逐步提高，对农药的研发提出了新的
要求。前述的菊酯类农药是一类较为
理想的高效低毒农药。因此直到今天
仍然在农化市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之地。但在实际的生产中，科学家很
快发现拟除虫菊酯类农药虽然毒性
较低，但如使用不当的话，将很容易
产生抗药性；且此类农药杀螨虫的效
果较差，而对蜜蜂等益虫的毒性较
高。加上此类原料不容易溶于水，在
使用前只能加工成乳油。因此对环境
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与国外的贸易往来日趋频繁。由于
我国农产品具有价格低廉的优势，
因此对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国内农产
品市场冲击较大，因此这些国家均
通过农产品农药残留的绿色技术壁
垒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加以限制。
另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内消
费者对于农产品的要求也逐步提
高，在此状况下我国农药企业审时
度势，全面停产了高毒高残留农药，
农化市场又进行了一次提档升级。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农药市场的要
求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高效、低
毒、低残留”。如除虫脲、灭幼脲等，
该类产品已经成为当前农药市场不
可小觑的重要品种。

高效低风险农药
近年来在“高效低毒低残留”研

发的基础上，高效低风险农药应运
而生，其代表产品主要是高效的除
草剂类产品，如磺酰脲类除草剂与
植物生长调节剂。此类农药在使用
的过程中对使用的计量要求十分严
格。如果用量少的话，无法起到杀灭
病虫害的作用，如使用量较高，将对
农产品的质量如营养、风味品质造
成负面的影响，因此低毒、低残留未
必真安全，仅是安全用药的必要条
件。在使用的过程中，农药产品不仅
要求高效、低毒、低残留，同样应保
证低药害。此外，还需保证对环境的
安全，对农业害虫天敌的安全。如当
前鱼尼丁受体抑制剂就具有广谱、
高效、低毒和低风险的特点。

近年来在世界各国的影响下，
我国的农药市场发展也取得了令人
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我国新修订了
《农药管理条例》，提高了农药登记
门槛，对已登记产品将开展风险评
估与检测。新登记的农药产品也包
含了许多低风险农药。

过去我国农业生产以高产为唯
一的目的，造成化学农药的滥用，近
年来我国农业已从传统的农业向高

效优质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转
变，低风险农药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
的历史机遇和技术挑战。以目前我国
生物农药的发展而言，国内的生物农
药生产企业也在不断增加。新型生物
农药的市场潜力十分巨大，在发展的
过程中还可能形成一些新的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集群。除扩大市场影响之
外，也增强了我国生物农药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为我国现代农业生产和环

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
在市场发展的同时，低风险农

药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如假冒伪劣
产品的负面影响及农户对低风险农
药的认识水平均有待进一步的提
高。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户的认知
水平提高，人们对环保意识的加强
以及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逐步提
高，市场风险将被逐步化解。

来源：农药市场信息新媒界

本世纪初，美国颁布了农药登
记改进行动法案，建立了低风险农
药及有毒有害农药替代产品登记的
管理系统。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公
告，农药企业生产低风险农药前应
向低风险委员会提交有关资料。包
含该农药产品的化学摘要，对人类
健康影响报告，环境影响报告，其他
危害，病虫害抗性报告，与已注册替
代产品的比较等。美国加快推进低
风险农药的生产、销售与使用，并加
速了该类型农药的审查，但一直以
来均进行严格的监管。据统计，美国
低风险农药有效成分已达86个，可
以进行生产的产品类型有250种。
登记的农药使用范围基本涵盖了全
部的农作物。另外，美国已有近400

个生物农药获批准使用。
日本农化市场发展也非常完

善。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在
日本国内农药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的风险在近 20年的时间内大幅下
降，约90%。农林水产省的官员认为
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归功
于日本农药企业对低风险农药产品
的研发及农户的大力支持。日本科
学家对日本河流设置的300多个监
测点监测到67种水稻使用的农药，
从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每5-
6年调查一次，并计算受农药影响的
物种的数量，结果发现在20多年当
中，使用的杀虫剂、除草剂等农药产
品生态风险均大大下降。其原因是
农药企业研发的低风险农药使用后

对环境影响较小，而高毒农药使用
量大大下降。

荷兰农业生产在世界范围之内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荷兰的官员
提出了一项行动计划，拟在欧盟范
围内加快低风险农药的登记，其目
的是加快执行可持续性的植物保
护。荷兰科学家认为欧盟应倡导一
套推广低风险农药的措施以替代目
前实施的植保方案。该提案中建立
成立一个由欧盟各成员国组成的专
家小组加速低风险农药的推广实施
计划，包含低风险农药有效成分研
发及农药产品登记审批的加速计
划，低风险农药有效成分认定的标
准，IPM促进研究，在欧盟范围内广
泛地进行宣传。

农药的发展历程

国外高效低风险农药的开发

对我国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