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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在病虫害种类的不断增加，导致对于农业

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农民在农药的用药技术方面欠

缺科学的方法，以至于在用药的时候出现药剂结构的不

合理情况发生，进而致使农药的用量出现不断增加的现

象，从而导致农药的残留、病虫害出现抗药性与耐药性

以及环境的污染等相关的问题，以此对农业生产的未来

长久发展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基于此，在现代化农

业的发展与农业生态化建设的进程当中，农业的绿色发

展也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以此将对绿色生态环境造成

巨大影响的农药使用进行进一步的管理与控制，要求农

药的使用者需要在科学的条件下使用农药，有效地降低

农药对绿色生态环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同时基于在农

业生产中农药所具备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也被更多的人

所关注。

一、农药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农药的使用时间非常长久，但是在前期的使用中对

其没有制定相关的管控制度或者理念要进行规范，导致

目前许多的农药使用对象在农药的使用方式方面以及农

药的使用理念方面存在许多的问题，进而致使在现阶段

的农业使用过程中出现很多的陋习被沿用至今，将其总

结与归纳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1. 农药品种搭配不当

在农民的生产过程中，有众多农民其自身不具备较

为专业的农药使用知识，因此在针对田地当中的病虫害

治理时，主要基于经验基础来随意地搭配与选用农药品

类，没有与病虫害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也没有对农

浅谈农药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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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进行认真仔细的观察，导致在病虫害的治理中，所

使农药的整体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 [1]。另外，还有一些

农药的使用对象在日常的工作中，为了能够以最快的速

度达到杀虫的目的，进而在农药的选择与使用上会选择

一些具有高量毒素、且残留量较大的农药，以此在农作

物的生长中造成药物的残留，进而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以

及生态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

2. 用药量过大

在农药的实际使用中，农药的使用对象还会出现一

个经常会发生的问题，那就是农药用量的随意加大，这

种用量对于农药的实际使用效果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

响。这一现象的出现，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农药使用

对象缺乏专业的知识，在实际用药中仅凭目测的方式来

估算出农药的用量，也或者为了能够达到效果，不论是

哪种原因都会对农药的使用效果造成不良的影响 [2]。

3. 用药时间不准确

在农药的使用时间方面，其所使用时间的早晚也会

对其最终的效果产生影响，如果农药的使用时间出现过

早或者太晚，均可能会造成在病虫害的治理方面出现降

低效果的结果发生。因此，在农药的使用时间方面，农

药的使用对象要与病虫害的生长规律以及农药的形成效

果进行有机的结合，但是普通的农药使用对象在日常的

农药使用中不具备一些较为专业的知识，进而导致其在

农药的使用时间控制方面出现一些问题。

4. 用药不合理混用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如果长久性地使用同一种药物，

会对病虫害的抗药性进行进一步的提升，直接导致病虫

害的防治效果产生大幅的下降。如果农药的使用效果不

能向着预期的效果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人员会在此过

程中盲目地加大农药的实际使用量，进而出现恶性循环

的问题发生，以此对生产作业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不

良影响 [3]。另外，在农作物的实际生长过程中，一般情

况下都会伴随着非常多的病虫害问题的发生，为了能够

全面地开展病虫害的预防与治理工作，非常多的农药使

用对象会擅自混合使用农药，尤其与自身缺乏相应的专

业农药搭配知识，很可能在农药的混合过程中产生农药

抗拒的问题发生，更甚者引发更为严重的情况出现。

5. 农药市场混乱

目前，我国的农药市场依然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阶

段，在农药的管理工作方面还不够规范化与标准化，通

过多数的生产企业均是一些小规模的企业，因此在农药

质量保障方面不够理想。农业的资源经销人员非常多，

但是其规模也较小，同时还未形成更为健全完善的农药

品牌，其品种较为杂乱 [4]。另外，对于农药的一些销售

人员其自身的综合素质不够理想，在日常的销售中，为

了能够达到其自身的经济效益，会对一些劣质或者是假

冒的农药产品进行出售，但是对于所出现的理赔问题，

还不能对其展开及时有效地解决。

二、农药安全科学使用要点

1. 对症用药

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其对药物的敏感性有一定的

差异，进而在农药的使用效果上也会有所不同。如果在

农药使用之前没有进行及时有效地检测，有可能会直接

导致农田中的农作物的病虫害问题出现加剧或者由此引

发其他的相关病害问题出现。基于此，在实际的农药使

用过程中，首先要对农作物病虫害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分

析，科学合理地选择出农药。另外，还要在防治农作物病

虫害的治理期间，出现错诊或者错用药物的情况出现，为

农药使用的科学性与安全性奠定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2. 选择最佳用药时间

在根据农作物病虫害问题选择好所使用的农药类型

之后，还要依据病虫害及农作物的实际生长情况，选择

出最佳的农药使用时间。在农药的使用过程中，要按照

农药说明中所标注出来的浓度和其具体的配比进行严格

的药液配制，同时在对农药进行混搭的时候，要充分地

将不同药品之间所产生的抗拒情况进行充分的考虑，防

止出现对农药的使用效果产生影响的情况发生 [5]。

3. 确定最佳使用剂量

在农药的最终使用效果方面，农药的实际使用量对

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进而在农药的使用量方面必须要

与实际的病虫害情况相结合。准确地来讲，主要是在农

药的使用量方面要与标准的农药说明相结合的基础上来

确定最终的用量，不能超出标准要求，也不能低于标准。

以此在有效保障预防其对生态环境和人类身体的健康所

产生的不良影响，要全面保障农药的最终使用效果。

4. 选用科学的施药方法

在农作物的实际生长期间，能够使用的农药种类非

常多，在使用方式方面也会出现一些差异，因此需要与

农作物的实情结合的基础上来选择出最佳的施药方式，

进而将农药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6]。

在农药施药方式的确定前，要与农作物病虫害所具备的

特性与危害、农作物中杂草的种类及地下害虫等多方面

的因素进行有机结合。在此之中，在治理土传病菌和地

下害虫的时候，能够通过开沟撒药的方式来开展病虫害

的治理，或者使用药剂来对出现病虫害的土壤进行处理。

但是对于农作物上所产生的病虫害问题，要利用喷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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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或者喷粉的方式来进行消杀。另外，对于具有种传

性的病害问题的治理，可以将农作物的种子在药剂中进

行浸泡，以此来进行治疗与防御，也可以将种子与药剂

进行相互搅拌均匀的方法进行治理。在此过程中，对于

颗粒剂的农药其主要是在农药的要求之下所制作出来的

一种农药，其具备非常良好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还能

够有效防止人畜出现中毒的情况发生，但是在使用过程

中还要注意不能使用喷雾的方式进行施药。

5. 交替轮换用药

在农作物生长期间如果长期使用同一种药物来开展

病虫害的治理，会对病虫形成一定的抗药性，进而对药

物的使用效果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如果在其中盲目地增

大农药的实际使用量，则会直接导致农作物产生更大的

农药残留情况，以此对人类身体健康以及生态环境产生

严重的影响 [7]。基于此在农药的使用过程中，农民可以

通过交替药物使用的形式，来进一步充分保障将农药的

作用最大化地发挥出来，有效延长病虫害出现抗药性的

时间，进而达到最佳的病虫害防治效果。

6. 加强农药残留监管意识

在农产品的表层残留农药的情况下会对人类身体健

康造成严重的影响，同时也对国内的农业发展会造成一

定程度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农业出口的大国，如果在农

产品上出现农药残留现象严重，则无法通过出口的各项

检查，进而会对农产品的出口发展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基于此，在农产品实际生产期间，要及时地建立出更为

健全完善的农药残留检测机制，并在检测过程中及时引

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全面提升检测人员自身的专业技能，

以此对于农药的残留物情况进行严格的把控。

7. 加强市场管理

在农药的相关管理部门中，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管

制度，以此进一步加大对农药市场的治理 [8]。同时还要

有效净化农药的生产销售市场，对于农药中的假冒伪劣

产品和相关的标签不合格产品进行严厉的打击，为农药

使用的科学性与安全性提供强大的保障。另外，针对农

药市场当中的一些违法行为要实施严格的打击，全面提

升从业人员自身的法律意识，对于违法生产经营的一些

行为要严格禁止，将一些违法农药的经营与使用进行全

面的规避，为农药的安全性与科学使用提供一个健康良

好的市场环境。

8. 科学混合农药搭配

科学地混合农药的搭配，首先就是要对混合农药之

间的优势互补以及药效提升问题进行确定；其次就是要

全面防止农药之间所产生的抗拒问题；再次就是所混配

的农药剂种类不能够超出三种以上；最后就是要在混合

搭配的时候，要做到现配现用。

三、结束语

总之，当前世界农药行业环保标准更为严格，这对

我国农药应用的要求也越高。在日常生活当中，农产品

的质量安全能够间接或者直接对人们的生命安全以及社

会的和谐产生影响，这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问题，更

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现代化农业的不断发展中，

对于农药的管控进行进一步的强化，能够有效地促进农

产品种植技术的后期发展，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总之，在农业的使用中受到传统形

式的影响，目前没有行政更为科学与安全的农药使用体

系，因此在后期的发展中要进一步有效提升农药的使用

意识，全面保障在科学化的使用基础上实现最佳的农药

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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