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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生产历史悠久，在我国发展过程中一直处
于产业的基础位置，是维持国家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小农经济逐渐解体，
逐渐向大生产方向发展，农作物的播种面积逐渐扩大且
病虫害的防治难度不断加大。为了防治作物病虫害、适
应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者开始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
使用农药和化肥，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给人们
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不良影响，还影响了农业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有效进行。目前，农药、化肥双减已经成为
我国农业生产的迫切需求，国家开始提倡绿色生产方
式。2015年2月17日，农业部下发《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
零增长行动方案》《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
案》，希望通过减少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减少环境
污染，并且尽可能地节约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农
药、化肥双减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进入了
一个全新时代。

1　我国农药、化肥的使用现状
1.1　农药、化肥使用量大但利用率极低

有资料统计，2012—2014年我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用到的农药年均使用量达到31.1万吨，比2009—2011年增
长9.2%[1]，且农药利用率不到35%。我国每667 m2农作物
平均化肥使用量达到21.9 kg，远超于世界化肥使用平均
水平（每667 m28 kg），为美国化肥使用量的2.6倍，欧
盟的2.5倍[2]。和农药一样，我国化肥利用率同样不高。
目前，我国有机肥资源7 000多万吨，但实际利用率不到
40%。这说明农业生产的生产成本很高，但农药、化肥
的浪费率也很高，不仅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益，并且残留
的农药、化肥会增加昆虫、病原物的抗药性以及农作物
的耐肥性，十分容易污染环境。

1.2　化学农药、化肥依旧占据农药界、化肥界的主
导，不易降解

由于化学农药、化肥的速效性较佳、效果较好、

不会受气温和天气的影响，而生物农药、植物源农药还
未全面普及，因此化学药剂依旧很受追捧。高毒农药化
肥大量残留且不易降解，特别是有机磷类农药、氮磷钾
肥，对环境污染十分严重。

1.3　农民对农药知识较为匮乏
研究表明，成都地区农民对与农药相关的基础知识

了解程度仅为40%，且往往在施药时并不会规范施药。
现阶段，几乎所有的农民购药时考虑的首要问题是防治
效果，其中能采用正确配置农药浓度的仅占45.2%。施药
后，更少的农民会采取较完善的防护措施，且大部分农民
会将农药包装随意丢弃。可见，农民的环保意识欠佳，施
药不规范，安全用药和自我防护意识均有待加强[3]。

2　农药、化肥滥用给人类带来的不利影响
2.1　导致产品品质下降

许多农药生产制造厂家为了提升自身竞争力，在化
学农药中添加大量不明物质。这些农药使用过后会导致
农产品本身的特点发生改变。比如，丙溴灭等药物在茶
园中使用后，导致茶叶出现了异常的变化，失去了其本
身的味道；在蔬菜上使用三锉酮、丙溴磷等药物后，蔬
菜出现了异味；利用丙溴磷防治水稻病虫害，米饭出现
了异常味道[4]。此外，施药过多还会产生药害。

2.2　导致农民生产成本增加，收入减少
由于许多农民进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时，多是根据

经验判断，存在用错药或者大量混用农药的情况。这样不
仅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还会出现上述提到的农产
品品质下降、农产品销售困难的情况，使农民收入减少。

2.3　导致病虫害抗药性增加，防治难度增大
长期连续使用单一药剂，会使环境中留下抗性种

群，此后增加农药剂量和浓度不仅不能杀灭病、虫，还
会导致它们的抗性更明显，防治难度逐渐加大。

2.4　导致环境污染
农药会污染生态环境，如不规范合理使用农药、在农

药生产加工过程中肆意排放废弃物、不深埋农药包装和被
污染的动植物尸体等。农药残留会导致土壤酸化、板结、
养分减少、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此外，农药中含有的重
金属如汞、铅、镉、砷，会在分解后再次进入土壤或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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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造成环境的二次污染，严重破坏生态系统。

2.5　影响食品安全，危害人类健康
现阶段，化学农药、化肥仍占据农药、化肥界的主

导地位，而几乎所有的农药、化肥试剂均含有化学致癌
物质，如二氯甲烷、氯乙烯等。农药、化肥利用率低，
大量试剂残留在蔬菜、粮食和水果上。人类长期饮用或
食用这些残留超标的食物和饮料，将会影响自身免疫系
统和造血系统，导致发生多种疾病，更甚者引发基因突
变。例如，报道的“毒韭菜”“毒鸡蛋”“毒豇豆”
等，都是典型的农药残留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例子。

2.6　影响生物多样性
农药残留在土壤中会杀死大量害虫，但同时也会伤

害益虫。特别是农药会使某些土壤微生物呼吸作用明显
减弱，以至于有益生物种类数量减少。对于大型动物，
即便是凶猛的野兽，也会因为农药的危害而使自身免疫
力、抵抗力下降，严重者则会遭受种群灭绝的灾难。此
外，农药化肥滥用导致的水体富营养化会造成大量水体
生物死亡。可见，农药的滥用与残留会使世界上的生物
种群逐渐减少，严重影响了生物多样性。

3　农药、化肥双减的具体实施措施
3.1　宣传“农药合理使用、保护生态环境”

大力向农民宣传滥用、乱用农药、化肥的危害，
使他们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积极引导他们科学施用农
药、化肥。适时请专业人员为农民进行专业知识培训，
掌握一定的相关基础性知识，并请专家帮助其进行病虫
害诊断，避免农药的过量重复使用和无效喷洒。

3.2　修建沼气池
湖北省恩施市白果乡观音塘的蔬菜基地在基地处修

建了3个沼气池，通过沼气渣与水的科学配对，用沼液喷
洒农作物，同时利用管道输入蔬菜基地，采用滴管式侵
入土壤，十分有效地降低了化肥、农药的使用，提高了
当地农产品的质量。

3.3　选用有效的农药喷施器械，尽可能提高农药利
用率

很多地区特别是我国贫困山区的农民种植作物时，
仍然在使用传统的小喷雾器进行打药，不仅费力耗工，
而且利用率低，浪费严重。选用合适的施药器械，可
减少农药化肥的浪费。选用施药器械时，应该综合考
虑防治对象、防治场所、作物种类和生长情况、农药
剂型以及防治方法等。小面积喷洒农药时，宜选择手
动喷雾器；较大面积喷洒农药，宜选用背负气力喷雾
机或风送弥雾机；大面积喷洒农药，宜选用喷杆喷雾
机。还应该根据病虫草鼠等有害生物防治的需要和施
药器械类型选择合适的喷头，且需要定期更换磨损的
喷头。采用先进植保机械防控技术，尽可能提高农药利

用率，减少农药残留。

3.4　推行绿色防控
推行绿色防控就是以农业生态系统为基础，进行农

业防治、开发利用新型肥料和进行生物防治，最终达到
减少农药、化肥使用的目的。新型肥料泛指应用常规肥
料再加工使之具有某些新功能和特性的肥料品种[5]。目
前，世界上发展较快的新型化肥有功能性肥料、控释肥
料、有机无机复合肥料、全水溶性肥料以及微生物肥料
等[6]。生物之间相生相克，生物防治正是利用这一点，主
要通过自然界中的有益生物来防治有害生物，即天敌防
治。害虫、病原物的天敌是在长期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形
成的，对人体没有伤害，对农产品品质没有影响，对生
态环境也没有破坏。

3.5　加强预测预报
在病虫害泛滥成灾前，需预防病虫害发生，即做好

预测预报工作，创建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发育的条件，减
少病虫害的发生，以达到减少农药、化肥使用的目的。

3.6　农药、化肥减量的单项技术
农作物农药、化肥减量的单项措施除了上述提到

的还有很多，如香根草生态工程技术、性信息素诱杀技
术、种子处理技术、环保型农药助剂减量增效技术、送
嫁药技术、抗病虫品种鉴定与利用技术等。

4　农药、化肥双减的发展趋势
为了有效践行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适应满

足国家提出的长效、高效、低耗、无污染的农业发展要
求，适应消费者提高化肥、农药利用率和土地综合效益
的要求，我国农业发展要顺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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