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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质量鉴别与科学施用》

内容概要

《农药质量鉴别与科学施用》内容简介：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农药——既有对人类有利的一面
，也有对人类不利的一面。长时期以来，人们单纯依靠大量施用农药防治有害生物，虽然收到了一定
效果，达到了消灭或控制害虫、病菌生存和发展的一定目的，但是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一是使有害生物的抗药性种群呈倍数增长，使一些农药的防治效果大大降低；二是化学农药在杀灭
有害生物的同时，也大量杀伤了非防治对象（特别是对有害生物发展起控制作用的天敌），破坏了生
态平衡，导致了有害生物的再度猖獗；三是污染了大气、水域和土壤等生态环境和农产品；四是一部
分农药潜在着致癌、致畸、致突变的可能，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五是不加节制地滥用农药，还影响
到养蜂业、养蚕业、渔业的安全和野生生物资源的存亡。总之，目前在农药的施用上，既有部分农民
同志存在麻痹大意、不够重视的问题，也有部分农民同志存在着缺乏科学知识，不了解农药性能以及
如何正确使用的方法问题。提高广大农民朋友认识和施用农药的水平，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农药质量鉴别与科学施用》以简明的文字，既通俗地介绍了农药的分类及如何对农药进行质量鉴别
，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如何科学施用和如何安全施用农药的具体方法，最后还介绍了部分农药新产品
的性能及其施用方法。
相信读者朋友认真阅读《农药质量鉴别与科学施用》后，将会使自己科学正确施用农药的水平提高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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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质量鉴别与科学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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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混配四注意 农药制剂的科学混用方法 农药的混合施用应注意哪些问题 农药化肥施用应掌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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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施用 农药怎样安全施用 夏季农药的安全施用 农药安全施用规定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农药安全施用
八注意 农药安全施用技术 农药的毒性及人畜中毒预防 什么是农药的安全间隔期 预防农药药害十项对
策 农药是如何污染食物而进入人体的 哪些农药容易在食物中残留 哪些人不宜参加喷施农药 高温谨防
农药中毒 常用农药中毒的急救方法 蔬菜虫眼多并非没农药 加热可以去掉蔬菜中的残留农药吗 家用喷
雾杀虫剂果真无毒吗 农药保管四要素 保管剩余农药“五注意” 农户如何保管好农药 农药火灾的扑灭
方法 部分新农药的性能及其施用方法 新型杀菌剂—龙克菌 防治灰霉病良药—施佳尔 无农药污染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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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质量鉴别与科学施用》

章节摘录

　　2.严格按照防治指标施药：由于农田生态系中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有害生物的数量变化总是保
持在一定范围内，总是在一定的水平线上波动，既不会无限制地增加，也不会无限制地减少下去。如
果使有害生物的数量保持在一个低密度的范围，既不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又有利于天敌的繁衍，使之
成为控制有害生物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对人类则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我们要严格按照各地制定的
防治指标施药，只有当有害生物的数量接近于经济受害水平时，才采取化学防治手段进行控制。要力
求做到能挑治的不普治；能兼治的不专治，以减少施药的面积和施药次数。这样，一方面可节省农药
，降低成本，减轻农药对环境和农产品的污染，同时，可扩大天敌的保护面，减少对天敌的杀伤作用
。 　　3.掌握施药适期：确定施药适期的目的就是要以少量的农药取得防治的最大经济效益。一般要
考虑三个方面。第一要深入了解防治对象的生物学特征、特性以及发生规律，寻求其最易遭到杀伤的
时期。一般害虫在幼龄期抗药力弱，有些害虫在早期有群集性，许多钻蛀性害虫和地下害虫要到一定
龄期才开始蛀孔和入土，及早用药，效果比较明显。对于病害一般要掌握在发病初期施药，因为一旦
病菌侵入植物体内，药剂较难发挥作用。对于杂草，要掌握在杂草对除草剂最敏感的时期施药，一般
在杂草苗期进行最为有利；有时为了避免伤害作物，也常在播种前或发芽前进行。第二要在作物最易
受害的危险期施药。第三要根据田间有害生物和有益生物的消长动态，避开天敌对农药的敏感期，选
择对天敌无影响或影响小，而对有害生物杀伤力大的时期施药。 　　4.采用适宜的剂量：在施药剂量
上，一定要改变过去追求防治效果高达99％以上从而使用药量偏高的习惯。选择恰当的剂量：一是药
液或药粉的适宜使用浓度，二是单位面积上适宜的使用量。一般说，浓度愈高，效果愈大，但超过有
效浓度，不仅造成浪费，而且还有可能造成药害；低于有效浓度，又达不到防治的目的，有毒物质的
微量使用甚至还对有害生物反而有刺激作用。单位面积上的用药量过多或不足，也会发生上述同样的
不利后果。因此，施药前一定要按规定确定浓度和用量。 　　5.轮换用药：对一种有害生物长期反复
使用一种农药，杀死具有感性基因的个体，保存下来具有抗性基因的个体，一代代的选择，便逐渐形
成有显著抗性的个体和种群。它们对这种农药的感受性处在极低的水平，防治效果大幅度下降。而且
还存在“交互抗药性”现象，即一种有害生物对某种药剂产生了抗药性，对另外未使用过的某些药剂
也产生抗药性。克服和延缓抗药性的有效办法之一，是轮换交替施用农药。一般来说，用作用机理不
同的2种以上的药剂，交替施用，可以推迟抗药性的发生。不过要注意这种有害生物的交互抗药性问
题，要选择没有交互抗药性的药剂交替使用，否则，达不到防止抗药性发生的目的。对某种药剂有抗
药性的有害生物品系，对另外一种药剂反而敏感性加大，这种现象称为“负交互抗药性”，如果在轮
换用药时，选用有负交互抗药性的农药，取代有害生物已产生抗药性的农药，就更加有效了。 　　6.
合理地混用农药：科学合理地混用农药有利于充分发挥现有农药制剂的作用。目前有两种混用方法，
一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农药原药混配加工，制成复配制剂，由农药企业实行商品化生产，投放市场
，防治人员不需要再行配制。二是现场混配使用。防治人员可根据有害作物防治的实际需要，把两种
或两种以上农药混合起来施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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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质量鉴别与科学施用》

编辑推荐

　　《农药质量鉴别与科学施用》以简明的文字，既通俗地介绍了农药的分类及如何对农药进行质量
鉴别，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如何科学施用和如何安全施用农药的具体方法，最后还介绍了部分农药新
产品的性能及其施用方法。相信读者朋友认真阅读《农药质量鉴别与科学施用》后，将会使自己科学
正确施用农药的水平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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