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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评述

  第3届农药与环境安全国际学术研讨会

日期：2009-3-16 10:01:00 稿件来源：何雄奎 相关会议： 

相关学科：环境科学技术

  第3届农药与环境安全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7届植物化学保护和全球法规一体化国际研讨会( Proceed

ings of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0nPesticide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 7th Interaationa

lWorkshop 0n Crop Protection Chenfistry andRegulatory Harmonization)于2007年10月9~13日在北

京隆重召开。 

  本次大会由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北京农药学会(BSP)、中国农业大学(CAU)共同主

办。研讨内容涉及了农药法规、农药研发、农药质量、环境安全、农药管理及农药使用技术等多个领

域． 是迄今为止在亚洲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农药学国际会议。大会期间共有来自世界68个国家和地区的58

0多名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的开幕式及专题研讨。本次会议的开幕式由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

施药技术研究中心何雄奎教授主持。农业部原部长何康教授，北京农药学会会长、中国农业大学常务副

校长江树人教授，IUPAC农药组主席Kemleth D．Racke博士， 南开大学李正名院士以及来自联合国粮农

组织(FAO)、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卫生组织(WHO)、北京市科协、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农药工业协会等机构的众多知名专家及政府官员、国际知名农药化学企业代表出席了开幕式并纷纷致

辞。 

  江树人教授代表大会组委会，特别向农业部原部长、1993年“ 世界粮食奖” 获得者何康教授出任

本次大会名誉主席表示了感谢，并指出本次大会在推进世界农药学界学术交流及促进国内外同行间的友

谊和合作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何康在致辞中提到， 农药在促进农业生产、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农药生产及使用中所带来的食品安全及环境安全等同题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

泛关注， 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药生产及使用的安全问题， 并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有关农药生产、使

用、质量，农产品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的法规和制度，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

合会(IUPAC)农药组主席Kenneth D，Raeke博士则重点介绍了IUPAC的组织形式及其工作性质。大会安排

了多个学术报告分会场，围绕着“农药与环境安全” 及“ 植物化学保护和全球法规一体化” 中的发展

趋势、前沿理论和实际应用问题展开探讨，从6个专题：“农药管理的全球展望”、“食品农药残留及国

际贸易标准”、“农药毒理与环境安全评估”、“农药质量、生产及规范”、“新农药创制与合成技

术”、“制剂、施药技术与规范”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和交流。在“农药管理政策、管理方法、管理手

段、农药登记政策、人员培训、农药登记一体化、转基因作物安全、食品农药残留检测方法、检测标

准、立法、贸易标准、农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农药安全评估、农药质量控制、生产要求、规范的意

义和作用、成分分析、新型农药创制和合成手段、分析方法、精准施药技术、种衣剂合成技术、施药机

械与技术调查” 等多个方面， 各个专家从不同方面和深度给予了最新的报告， 并组织与会人员与专家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大会报告情况如下：Dr． Mexandex Klausener是德国BAYER公司作物科学研

究总监、BSC SA研究总监、BSC杀菌剂研究总监，其报告题目是“Innovation in Agrochengstry-A Ke

y to Answer Future Crop ProductionChallenges” ， 分析了粮食生产中常见的几类问题，指出了各

种造成粮食产量和质量下降的原因， 指出农业化学的创新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和农业化学革命的必要

性。巴斯夫公司农化部研究与配制开发主管Dr．Peter Eckes在报告“Oppommides and Challengesin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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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gricultural Industry”中指出，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导致了世界粮食需求的急剧增加和能量的匮

乏， 认为在农监生产中采取新的生产和防治方法是迎接人类社会问题挑战的有效措施。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正名教授是南开大学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资源代表， 在

其题为“AStudy on theSAS and Mode of Action of Novel Sulfonylureas”的报告中剐介绍了燕酰脲

类除草剂的优点， 并比较了几种除草剂的田间药效， 从结构与药效的关系为大家讲解了黄酰脲类除草

剂作用模型。OECD组织的代表Dr．Richard sigman的报告题目是“OECD's Global Approach to the Reg

ulationof Pestlcitles”，在报告中对该组咎{现行的农药管理法规、政策及其前景进行了介绍。中国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王运浩所长则从我国农药企业、产品、生产、进出口等方面全面分析了我国农药的管

理现状， 以及今后农药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世界各国的同行了解到我国政府对农药安全使甩和农药工业

产监的关注以及不断加强政府管理、建立健全农药管理榴关法规的决心， 其报告题目是“Chins Pestic

ide ReguIation and Its FutureDevelopment”。 

  来自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代表Lois A．Rossi博士以严谨的理论、翔实的数据结合近几十年来的政府经

验总体分析了垒球农药管理趋势， 报告题目是“Harmonization and Benefits A Clobal Approachto t

he Regulation of Agricultural Pesticides”，报告中指出： “ 目前国际社会一起努力促进农药管

理协调统— 要以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为目标， 保证社会能从农药及相关活动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加

拿大奎尔夹夫学的Gerry Strphenson博士和北京颖新泰康科授有限公司的李生学博士作本次大会的最后

两个主题报告： “Pestivides and WorldFood Production for 2050 and Beyond”和“TrendyChang

e of Chinese Agzvehe-mlcal Export”。报告围绕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农药发展趋势及我国在当前形势下

的农化产品出口策略及趋势展开。分会报告情况如下：中国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处长Dr．Liu Shaoren报告

题为“Curzent Pesdoide Registration Managementand Pmspects in Chlna” 。介绍了中国农药行业

的基本情况， 对中国农药管理的法律体系、登记要求、审查审批程序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进行了讲

述， 同时强调了农药管理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当前拟开展合作的主要领域。现任陶氏化学公司秘书D

r．Dong Jing报告题为 “ Managing Pesticide Residue Issues inInterrmtional Trade of Food Pro

ducts from anIndustrial Food Chain Perspective”。主要讲述了全球食品贸易主要的瓶颈之一： 食

品农药残留量超标问题， 分别介绍了最高农药残留量和在国际贸易中为了减少经济摩擦和财产损失就食

品农蓍溅留方面应采取的措施。美国西弗吉尼亚卅亨廷顿市亨廷顿生命科学院教授Dr．John Robinson报

告题为“Comparison DfPredicted and Experimental Values for the Durationof the Exposure in F

ish Bioconcentration Studied”.主要介绍了在鱼类生物浓度方面的研究和试验。美国昆士兰卅基础工

业 ＆ 渔业部生物安全方面的专家Prof．Denis Hamilton 曾出席2002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主办的关于农药规格等方面国际会议， 其报告题为“ A JMPSPerspective on Evaluating Data t

o Support PesticideSpecifications”。详细介绍了农药的许多方面，包括物理特性、化学性质、分析

方法、配方和检测、贮存条件等并分别加以举例说明。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Dr．Stephen S．Tobe报告题为“ Regulstion of Juvmfile HormoneProduct

ion：the Roles of Peptides and Effects ofPeptide Analogs am Juvenile Hormone Analogs”。主

要介绍了抑制保幼激素的生产和刺激不同生长阶段的生长是控制虫害的两个主要发展方向。中国农业大

学教授He Xiongkui予1996年至2000年在联邦德国霍恩海姆大学学习工作并获得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檀

保学会药械与施药技术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檀保机械专业委员会委员、农业

部种植业专家组专家，其报此外，SITIS2007在12月16日下午为与会者安-排了两个专题讨论。题目分另

Ⅱ为：“Human-centrlcInformation Seeking and Sharing：an InterdiseiFlinaryand Integrated Ap

proach”和“Level SetBased Deformable Models for Image Segmentation”。专题讨论会的主持人分

别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Qun Jin教授和英国Bristol大学的Xinghua Xie教授。 

相关会议新闻

· 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国际研讨会暨第3届 [2008-4-22 16:06:00] 

· 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召开 [2008-4-29 8:39:00] 推荐 

· “环境修复论坛”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成功举办 [2008-4-26 22:35:00] 

· 第三届“哈希”上海市研究生环境论坛在同济大学举行 [2008-6-5 19:55:00] 

· 合肥学院成功主办第二届亚欧环境技术与知识转化国际会议 [2008-6-17 20:20:00] 

· 中国干旱半干旱区景观与环境变化双边研讨会 [2008-12-9 10:38:00] 

· CNC-WCRP、CNC-IGBP、CNC-IHDP、CNC-DIVERSITAS 2008年联合学术大会 [2009-3-29 20:47:00] 

· 2007亚太地区风荷载与风环境规范协调会议 [2009-3-30 11:08:00]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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