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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河北省农村地区农药污染和安全使用的调查显示 , 经济效益、安全意识、农药管理和残留检测以及植物保护技术水平是影响河
北省农村地区农药安全使用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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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rvey of pesticides contamination and safety use showed that economic benefits , safety consciousness , pesticides administration and
residues testi ng , and plant protectiontechnological level affected the safety use of pesticides i n Hebei rural region. And thenthe relevant countermea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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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 用于控制害虫的农药多达99 .9 % 最终进入了

环境[ 1] 。其中, 高残留农药可致癌、致畸变[ 2 - 3] , 损害人体的

神经系统、肝、肾等重要器官[ 4] , 还可导致人体消化功能紊乱

及男性不育[ 3] 。农药污染是关系到农产品安全、人类健康、

环境和生态平衡的重要课题[ 5 - 6] 。笔者对河北省农民和基

层农业技术人员进行了关于农药使用和管理的访谈及问卷

调查, 探讨了农药污染的影响因素, 提出了相应对策和建议。

1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调查法、座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与农民的访谈重

点放在经济水平不同的4 个县 , 各随机选取10 ～30 户农民。

同时还访谈了100 多名基层技术人员。问卷调查分为2 步 :

第一步是典型调查。分发了198 份问卷 , 全部收回; 第2 步是

覆盖全河北省的随机调查。共调查了160 个村镇, 发放541

份调查问卷, 回收487 份。

2  调查结果

2 .1 农民从业及经济收入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23 .6 % 的农

民完全依赖土地,43 .0 %的农民除了种地收入之外还有做零工

或做小生意的收入,27 .8 % 的农民外出打工或者到政府部门任

职,约有4 % 的农民投资万元以上从事工业项目或服务业。可

见, 对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 种地已不再是主要经济来源。

2 .2  安全意识 大多数农民没有认识到安全使用农药和保

护环境的重要性与压力。认为使用农药不当将导致环境污

染及农药残留的农民只有37 .5 % , 能够认识到农药使用不当

将破坏生态环境的农民只有22 .2 % 。被调查农民认为 , 农药

使用中关键问题是价格高而防治效率低。他们总是使用价

格便宜的农药, 而不愿意使用价格高但防效好的农药。不足

2 %的被调查农民 关注环境污染问 题, 分别有 25 .4 % 和

13 .7 % 的被调查农民关注农药毒性和食品安全问题。48 .6 %

的被调查农民在使用农药时不穿戴防护服装或佩戴眼镜。

调查还发现, 目前农民储存农药和处理农药包装的方法很随

意。80 % 以上的农民随手扔掉农药包装。显然 , 农民没有充

分认识到农药安全问题。

2 .3  农药管理  调查显示, 只有36 .1 % 的被调查农民从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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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到假冒伪劣农药 ; 接近50 % 的被调查农民表示他们曾经

购买到假冒伪劣农药 ; 其余农民不能判断其是否购买到假冒

伪劣农药。同时, 调查显示23 .6 % 的被调查农民购买高毒农

药和购买高效低毒农药一样方便简单。对农药市场的进一

步调查显示 , 高毒农药如对硫磷、甲拌磷等即使在蔬菜种植

区依然在柜台销售。

2 .4  农药残留检验 尽管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取得了很大进

步, 但是农村地区的现状却是另外一种状况。77 .8 % 的被调

查农民认为在当地没有检测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的机构 ;

19 .4 % 的被调查农民对于有关问题无法给出确切的说法; 只

有2 .8 % 的被调查农民回答有检测农药残留的机构, 但是不

知这些机构在何处。因此可以认为, 大多数农民在使用农药

或者出售农产品的时候并不考虑农药残留的问题。

2 .5 农药使用技术水平  调查显示, 有半数以上农民在配

制农药溶液时采用标签建议浓度的2 倍, 另外有61 .1 % 的被

调查农民是按照自己、家庭成员或者邻居的经验去做。只有

13 .9 % 的被调查农民表示, 他们是按照电视或者广播节目的

指导来使用农药。至于如何评价农药的药效问题,20 .8 % 的

被调查农民表示他们其实根本就不能自信地评价自己使用

农药后的效果。被调查农民中没有人掌握病虫害综合防治

技术。这可能是因为推广农业实用技术无法获得利润 , 从而

导致无人指导和培训农民学习掌握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2 .6 农药使用技术推广  调查显示, 基于县乡村的3 级农

业技术推广体系已经消失,84 .8 % 的农民直接从农药销售人

员那里获得农药信息和施用方法。事实上, 农药生产企业和

销售公司经常组织农民推广其产品, 而这种活动实际上起到

了推广农药使用技术的作用。对于半数的被调查农民而言 ,

另外一个获取农药使用技术的途径是阅读农药产品标签。

但不幸的是 , 一些农民是文盲或者半文盲, 他们无法理解标

签上的内容。

3  影响农药安全使用水平的因素

3 .1 经济效益  这是提高农药安全使用水平的根本因素。

其决定农民最终选用农药品种、用药次数、施药方法等。经

济效益同样显著影响了各级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对于农药

安全使用问题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基层组织, 往往局限于关

注当地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 而忽略了环境效益和社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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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农药安全使用虽然社会效益显著 , 但直接经济效益差 ,

因其具有短期效益寡淡、长期效益发散的特征而得不到真正

重视, 往往处于外热内冷、流于形式的境地。

3 .2 安全意识  这是提高农药安全使用水平的内在因素。

农民没有认识到安全使用农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缺乏忧患

意识和环保意识, 认识不到农药使用不当将造成农药残留

高, 导致环境污染, 破坏生态平衡。农民对于无公害蔬菜的

接受程度也很低。因此 , 当前农民不可能自觉地学习农药安

全使用技术, 提高农药安全使用水平。各级地方政府和职能

部门必须积极宣传教育, 让环保意识、农产品安全、农药安全

使用等问题深入人心。

3 .3  农药管理和农药残留检测  这是提高农药安全使用水

平的保障因素。农药市场管理、农产品安全检测和农药生态

环境危害检测是农药安全使用问题的3 个保障因素。离开

这三大保障因素, 就无法打击违法经营、制售假冒伪劣农药

行为, 无法禁止乱用滥用农药行为, 因而无法控制农药对农

产品和生态环境的危害。

几年来, 农药市场管理取得了许多成绩, 但是各种问题

仍层出不穷。农药市场管理出现时松时紧、应付检查的现

象。农产品安全检测在许多地区, 特别是农村地区, 远没有

落到实处。科研和环境保护部门对于农药生态环境危害的

研究较少, 政府监督职能部门尚没有成立相应的监管组织。

3 .4 技术水平  这是提高农药安全使用水平的限制因素。

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农药生产技术和农药残留检测技术是

亟需解决的技术瓶颈。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制约着农民对

于农药的依赖和需求; 农药生产技术决定高效、低毒、低残留

农药的市场供应; 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影响农产品的安全管

理。只有解决了相关技术问题, 农药产品结构才能得到调

整, 农业生产才能实现农药减量目标, 农药残留检验才能够

切实得到普及推广。这些制约关系最终都将体现在农药安

全使用水平上。

4  对策和建议

4 .1 开发普及性、即时性辅助检测技术  农药检测的未来

发展可以借鉴生物化学中普遍采用的分子示踪技术, 通过对

特定物质的检测来辅助检测农药残留。由于外加化学物质

可以人为选择, 而且种类很少, 因此, 其检测手段可以实现价

廉、简便、快速, 在此基础上有望开发运行成本低廉, 具有普

及性、即时性的辅助检测技术 , 并辅助、完善农药监控体系。

4 .2 加强监控  在监控体系的运行实践中存在一个矛盾 ,

监控频繁则阻碍市场“繁荣”, 监控松懈则污染严重的农产品

充斥市场。为了破解农产品不堪监控的迷局, 有必要持续加

大监控力度 , 不断拓展监控区域范围, 坚决将污染严重的产

品阻挡在市场之外。通过运行成本低廉、监控有力的措施 ,

激发生产者对于农业科学技术的需求, 从而带动和促进农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的进步。

4 .3 提高绿色农产品的经济效益  辩识困难、市场不规范

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消费者在消费实践中对于无公害或绿色

农产品缺乏足够的热情和信心, 同时生产者也存在侥幸心

理, 难以做到严格按照有关科学规范进行生产。通过监控体

系的有效运作, 进一步提高绿色农产品的经济效益, 将从根

本上提高农民学习农业新技术的积极性, 步入生产与消费的

良性循环。

4 .4  加强监控单元之间的信息沟通  加强监控单元之间的

信息沟通, 提高监控体系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这是当前做好农

药安全使用监控工作的迫切内容。通过信息沟通, 整合各监控

单元的力量, 实现系统联动, 发挥监控体系的协同作用, 将在现

有条件和队伍的基础上显著提高监控效率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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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时雌雄成对, 且数量不多, 一般3 ～5 对 , 最多仅7 对, 入

孔时雌先雄后 , 迁至新节时即交尾产卵,1 个雌虫可产卵50

～120 粒 , 在根节或生长旺盛节内产卵可达350 余粒, 卵多

产在节的上方朝阳处, 呈片状排列, 产卵后1 ～2 d 即死亡。

②卵: 初产为乳白色, 以后逐渐变黑 , 幼虫出壳 , 卵期5 ～7

d。③幼虫: 若虫共5 龄, 各龄的形态特征及习性存在差异。

2 .3  发生与立地条件的关系  竹后刺长蝽多发生在海拔

300 m 左右低山 , 以山坡北向郁闭度大、坡下为害最重 , 其发

生率达30 % , 中部发生率为8 .3 % , 山顶部以及向阳、郁闭度

低的林分均未发现有虫害( 表2) 。

2 .4  化防试验效果  采用 DDV、氧化乐果、杀虫双3 种农

药, 在竹杆的被害部位 , 用注射器将药注入干内 , 进行防治,

可收到理想效果, 使其死亡率均在80 % 以上, 尤其氧化乐果

防治死亡率达99 .9 % , 尽管成本高, 但小面积防治仍具有一

定实用价值( 表3) 。

3  讨论

( 1) 根据试验结果, 对竹后刺长蝽采取以下防治措施:

①加强林地管理, 减小郁闭度 , 增强通风透光 , 提高抚育质

量。②及时清除虫株 , 减少扩散虫源。③在笋期及时防治

竹笋夜蛾和蛀干害虫, 使其无孔可入。④用不同药剂针注

化防。

( 2) 对竹后刺长蝽的生物学特性观察, 由于饲养难度

大, 仅局限在室外进行。因该虫活动隐蔽 , 很多规律难以掌

握, 如发生与温湿度的关系、发育的有效积温、活动局限性

的原因等 , 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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