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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实现农药减量控害的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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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24)

摘 要: 在分析新时期杭州市植物保护工作新成效、新变化、新任务的背景下，紧紧围绕现代农业“产出

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理念，从农药使用量偏高、利用率偏低等问题出发，探讨并提

出政策引导、技术攻关、农民培训、社会宣传等推进农药减量控害工作的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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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现代化、集约

化、精细化程度不断提升，对投入品的依赖程度也

随之增强。长期大量使用化肥农药，虽然能够收到

短期的经济效益，但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1］。尤

其是农药的不合理施用，更会严重影响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据统计，我国每年农药用量约 180 万 t，
但有效利用率不足 30%，已产生土壤环境污染、
食品农残超标、病虫产生抗性等一系列问题［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思想和中央决策部署的指引

下，一场深层次改革在 “三农”领域渐次展开。
2015 年 2 月 17 日，农业部制定了 《到 2020 年农

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大力推进农药减量控

害工作。浙江省作为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试点和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省份，积极探索产出高效、产

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之

路，率先开展农药减量工作，比全国提前 7 年实现

农药使用量 “零增长”目标，自 2012 年以来农药

使用量逐年下降，2016 年全省的农药年度使用量比
2012 年减少了 21. 3%，农药减量工作成效显著。

1 现状

杭州市为了落实农药减量控害工作，积极采取
3 项措施: 一是建立预警预报制度。通过市、县病

虫测报站对当地农作物重大病虫进行预测预报，每

年发布粮油、蔬菜及经济作物病虫情报。二是开展

用药情况调查。在全市开展农药使用情况调查，包

括水稻、油菜、茶叶、水果等 21 种作物、670 个

调查点，为指导农民科学使用农药提供技术支撑。
三是成立社会服务组织。全市成立专业化服务组织
261 个，拥有专业机防队员 4 654 人，有效开展病

虫害统防统治工作，成效显著。从 2012 年起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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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实现农药减量，各区、县 ( 市) 农药减施量和

减少率排在前 3 位的是萧山区、富阳市和建德市，

而历年农药减施的稳定性则是萧山区、桐庐县和淳

安县较好 ( 表 1) 。但是每年因防控农作物病虫害

使用的农药量仍然较大，为 7 000 t 左右 ( 商品

量) ，其中杀虫剂占比最高，达 42. 6%，其他杀菌

剂占 17. 4%，杀螨剂占 3. 8%，除草剂占 26. 0%，

生物农药及其他占 10. 2%。

表 1 2012—2016 年杭州市及各区、县 ( 市)

农药使用情况

年份
农药使用量 / t

全市 萧山区 余杭区 富阳区 桐庐县 淳安县 建德市 临安区

2012 7 950 1 952 1 036 931 792 720 1 171 1 154
2013 7 761 1 843 1 109 838 761 705 1 177 1 154
2014 7 170 1 607 1 005 742 731 672 1 109 1 134
2015 6 940 1 585 974 779 699 638 1 007 1 064
2016 6 776 1 509 949 794 687 620 1 023 1 055

注: 数据来源，杭州市统计年鉴及农业统计。

2 问题

杭州市地处亚热带东亚季风气候区，温暖湿

润，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丰沛，适宜于粮

食、水果、蔬菜等作物生长，但亦属农业有害生物

频发、高发地区，因此，尽管杭州市农药减量控害

工作已成功开展，为提高农产品食用安全性，改善

生态环境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农药 “使用量偏高、
利用率偏低”的现象依然存在。
2. 1 减量控害意识不强

杭州市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偏低，农业生产经

营主要以散户为主。受素质能力和生产规模所限，

农户农药减量控害意识不强、主动性不够。部分生

产者为了追求高产出、高效益而盲目使用、随意滥

用农药，导致高频度投入、病虫抗药性上升，给农

药减量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2. 2 科学用药技术不高

杭州市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现象较为普遍，50 岁

及以上者比重超过半数。研究表明，年老的从业人

员往往对新知识、新技术接受能力较差，再加上农

药企业和产品多而杂，农民难以买到“好药良药”
并“适时适量”地使用，而且受传统农业生产习惯

影响，农民对化学农药的依赖程度极高，倾向于使

用大剂量和多种类的农药来确保病虫害得到控制。
2. 3 病虫防治手段不新

杭州市农作物病虫害仍以化学防治为主要手

段，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及综合防治的应用尚处于

初级阶段。在化学防治的过程中，技术模式单一、
施药器械落后，还是以中、小型器械为主，作业效

率不高，农药利用率低下，给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

境保护带来了较大危害。
2. 4 农技队伍组建不易

杭州市县 ( 市) 、乡 ( 镇) 、村三级农技推广

体系除县 ( 市) 级较为完整外，乡 ( 镇) 、村两级

均存在 “网破、线断、人散”的现象。乡 ( 镇 )

农技站不但人员缺少、力量薄弱，而且其主要精力

大多集中在政府中心工作上，精力分散; 而村级农

技队伍早已名存实亡; 造成农技队伍不全、指导服

务匮乏。

3 对策

实施农药减量控害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基本前提，更是农业现代化

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3］。为此，提出如

下建议。
3. 1 加强政策引导，加大农药监管力度

严格监管是实施农药减量控害的制度保证。因

此，一方面要严格监管农药市场，根据 《农药管

理条例》、《浙江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杭

州市蔬菜农药残留监督管理条例》等各项规定，

结合现行的食品药品管理体系，通过互联网大数据

系统，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采取集中整治与日常

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农业执法力度，真正做到

从源头处杜绝剧毒高毒及假冒伪劣农药产品进入市

场销售及使用［4］; 另一方面要突出宣传培训和示

范指导，通过印发《常见病虫害预防手册》，加强

对农药安全使用以及对病虫害预防知识的宣传，让

农民学习掌握应对具体病虫害的方法，减少施药强

度和频率，真正实现科学的病虫害防治，不断提高

安全意识、质量意识和生态意识。
3. 2 加强技术攻关，提高病虫防治效果

技术创新是实施农药减量控害的核心内容。因

此，必须创新和集成具有高准确率和覆盖率的病虫

测报技术和高效的病虫防治技术，示范和应用基于

新式植保机械的精准施药技术，强化统防统治的专

业化和社会化。
3. 3 优化预警体系，提高病虫测报水平

首先要优化监测预警的完整体系。为提高监测

预警的专业性和群众性，应加快构建以病虫测报

站、农民观察点为主体的全市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

测预警体系。其次要更新监测预警的相关装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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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广应用新型自动监测仪器设备，逐步实现数

字化监测、网络化传输、可视化预报，提高监测预

警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再者要建立监测预警的信息

平台。对接省级平台，优化市、县 ( 市) 两级体

系架构的监测预警数字化平台，实现数据采集标准

化、传输网络化、分析自动化，提高监测预警的网

络化和信息化。此外还要创新监测预警的预报方

式。应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创新 “网络—电

视—手机—通告”四位一体的现代病虫预报发布

方式，实现病虫预报的多元化、可视化发布，提高

监测预警的实时化和动态化［5］。
3. 4 集成防控技术，降低农药使用强度

首先，要加强示范推广绿色防控的关键技术。
重点研究害虫诱杀、生态调控、植物免疫、生物农

药等关键技术，建立一套适合不同生态环境、不同

作物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其次，要加速研

究开发实用高效的技术产品。通过产学研结合方

式，创新集成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综

合防治技术，开发相关技术产品，提高病虫害防治

效果。再者，要加快创新集成病虫防控的技术模

式。通过以生态区域为单元及作物为主线的联合攻

关，研究集成一批防效好、易操作、农民喜欢的病

虫害防控技术模式，并做好示范推广。
3. 5 改进植保机械，提高农药利用效率

一是要加快新型植保机械示范推广。基于作物

种类、地形地貌开展新型植保机械试验示范，在平

原地区可重点推广大型自走式喷杆喷雾机，丘陵山

区可适当推广背负式喷杆喷雾机，推广适合当地实

际的高效植保机械和精准施药技术，提高作业效率

和防治效果。二是开展高效、安全、便利的无人植

保飞机试验。无人机在农业尤其在植保领域应用前

景广阔，应加大对低空低量喷雾防治的无人植保机

研发力度，在农作物成片种植区域进行试验示范，

进一步满足人们对无人机低成本、长时效的操作

需求［6］。
3. 6 推进统防统治，提高病虫防治水平

一是要积极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加大财政扶

持力度，稳定机防人员队伍; 扩大农机补贴目录，

增加施药机械购置，发展一批装备精良、服务高

效、管理规范的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并通过技术

指导、行业培训等方式，确保服务组织走稳走好，

全力打造病虫防治主力军。二是要大力推进专业化

统防统治。以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

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以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

治补助等项目资金为引导，通过 “技物结合、全

程承包、单程防治、打亩收费”等服务形式，不

断提高统防统治的效果、扩大统防统治的范围。三

是要探索建立外包化服务机制。通过开展政府购买

病虫防治公共服务试点，调动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

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的积极性，以扩大统防统治覆

盖率、提高服务质量为重点，建立完善政府、农民

和组织三方共赢机制，实现政府服务到位、组织盈

利发展和农民节本增收的有机统一。
3. 7 加强农民培训，提升科学用药水平

教育培训是实施农药减量控害的关键措施。因

此，要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土地向有能力的大户或

专业合作社转移; 出台完善相关政策，由高等院

校、职业学校等机构教育培养年轻农业技术人才，

充实到广阔农村大地上;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培训

指导农民、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

营主体，提高科学合理使用农药的安全意识和技术

水平。
3. 8 加强社会宣传，增强生态环保意识

导向宣传是实施农药减量控害的有力保证。因

此，要通过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网络、手机等多

样平台，结合科技入户、科技下乡等不同载体，广泛

宣传农药减量技术在降低生产成本、减轻劳动强度、
保障产品安全及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步

转变农民偏重化学防治的观念，提高农民绿色防控的

意识，引导农民自觉自愿应用农药减量技术。同时，

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的节

药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科学合理的减药

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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