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药培训心得体会 农药买卖合同(优秀8
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那么心得体会怎么
写才恰当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农药培训心得体会篇一

出卖人：_________

买受人：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

甲方必须做到：

一、所加工的农药“三证”要确保齐全，来源正规，必须经
得起执法部门的检查和网上查找，标签内容要与网上一致。
否则，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赔偿(凭当地执法部门罚款收据)。

二、所有原药和溶济要确保真实不假，原药按乙方要求的含
量不能少(按折百计算)。否则，(一)要退回所加工的不合格
农药(已售给农户的甲方要退款给乙方，由乙方退回农
户)。(二)甲方要负责乙方直接和间接损失5倍的赔偿款(按甲
方所销售的货款计算)。(三)律师费、起诉费、交通费、差旅
费等由甲方负责。

三、所加工的农药如出现结晶、沉淀、二年内自然干少等未
例举列的质量问题而造成损失，甲方仍按第二条款的约定给
乙方退赔。



四、计量要按国家计量法执行，瓶贴和箱贴要正规，由此造
成损失由甲方负责。

五、乙方必须做到：

一、按双方约定付款。

二、所加工产品如甲方确保了本合同约定的成份和含量，乙
方不得退货。

三、以上望双方共同遵守，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如有经济纠纷由乙方签字代表户籍地人民法院管辖。

甲 方： 乙 方：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帐 号： 帐 号：

地 址： 地 址：

电 话： 电 话：

年 月 日

农药培训心得体会篇二

农药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物品，但是也带来了一定的负
面影响。首先，农药会残留在果蔬中，对人体造成潜在危害。
其次，农药会污染土壤和水源，影响生态环境。因此，在使
用农药时，一定要顾及到环境和健康风险。

2. 农药的正确使用方法

为了减少农药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要遵守正确的使用方法。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一定要阅读包装上的使用说明，并按
照说明正确使用。其次，在使用过程中要穿戴防护装备，避
免直接接触农药。最后，在使用结束后要做好清洗工作，确
保环境清洁。

3. 选择低风险农药

选择低风险农药是减少对环境和人体危害的一个有效方法。
低风险农药指的是具有较低毒性的农药，对环境和人体的影
响较小。在购买农药时，可以选择低风险农药，并注意查看
农药的毒性等级。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

4. 农药管理制度

农药管理制度是减少农药危害的重要措施。在国家层面，已
经建立了严格的农药管理制度。同时，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
也需要严格执行管理制度，确保农药的安全使用。加强管理
制度的执行，可以有效减少农药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

5. 推广绿色农业

推广绿色农业是减少农药危害的长期解决方案。绿色农业指
的是不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以生态方式进行农业生产。
推广绿色农业可以减少对农药的依赖，保护生态环境和人体
健康。在我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应该更多地支持和推广绿
色农业。

总之，农药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了一定的危害。在使用农
药时，应该遵守正确的使用方法、选择低风险农药、加强农
药管理制度和推广绿色农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
的可持续发展，并对环境和人体造成更小的危害。



农药培训心得体会篇三

农药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以有效防治农作物病
虫草害，为农业稳产高产提供保证。使用不当，错用、误用、
乱用、滥用农药，则可能造成人员中毒、作物药害、农产品
农药残留超标、环境污染等问题。

农药的使用涉及农药、药械、病虫害发生规律、使用方法、
人员安全防护、环境因素等多个方面。为了让听众朋友们全
面了解农药使用的安全要求，从农药基础知识、农药选购、
药械选购、药液配制、农药田间使用、安全防护等方面讲解
农药的安全使用常识，欢迎您的收听！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农药瓶的处理，做客我们讲堂的是中国农
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陈万权副所长。

农药瓶的处理

专家：我们下去下乡调研时候就发现，农村很多地方，比如
说菜地旁边散乱地扔着七八个废弃的农药瓶子，乡亲们说，
这些瓶子都是他们打完农药以后，怕拿回家小孩玩不安全，
而且村里也没有人回收这些东西，所以就随手扔在了地头。
他们想反正都用过了，一个瓶子能有什么事呀，其实这里面
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些瓶瓶罐罐里面都含有农药的
残留物，这些残留在农药包装上的药剂没有经过处理就这样
随意的丢弃，不仅污染了周围的环境，还暗藏着许多安全隐
患。

主持人：使用过的农药瓶厂家不负责回收，村里边也没人管，
扔在路边还容易被小孩子拿来玩，既污染环境又存在安全隐
患。

刷渗入到地下，引起大气、水体和土壤的污染，成为了危害
人类和污染环境的无形杀手；还有一些含高分子树脂的塑料



制品被日复一日地埋在土壤里，可以残留200-700年，给土壤
造成了化学残留；而且，废弃的玻璃瓶破碎以后，给人畜安
全作业也带来了隐患；农药包装的废弃物在路边沟渠、田间
地头的长期散落和沉积，既影响了农田的景观，又影响了新
农村的村容村貌。

农民朋友在喷完农药以后，对于剩下的农药包装容器，大家
可以用专门的清洗设备来清洗干净。如果没有专门的清洗设
备，也可以分3次进行漂洗，每次可以加入药液箱容积五分之
一的清水，进行彻底清洗。要注意，这种清洗过程必须要在
包装容器内的农药取用以后立刻进行。如果不能做到把清洗
液加入药液箱中，就必须把清洗液收集起来，做上清晰的标
志贮存，可以在下次喷雾作业使用同一种农药时配制药液来
使用。

空的包装袋或者包装瓶，应该妥善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
里，然后带回处理。在包装容器的处理方法上，我们可以采
用深埋、焚烧或者交给登记注册的农药废弃物处理中心进行
集中处理。

在埋之前必须彻底清洗干净，把容器破坏或者压碎，使它们
不能再次使用。挖坑以后，要把空的包装袋投入坑底彻底焚
烧。深埋的地点必须要远离地表水和地下水，挑选深埋地点
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土壤类型和自然排水系统，埋的深度要
超过1米。另外，挖坑地点要避开地面的排水沟。坑的位置和
深埋的农药包装容器的名称为了以后方便查询都必须记录好，
以便今后查询。

焚烧也是一种方法。不是所有的农药包装容器都能够采用这
种焚烧方式的，对于一些易燃农药和农药气雾剂的包装物就
不能采用这种方式处理。



农药培训心得体会篇四

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为了保障丰收，许多
农民开始使用农药来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但是，不正确的使
用方法往往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严重的甚至会危害到农民
的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为了提高农民对农药使用的认知和
正确操作方法，请农业部门开展了一系列农药培训活动。在
我参加了这次培训后，我收获了许多宝贵的心得和体会。

首先，农药培训教会我了正确的使用方法。以前，我只知道
在农作物上喷施农药就可以清除病虫害。但是在培训中，我
学到了许多使用农药的细节，比如使用量、使用时间、稀释
比例、不同生长阶段的不同处理方法等等。同时，我也知道
了制定良好的病虫害预防计划很重要，以便减少对农作物的
损害，避免过度喷洒农药。

其次，农药培训教会我了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在使用农药
时，我们可能会不小心吸入农药雾气或者溅到皮肤上。这些
操作过程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却存在较高的安全隐患。在培
训中，我学习到如何正确佩戴防护设备，以及使用农药时应
注意的细节，比如危险信号标志、应急处理等等。这些都能
帮助我们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第三，农药培训教会我了农药残留的使用和作用。当我们喷
洒农药不当时，即使病虫害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农药残留
也可能会对农产品造成不良影响。这次培训中，我学到了如
何正确选择药剂、制定合理的使用计划，并进行定期检查。
在同时，对于剩余的农药不能直接倒入水域或田间，要妥善
地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第四，农药培训教会我了如何与生产者、购买者、消费者建
立合作关系。农民卖出的产品被消费出售时，如果被检测出
农药残留超标，就会造成产品销售受到限制，同时还会损害
消费者的健康。因此，区域内的农民应当建立一个协作关系，



督促彼此严格遵守农药使用的相关规定，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加强产销双方的沟通和合作。

最后，农药培训让我有了新的思考。在培训中，我们学到了
如何使用农药，但我们也应该思考农药在环境中的应用对生
态造成的影响，以及使用农药会产生的后果，如细菌抵抗、
生物多样性损失等等。因此，我们应该寻找替代品，融合无
害化技术、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和新方法，努力打造一个绿色
环保型的产业链。

总的来说，农药培训在教育我们正确使用农药的同时，也让
我们思考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相信在今后的生
产中，我们会更加注意安全使用农药，加强与生产者、消费
者的联系和沟通，保护好我们的家园和农业生态。

农药培训心得体会篇五

农药是农田中常见的化学物质，用来保护农作物免受虫害和
病害的侵害。最近，我有机会观看了一部关于农药的纪录片，
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在观看过程中，我对农药的认知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深刻的体会和思考。下
面我将分享我的体会，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对农药问题的关注。

首先，观看农药纪录片给我带来了对农药使用的深刻反思。
在农药的广泛使用下，农作物的产量得到了大幅提升，人们
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是农药
残留物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纪录片中展示了各种科学研
究结果，表明长期暴露于农药环境下的农民罹患癌症、神经
系统疾病等疾病的几率较高。这让我意识到，虽然农药的使
用带来了经济效益，但在保护农民和消费者的健康方面还存
在很大的隐患。

其次，观看农药纪录片使我更加关注农药的环境影响。农药
不仅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危险，也给自然环境带来极大的破



坏。在纪录片中，我看到在农业生产中，大量的农药流失到
土壤、地下水和河流中，导致了水源污染和生态系统受损。
某些农药还对土壤微生物产生抑制作用，使得土壤质量下降，
对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环境形成威胁。这让我开始反思，农药
的使用是否真的带来了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以及对环境造成
的损害是否值得。

再次，观看农药纪录片激发了我对于绿色农业的探索欲望。
面对农药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开始思考是否存在一种更加安
全和环保的农业模式。在调研和阅读大量资料后，我发现绿
色农业正是一种可行的选择。绿色农业强调对生态系统的尊
重和调节，推崇生物多样性，提倡有机农业和生物防治，以
减少对农药的依赖。这种农业模式不仅能够保护环境，还能
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我对绿色农业抱有极大的期望，
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环保的农业运动中来。

最后，观看农药纪录片给我带来了对农药使用的行业监管的
思考。纪录片中揭示了一些黑心商家为了牟取暴利而销售假
农药、超标农药的事实。这种行为不仅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
健康，也损害了整个农药行业的声誉。因此，加强农药市场
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和农药生产企业应该加强合作，
建立更加严格的农药质量检测标准和追溯体系，保证农药的
质量安全。同时，加强对农民的宣传和培训，让他们了解正
确使用农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减少误用和滥用的发生。

通过观看农药纪录片，我对农药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
考。我认识到农药使用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意识
到农药带来的潜在问题，更加重视农药对我们生活环境的影
响。我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到推动农业的绿色发展中来，为保
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做出一份努力。同时，我也呼吁更多的
人关注农药问题，共同为建设一个安全和可持续的农业生态
系统而努力。



农药培训心得体会篇六

摘要：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主要用于防治农作物
病虫害、消除杂草、消灭动物体内外寄生虫和调节植物生长
的药剂，对人类农业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
对环境和人类也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主要表现在污染环境、
害虫的抗药性增加和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

关键词：农药、水稻、影响、无公害农药

农药对人类的贡献有目共睹。但随着科学研究不断深入和农
业技术不断进步，农药的负面影响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尤
其是不合理用药而危害食品安全的事例已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施用高效无毒'绿色农药'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一、农药的定义

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药卷》的定义，农药主要是指用
来防治危害农林牧业生产的有害生物（害虫、害螨、线虫、
病原菌、杂草及鼠类）和调节植物生长的化学药品，但通常
也把改善有效成分物理、化学性状的各种助剂包括在内。需
要指出的是，对于农药的含义和范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
国家和地区有所差异。如美国，早期将农药称之为“经济毒
剂”，欧洲则称之为“农业化学品”，还有的书刊将农药定
义为“除化肥以外的一切农用化学品”。80年代以前，农药
的定义和范围偏重于强调对害物的“杀死”，但80年代以来，
农药的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我们并不注重“杀死”，
而是更注重于调节“，因此，将农药定义为”生物合理农
药“，”理想的环境化合物“、”生物调节剂“。”抑虫
剂“。”抗虫剂“、”环境和谐农药“或等。尽管有不同的
表达，但今后农药的内涵必然是”对窖物高效，对非靶标生
物及环境安全“。

二、农药的分类



可分为矿物源农药、生物源农药和化学合成农药三大类:(1)
矿物源农药:矿物源农药是指来源于天然矿物的无机化合物。
例如，砷化合物(砒霜)等。过去，有机合成农药不发达的时
期，常用砷酸铅、砷酸钙这类天然矿物原料作农药。目前，
由于它们的毒性大、药效低己逐渐被淘汰，仅有少数矿物源
农药，如石灰硫黄合剂、波尔多液、王铜(氧氯化铜)等还在
使用。在使用矿物源农药对必须注意药害，因为它们的使用
浓度高，常会使农作物产生药害。使用时，一定要小心谨慎，
注意喷药质量，选择适宜的天气施药。

(2)生物源农药:生物源农药是利用天然生物资源(如植物、动
物、微生物)开发的农药。由于其来源不同，可以分为植物源
农药、动物源农药和微生物农药。

1)植物源农药:植物源农药发展得很快。我国古代就常利用天
然产物防治病虫害，例如，用烟叶浸水后的汁液杀虫等。我
国中医草药历史悠久，品种丰富，人们常用中草药治农业病
害。例如，用大蒜捣碎出汁杀菌。植物源农药的种类繁多，
性能也各不相同。例如，除虫菊素、烟碱、鱼藤酮、藜芦碱
等具有杀虫活性;藤黄具有杀菌活性;海藻酸钠能抗烟草花叶
病;川楝、苦株具有拒食性能;丁香油具有引诱果蝇的性能;香
茅油有驱避蚊子的作用;油菜素内脂具有调节植物生长发育的
作用;芝麻素具有杀虫剂的增效作用。目前，在直接使用天然
植物的基础上，许多研究单位和工厂已开发并注册登记了不
少植物源农药的制剂，例如，鱼藤酮乳油、楝素乳油、皂素
烟碱可溶性乳剂、双素碱水剂等。

2)动物源农药:动物源农药虽经一段时间的开发研究，但是数
量就不如植物源农药那么多，有的仅处于研究阶段，尚末商
品化。例如，斑骛产生的斑骛素、沙蚕产生的沙蚕毒。这些
毒素具有毒杀有害生物的活性。又如昆虫分泌产生微量化学
物质，例如，蜕皮激素和保幼激素，它们具有调节昆明虫生
长发育的功能。昆虫外激素，即昆虫产生的作为种曲种间传
通信息的微量活性物质，可以起到某种行为，如引刺激、防



御等功能。目前应用得最多的是性引诱剂，它可引诱昆虫，
达到测报害虫发生和防治的目的。3)微生物农药，微生物农
药是一类发展较快的生物氓药。微生物农药包括农用抗生素
和活体微生物。农用抗生是由抗生菌发酵产生的、具有农药
功能的代谢产物，例如。”岗霉素、春雷霉素、有效霉素等，
可以用来防治真菌病害，;·霉素、土霉素可以用来防治细菌
病害;测阳霉素可以用米治蛾类;最新开发的阿维菌素可以用
来杀灭害虫、害埔、·畜体内外寄生虫，用量低、效果好。
活体微生物农药是有害生物的病原微生物活体，即用了这些
活的微生物可以有害生物本身得病而丧失为害能力。例如，
白僵菌、绿是一类真菌杀虫剂(即本身是真菌，具有杀虫活
性);苏一杆菌(即bt)是一类细菌杀虫剂;核多角体病毒是一类
杀虫剂;鲁保一号是一类真菌除草剂。

(3)化学合成农药:化学合成农药是由人工研制合农药。

目前用的主要是有机合成农药。合成农药的化学结构非常复
杂，品种多，生产量大，应用范围厂。其出品种药效很高，
被称为高效农药，有的甚至被称为超商药。例如，甲黄隆、
绿黄隆、苯黄隆等都是超高效除草剂亩用量仅几克到十几克。
此外，例如拟除虫菊酪类农药戎氰菊脂、浪氰菊醋等是仿造
除虫菊素合成的仿生农药"也是用量极小的超高效农药，但是，
使用的方法必须严格注意，否则就会造成高效的农药产生抗
药性，使高效农药不能充分发挥它应有的效力和作用。今后
的化学合成农药还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将要更加增多新品种，
提高质量，使更有效地消灭病、虫、草、鼠各类农业有害生
物。

一种农药原药可加工成何种剂型，还应该首先取决于原药的
理化性质。尤其是水中及有机溶剂的溶解性和物态。一种农
药原药虽然可加工成很多的剂型，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一种
农药的加工剂型是很有限的，因药剂的选择，还应该取决于
使用上的必要性、安全性能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例如灭多威
原药为固体油溶性，可以加工成表缓蚀剂，即节约了农药的



用量，又对环境压力很小，凡是油状的药粉或是原油可加工
成该制剂。

（一）粉剂

粉剂通常是由有效成分和填料组成的。有时为了防止粉剂的
聚结，适当的加入分散剂。为了防止有效成分的分解，可加
入分解剂！

熔点较高的固体原药粉不仅可以加工成为低浓度的粉剂，也
可以加工成为高浓度的粉剂，而熔点较低的固体原药粉或原
油仅可以加工成低浓度的粉剂。长用的填料滑石，叶腊石，
具有良好的分散性和抗湿性，硅藻土，白灰黑，高岭土，陶
石，酸性白土等具有很强的吸附性或是吸附能力，一般用作
高浓度的粉剂的填料。为了防止粉剂聚结或是提高有些药剂
的稳定性，可适当加入一些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如多元醇，
有机酸等。

2、粉剂加工方法

粉剂的加工方法有三种;一是直接粉碎法，即按照确定的配方，
将农药原药和填料分别进行粗粉碎，细粉碎，再经混匀而成
产品。二是目粉法，即先少加一些填料与原药粉碎制成高浓
度的粉剂--母液。再进一步的与粉碎好的用，有利于储藏，
减少分解。第三十浸渍法。即将原药溶解在易挥发的溶剂中，
然后通过喷雾与粉碎好的填料混匀，回收溶剂，即得到浸渍
粉剂。此法生产的粉剂，有效成分在粉剂上分布均匀，要消
好，但成本高。

（二）粒剂

是由原药，载体和助剂加工成的粒状剂型。它是由粉剂派生
和发展的多规格，多形态，多用途的剂型，它是保留了粉剂
使用方便，使药功效高的有点，又具有如下的特点：使高度



农药品种低毒化作用，例如有可百味和地灭威是不允许加工
成粉剂的，乳油等剂型来使用的。可控制药剂有效成分的分
解的速度，节约用药，延长持续用药的时期。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避免杀害天敌，减少对作物产生要害的危险有趣是用
于除草剂，较喷粉，喷雾对周围敏感性作物影响小，而粒剂
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粉剂，例如在多数情况下它 不适用于防止
地上害虫，杀菌剂很少加工成粒剂，粒剂加工费用较粉剂的
费用高些。

1、粒剂的种类

粒剂的种类大致可以分为：大粒剂、颗粒剂、微粒剂等三种

2、粒剂的组成

有效的粒剂成为农药原油或原粉，其载体，因粒剂的种类和
性能不同而不同、加工粒剂的方法有三种：挤出造粒法：将
药剂加到无不影响的矿石中，加水而成的药泥，挤压成条状，
切断，烘干而成。2包衣造粒法：载体可用泥沙等，将附着药
剂的载体外面进行包衣处理，包衣剂可用石蜡等3吸附造粒法：
以吸油率高的煤矸石，沸石等为载体经吸药剂而成的。若为
水分散性粒剂，其原料与可湿性粉剂或悬浮剂基本想相同，
不过它以粒剂或块状出现的。

（三）可湿性粉剂

可湿性粉剂易被水湿润并能在水中分散，悬浮的粉状型。以
不溶于水的原药与湿润剂，分散剂，填料混合，经粉碎而成
的。可湿性粉剂在农药剂型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与乳油比
较，它不用有机溶剂和乳化剂，它是具有粉剂的某些优点，
如包装，运输的费用低，而有效成分含量较一般粉剂高，较
耐储存，尤其是除草剂，杀菌剂多为固体原药，其中有的原
药既难溶于水，又难溶于有机溶剂，这不适合加工成乳油，
我、而适合加工成可湿性粉剂、可湿性粉剂的加工方法。原



药为液态，需首先将它与分散剂混合或互混，再与吸附性强
的填料混合，经粉碎达到规定细度而成，一般只能支撑百分
之十以下的有效含量的可湿性粉剂。若原药为固态，先将它
与一定的量的添加剂和填料混合，经粗粉碎细粉碎而成的母
粉。再与分散剂及初步粉碎的填料混合，在经粉碎达到规定
的细度，混合成具有高含量的可湿性粉剂。

（四）可溶性粉剂

（五）填料 可用水溶解的无机盐，如硫酸钠，硫酸氨等，可
用不溶于水的填料，如粘土，白炭黑，轻质碳酸钙等，但对
粉碎的细度要求很高。

（六）助剂 大多数为阴离子型，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或者
是二者混合使用的，其用量较乳油少。

加工方法 因农药种类和理化性质的不同，常用的方法有热熔
喷雾干燥法。粉碎法及结晶析出干燥法。

（七）悬浮剂及胶体剂

入睡后可以分散成乳状液态均相液体剂型。乳油加工所用的
设备简单，配置技术易掌握，即原药溶于有机溶剂中，再加
上乳化剂。

第一：根据有害生物的特性合理选用农药

在有害生物的防治中，科学合理的选用农药固然重要，但在
选用农药品种后，能否充分发挥农药的潜能，则直接关系到
农药的潜能，则直接关系到仿效的高低，甚至可导致防治失
效或发生不应该的事故。这里要涉及到正确选用农药剂型、
试药方法、试药时间和试药技术。一种农药，唱制有多重剂
型，每一种剂型均有其最优的使用场合，剂型的不同及种类
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该种农药的使用范围好效果，在农业生产



中，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作物类别及生长发育阶段、试药
时的环境条件等因素，既复杂多变，又密切相关，所以应根
据这些闲话有针对性的选用适当的农药剂型，以求得最佳的
防治效果。

在有害生物的防止工作中，常会发现使用同一种药剂防止同
一种有害生物时，由于不同的地域环境条件的差异而致药效
差别很大。其中主要的环境因子是适度、温度、雨水、光照、
风、土壤性质及作物的长势等。在用农药时环境条件的改变，
不但可明显的影响生物的生理活性，而且可影响药剂的理化
性质，结果都会影响到药效。

五、农药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农药使用关系重大,施药者人身安全、农作物安全生产、农产
品安全卫生、生态环境安全无污染、降低农药产生抗性风险
等多个方面会受其威胁。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盲目用药现象普遍

盲目用药现象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选择药剂的盲目性。部
分农民凭自己的经验选择药剂,造成剧毒、高毒农药使用频率
高,甚至在果树、蔬菜上频繁使用,就连杀虫脒等国家明文规
定禁用药仍在生产中广泛使用。

(2)用药时间的盲目性。有些农民定期打保险药;有些则跟着
别人施药;部分农民见到田间有病虫就施药。多数农民不能掌
握在害虫低龄期或病害始见期施药。

(3)用药剂量的盲目性。在药液配制中使用量器准确量取药剂
的农民微乎其微,多数用瓶盖随意量取,大多超过了推荐剂量,
甚至是成倍使用,他们往往认为药剂量用的越大,效果会越好。



(4)混配的盲目性。农民使用农药中混配现象十分普遍。他们
经常将作用机理相同的农药混用,或者是酸性农药和碱性农药
混用,有的将复配制剂混以本已含有的单剂成分。

2、安全意识淡薄

(1)农民在使用农药时,缺乏安全用药知识、自我保护意识不
强,主要表现在:忽视阅读农药标 签,对农药使用注意事项不
理解或不重视;施药时着短衣裤、拖鞋或赤脚,不穿防护服,不
戴口罩;(2)农民环保意识较差。

3、劣质喷雾器急需更新换代我市农民传统使用的工农型手动
喷雾器,质量低劣,喷头单一,雾化效果差,使用寿命短,“跑、
冒、滴、漏”现象严重,造成喷雾时药液大量流失,防治效果
差,用药成本增加,环境污染严重,同时还导致了许多生产性中
毒事故的发也给安全用药造成一定的威胁。

4、对抗药性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人类的用药情况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控制着抗药性的发展速度和严重程度。人们习惯上
采用加大用药量,增加用药次数等办法来提高防效,这必然导
致用药成本的增加和环境污染的加重,同时更加速了抗药性的
发展速度。有害生物抗药性不仅给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甚至会
导致某种作物种植体系的解体,并且大大增加了新农药合成的
难度。

5、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难度大

(1)由于农药销售市场混乱,假冒伪劣农药充斥市场,农民上当
受骗后只认老品牌,对新农药多持怀疑,抵制态度;(2)农民长
期的不良用药习惯难以纠正,他们认为农药“毒性越高越
好”,要求农药喷施后“几分钟见效”,而对一些低毒农药、
生物农药和昆虫生长调节剂之类的农药,他们感觉“效果慢”、
“打不死”,因而不愿意接受,导致一批高效、低毒、低残留
农药及其生物制剂难以推广开来。



（二）、解决办法

1、加大植保技术和安全用药知识的宣传力度各级植保部门要
通过开现场会、办培训班、印发技术资料、编制科学(安全)
用药手册、送科技下乡、开播电视、电台讲座、放影碟或幻
灯片等多种形式,把病虫的识别方法、发生规律、发生动态、
防治技术以及安全用药知识传送给农民。

2、提高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水平继续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的植保方针,积极利用农业防治措施控制有害生物的发生
和为害,大力推广物理防治技术和生物防治技术,科学合理使
用化学农药,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次数,降低农产品中农药的
残留量,由过去单纯依靠化学农药防治向可持续植保转变。

3、做好新型药械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我站曾选用国内外
多种品牌喷雾器进行田间防 效、工效试验,试验结果如下:进
口手动喷雾器,从试有些型号在防效、工效上均比较好，但由
于其为不锈钢材料制成,桶体较重,价格可能偏高,有些则价格
适中,省力,并配备3种喷头,雾化效果好,适用范围广泛。机动
喷雾器逐步解决施药器械“跑、冒、滴、漏”的现象。

4、加强抗药性监测与治理工作

5、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农药市场

某些部门在工作中以抓好经济收入为主,核发不严,在案件的
处理上罚款了事、追究不深,导致农药经营市场仍然混乱,假、
冒、伪、劣农药、国家禁用农药仍然充斥市场,生产企业擅自
扩大适用作物范围和增加防治对象的现象普遍存在,对安全用
药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同进也给新农药的推广增加了难度。

6、加速农药残留监测工作的开展

一些中大城市已建立农药残留监测体系并开展工作,但大多中



小城市尚未付诸行动。农药残留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需要各级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尽快促
成地方农药残留检测中心成立,加速检测人员的培训进度,全
面推动基层农药残留检测工作的开展。

（三）农药标签管理对策

加大农药标签管理应从以下几方面开始:

1、对农药生产者不按农业部批准登记的内部印制而随意修改
标签内容的即随意扩大防治作物和防治对象的、随意更改农
药毒性标志、把剧毒高毒改为中毒或低毒的、无农药登记证
号或一证多用的、假冒伪造农药登记证号等,各级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将严格依法按照条例进行处罚,对于因擅自修改标签内
容造成较大经济损失而触犯刑律的,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时在每年全国各地的执法大检查中被各省通报的企业产品,
在其续展中应不予通过,直至吊销其农药登记证。

2、对农药经营者不按厂家规定而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或者在
不同的市场而使用不同的标签内容的应依法加大处罚力度,同
时追究生产企业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对农药使用者,应严把农药广告审查关,未经审查或不按审
查内容播放农药广告的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应依法查处。

农药培训心得体会篇七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农药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作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工具，农药的发展对于保障粮
食安全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长期
的实践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心得。下面将从农药对
农业生产的促进、农药使用安全、农药对环境的影响、农药
研发创新和农药监管加强等方面对农药发展心得体会进行阐
述。



农药对农业生产的促进是不可忽视的。农药的使用可以有效
地控制病虫害，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农药的广泛应用
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有效保障了人们的生活需要。同
时，通过农药的使用，还能够改善农作物的外观，提高农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为农民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农药的发展，
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然而，农药使用带来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农药的滥用和
不当使用会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农药使用安全
是农药管理的重中之重。在实际应用中，农民应按照农药的
使用说明书正确喷洒和使用，注意个人卫生和防护措施，避
免直接接触农药。同时，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应加强农药的监
管和培训，提高农民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确保农药使用
的科学性和安全性。

农药对环境的影响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不当使用农药
会造成农田土壤和水体的污染，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在农药的发展和使用中，需要注重环境保护。通过选
择环保型农药和科学施用，减少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此外，
推广有机农业和生物防控技术，减少对农药的依赖，对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药研发创新是农药发展的关键。随着农业生产和病虫害的
变化，需要不断地研发新型农药来适应不同的需求。农药研
发应注重提高农药的效能和安全性，降低农药的残留和毒副
作用，加强对新病虫害的防治。此外，还应注重农药的可持
续发展，开发生物农药和植物提取物，减少对化学合成农药
的依赖，推动农药的绿色发展。

农药的监管加强也是保障农药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和相关
部门应建立健全的农药监管体系，加强对农药生产、销售和
使用环节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惩罚
力度，提高农药市场的准入门槛，保障农药的质量和安全。
同时，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科



学素养，促进农药的科学使用和合理使用。

综上所述，农药的发展对农业生产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
而，农药的使用安全、对环境的影响、农药研发创新和监管
加强等问题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通过科学的管理和
合理的使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农药的作用，实现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