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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5_AE_89_E5_c62_606291.htm (一)对症施药 农药的

品种很多，特点不同，防治农作物的病、虫、草、鼠的种类

也很多，各地差异也甚大，为害习性也有变化，应针对防治

对象，选择最适合的农药品种。自然生物(病、虫、草、鼠)

在不同地区的生存环境中，它们的耐药力会有不同程度变化

。例如用溴氰菊酯防治小麦长管蚜虫，在河北省使用有效，

而在甘肃却无效，若使用杀螟松则在两地均有效；又如防治

水稻白叶枯病的一些药剂，在北方秀区为有效药剂，但用在

广东稻区则效果不佳。因此使用农药之前必须认识防治对象

和掌握选择适当的农药品种，参考各地植物保护部门所编写

的书籍、手册，防止误用农药，达到对症施药的理想效果。 (

二)适时施药 施药时期应根据有害生物的发育期及作物生长进

度和农药品种而定。各地病虫测报站、鼠情监测点，要作常

年监测，发出预报，并对主要病、虫、鼠害制定出防治指标

。如发生量达到防治指标，好应施药防治。施药时，还应考

虑田间天敌情况，尽可能躲开天敌对农药的敏感期。如灭鼠

，则需在当地主要优势鼠种的繁殖高峰前，撒施毒饵；除草

剂施用时既要看草情还要看“苗”情，如用芽前除草剂，绝

不能在出芽后用。 (三)适当施药 各类农药使用时，均需按照

商品介绍说明书推荐用量使用，严格掌握施药量，不能任意

增减，否则必将造成作物药害或影响防治效果。操作时，不

仅药量、水量、饵料量称准，还庆将施用面积量准，才能真

正做到准确适量施药，取得好的防治效果。施药量常见有4种



方法表示： 1.用为施用制剂数量表示 如每亩用10%天王星乳

油22.5克防治棉铃虫，掌握亩用药量即可。 2.用有效成分数量

表示 如25%腈菌唑乳油每亩用有效成分24克防治小麦白粉病

。 3.用对水倍数表示 如5%菌毒清水剂100200倍液涂抹苹果树

腐烂病斑防治腐烂病。 4.用百万分之几有效成分浓度表示 

如2.5%功夫乳油用56.3ppm防治苹果树桃小食心虫。例如百万

分之一百(英文缩写100ppm)也就是100万份稀释液中有100份

功夫乳油。56.3ppm即是100万份稀释液中有56.3份功夫乳油。

(四)均匀施药 农药的各种剂型施用方法有所不同，使用器械

也各异。目前施药机具的主要类别有喷雾机具、喷粉机具、

颗粒撒施机具、烟雾喷射机具、拌种机具等，每一类机具中

又有很多种。各种农药所施用的机具都有其特定的用途和性

能，而施药时，液体药剂喷洒、粉剂喷粉、颗粒剂撒施、毒

饵投入均需考虑使用的器械和机具的性能、特点，才能很好

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药剂均匀周到地分布在作物或有害

生物表面，取得科学、高效的防治结果。 1.液剂喷洒 液态制

剂是农药制剂中量最大、变化最多的剂型，其在田喷洒质量

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所用喷雾机具的性能及操作人员的技术

水平。液态制剂借助喷雾机具实现雾化，使药液分散成为细

小的雾滴，才能在作物上或有害生物体表面覆盖均匀，达到

理想的防治效果。但由于防治对象和危害的作物种类均匀，

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但由于防治对象和危害的作物种类不

同，需要选用不同性能的适当机具。目前广泛使用的工农16

型手动喷雾器、踏板式喷雾器、担架式机动喷雾机等，都是

常量喷雾。后两种喷雾机，由于压力大，射程较高、较远，

适用于果园、林园，能喷到树冠顶部及内部。在作物田使用



工农16型手动喷雾器，进行压顶式喷雾，麦田麦株下层叶片

受药多，上层叶片受药少，防治小麦吸浆虫、缢管蚜虫效果

好，但对防治小麦赤霉病、麦穗长管蚜则不是很有效。对棉

田则棉株上层叶片受药多，而下层叶片受药明显减少，对防

治盲蝽象有效，防治伏蚜就很差。所以均匀施药要正确地选

择适宜的施药机具。踏板式喷雾器、担架式机动喷雾机压力

大能喷高大树木，其缺点是雾滴大，药液容易从叶面滚落流

失，一般流失量60%70%，浪费药剂。用东方红18型弥雾机进

行低容量喷雾，能比高容量喷雾省药，工效较高。一般单位

面积喷液量，常量(高容量)大于40升，而超低容量小于0.33升

，又因为东方红18型弥雾机能自身产生强大气流，因此可以

在任何情况下进行超低容量喷雾；然而使用额娃式手持超低

容量喷雾机喷雾，因超低容量喷雾法雾滴很小，必须在有风

的条件下才能把雾滴送到一定距离，无风时几乎不能发挥作

用，故使用额娃式手持喷雾机喷雾时，要求在有自然风时才

可使用。 喷洒除草剂时，使用专用喷头激射式喷头，可减轻

由于细雾飘扬使作物受到药害。超低容量喷雾法，要求雾化

细度能达到50微米左右，雾滴能在空中飘移运行相当长的时

间距离，不至于很快落到地上。使用手持额娃低超低容量喷

雾器时，不可将转盘喷头塞到作物下层来使用，否则不但不

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反而对作物造成损害。 2.粉剂喷撒 粉剂

分为低浓度粉剂、高浓度粉剂、防飘移粉剂、超微粉剂。使

用粉剂时采用手动或机动喷粉器械，喷粉器产生的气流可把

粉粒吹散使之扩散均匀，在植物表面和昆虫体表形成良好的

沉积。这主要是由于附着作用或静电吸附作用。其附着力很

小，但在有水膜的生物体表面上，粉粒的粘附能力可得到改



善，因此喷粉作业技术操作常常要求在早、晚作物叶面较湿

或有露水时进行。刮大风时，风速每秒超过1米，不要喷粉，

以免药粉飘移造成浪费。一般亩用药量15002000克。 低浓度

粉剂：可直接在田间喷粉用。 高浓度粉剂：又称高浓度母粉

，使用时与一定细度的填料混匀，再进行喷粉。 防飘移粉剂

：是一种粒径较大的粉剂，或在粉剂中加凝聚剂，把小微粒

聚合成较大粒子，以克服粉剂使用时的飘失现象。 超微粉剂

：主要用于温室中，粉粒径小于5微米，粉粒细如烟雾一样弥

散在空中并易于附着在作物表面及昆虫体表上，从而能充分

发挥其药效。 目前常用的粉剂喷撒器械，手动喷粉器主要有

丰收-5型和丰收-10型；机动喷粉器有东方红-18型。使用喷粉

器撒粉时，除注意喷撒均匀、不重喷、不漏喷外，还应注意

粉剂应是干燥和松散状态及喷粉器本身也须保持干燥，使粉

剂具有良好的流散性，这样才能取得均匀的分布和沉积。 3.

颗粒剂撒施 目前我国使用的颗粒剂大体有两种类型，好浸渗

粒剂及包复颗粒剂。 浸渗粒剂：把农药与填料混合在一起，

加一定量粘合剂所压制而成的颗粒。使用时必须使颗粒解体

才能把颗料中所含的农药全部释放出来，一般是在水分的作

用下才发挥作用。如防治稻田害虫应用杀虫双大粒剂及防治

玉米螟灌心叶使用的农药与砖粒或陶土制作的颗粒剂。 包复

颗粒剂：是将农药包复在一种填料颗粒的表面上，经过处理

后所制成的颗粒。施用依靠田水或土壤水分把颗粒表面的农

药溶解到水中然后发生作用，如呋喃丹颗粒剂。 颗粒剂的撒

施要根据农药的性质，病、虫、杂草的生活习性，危害特点

以及土壤、水分对农药的作用特点作出全面综合考察，才能

正确地选用，撒施颗粒剂一定要按产品使用说明书提出的施



用方法进行。 4.毒饵投放 灭鼠应用毒饵是当前广泛使用的灭

鼠方法。主要有急性杀鼠剂毒饵和慢性杀鼠剂毒饵两大类。

以农药与食物(粮谷或其他食物)混合制成。 慢性杀鼠剂(抗凝

血杀鼠剂)毒饵投放：灭鼠时使用毒饵得当，一般都可以完全

毒杀局部地区的鼠类。毒饵尽可能投放在鼠道边、鼠洞口(离

洞口约1530厘米)以及鼠类隐藏的场所。田间投饵，要根据不

同鼠种的生活习性。如在北方防治仓鼠类，毒饵重点投入在

作物田四周(田边10米宽范围)，每隔1米投放一堆；在南方毒

杀黄毛鼠毒饵投放在宽田埂、高田埂处，此处鼠洞较多，效

果好。鼠类喜欢在隐蔽场所摄食，用毒饵盒投饵无论在田间

或室内，都具有便于鼠类隐藏摄食，保护毒饵不致受潮变质

，又防止非靶动物资食等优点。 急性杀鼠剂毒饵投放：在容

易发现鼠洞的耕地和草原，采取见洞投毒饵，投在离洞

口1530厘米处，每洞12克，在不易找到鼠洞的地方，采取等

距投毒饵，每隔510米投撒毒饵一堆，每堆56克。室内灭家栖

鼠，一般15平方米左右一间房可投毒饵一堆，每堆25克左右

。如灭小家鼠可适当增加投饵点，每点毒饵量也要适当减少

。 无论野外灭鼠或室内灭鼠，投放毒饵面需要大一些，至少

一个乡或一个县统一行动，室内、外，村内、外统一投放毒

饵，效果好于零星分散灭鼠。 5.科学混配农药 当前国内外对

农药的混用和混剂都非常重视。将两种或两种以上含有不同

有效成分的农药制剂混配在一起施用，称为农药的混用。为

了混用而加工出售有两种以上有效成分的农药制剂称作农药

混合制剂。根据其用途不同又分为杀虫混剂、杀菌混剂、除

草混剂、杀虫杀菌混剂、杀虫除草混剂等。 合理科学地混用

农药可以提高防治效果，延缓有害生物产生抗药性或扩大使



用范围兼治不同种类的有害生物，节省人力和用药量，降低

成本，提高药效，降低毒性，增强对人、畜的安全性。如乐

果与甲萘威混配对水稻三化螟增效；乙霉威与多菌灵、甲基

硫菌灵、速克灵混配；BT乳剂与杀虫双混用防治水稻二化螟

、稻苞虫等均有增效作用。 并非所有农药都能混用，如遇碱

分解的有机磷杀虫剂不能与碱性强的石硫合剂混用。可以混

用的农药，其有效成分之间不能发生化学变化。近几年发展

最快的是高效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与有机磷杀虫剂为有效成

分的混配制剂。 就本书介绍的品种中，哪些两种农药单剂不

能混用和哪些单剂只能单用的农药，在混用之前，注意查阅

“不可混用的农药查对表”(表15)。不要把不能混用的两种

农药混配到一起，同时还要注意混用时如有两种可用水稀释

后呈液态使用的药液，一般是先用全部水稀释其中的一种药

，再用这种药液去稀释咖一种药剂，不要先混合两种药剂再

稀释，也不要两种药分别稀释后再混合。 当前我国已登记注

册的国产农药混剂品种已有100多种，多为针对需要经常普遍

采取的混用、又可以在农药加工时制成的混剂。但粉剂、颗

粒剂，临时施用难以混合均匀，气雾剂也不便于临时混合，

应事先制成定型混剂，才能方便使用。 6.预防病、虫、鼠抗

药性的发生 在一个地区使用一种农药防治同一种病、虫、鼠

，长期连续使用，往往药效明显减退，甚至无效，且容易使

有害生物产生抗药性。如杀虫、杀菌剂连续使用，害虫及病

原菌产生抗药性更明显。近70年来产生抗药性的害虫种类已

达600余种，病菌发生抗药性的种类也有数十种之多。特别是

一些菊酯类杀虫剂和内吸性杀菌剂，连续使用数年，防治效

果大幅度降低。又如抗凝血杀鼠剂灭鼠灵防治家栖鼠，在50



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广为推广，效果非常显著，但连续使用

几年后，1958年在巩固苏格兰农场首先发现褐家鼠有遗传型

抗药现象，相继在丹麦、荷兰、联邦德国、法国、美国和澳

大利亚都有抗药性报告。到1960年英国在用过灭鼠灵的城市

中，小家鼠都有抗药性。 出现有些药剂的药效减退现象时，

要注意应从多方面加以调查、分析，找到准确的原因。因为

任何一种农药的药效，除了药剂本身的毒力水平以外，还要

受到其他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如自然条件，温、湿度差

别，喷药技术，使用浓度，配制毒饵所用饵料是否新鲜适口

，防治对象是否对口等，不要轻而易举地作出结论。 抗药性

的预防，主要是轮换用药，混合用药，间断用药以及科学的

施药技术。 轮换用药：轮换使用作用机制不同的农药品种，

是延缓有害生物产生抗药性的有效方法之一。例如杀虫剂中

有机磷制剂、拟除虫菊酯类制剂、氨基甲酸酯类制剂、有机

氮制剂、生物制剂等几大类，其作用机制都不同，可轮换使

用；杀菌剂一般接触性杀菌剂如代森类、无机硫制剂类、铜

制剂类都不大容易引起抗药性，是较好的可轮换用药。需要

注意的是一般内吸杀菌剂如苯并咪唑杀菌剂(多菌灵、托布津

等)及抗生素类杀菌剂等，比较容易引起抗药性；杀鼠剂可以

急性杀鼠剂与慢性杀鼠剂轮换使用。 混合用药：为减缓抗药

性的发生速度，采用两种作用方式和机制不同的药剂混合使

用，如灭多威与菊酯类混用；双硫灭多威与氨基甲酸酯、有

机磷混用；有机磷制剂与拟除虫菊酯混用；瑞毒霉与代森锰

锌混用。混配的农药同样也不能工期单一使用，也须轮换用

药，否则也会引起抗药性产生。 间断用药：已产生抗药性的

药，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使用，抗药性现象可能逐渐减退，甚



至消失。如过去防治棉蚜使用的内吸磷、对硫磷等引起蚜虫

的抗药性，经过一段时间停止使用后，抗药性基本消失，药

剂的毒力仍可恢复。 科学恰当的施药技术：对不同的作物田

和有害生物应用科学恰当的施药技术，使药剂在田间的有效

剂量和沉积分布均匀，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措施。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