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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ＱＩＡＮ ＹＡＮ

　 　 为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培养新农村建设 “留得住、

用得上”的专业人才，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河北省委组织部、河北省农村工
作办公室和河北省教育厅联合印发了 《关于推进 “送教下乡”加快培

养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的意见》，随后，河北省教育厅制定了《“新农村建

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陆续部署了

试点及推广工作。河北省委、省政府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把 “双带

工程”作为重要惠民工程，列入 ２０１０ 年冀发 １ 号文件强力推进；列入
《河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深入实施。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河
北省委、省政府在 《关于认真贯彻中央 １ 号文件精神扎实做好 ２０１０ 年
农业农村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 “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送教下

乡，实施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培育农民创业致富带头

人。” 《河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明
确要求：“以深入实施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为切入点，扎

实推进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紧密结合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民培

养，创新农村职教培养模式，改革教学方式，为农村培养改革发展带头

人和科技致富带头人。”

“双带工程”实施几年来，惠及河北省 ３０ 多万青年农民，有力促
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学生 “边受教育边生

产”，有效促进了农民致富增收；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

密切了干群关系；明显提升了新农村文明建设水平，使广大农民 “既

富了钱袋，也富了脑袋”。通过送教下乡，实施 “双带工程”，增强了

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活力。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
生改革案例推介会上，教育部鲁昕副部长把河北省的 “送教下乡”与

四川省的 “藏区 ９ ＋ ３ 免费教育计划”、重庆市的 “统筹城乡职业教育”

一起，列为三大模式向全国推广。她指出：“‘双带工程’有效拓宽了

职业教育招生范围和服务面向，对农民脱贫致富和农业持续发展有重要

促进作用。”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刘延东国务委员做出重要批示：“河北省送
教下乡的做法很好。职业教育就是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农村，适应

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服务，才能体现价值，才能更有作为。”教育部杜

玉波副部长在出席河北省教育工作会议时指出： “河北教育历来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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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讲创新、有特色，特别在职业教育方面，从 １９８９ 年河北在全国率先成立第一家县
级职业教育中心，到 ２００９ 年面向 ‘三农’开展送教下乡、启动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

培养工程’，都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河北职业教育要认真落实延东同志批示精

神，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应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农村发展的现实

需要，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切实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为全国职业教育发展提

供更多有益经验。”

加强教材建设是提高 “送教下乡”工作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保障。为确保中等职业

学校送教下乡工作顺利进行，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河北省教育厅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起
对中等职业学校送教下乡教材建设进行规划，并着手开展这套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以

供中等职业学校送教下乡教学使用。

这套系列教材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计划规

范管理工作的通知》、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

若干意见》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

种植技术等六个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的通知》有关精神组织编写，业经河北省中等职

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河北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志增研究员担任

总主编。教材本着 “行动导向、任务引领、学做结合、理实一体”的原则编写，以职

业能力为核心，努力从种植、养殖、农村管理等相关岗位的工作实践中选取典型任务，

有针对性地传授专业知识和训练操作技能。各册教材的学习内容分别划分为若干个单

元，再分为若干个学习任务，每个学习任务包括任务描述及相关知识、操作步骤和方

法、思考与训练等，还插入 “小知识”、“小提示”、“拓展阅读”等，力求适合农民学

生边讲边练、边学边干、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学习模式和学习特点。经过各方共同努

力，本套专用教材的第一批 ３３ 种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出版发行，其中根据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组织开展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教材遴选活动的通知》（教职成厅函 〔２０１１〕
４１ 号）精神，由河北省教育厅推荐的 １７ 种专业技术课教材，已被教育部确定为首批中
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教材。

《农资商品与营销》是本套专用教材第二批 ３６ 种教材中的一种，内容分为 “农资

商品”、“种子商品”、“化肥商品”、“农药商品”、“农资商品市场”、“农资商品市场调

查与预测”、“农资商品的产品策略”、“农资商品的价格策略”、 “农资商品的渠道策

略”、“农资商品的促销策略”、“农资商品的网络营销”１１ 个单元，共计 ３３ 个学习任
务。主编为侯彦国，副主编为刘林忠，编者还有王淑平、张谦、王亚娟、王颖、焦艳

宁。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教师和学生批评指正。

河北省中等职业教育送教下乡专用教材编写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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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而发展农业生产则离不
开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资料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市场、发展农

村经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单元主要学习农资商品的基础知识，掌握农资

商品的特点和分类方法。

　 　 　 学习任务 １
认识农资商品

　 　 农业生产离不开农资商品。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农资商品数量巨大，种类
繁多。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农资新产品会不断增加，了解和熟悉农资商品显

得十分重要。本任务主要学习农资商品的基础知识，了解农资商品的基本性质

和特点。

!"#$
Ａ Ｎ Ｌ Ｉ Ｆ Ｅ Ｎ Ｘ Ｉ

假黄瓜种子坑农害农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经营农药商店的夏某从台安县农家乐蔬菜种子业主吕某处购买了
“天津皇冠”黄瓜种 １９０ 袋，分别卖给或赊给了家住台安县韭菜台镇杨塘村的王术理等
８９ 户农民，农民们精心种植后，发现黄瓜秧苗停止生长，而同棚同期栽种的其他品种
黄瓜已上市。看着起早贪黑辛苦培育的秧苗不结果，农民愤怒了，向法院申请了证据保

全，台安法院提前介入，聘请有关专家现场勘验。

８９ 户农民于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选派代表、委托代理人将被告吕某、夏某告上法庭。
台安县人民法院立案后，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审理此案。经审理查明，８９ 户农民从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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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某处购买的 “天津皇冠”黄瓜种系被告吕某私自将 “神农牌、津育二号”黄瓜种改

换包装后起的名，并将原包装说明中 “适合早春日光温室栽培”中的 “早春”二字去

掉，将 “夜温 １２ 摄氏度能正常生长”中的 “夜温”二字去掉，增加 “亩产量 ２ 万千
克，优于津优二号”等内容。经农业专家实地勘察和减产损失测评，鉴定结论为此品

种不适于在台安地区日光温室中冬季栽培，平均每平方米减收 ２ ２５ 元至 ３ 元。
据此，台安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吕某作为种子经营者，将适于早春日光温室栽培

的黄瓜种更换包装，并对原说明记载的有关种子特征特性的内容自行增减，夸大宣传，

误导农民冬季栽培，造成减产，其应负赔偿责任。被告夏某非法经营种子，对原告的经

济损失应负连带赔偿责任。法院依法判被告吕某赔偿原告王术理等 ８９ 户农民经济损失
８ 万多元，被告夏某负连带赔偿责任。

（来源：新华网．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 日）

一、农资商品

农资商品是农业生产资料的简称，是农户或农业企业从事农、林、牧、渔各业生产

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总称，是农业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

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在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

除自然资源及农业本身自给部分外，绝大部分是通过商品交换形式由工业、农机、物资

和商业等部门供应的。

二、农资商品的特点

（一）品种多、规格多

以农药商品和化肥商品为例，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国家全面禁止甲胺磷等 ５
种高毒农药的使用，共撤销了 ８７８ 个高毒农药产品登记证。目前仅国家审定品种就有上
千个，国家登记农药品种上万个，肥料品种上千个，而且规格多样。

（二）占地大、不易陈列和码放

农资商品除肥料占地体积较大外，其他产品多以袋装、瓶装或箱装为整体包装，占

地大，陈列和码放相对困难。包装所用玻璃瓶易碎，其他如塑料瓶、铝箔袋装易出现渗

漏，粉剂袋装易出现裂口。企业生产以后均以销售的形式分流到各县市，县市分流到各

个乡镇及农村等销售网点。

（三）技术含量高

农业生产资料作为农业生产的原料，其生产和应用的技术含量都比较高。特别是除

草剂、调节剂，如使用不当，在作物上易出现药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危害和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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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节性、地域性强

由于我国南北区域跨度大，气候差别很大，土壤土质不同，种植作物不同，不同地

区自然条件差别较大，而农业生产又有比较明显的季节性，所以农资商品受到季节和地

域的限制。

（五）售后服务困难

农资商品使用者多为农民，农村地域面积大，分布范围广，个体使用量小，素质参

差不齐，技术服务困难。由于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扶持力度，特

别是国家政策对农村土地的流转，土地将会集中在一部分人手里。服务会越来越精

细化。

（六）产地不一，农资生产将会进一步整合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农资商品的生产越来越引起国

家的关注，农资商品生产企业的整合势在必行，定点生产企业会越来越多，大部分生产

小厂将会关停并转。同时，农资商品的种类开始整合，无公害、无残留产品将会越来越

多，生产厂家将会得到统一的管理。农资商品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快，农资企业生产的

农资多种多样，农资生产企业的门槛较低，生产企业分布在全国各地，农资商品产地各

不相同。

以下物质中哪些属于农资商品

　 　 白菜籽、马铃薯、蒜苗、甘蔗苗、葡萄籽、玉米种子、尿素、叶面肥、矮壮素、
阿维菌素、地膜、播种机、兽药、拖拉机、农用车、自行车。

三、常见的农资商品

农资商品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用能源、农机具、饲料、兽药等，

从现阶段看，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交易量大，与生产者关系较为密切的农资商品主要

有以下几种。

（一）种子商品

种子是胚珠发育而成的。花生、棉花、油菜、紫云英、柑橘、菜豆、茶和桑的种

子，都是由胚珠发育而成的，是真正的种子。水稻、小麦、玉米、高粱、向日葵的籽

粒，一般也叫做 “种子”，实际上都是果实。因为它们的单粒种子包在果皮之内，特别

是禾本科作物的果实，其果皮与种皮相愈合不易分离。

种子在大小、形状和颜色等方面，因植物的种类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如椰子的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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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很大，而油菜、萝卜、芝麻的种子较小，烟草的种子则更小；大豆、菜豆的种子为肾

形，而棉花、豌豆、龙眼的种子为圆球形；种子的颜色也有多种，许多禾本科作物的

“种子”（颖果）如小麦、粟为黄褐色，大豆为黄色、青色或黑色，龙眼、荔枝为红褐

色等。

１ 种子的结构　 种子虽然在形状、大小和颜色各方面存有差异，但其基本结构是
一致的。种子里面有胚，部分植物的种子还有胚乳，在种子的外面有种皮。

胚是构成种子最重要的部分，它是由胚芽、胚根、胚轴和子叶四部分所组成。种子

萌发后，胚根、胚轴和胚芽分别形成植物体的根、茎、叶及其过渡区，因而胚是植物新

个体的原始体。

胚乳是种子内贮藏营养物质的组织。种子萌发时，其营养物质被胚消化、吸收和利

用。有些植物的胚乳在种子成熟过程中，已被胚吸收、利用，所以这类种子在成熟后无

胚乳。

种皮是种子外面的保护层。种皮的厚薄、色泽和层数，因植物种类的不同而有差

异。成熟的种子在种皮上通常可见种脐 （种子从果实上脱落后留下的痕迹）和种孔。

２ 种子的主要类型　 根据种子内胚乳的有无，将种子分为有胚乳种子和无胚乳种
子两类。

（１）有胚乳种子。这类种子由种皮、胚和胚乳三部分组成。双子叶植物中的蓖麻、
番木瓜、烟草、番茄、辣椒、桑等的种子和单子叶植物中的水稻、小麦、玉米、高粱、

洋葱等的种子，都属于这个类型。

图 １ １　 图蓖麻种子解剖结构

双子叶植物的有胚乳种子以蓖麻、番茄为例说明其

结构。蓖麻的种皮光滑并具有花纹，在种子一端的海绵

状突起称为种阜；种孔被种阜遮盖；种脐不很明显。在

种子的一面种皮上可见长条状突起，称为种脊，其长度

与种子几乎相等。种皮以内是含有大量脂肪的白色胚

乳。胚藏于胚乳之中，其两片子叶大而薄，上有显著脉

纹；在两片子叶之间的基部，有很短的胚轴连接子叶、

胚芽和胚根，上方小突起是胚芽，向下突出的部分是胚

根 （图 １ １）。
番茄的种子扁平、卵形，种皮淡黄色覆以灰色或银

色的毛，种脐位于较小一端的凹陷处。胚弯曲，包藏于

富含脂类的胚乳中；胚有两片细长而弯曲的子叶；胚芽

小，仅为介于二子叶间的一个小突起；胚根长，外观上和胚轴无明显界限。

单子叶植物的有胚乳种子以水稻、小麦为例，说明禾本科作物种子的结构。一粒小

麦或一粒稻谷俗称为种子，但一粒小麦或剥去谷壳的糙米，除种皮外，尚有果皮与之合

生，小麦、水稻的果皮较厚，而种皮较薄，二者一般不易分离，糙米或麦粒在植物学上

称为颖果。

从水稻和小麦颖果的纵切面来看，胚和胚乳的界限很明显。果皮和种皮以内绝大部

分是胚乳，而胚很小，仅位于其一侧的基部。水稻和小麦的胚乳可分为两部分，紧贴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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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的是糊粉层，其余大部分是含淀粉的胚乳细胞。小麦的糊粉层为 １ 层细胞，水稻的糊
粉层为 １ 层或 ２ ～ ３ 层细胞，甚至可以是 ５ 或 ６ 层细胞，内含大量的蛋白质。

　 　 什么是杂交种？

胚由胚芽、胚根、胚轴和子叶四部

分构成。胚芽位于胚轴的上方，为生长

点和包被在生长点之外的数片幼叶所组

成，包被在胚芽外方的鞘称为胚芽鞘；胚根位于胚轴的下端，由生长点和根冠所组成，

外方包被的为胚根鞘；胚轴较短，上接胚芽，下连胚根，侧边与子叶相连接；子叶只有

一片，着生于胚轴的一侧，形如盾状，称为盾片。沿着盾片的背面，中间有一条大维管

束，其两侧各有数条小维管束。盾片与胚乳交界处有一层排列整齐的细胞，称为上皮细

胞 （或称柱形细胞）。当种子萌发时，上皮细胞分泌酶类到胚乳中，把胚乳中贮藏的营

养物质消化、吸收，并转移到胚的生长部位供利用。胚轴在与盾片相对的一侧有一小突

起，称为外胚叶 （外子叶），过去认为是另一片子叶退化的部分，现认为是胚器官一部

分的裂片或其延伸物。

图 １ ２　 棉花种子解剖结构

（２）无胚乳种子。这类种子由种皮和胚两部分组成。双
子叶植物如花生、棉花、大豆、菜豆、蚕豆、瓜类、茶及柑

橘类的种子，单子叶植物中慈姑的种子，都属于这一类型。

现以棉花为例，说明双子叶植物无胚乳种子的结构。棉

籽外面黑色的硬壳就是种皮。种皮上的毛状物是表皮毛，也

就是棉絮 （纤维）。棉花的种脐呈尖状突起。剥去种皮后，

有一层乳白色的薄膜，这是胚乳的遗迹，因此，有人认为棉

花属于有胚乳种子。胚也是由胚芽、胚根、胚轴和两片子叶

所组成。其子叶在种子内呈皱褶状，胚根较细长，胚轴较短，胚芽由生长点和幼叶所组

成 （图 １ ２）。

（二）化肥商品

化学肥料简称化肥，是用化学和 （或）物理方法人工制成的含有一种或几种农作

物生长需要的营养元素的肥料。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常量营养元素有碳、氢、氧、氮、

磷、钾、钙、镁、硫。微量营养元素有硼、铜、铁、锰、钼、锌、氯等。

土壤中的常量营养元素中氮、磷、钾通常不能满足作物生长的需求，需要施用含

氮、磷、钾的化肥来补足。而微量营养元素中除氯在土壤中不缺外，另外几种营养元素

则需施用微量元素肥料。化肥一般多是无机化合物，仅尿素 ［ＣＯ （ＮＨ２）２］是有机化
合物。凡只含一种可标明含量的营养元素的化肥称为单元肥料，如氮肥、磷肥、钾肥

等。凡含有氮、磷、钾三种营养元素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且可标明其含量的化肥称为复

合肥料或混合肥料。

（三）农药商品

自古以来人类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经常遭受各种生物灾害的侵袭。古代人在同

有害生物的斗争中，不断寻找各种防治方法，在利用植物、动物、矿物的有毒天然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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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并流传下来，这就是化学防治方法和农药的起源。例如中国西周

时期的 《诗经·豳风·七月》里有熏蒸杀鼠的叙述，约公元前 ２４０ 年成书的 《周礼》

载有专门掌管治虫、除草的官职和所用的杀虫药物及其使用方法。古希腊诗人荷马也曾

提到硫黄的熏蒸作用。中国在公元前 ５ ～公元前 ２ 世纪成书的 《山海经》中，有?石

（含砷矿石）毒鼠的记载。公元 ５３３ 年北魏贾思勰所著 《齐民要术》里有麦种用艾蒿防

虫的方法。公元 ９００ 年前，中国已知道利用砒石防治农业害虫，到 １５ 世纪，砒石在中
国北方地区已大量用于防治地下害虫和田鼠，在南方地区用于水稻防虫，这在明代宋应

星所著 《天工开物》里有详细记述，当时砒石已有工业规模的生产。明代李时珍收集

了不少有农药性能的药物，载于其名著 《本草纲目》中。１６ ～ １８ 世纪，世界各地陆续
发现一些杀虫力强的植物，其中最著名的有烟草、鱼藤和除虫菊，至今仍在大量应用。

　 　 在自己的家乡你见过或使用过哪些
化肥商品？化肥商品中使用最多的是哪

几种？

近代化学工业出现以后，化工产品

逐渐增加，其中不少被作为农药试用。

同时，农业科学试验开始发展起来，农

药的应用逐渐有了科学依据。除硫黄粉

早有应用外，１８１４ 年发现石硫合剂的杀
菌作用，１８６７ 年发现巴黎绿 （含杂质的

亚砷酸铜）的杀虫作用。１９ 世纪中期，欧洲的葡萄酿酒业受葡萄霜霉病的严重流行而
发生危机，１８８２ 年法国的米亚尔代发现用硫酸铜和石灰配制的波尔多液，具有良好的
防治葡萄霜霉病的效果，及时拯救了酿酒业，米亚尔代因此被赞扬为民族英雄，成为农

药发展史上一个著名的事例。１８９２ 年，美国开始用砷酸铅治虫，１９１２ 年开始以砷酸钙
代替砷酸铅。农药逐渐从一般化工产品的利用发展到专用品的开发，在化工产品中农药

作为一个分类的概念开始形成。２０ 世纪初，随着有机化学工业的发展，农药的开发逐
渐转向有机物领域。１９１４ 年德国的 Ｉ 里姆发现对小麦黑穗病有效的第一个有机汞化合
物即邻氯酚汞盐，１９１５ 年由拜耳股份公司投产，这是专用有机农药发展的开端。２０ 世
纪 ２０ ～ ３０ 年代，有机合成化学和昆虫学、植物病理、植物生理等生物科学的进步，为
有机农药的研究开发创造了条件。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有机农药品种开始增多，在用
途上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分类概念也逐渐确立。尽管一些早期品种的药效不够理

想，应用规模不大，但农药作为专用化学品已相当明确。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４ 年美国的 Ｗ Ｈ
蒂斯代尔等发现了二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类的优良杀菌作用，开发出有机硫杀菌剂的

第一个品种系列福美双类，标志着农药研究开发已达到专业化系统化阶段。农药工业迅

速发展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农药工业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开
始，进入了飞跃发展时期，很快形成一个新的精细化工行业。

１９３８ 年瑞士嘉基公司的 Ｐ Ｈ 米勒发现滴滴涕的杀虫作用，并于 １９４２ 年开始生产。
滴滴涕是第一个重要的有机氯杀虫剂，在战后一段时间大量应用于农业和卫生保健，起

过很大作用，米勒因此获得诺贝尔奖。１９４２ 年英国的 Ｒ Ｅ 斯莱德和法国的 Ａ 迪皮尔
同时发现六六六的杀虫作用，１９４５ 年由英国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首先投产。１９４２ 年美
国的 Ｐ Ｗ 齐默尔曼和 Ａ Ｅ 希契科克发现 ２，４ －滴的除草性能，１９４３ 年英国的 Ｗ Ｇ
坦普尔曼和Ｗ Ａ 塞克斯顿发现 ２ 甲 ４ 氯的除草性能，这两种除草剂分别在美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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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产。１９４３ 年有机硫杀菌剂第二个系列的品种代森锌问世。从 １９３８ 年起，德国法本公
司的 Ｇ 施拉德尔等在研究军用神经毒气中，系统地研究了有机磷化合物，发现许多有
机磷酸酯具有强烈杀虫作用，于 １９４４ 年合成了对硫磷和甲基对硫磷。战后，此项技术
被美国取得，对硫磷 １９４６ 年首先在美国氰氨公司投产。在短短几年中，同时有如此多
的重要品种开发投产，使农药工业出现前所未有的进步，奠定了形成行业的基础。应该

指出，农药工业的发展，是当时化学工业发展到能提供多种廉价原料和有机单元反应技

术发展成熟的结果。这些产品在农业上迅速推广应用，药效比旧品种显著提高，使化学

防治方法成为植物保护的主要手段。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是有机农药的迅速发展时期，新的系列化品种大量涌现。在杀
虫剂方面，有机氯杀虫剂继滴滴涕和六六六之后又出现了氯代环二烯和氯代莰烯系列。

有机磷杀虫剂的品种增加最多，其中有对人畜毒性较低的马拉硫磷 （１９５０）、美曲膦酯
（１９５２）、杀螟硫磷 （１９６０）等。１９５６ 年氨基甲酸酯类的第一个重要品种甲萘威投产，
其后不断有新品种问世。在杀菌剂方面，１９５２ 年出现了第三个系列有机硫杀菌剂克菌
丹。其后，有机砷杀菌剂系列相继问世。１９６１ 年日本开发了第一个农用抗生素杀稻瘟
素 － Ｓ。内吸性杀菌剂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半期的出现是一个重大进展，重要品种有萎
锈灵 （１９６６）、苯菌灵 （１９６７）、硫菌灵 （１９６９）等。在除草剂方面，开发的品种系列
更多，重要的有苯氧羧酸、氨基甲酸酯、酰胺、取代脲、二硝基苯胺、二苯醚、三嗪、

吡啶衍生物等系列。农药按用途分的各个类别都已形成，除杀虫、杀菌、除草三大类

外，杀螨、杀线虫、杀鼠、植物生长调节剂中都有重要品种开发应用。众多农药品种的

生产和广泛应用，日益扩大了农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农药工业出现繁荣发展的

局面，产量和销售额均有较大增长。

农药广泛应用以后，由于滥用引起的人畜中毒事故增多，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调加

重，有害生物的抗药性问题也严重起来。在此背景下，农药工业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加
快了品种更新，新农药开发的重点转向以高效、安全为目标。一些药效较低或安全性差

的品种如有机氯杀虫剂 （包括滴滴涕和六六六）、某些毒性高的有机磷杀虫剂、有机汞

和有机砷杀菌剂都逐渐被淘汰，而代之以相对高效、安全的新品种，如拟除虫菊酯杀虫

剂、高效内吸性杀菌剂、农用抗生素和新的除草剂。农药工业的生产技术相应提高，质

量有明显改进，剂型和施药技术多样化，品种增多，产量提高，朝着精细化工方向发

展。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加强了对农药的法规管理，实行严格的审查登记制度，提倡科

学合理地施药，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世界农药工业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
ＺＨ Ｉ ＳＨ Ｉ Ｌ Ｉ ＡＮ Ｊ Ｉ Ｅ

生物农药

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活体或其代谢产物对害虫、病菌、杂草、线虫、鼠类等有害

生物进行防治的一类农药制剂，或者是通过仿生合成具有特异作用的农药制剂。关于生

物农药的范畴，目前国内外尚无十分准确、统一的界定。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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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农药一般是天然化合物或遗传基因修饰剂，主要包括生物化学农药 （信息素、激

素、植物调节剂、昆虫生长调节剂）和微生物农药 （真菌、细菌、昆虫病毒、原生动

物或经遗传改造的微生物）两个部分，农用抗生素制剂不包括在内。我国生物农药按

照其成分和来源可分为微生物活体农药、微生物代谢产物农药、植物源农药、动物源农

药四个部分。按照防治对象可分为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杀螨剂、杀鼠剂、植物生

长调节剂等。就其利用对象而言，生物农药一般分为直接利用生物活体和利用源于生物

的生理活性物质两大类，前者包括细菌、真菌、线虫、病毒及拮抗微生物等，后者包括

农用抗生素、植物生长调节剂、性信息素、摄食抑制剂、保幼激素和源于植物的生理活

性物质等。但是，在我国农业生产实际应用中，生物农药一般主要泛指可以进行大规模

工业化生产的微生物源农药。

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相比，其有效成分来源、工业化生产途径、产品的杀虫防病机

理和作用方式等诸多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生物农药更适合于扩大在未来有害生物综合

治理策略中的应用比重。概括起来，生物农药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

１ 选择性强，对人畜安全　 目前市场开发并大范围应用成功的生物农药产品只对
病虫害有作用，一般对人、畜及各种有益生物 （包括动物天敌、昆虫天敌、蜜蜂、传

粉昆虫及鱼、虾等水生生物）比较安全，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也比较小。

２ 对生态环境影响小　 生物农药控制有害生物主要是利用某些特殊微生物或微生
物的代谢产物所具有的杀虫、防病、促生功能。其有效活性成分完全存在和来源于自然

生态系统，它的最大特点是极易被日光、植物或各种土壤微生物分解，是一种来于自

然，归于自然正常的物质循环方式。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对自然生态环境安全、无

污染。

３ 可以诱发害虫流行病　 一些生物农药品种 （昆虫病原真菌、昆虫病毒、昆虫微

孢子虫、昆虫病原线虫等）具有在害虫群体中的水平或经卵垂直传播能力，在野外一

定的条件之下，具有定殖、扩散和发展流行的能力。不但可以对当年当代的有害生物发

挥控制作用，而且对后代或者翌年的有害生物种群起到一定的抑制，具有明显的后效

作用。

４ 可利用农副产品生产加工　 目前国内生产加工生物农药一般主要利用天然可再
生资源 （如农副产品的玉米、豆饼、鱼粉、麦麸或某些植物体等），原材料的来源十分

广泛，生产成本比较低廉。因此，生产生物农药一般不会与利用不可再生资源 （如石

油、煤、天然气等）生产化工合成产品争夺原材料。

（四）农膜商品

我国农用塑料薄膜的发展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后期，起初全部采用 ＰＶＣ 薄膜，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由于 ＰＶＣ膜选用增塑剂不当，ＰＶＣ农膜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随着聚乙烯树脂的国产化，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了 ＬＤＰＥ 替代 ＰＶＣ 作为农膜的历
史。为解决 ＬＤＰＥ树脂耐用性差的问题，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国内科研部门和生产企
业着手重点研发 ＬＤＰＥ耐老化农膜。
１９７９ 年，ＰＥ地膜引入我国，结束了栽培技术 “盖天不盖地”的历史。２０ 世纪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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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期，我国出现了宽幅流滴耐老化 ＰＶＣ 农膜和 ＬＤＰＥ 流滴耐老化农膜。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ＰＥ 多功能农膜和三层共挤复合 ＰＥ 多功能膜开始普及。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
期，ＥＶＡ复合农膜作为节能日光温室的透明覆盖材料得到迅速发展。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期，多种专用棚膜和注重光质研究的农膜品种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ＰＥ农膜的幅宽从 ２ｍ发展到 １６ｍ，ＰＶＣ 农膜幅宽也达到了 ４ｍ。从农膜
的发展历程上，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大环境的改善和人们需求的逐步提高，农膜行

业的发展是呈加速的，尤其是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每过几年就会有创新的技术问
世，同时，农膜行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一批上游产业如塑机制造、农膜助剂等的发展。

ＰＶＣ膜强度高、保温性好，对气候寒冷、风沙大的地区较适用。除东北、西北、
华北和山东地区外，其他地区多数使用 ＰＥ 农膜和 ＥＶＡ 农膜，ＰＶＣ 农膜的产量一般占
农膜总量的 １０％以上，年使用量约 １０ 万 ｔ。ＰＥ农膜产量占农膜总量的 ８０％以上，年使
用量约 ６０ 万 ｔ。ＥＶＡ农膜是 １９９２ 年研制成功的一种新型环保农膜。１９９６ 年后国产 ＥＶＡ
树脂投产而且实现工业化生产。继而又开发了 ＥＶＡ 多层复合流滴长寿农膜。经过不到
１０ 年时间，ＥＶＡ类复合功能性农膜年产量已达到 ５ 万 ｔ左右的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行业已拥有大小规模不等的农膜生产企业近千家，生产能力

２００ 万 ｔ以上，实际年产量超过 １００ 万 ｔ，其中年生产能力万吨以上的企业约 ６０ 家。大
型骨干企业约 ３０ 家，其生产能力和年产量均占全国总量的 ６０％，棚膜耗用量已达 ７０
万 ｔ，地膜年销量 ４５ 万 ｔ；园艺设备 ２６００ 万亩，农地膜覆盖面积在 ２ ２ 亿亩以上，农地
膜实际消费量已超过 １１０ 万 ｔ。可以说，我国的农膜企业已具备一定的参与国际竞争的
实力。

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不足。首先，现在农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功

能膜上，但由于功能母粒进口价格过高，因此我国生产功能膜的大型骨干企业均自己生

产功能母粒，在开发新产品时，各企业基本上以实际应用来检验，致使产品开发周期

长；有时，为了能够将产品快速推向市场，产品的性能在未得到充分验证的情况下就被

仓促地推向了市场，这种撞大运做法就难免会给企业和农户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从技

术上来讲，建立功能性农膜的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非常必要。

其次，尽管我国许多的老牌企业号称生产能力很大，但是，其设备老化程度已经相

当高，继续使用这样的设备生产，势必会造成物耗大、能耗高、效率低、质量和交货期

均得不到保证。设备要更新、产品要换代、技术要进步，成为许多老牌重量级企业的迫

切需求，但是目前大部分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能力都十分有限。

最后，从目前国内农膜销售服务现状来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膜的生产销售与

推广应用两条线相对独立，未能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联合的推广代理分销体系；农

膜企业与技术推广系统的共同利益机制未能形成，企业往往各自为政，缺乏合作精神，

沟通不够，这样的结果使推广、销售成本都比较高。业内人士认为，这种销售模式既不

利于提高国产农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不利于农塑新产品、配套应用技术的开发推

广，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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