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提要）

本书以农作物的病、 虫、 草害为编排线索， 介绍了

当前常用的进口和国产新农药品种， 涉及粮食作物、 经

济作物、 蔬菜、 果树、 茶、 桑等方面的 200 多种杀虫

剂、 杀菌剂和除草剂， 并结合生产实际全面地介绍了某

一防治对象所使用的新农药品种名称、 剂型、 施药时

间、 施药方法、 注意事项、 施药条件、 安全合理使用农

药以及中毒和急救措施。

本书内容新颖， 操作性强， 针对性强， 易懂， 易

用。 可供基层农技人员、 植保人员、 农药经销人员和广

大农民阅读。



前 言

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 农民学科学、 用科学的愿

望更加强烈。 而在农作物病虫草害的防治实际应用

中， 广大农民和基层农技人员面对众多的农药品种，

了解甚少， 也不知如何选择针对某一种农作物病虫草

害的农药品种。 为了满足广大农民和农技人员的需

要， 我们编写了 《农药使用手册》 。 本书主要阐明了

各种新农药的实用技术， 全书共分四个部分， 以农作

物病、 虫、 草害为对象， 系统介绍了已登记并推广的

高效、 低毒、 低残留的新农药品种， 还介绍了一部分

在实际生产中仍广泛使用的老品种， 同时， 介绍了作

者几年来田间药效试验中表现较好、 但还没有登记的

新农药品种和新型剂。 全书对 54 种病 56 种虫和多种

杂草的杀虫剂 （含杀螨剂） 、 杀菌剂、 除草剂及施用

于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蔬菜等的新农药， 从名称、

剂型、 用量、 方法和时期、 注意事项和中毒与急救方

法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尤其是对不同农药名称

的介绍， 使使用者不致于因混乱的农药名称而用错

药。 另外介绍了农药的基本知识、 农药的安全贮运保

管和科学使用农药等内容。

本书编写分工： 科学使用农药 (胡兴启 ) ； 水稻马
铃薯杀菌剂、 果茶杀虫剂和杀菌剂 (孙光忠 ) ； 棉花、

小麦杀虫剂和杀菌剂 (刘育清 ) ； 玉米、 油菜杀虫剂和

杀菌剂 (刘全科 ) ； 水稻杀虫剂 (苏清云 ) ； 蔬菜杀菌剂
(司凤举 ) ； 蔬菜杀虫剂 (司升云 ) ； 水稻除草剂 (苏清
实 ) ； 水稻、 玉米、 小麦 、 棉花、 油菜 、 芝麻、 花

生、 大豆、 果园、 桑园、 茶园、 蔬菜等除草剂 (彭超



美 )； 油菜田除草剂 (刘全科、 彭超美 )； 宋家咏、 陈

朝辉编写了部分内容。 孙光忠对该书的校对、 编目、

排版等做了大量工作， 彭超美负责本书的组织工作并

统稿。 华中农业大学邵小琴给予了热情帮助。

由于农药发展迅速， 加之作者水平有限， 本书难

免有缺点、 错误之处， 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00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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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使用农药
1

一、 科学使用农药

科学使用农药要从农药的配制、 施用、 防护、 合

理混配和轮换使用等方面严加注意， 才能达到安全、

合理、 有效、 经济的目的。

(一 )配制农药的方法

除少数可以直接使用的农药制剂外， 一般农药在

使用前都要经过配制才能施用。 农药的配制就是把商

品农药配制成可以施用的状态。 例如： 乳油、 可湿性

粉剂等本身不能直接施用， 必须兑水稀释成所需要浓

度的药液才能喷施。 或与细土 （砂） 拌匀成毒土撒

施。

配制农药一般要经过农药和配料取用量的计算、

量取、 混合几个步骤。 正确地配制农药是安全、 合理

使用农药的一个重要环节。

1． 准确计算农药和配料的取用量

农药制剂取用量要根据其制剂有效成分的百分含

量、 单位面积的有效成分用量和施药面积来计算。 商

品农药的标签和说明书中一般均标明了制剂的有效成

分含量、 单位面积上有效成分用量， 有的还标明了制

剂用量或稀释倍数。 所以， 要准确计算农药制剂和配

料取用量， 首先要仔细、 认真阅读农药标签和说明

书。 目前， 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农药都办理了登记， 其

标签和说明书经过了审查， 是可靠的。

如果农药标签或说明书上已注有单位面积上的农

药制剂用量， 可以用下式计算农药制剂用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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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m 数 ×配制药液量或喷雾器容量 (毫升 )

106 ×有效成分百分含量 (％ )

农药制剂用量 [毫升（克） ] ＝单位面积农
药制剂用量 [毫升（克） ／ 亩 ] ×施药面积 （亩）

如果农药标签上只有单位面积上的有效成分用

量， 其制剂用量可以用下式计算：

农药制剂用量 [毫升（克） ]

×施药面积 （亩）

如果已知农药制剂要稀释的倍数， 可通过下式计

算农药制剂用量：

农药制剂用量 [毫升（克） ]

农药的有些用途， 如果树上施用农药一般用 ppm

表示， 即百万分之一的意思， 如果已知要配制的 ppm

数， 可用下式计算出制剂用量：

制剂用量 [毫升（克） ]

配制农药通常用水来稀释， 兑水量要根据农药制

剂、 有效成分含量、 施药器械和植株大小而定， 除非

十分有经验， 一般应按照农药标签上的要求或请教农

业技术人员， 切不要自作主张， 以免兑水过多， 浓度

过低， 达不到防治效果； 或兑水过少， 浓度过高， 对

作物产生药害， 尤其用量少、 活性高的除草剂应特别

注意。

2． 安全、 准确地配制农药

计算出药剂取用量和配料用量后， 要严格按照需

要的量来量取或称取。 液体药要用有刻度的量具， 固

体药要用秤称量。 量取好药和配料后， 要在专用的容

器里混匀。 混匀时， 要用工具搅拌， 不得用手。 由于

配制农药时接触的是农药制剂， 有些制剂有效成分相

当高， 引起中毒的危险性大。 所以在配制时要特别注

单位面积有效成分用量 (克 ／ 亩 )
制剂中有效成分百分含量 (％ )

＝

＝
要配制的药液量或喷雾器容量 (毫升 )

稀释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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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安全。 为了准确、 安全地进行农药配制， 应注意以

下几点：

（1）不能用瓶盖倒药或用饮水桶配药； 不能用手

伸入药液或粉剂中搅拌。

（2）在开启农药包装、 称量配制时， 操作人员应

戴手套等防护器具。

（3）配制人员必须掌握必要技术和熟悉所用农药

性能。

（4）孕妇、 哺乳期妇女不能参与配药和施药。

（5）配制农药应在远离住宅区、 牲畜栏和水源的

场所进行， 药剂随配随用。 开装后余下的农药应封闭

在原包装内， 不得转移到其他包装中 （如喝水用的瓶

子或盛食品的器具） 。

（6）配药器械一般要求专用， 每次用后要洗净。

不得在井边冲洗。

（7）少数剩余和不要的农药应埋入地坑中。

（8）处理粉剂和可湿性粉剂时要小心， 以防止粉

尘飞扬。 如果要倒完整袋可湿性粉剂， 应将口袋开口

处尽量接近水面， 站在上风处， 让粉尘随风吹走。

（9）喷雾器不要装水太满， 以免药液泄漏， 当天

配好的药剂应当天用完。

(二 )安全防护措施

农药安全防护应针对农药中毒途径采取措施， 防

止农药通过可能接触的渠道进入人体， 避免造成中毒

事故 。 农药进入人体有三种途径 ： 经皮 （皮肤吸

收） 、 经口 （消化道吸收） 、 吸入 （呼吸道吸收） 。

1． 经皮毒性的防护措施

通过皮肤接触农药是最常见的农药中毒原因。

如： 不穿戴防护服或裸露上身施药， 穿戴破损或被农

药污染的工作服、 手套、 鞋袜等都容易使农药接触皮

肤并通过皮肤进入人体， 达到一定剂量即表现中毒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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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防止农药经皮中毒主要是采用如下防护措施。

（1）在农药的贮运、 配制、 施药、 清洗过程中，

要穿戴必要的防护用具， 尽量避免皮肤与农药接触。

（2）田间施药前， 要检查药械是否完好， 以免施

药过程中发生跑、 冒、 滴、 漏现象。

（3）施药时， 人要站在上风处， 实行作物隔行施

药操作。

（4）施药后， 要及时更换工作服， 及时清洗手、

脸等暴露部分的皮肤和更换下来的衣物以及施药器械

等。 同时注意清洗后的废水不要污染河流、 池塘等水

系。

（5）如果不慎将药剂沾在皮肤上， 应立即停止作

业， 用肥皂水及大量清水 （不要用热水） 充分冲洗。

但对敌百虫药剂的污染不要用肥皂， 以免敌百虫遇碱

性肥皂后转化为毒性更高的敌敌畏。 由于敌百虫的水

溶性大， 所以， 只用清水充分冲洗就可以了。

眼睛中不慎溅入了药液或药粉， 必须立即用大量

清水冲洗。

2． 吸入毒性的防护措施

农药吸入毒性主要是通过熏蒸、 喷雾、 喷粉时所

产生的蒸汽、 雾滴或粉粒被人呼吸道吸收引起的中毒

现象。 人体吸入农药后可造成鼻腔、 气管、 喉咙和肺

组织受伤。

一般粒径小于 10 纳米的雾滴、 蒸汽或烟雾微粒

可侵入肺部， 粒径在 50 ～ 100 纳米者可被吸入至上呼

吸道。 所以在密闭或相对密闭的空间里操作， 要特

别注意吸入农药引起的毒性 ， 尤其在温室 、 仓库

内使用烟雾剂及在通风不良情况下分装高挥发性农

药。

防止吸入毒性的基本原则是减少或避免施药人员

吸入农药， 其防护措施也是围绕这一点而要求的。

（1）施药人员在农药烟、 雾中操作时， 应按农药

标签的要求戴口罩或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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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顺风喷药， 避免逆风喷药。

（3）室内施药时， 要保证有良好的通风条件。

（4）农药容器都应封闭好， 如有渗漏， 应及时处

理。

（5）如不慎吸入农药或虽未察觉但身体感到不舒

服时， 应立即停止工作并转移至空气新鲜、 流通处，

除掉可能污染的口罩及其他衣物， 用肥皂和清水洗

手、 脸， 用洁净水漱口。

中毒症状严重者， 立即送医院并携带引起中毒的

农药标签。

3． 经口毒性的防护措施

经口毒性是农药经过消化道 （包括口腔、 肠、

胃） 吸收引起的中毒症状。 经口毒性一般要比经皮毒

性大。 引起经口中毒的情况很多， 举例如下：

（1）接触农药后， 未洗手、 脸， 就抽烟、 吃饭、

喝水。

（2）喷雾器喷头堵塞时用嘴吹。 误食农药处理过

的种子， 误用盛过农药的容器。

（3）食用刚施过农药的蔬菜、 水果等食品。

经口毒性防护的原则是把好毒从口入关， 杜绝农

药通过口腔进入消化道系统。

防护措施：

（1）施药人员操作农药时要严禁进食、 喝水或抽

烟。

（2）施药后， 吃东西前要洗手、 洗脸。

（3）不要用嘴吹堵塞了的喷头。

（4）不要将杀鼠剂的诱饵和拌过药的种子与粮

食、 饲料混放在一起， 以免误食。

（5）被污染的粮食不得食用或喂牲畜。

（6）高、 剧毒农药不得用于果树、 蔬菜、 茶叶和

中草药， 农药中毒死亡的动物要深埋， 严禁被食用或

被贩卖。

（7）严格执行《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和《农药合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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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准则》，确保农副产品中的农药残留量不超标。

（8）对农副产品农药残留量实行监测制度， 残留

量超标者不得上市。

（9）施用农药或清洗药械时， 不要污染水源或池

塘。

（10）贮存农药要有专用设施并有专人保管。

（11）废弃农药及容器要妥善处理， 不得再作它

用。

4． 个人防护措施

为了减少或避免农药中毒事故， 严格执行各种防

护措施是很重要的， 其中加强个人防护是重要的一

环， 个人防护需要一些防护器具。 防护器具分呼吸器

官和皮肤防护器具两类。

（1）呼吸器官防护器具。 根据农药毒性、 挥发性

高低以及操作方法和地点选用防毒面具、 防毒口罩、

防微粒口罩。

（2）皮肤防护器具 。 透气性工作服和橡胶围裙

（或橡胶、 聚氯乙烯膜防护服 ) 、 胶鞋、 胶皮手套、

防护眼镜。

(三 )安全合理施药

安全合理施药不仅可防治病、 虫、 草、 鼠害， 增

加农业产量， 而且可以避免盲目增加用药量， 降低成

本， 减少农药对人、 畜和环境的危害， 是一项符合安

全、 有效、 经济原则的农业措施。

1． 施药前的准备工作和要求

在农药施用前应考虑以下几方面：

（1）根据防治对象选用农药。 当防治对象可用几

种农药时， 首先应选用高效、 低毒、 残留低的农药品

种。

（2）根据农药剂型和防治对象来确定安全、 有效

的施药方法。 不同的防治对象应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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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防治， 而施药方法又决取于农药剂型， 所以要达

到安全、 有效地防治病、 虫、 草、 鼠害， 必须对防治

对象、 施药方法、 农药剂型综合考虑 （即农药剂型←

→施药方法） 。 目前农药剂型种类很多而且发

展很快， 如何选择适宜的施药方法达到最高的防治效

果是很重要的。 一般对固体药剂 （如粉剂、 颗粒剂

等） 可以喷粉、 撒布颗粒和毒饵、 熏烟、 拌种、 拌贮

粮、 撒粉等； 对液体药剂 （如溶液、 悬液、 乳液） 可

以喷雾、 弥雾、 烟雾、 浸种、 涂抹、 拌成毒土撒施

等； 对气体药剂 （如易于挥发的液体药剂、 压缩成液

体的气体药剂、 吸附的气体药剂） 可以熏蒸 （包括室

内、 土壤、 苗木和果树的熏蒸） 。 上述使用方法中，

其中喷粉和喷雾最常用， 也最重要。 近年来， 喷雾技

术不断发展， 人们通过控制雾滴喷雾、 超低容量喷

雾、 静电喷雾等新的施药方法， 为使用者提供了更安

全、 有效、 经济与合理的施药技术。

针对某种防治对象选择农药剂型， 同时也要从安

全的角度出发和考虑问题。 因为不同的剂型， 对操作

人员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一般， 固态的比液态的剂型

较为安全。 其中微囊剂又比液剂、 粉剂较为安全。 因

为液剂易浸湿衣裤和挥发， 易从皮肤和呼吸道进入人

体； 过细的粉剂， 喷撒时易随风飘移和飘浮， 易沾污

身体表面和由呼吸道吸入。

（3）根据农药毒性及施药方法特点应配备防护器

具。

（4）施药器械应完好 ， 施药场所应备有足够的

水、 清洗剂、 急救药品及必要的修理工具等。 在施药

前， 首先对施药器械进行检查。 如施药器械长时间没

有用， 要特别注意清洗， 以免残留农药造成农药设施

障碍和生锈。 如发现药械溢漏以及质量很差的， 千万

不能用。 因为溢漏及质量差的药械会引起皮肤污染和

降低应用效果， 同时还会造成作物药害和浪费。 另

防治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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