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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综述了腾冲市近年来农药减施提质增效技术推广的主要做法及取得的成效，着重分析了
农药减施提质增效技术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有效实现农药减施提质增效目标提出了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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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n pesticide decre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in Teng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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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ractice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extension of technologies of decre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of pesticides in Tengchong City in recent years were elaborated in this article.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promotion on pesticide decre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were analyzed.

The suggestions on how to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goal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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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位于云南省西部，东北与泸水市相邻，
东与隆阳区相连，南与龙陵县、梁河县接壤，西与盈
江县毗连，西北、北与缅甸接壤。腾冲市属亚热带低
纬山地季风气候区，受西南暖湿气流和高黎贡山屏
障的影响，四季分明，常年平均气温在15.4℃。近年
来，腾冲市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发生种类更加复杂
多变，发生形势趋于严重，造成的潜在损失风险也
在逐年增加。因此，防控形势更加严峻，防治技术要
求更加多元、全面，系统防控任务更加艰巨[1]。从腾
冲市农作物病虫草鼠害防治措施来看，化学农药防
治占比较大，其所产生的副作用也较为明显，已成
为腾冲市农副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国外大市场潜在
的重大影响因素。因此，全面开展农药减施提质增
效工作意义重大。

1 腾冲市农药减施提质增效技术推广情况

1.1 主要措施
1.1.1 全面加强监测预警工作
紧密结合腾冲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农作物

区域布局情况，科学、有效布设测报点109个。其中，
农作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阻截防控监测点1个，
农田鼠情监测点3个，玉米灰斑病监测点2个，水稻
病虫监测点2个，油菜菌核病监测点1个，十字花科
根肿病监测点1个，草地贪夜蛾监测点64个（性诱监
测点54个、高空灯监测点10个），智能虫情监测点12
个，乡级系统测报点19个，农药使用调查监测点4个
30户。腾冲市已实现对全市农作物主要病虫草鼠害
用药进行全面监测，形成市乡两级测报网络，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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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防治方案和指导用药提供科学依据。
1.1.2 大力推广物理防治措施
腾冲市现有太阳能杀虫灯2 829盏、高空灯10

盏、智能虫情测报系统12台（套），投放性诱捕器13
万套、黄蓝板6万张。
1.1.3 不断提高生物防治的比例
积极融入“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大局，全面

推广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并将其辐射推广到油
菜、玉米、小麦等农作物上。2023年，腾冲市在烤烟
上应用推广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面积达到0.8万hm2，
实现了100%的覆盖，辐射推广面积1.2万hm2；2024
年上半年，推广蚜茧蜂生物防治面积达到3.87万
hm2，实现统防统治面积3.04万hm2，推广绿色防控面
积64.5万hm2。
1.1.4 强化科学安全用药技术培训
腾冲市以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科学

安全用药系列培训为抓手，以防范农药使用风险和
提升农药安全用药水平为目标。重点从《农药管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农作物病虫草鼠害识别与科学防控，科
学安全使用农药（包括正确选药、安全配药、精准施
药与安全防护、生物农药与绿色防控技术、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处理、高效施药机械使用与维护），有
益生物保护，重大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控方案等方
面进行全面培训，为有效实现全市农药减施提质增
效技术普及推广奠定了稳固基础。
1.2 工作成效
腾冲市农药减施提质增效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021年，全市粮食作物种植面积8.300万hm2，粮食产
量43.11万吨，全市农药使用量409.68吨；2022年，全
市粮食作物种植面积8.301万hm2，粮食产量43.57万
吨，全市农药使用量406.45吨，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同
比增长0.08%，产量同比增长1.1%，农药使用同比减
少0.8%；2023年，全市粮食作物种植面积8.330万hm2，
粮食产量43.60万吨，全市农药使用量402.09吨，粮食
作物种植面积同比增长0.3%，产量同比增长0.07%，
农药使用同比减少1.1%。

2 存在问题

2.1 用药不科学
盲目用药现象突出。腾冲市农业生产主要以分

散农户为主，普遍缺乏科学用药常识，主要凭经验
用药。用药不科学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对用药
量存在错误认识。农业用药以杀虫剂、除草剂、杀菌

剂为主，为达到快速高效的防治效果，农户普遍存
在用“狠药”现象，不仅用药量大，而且选用的部分
农药高毒、高残留。二是用药时间滞后。作物病虫害
发生可分为潜伏期、症状期、重发期3个阶段。腾冲
市大多数农业经营者普遍在病虫害发生显症后用
药，甚至重发期才开始用药，错过了最佳用药时机，
导致了超量、超次用药。三是施药器械更新滞后。全
市用药器械更新滞后，现代化施药器械占比较小。
2023年，全市施药器械主要以手动喷雾器为主，电
动喷雾器为辅，缺乏现代化高效施药器械。四是用
药次数不科学。农业施药主要以个体自发、小面积、
独立、反复施药为主，用药不均匀，喷洒不全面，存
在多次施药或少施问题，防治效果不明显。
2.2 农药使用基数大

农药防治措施占比较大。2023年，腾冲市大、小
春粮食和经济作物主要病虫草鼠害全年累计发生
面积26.41万hm2。其中，开展农药防治的面积有15.26
万hm2，占发生面积的57.8%；绿色防控面积7.08万
hm2，占发生面积的26.8%；统防统治面积有4.07万
hm2，占发生面积的15.4%。病虫草鼠害实际发生重，
用药基数大且种类繁多，成分复杂。2023年，全市实
际用药量402.09吨，主要包括杀虫杀螨剂（氨基甲酸
酯类、拟除虫菊酯类、新烟碱类、双酰胺类），杀菌
剂，植物生长调节剂，除草剂，杀鼠剂等。其中，拟除
虫菊酯类杀虫剂、新烟碱类杀虫剂、双酰胺类杀虫
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量同比有所增加。
杀虫剂高毒、高残留问题突出。
2.3 机制不健全
2.3.1 监管主体单一
目前，腾冲市农药减施监管主体以政府为主，

主要通过政策宣传、技术培训教育、行政执法等措
施开展农药减施工作，存在监管覆盖面窄、奖惩机
制可操作性不高、培训教育作用有限且时效性不强
等问题。
2.3.2 植保体系建设不全面

植保工作是实现农药减施提质增效的重要技
术保障。目前，腾冲市植保工作主要以市植保站、乡
镇农业服务中心为主，体系建设中缺少农业生产经
营者这一关键群体，未能有效打通植保工作广泛深
入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
2.3.3 社会化服务体系作用发挥不到位

统防统治作用发挥不充分。目前，腾冲市病虫
害统防统治组织主要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化统防统
治组织较少，防害面积占比较小，农药经营者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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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减施工作中的作用发挥不明显。而农药经营者应
是推动农药减施工作的重要力量，但减施与盈利之
间存在矛盾，导致农药经营者角色有所偏差。
2.3.4 保障滞后
资金保障不足。农药减施工作涉及面广，工作

量大，人员需求多，必要的资金保障是确保各项工
作正常开展的基础，目前，缺乏必要的专项资金。队
伍建设不足。专业队伍建设是实现农药减施提质增
效的重要前提，目前，主要由市植保站牵头开展此
项工作，专业技术人员较少。政策支持不足。缺乏有
效的政策引导支持，特别是在社会化专业植保服务
组织引入方面，因政策、盈利等因素导致社会化服
务组织主动参与不足，作用发挥不明显。
2.3.5 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
市场在农药减施工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药的使用是农作物健康生长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重要保障。目前农药使用过于偏向前者，对农产
品的质量安全有所忽视。在目前的市场调控下，这
一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市场把关农产品质量
安全作用发挥不充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药减施
工作的推进。

3 农药减施提质增效工作建议

3.1 构建正确的农药减施提质增效共识
正确认识农药减施与农业增产关系是实现农

药减施提质增效的“助推器”。因此，必须及时纠正
农药减施的错误认识。农药减施不等于不用或刻意
少用农药，而是针对农药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多打
药、乱打药、打保险药等不科学用药方式和器械落
后等造成的农药利用率低的问题，通过正确选药、
科学施用、药械升级等措施，提高农药利用率，实现
减少农药用量。
3.2 构建科学、有效的农药减施体系

基于提质增效前提，坚持减药与保产统筹，着
力提高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水平，做到防效不降
低，减药不减产，统筹推进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
保供与农药减施增效。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着力
推进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全程绿色防控和科学安全
用药，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注重农产品质量提升，减
少农药残留污染。坚持生产与生态协调，着力减少
农药对环境和有益生物的不良影响，有效防控病虫
草鼠害，助力农业稳定发展，更加注重农田生态环
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坚持节本与增效兼顾，着力
优化防控技术，集成推广简便易行、成本适中、防治

有效的技术模式，更加注重减药节本和增产增效的
有机统一[2]。
3.3 全方位加大农药监管力度

农药监管是实现农药减施提质增效的“基石”。
严格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要求，紧密结合腾冲市农
业生产实际，研究和制定农药监管政策，规划农药
监管工作发展方向，完善农药生产、销售、使用等环
节的监督管理措施，及时组织农药登记注册和农药
剂量研究工作，确保农药安全使用。加大监管执法
力度，严格农药经营条件审查，有效规范农药销售
企业日常经营行为，及时消除非法销售行为，合理
调控常规农药及禁限用农药布局，及时公开农药市
场信息，快速消除安全隐患，加大农药面源污染、农
药残留等问题治理力度，加快可持续农业发展体
系建设。加大科学用药、施药技术宣传推广工作，确
保安全、科学、有效用药体系建设。及时完善农药安
全风险评估，有效防控农药对人体、环境的潜在危
害，科学评估农药毒性、代谢途径、残留等安全指
标，及时制定农药安全使用限量和安全期限，准确
掌握有害生物靶标对农药抗性情况，及时采取措施
规避抗性风险，精准实施农药更替。
3.4 科学运用防控技术
病虫草鼠害防治技术综合运用是农药减施提

质增效的“水准尺”。充分结合区域实际，坚持综合
治理、标本兼治，从“控、替、精、统”4个方面着手，想
方设法控制病虫草鼠害发生危害。加大抗性品种研
发力度，逐步扩大抗性品种推广、种植比例。合理应
用绿色防控技术，如农业防治、生态调控、物理防
治、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创建有利于作物生
长、天敌保护，不利于病虫草鼠害发生的环境条件，
预防控制病虫草鼠害发生。加快“替”步伐，紧跟农
业现代化。加快抗性品种、农药、施药器械、防治措
施等更新替代步伐。加快高抗病虫草鼠害品种替代
低抗病虫草鼠害品种步伐，从源头降低病虫草鼠害
发生；紧密结合区域内病虫草鼠害发生、种植环境
改变、品种更新等实际情况，适时科学优化病虫草
鼠害防治措施；切实构建绿色、科学、可持续病虫害
防控体系，大力推广应用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
留农药，替代高毒高残留农药；大力推广应用现代
植保器械，替代“跑冒滴漏”落后器械，减少农药流
失和浪费。提高“精”能力，实现对病虫害的精准防
治。加大农业病虫害监测预警力度，全方位实现病
虫草鼠害监测预警，精准病虫草鼠害预报，制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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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精准防控措施；加大病虫害有关知识宣传力度，
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者识别病虫害能力，准确诊断病
虫草鼠害，正确选药，对症用药；精准防控节奏、力
度，坚持达标防治，适期用药。抓牢“统”方针，全面
推行病虫草鼠害统防统治，织牢区域防控“一张
网”，统筹防控“一个调”，实现防控“一片好”。大力
扶持专业化服务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专
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相融合，推行植保器械与
农艺配套，提高防治效率、效果和效益[3]。
3.5 健全农药减施机制
3.5.1 构建监管主体多元化
充分结合农药减施实际，有效提升社会组织、

生产者、农药经营者、使用者在农药减施监管中的
地位，逐步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农药经营者＋
生产者＋使用者”多元化监管体系，明确责任，清晰
工作内容，全面形成“上下联动、层层发力”的工作
机制，有效实现“自管与他管”相结合，全民参与农
药减施工作的新局面。
3.5.2 健全植保体系
将农业生产经营者纳入植保体系，从上到下全

面梳理各植保角色工作责任、工作内容，紧密结合
全市实际，有效制定年度植保方案，严格督促落实
植保工作，全面做好病虫害预警监测，大力推广性

诱、灯诱、色诱等病虫害物理防治措施，强化科学安
全用药技术培训，切实将植保工作开展到田间地头。
3.5.3 强化保障措施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有效引导社会化服务组织
主动参与到植保工作中；加强农药经营者业务知识
培训，严格农药经营许可证审批，强化日常农药监
督检查，合理布局全市农药；积极争取、配置专项工
作经费，充实专业工作队伍。
3.5.4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提高农副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门槛，全面加

强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及信息公开，确保农产品生
产端和消费端农药信息对称，有效通过市场机制从
消费端反向促进生产端降低农药施用量或提高优
质农药施用比例，从而形成农药减施长效机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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