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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化学农药生产中的环保问题及对策
唐纹涛

（泸州东方农化有限公司，四川 泸州 646000）

0 引 言
农业作为我国重要的产业之一，其特点是自然与经济再生产

的统一，并且比较依赖自然环境和资源。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以传

统农业为主，因时因地制宜，采取精耕、良种等技术措施以提高

土地的利用率和粮食产量。然而伴随我国农业地迅速发展，生态

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威胁，农业资源的过度开采，化学农药

的不科学应用，造成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时还会威胁到人们的身

体健康。由此，在人们不断提升农业安全性和环保性要求的背景

下，化学农药使用安全的绿色发展之路就变得很有必要。

1 我国新形势下化学农药生产中的环保问题现状
我国农药行业经过几十年发展取得很大成就，形成生产品种

非常多、中间体配套完备的农药生产机制。但是，与全球农药行

业相比，我国农药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目前全国农药生产企业

有 2000多家，但 2020年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发布的农药百强榜
中，第 100名企业的销售额为 3.99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农药企业
95%以上都是农药销售额在 4亿元以下，如图 1所示。

从全球来看，前四大农药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60%以
上，中国农药行业分散的特征十分明显。由于企业数量多，规模

小，中国农药市场竞争极为激烈，价格战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

由此导致农药企业利润水平低，研发投入不足，发展后劲不够。

其次，全球领先的农药企业研发投入一般占销售收入的

10%左右，但我国农药企业以专利过期农药原药生产为主，研发
投入一般都在 5%以下，与化工行业相当。由于研发投入不足，创
新产品非常少，长期处于为跨国公司代工生产的地位，这种状况

也急需改变。

2 化学农药使用影响
（1）直接污染。化学农药的靶物质一般就是植物的收获部分，

其可以通过在农作物果实中的渗透造成农药残留。此外，农作物

的农药残留也可能通过食物链影响到猪、牛、鸡、鸭等其他食品的

安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既定的安全范围内，农药残留量并

不会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严格将食物的

农药残留量把控在既定的区间之内。

（2）对土壤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在进行化学农药的施药过
程中，部分农药难免会洒落到土壤中，从而污染土壤，如果土壤

已经被污染，那么在培育农作物的过程中，其土壤内的农药残留

常常会通过农作物根茎传输至果实之中，同时在果实中累积，进

而导致农作物种植的持续性污染。

3 化学农药生产绿色应用措施
3.1 加强化学农药的研发
化学农药的长期使用也逐渐提高了病虫害的耐药性，进而需

要化学农药的药性不断增强，从而引发恶性循环。在化学农药使

用安全绿色发展之路的背景下，农业科研人员需要结合区域农业

生产的具体情况，加强生物农药的研发。生物农药的安全系数相

对较高，并且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较小，而且在病虫害防治方面

更具有选择性和针对性，既不会影响对农业生产有益的生物和

部分中性生物的生存，也不会提高病虫害的耐药性，从而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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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年中国农药行业销售企业排行榜（90~1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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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维护区域生态环境的物种多样性，实现化学农药使用的环

保性和安全性。由此，我国在走化学农药使用安全绿色发展之路

的过程中要加大生物农药的研发力度，从而推动生物农药技术

和绿色农业的发展。

3.2 化学原料的合理选用
在发展绿色化工技术期间，合理选取化工原料就变得至关重

要，在该环节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要尽可能选取无毒、无害、不

含化学添加剂的原材料，如此一来，方可在最根源上最大限度缓

解化学农药生产对环境带来的污染。农药生产期间，植物和农作

物的污染性较低，采取这些原材料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污染来

源，同时还有利于企业减少生产的经济成本。

3.3 重视化学农药的合理选择
首先，不同种类的化学农药在农药残留程度上有一定的差异

性。现阶段，社会各界逐步开始提高对粮食质量以及食用安全的

关注程度，毒性小，再加上可降解的化学农药开始被投入应用。

所以在应用化学农药之前，相关的工作人员需要合理选取化学

农药，尽可能减少农药残留，进而减少对人们生命健康的威胁。

其次，不同类别的化学农药对农作物的应用效果以及靶向作用

各具特色，不同种类化学农药交替使用，不但能有效降低农作物

和病虫害对农药的抗药性，而且能避免同种类型的农药在农作

物中长期积累，导致农药残留超过指标，从而对食品的质量和安

全造成影响。

3.4 提高化学农药的使用率
目前，在我国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大容量喷雾法是农药施药

采用的较为普遍的方法。虽然这种方式增强了施药效果，但是这

种方式的化学农药使用率较低，大量剩余的化学农药会进入土

地，从而对土壤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因此，首先需要不断改进

和完善施药方法，以免大量的化学农药进入土壤中，造成化学农

药的浪费和土质的污染。其次，需要加快低浓度农药剂的研究进

度，降低农药在土壤中的残留量，从而不断提高化学农药的使用

率，以免其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

4 新形势下化学农药环保发展策略
4.1 加强环保监查
从国家层面来看，不断加大环保监查力度化工行业，促进化

工企业环保水平提高。对农药行业来说，多次通过环保核查强制

性推动农药生产企业提高环保标准，实现优胜劣汰，给行业带来

积极影响。2009年农业部和工信部发布公告，淘汰了 10%草甘膦
水剂，目的是防止草甘膦原药生产的废液以制剂产品的形态排

放于农田，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2006年以来，农药生产大省江
苏省持续开展化工行业整治，特别是 2018年以来，不断加大化
工行业转型升级力度，关闭了大量化工企业，改善了江苏省及太

湖流域环境状况，同时也对省内的大量农药企业的稳定生产带

来冲击和影响。农药企业在此过程中也受到强烈触动，意识到加

强环保是农药企业可持续发展必要条件。

4.2 加强环保执法
很多农药企业都会遇到由于废水、废气、废渣而被投诉的问

题，在过去一般的处理结果最多是停产—整改—复产。到 2000
年以后，环境影响严重的企业会彻底停产搬迁，如 2003年江苏

某农药厂多次发生光气泄漏，当地政府决定停产搬迁。到 2010年
以后，环境污染事件已不单是处理企业，对有关责任人员追究刑

事责任。如 2014年浙江省两家地方法院审理农药企业非法排放有
毒工业废水案件，除了判决企业罚款外，还判决多名个人被告犯

污染环境罪，判处 1~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环保案件入刑对相关
人员的威慑作用很大，会进一步使农药企业避免触碰法律的红线。

4.3 加大环保投入力度
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不断重视，农药行业在新建生产线及

旧生产线改造不断加大了环保方面的投入。据了解，目前很多农

药企业环保投入已占到新农药生产装置投入的 20%以上，大型
农药企业一次性环保投入达到数亿元，每年运行费用数千万元。

随着环保投入的加大，不断提高三废处理及清洁生产水平，不断

增加农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未来这一趋势还会不断得到强化。

4.4 采用环保型产品和生产工艺
目前，农药产品的主要方向为高效、低毒、低残留，因为随着

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希望生产的农产品

具有低残留的特点，所以农户开始倾向于选择更加高效、安全的

农药。而且从各企业取得登记的各种农药剂型中，我们可以看出

水基环保剂型的农药产品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从我国农药

登记情况来看，2018年，拟批准和已批准的农药产品中微毒产品
占比 29.3%，低毒产品占比 68.4%，其余的产品为中毒产品。从该
数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农药企业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在进行

新产品开发时，就选择低毒、环保类型的产品。在产品生产的过

程中，也不断采用相对环保的绿色生产工艺，从源头上减少后端

“三废”处理的压力。

近年来通过在化学合成过程中提高异构体的选择性，提高农

药中有效体的比例也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并且越来越成为

企业的共识。未来一段时间内，农药产品必然向高效低毒、环保

绿色化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可满足人们对农药以及最终农

产品的高品质需求，使农药立于不败之地。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老百姓的生

活水平也在提高，这就必然对农药生产过程导致的环境问题越

来越关注。对于农药生产而言，环保技术已经成为农药生产中的

重点所在，是整个化学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前提。相信在后续的研

发过程中，绿色化工技术会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和普及，促成社会

生产、生活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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