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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安全教育的实施困境与优化路径

许靖舸 1 潘宇梁 2

1.昆明学院农学与生命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2.大邱加图立大学，韩国 庆尚北道 庆山 38430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农药安全教育作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农业绿

色转型的关键举措，然而，在教育政策实施中仍面临小农户安全意识薄弱、施药技术装备滞后、

基层监管碎片化及行业研发投入不足等困境。表现为农药利用率不足、包装废弃物回收率低等现

实挑战。文章通过对农药安全教育实施面临的困境分析，从制度完善、技术革新、行为干预、监

管协同等方面提出了优化路径，为农药教育实施提供帮助，促进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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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将“生态振兴”列为五大

核心任务之一，要求通过绿色生产方式减少农

业面源污染。然而，我国农药使用长期呈现

“高用量、低效率”特征。农业农村部数据显

示，2022 年我国农药使用量达 138.5 万吨，

但有效利用率不足 40%，药残留超标，导致农

产品出口受阻和销毁事件大幅上升。农药喷洒

是阻断或抑制病虫草害发展的主要手段。近年

来，随着农药的广泛使用，农村或城乡接合部

农药中毒事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已成为农民急

性中毒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残留在农作物

上的农药如果使用不当或者不加控制, 就会

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在此背

景下，农药安全教育政策成为衔接生态保护与

产业振兴的重要纽带。

1 农药安全教育政策的内涵

农药安全教育政策是以政府为主导，通过

知识传播、技能培训与制度约束，实现农民从

“经验施药”向“科学用药”转变的干预体

系，其核心目标在于规范农药应用行为、降低

健康与环境风险，并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这

一教育体系以科学用药原则为基础，要求使用

者精准掌握农药理化特性、作用机制及病虫害

发生规律，进而制定动态施药策略，包括依据

靶标生物抗性水平选择适配药剂、按照推荐剂

量控制施药强度、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标准，

从而在保障防治效果的同时规避药害与农产

品残留超标问题
[1]
。在操作层面，安全教育强

调施药人员防护装备标准化穿戴、施药器械定

期校准与维护，以及作业后个人清洁与废弃物

回收流程，旨在阻断农药经皮肤接触、呼吸道

吸入等暴露途径对健康的潜在威胁。

农药安全教育亦具有明确的法治属性，需

强化《农药管理条例》《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等法规的普及
[2]
，重点提升农药生产经营许可

资质识别能力、产品标签合规性审核技能，引

导使用者规避非法添加隐性成分或假冒伪劣

产品，从源头保障农药质量可控。从生态视角，

教育内容需融入非靶标生物保护理念，提倡优

先选用生物农药或缓释型低毒药剂，减少对传

粉昆虫、天敌种群及水生生态系统的附带损害，

并推广光催化降解、微生物分解等环境友好型

农药残留消减技术，降低化学农药在环境介质

中的持久性残留风险。总体而言，农药安全教

育通过多维知识整合与技术赋能，不仅优化了

农药使用效能与安全性，更在农业生产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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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生态系统保护与农产品质量保障之间形

成协同机制，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必要支撑。

2 农药安全教育的实施困境

2.1 生产者安全意识薄弱与技术认知不足

分散的小农生产模式导致安全用药知识

普及难度大，农户普遍缺乏对农药毒理特性、

科学配比及安全间隔期的系统性认知。据调查

显示：90%的农户选购农药时优先考虑防治效

果，而不考虑农药毒性，90%农户施药时不采

取防护措施，80%农户随意丢弃农药包装物。

更严重的是，部分农户为追求短期效益，擅自

增加用药剂量或频次，甚至违规使用高毒农药，

加剧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生态环境压力。这种

“经验主义”用药倾向与现代农业技术要求

形成显著脱节，成为安全教育落地的首要障碍。

2.2 施药技术装备滞后与标准化体系缺

失

当前我国农业施药仍以手动背负式喷雾

器为主（占比超 80%），其雾化效果差、药液

流失率高的问题长期存在，导致农药实际利用

率不足 40%，远低于发达国家 60%-70%的水平。

尽管植保无人机、静电喷雾器等高效器械逐步

推广，但高昂的购置成本（如无人机单台价格

约 5 万元）与操作技能门槛限制了普及范围，

尤其对小规模种植户形成技术排斥。同时，施

药技术标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器械校准、作

业参数优化等关键环节缺乏量化指导，进一步

削弱了技术减害潜力。

2.3 政策执行碎片化与监管覆盖不足

虽然《农药管理条例》等法规明确了生产、

经营、使用各环节责任，但基层执法力量薄弱

与检测能力不足导致监管盲区。例如，农药经

营许可制度在县域层面常流于形式，部分经营

者为牟利违规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或推荐超范

围农药，而农户因缺乏标签识别能力成为主要

受害群体。

2.4 生态教育与长效激励机制薄弱

现有安全教育偏重操作规范，对生态保护

责任的传导明显不足。例如，仅 12%的培训课

程涉及非靶标生物保护内容，农户普遍缺乏对

传粉昆虫、天敌种群的保护意识，导致生物多

样性持续退化。此外，政策激励多集中于惩罚

性措施，对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的主体缺乏持续

性补贴，难以形成“减药增效”的内生动力。

3 农药安全教育的优化路径

3.1 强化法规约束与标准体系建设

完善《农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建立农

药全生命周期追溯制度，明确生产、经营、使

用主体的法律责任
[3]
。重点推进高风险农药定

点经营与低毒生物农药补贴政策，将农药登记

审批与生态风险评估深度绑定，严格限制高残

留农药的适用范围。例如，通过区块链技术构

建全国统一的农药电子追溯平台，实现“一瓶

一码”。

3.2 构建分层分类的精准培训体系

针对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差异化需

求，开发模块化培训课程：对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规模化主体，侧重精准施药技术（如植保

无人机操作、变量喷雾参数优化）与绿色防控

方案设计；对小农户则通过田间学校、短视频

科普等通俗化方式，强化安全间隔期认知、防

护装备使用及农药废弃物回收规范。推广“理

论教学+实操演练+跟踪指导”的三段式培训

模式，如浙江省依托“浙农优品”平台开发的

AI 病虫害诊断系统，可实时推送定制化施药

建议，使农户违规用药率下降 58%。

3.3 推广绿色防控与精准施药技术

优先发展生物防治技术，通过天敌昆虫规

模化繁育（如赤眼蜂防治玉米螟）、微生物菌

剂（如苏云金杆菌替代化学杀虫剂）降低化学

农药依赖度。同时，推广静电喷雾、防飘移喷

头等高效器械，结合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田

间病虫害发生动态，实现按需施药，减少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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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量使用。农药的剂型不同，使用方法要求也

不同，如粉剂只能喷粉使用，不能用于喷雾；

烟雾剂要在密闭条件下使用才会发挥效果。要

按农药厂家或地方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规定的

单位面积用药量、浓度使用农药。

3.4 完善监管闭环与激励机制

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处理和回收工作，做到

专款专用。如湖北省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纳

入乡村振兴工作考核指标；对采用绿色技术的

经营主体实施差异化补贴，如对生物农药使用

者给予 30%购药补贴，对通过绿色认证的农产

品优先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形成市场倒逼机制

[4]
。

3.5 落实农户农药安全使用培训

农户应具有一定的植保知识和施药技能，

还要具备中毒急救知识。做好自身防护，带手

套和口罩，身体不要有裸露的地方。在施药过

程中不得吸烟、进食、喝水，不能长时间连续

施药，如有头晕、恶心等症状时应停止施药，

到空气清新的地方，并脱去防护服，如果症状

严重应该及时就医。

总结与展望

农药安全教育作为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

环节，通过法规约束、技术推广与行为引导的

协同机制，初步构建了覆盖生产、经营、使用

的风险防控体系。《农药管理条例》的实施显

著提升了农药利用效率与农产品合格率，然而，

小农户认知局限、技术应用断层及监管资源分

散等问题，仍制约政策效能发挥，表现为化学

农药减量化进程缓慢、区域性面源污染治理难

度大等现实挑战。

未来需聚强化技术适配性，加快植保无人

机、纳米农药等精准化工具的普及，深化制度

创新，完善“绿色认证—生态补偿”联动机制，

进一步加快农药教育政策的精准落实，推动农

业安全、绿色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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