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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绿色化学理念，采用环境友好的绿色原料，生产开发了更安全的绿色农药。本文简述了绿色农药的

涵义、特点、种类及应用，分析了绿色农药在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走绿色农药的道路，才

能更好地保护环境，维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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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green chemistr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green raw materials are 
used to produce and develop safer green pesticides.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meaning, 
characteristics, types and application of green pesticides,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motion of green pesticide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ly by the road of green pesticides 
can we better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mainta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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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药作为重要农资产品，在工业品防霉与防蛀、防治农作物病虫草害和保证农作物丰收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长时间使用农药，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对人类健康也有极大的伤害，甚

至会对人体造成永久性损伤。对此，有关科研部门与化工行业联手，从绿色化学理念出发，使用环境友

好的绿色原料，开发生产出一系列传统农药的无害代替品，合成了更安全的对环境友好型农药，其重大

意义就在于维护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积极地保护了生态环境。未来的农药产品发展方向应是：对人类

的身体健康安全无害，对环境友好，不会造成污染，超低的农药用量，较高的选择性以及绿色生产工艺

流程等，即大力发展“绿色农药”。 

2. 绿色农药的定义 

所谓绿色农药(环境无公害农药或环境友好农药)是指具有高效防治病菌、除去田里的杂草、杀灭害虫

的能力，同时对人畜、害虫天敌以及农作物自身安全，在自然环境太阳和微生物的作用下能快速分解，

在农产品中残留低甚至无残留的农药[1]。绿色农药的发展是绿色化学的进步的表现，是根据绿色化学理

念，采用环境友好的绿色原料，生产开发的更安全的农药。 

3. 绿色农药的特点 

绿色农药的本身及其生产过程有着以下特点[2]：1) 绿色农药具有非常高的生物活性，而且控制农药

有害生物药效很高，单位面积使用量也很小；2) 绿色农药的选择性高，而对农业有害生物的自然天敌却

很友好，对其而言是没有毒性或者毒性非常小；3) 绿色农药的品种特性，必须是纯天然无公害的或者是

生物生产的，容易被人类、家畜和自然环境接受并且易降解；4) 对农作物没有伤害；5) 绿色农药是加工

剂型，挥发性有机含碳化合物的排放量要少，不会造成环境污染；6) 在生产过程中尽量不使用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有毒有害的物质；7) 低残留，对环境友好；8) 不易产生生物抗药性。 

4. 绿色农药的种类 

绿色农药通常按其类别可分为生物农药和化学合成类绿色农药两大类。 

4.1. 生物农药 

生物农药是一个完全相对于传统化学合成农药的概念，是指利用生物活体或代谢产物对有害生物进

行防治的一类制剂。生物农药还有种通俗的叫法是被称作天然农药，天然农药并不是化学合成，它是来

自天然的化学物质或者生命体，它还有杀菌和杀虫的作用。生物农药有着很强的专一性，它一般只是针

对某一种或者某一类的病虫发挥作用，对人体没有毒性还有毒性很小。生物农药具有生产原料来源广、

对非靶标生物安全、毒副作用小、环境友好的优点，缺点是起效慢、研发成本高、大面积快速防治效果

不理想等。 
生物农药的分类方法有多种，可以根据来源不同分为微生物源、植物源、动物源、转基因作物和基

因工程农药等；可根据作用对象分为生物杀虫剂、生物杀菌剂和生物除草剂等[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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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微生物农药 
微生物农药是利用微生物(如细菌、真菌、病毒和线虫等)或其代谢产物来防治农业有害生物的生物制

剂。微生物农药的所有种类中，已使用并且登记后注册包括细菌剂、真菌杀虫剂、病毒制剂、农用抗生

素等类型。常见微生物农药代表有苏云金杆菌(简称 Bt)、金龟子牙孢杆菌、缓死芽孢杆菌、白僵菌、绿

僵菌、核型多角体病毒、颗粒体病毒、质型多角体病毒、井冈霉素等，能有效地防治棉铃虫、斜纹夜蛾、

小菜蛾等害虫和一些真菌、细菌病害以及防治病虫草鼠等[5] [6] [7] [8]。当前开发研制使用的微生物农药

具有低毒性、不破坏环境、少残留、选择性强、不杀伤天敌、持续时间长、用量少、成本低等优点。 

4.1.2. 动物源农药 
动物源农药就是利用动物活体及其产物防治农业有害生物，这是传统意义上的生物防治。动物源农

药包括昆虫所产生的各种内外激素等，其调节昆虫的各种生理过程，以达到除虫的目的，例如有动物毒

素、昆虫内激素、昆虫信息素和天敌动物等。当前已经投入使用的动物源农药产品是抑食肼(RH-5849)
烯虫酯、双氧威等。 

4.1.3. 植物源农药 
利用植物中的活性部分或者提取有效成分加工而成的药剂称为植物源农药。植物源农药常用的活性

物质有生物碱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萜类合物、挥发油等，通过选择不同的方式进行提取，使其具

有抑菌、抗病、抗氧化等生理特性[9]。植物源农药包括光活化农药、印楝素、鱼藤酮和精油等。 

4.1.4. 转基因作物和基因工程农药 
通过遗传基因，把 DNA 重组制成的农药称为基因工程农药。基因工程可以产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抗虫蛋白库，利用基因工程开发的真菌源生物农药[10]可以切断传播人类病原体的能力，增加对非生物

胁迫的抗逆性。 

4.2. 化学农药 

化学农药是通过化学合成的农药，具有调控农业生产病虫害、调节动植物生长等作用，已在 1761 年

首次运用于农业生产。化学农药的分子结构复杂、品种繁多、生产量大，且应用范围广，是现代所施用

农药的主体部分。由于化学农药具有见效快、选择性高、能大规模生产、不易消耗能量的特点，使其在

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作为农药应用的主体部分。与此同时，化学农药的毒性高、残留高、环境污

染严重等缺点不可小觑。因此绿色化学农药的开发是农药发展的大势所趋。绿色化学农药应该具有较高

选择性，即仅对于指定的有害生物有作用的，同时应具备无毒或者低毒而且能快速降解的无公害性。 

5. 绿色农药的推广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以“绿色兴农、质量兴农作”作为发展目标，大力提倡使用绿色农药。但因

绿色农药成本高、宣传力度不够等原因导致其销售市场却经济萧条。虽然相对于传统化学农药的污染严

重、生态富集多、副作用大，绿色农药具有环保、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特点，但是目前绿色农药的推

广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相关研究的落后，药物剂型单一，生产产业落后，有效成分含量不稳定，无法

达到量产的需求，不足以满足农业生产的要求。研究技术水平低下，很多研究成果无法用到实处，而有

些产品稳定性较低，保质期较短，存在一定安全问题等。因此，要对绿色农药市场进行优化，提高绿色

农药的质量，更好地推动绿色农药的持续发展。传统农药的破坏和影响较大，所以绿色农药的研制和推

广应用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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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绿色农药的应用 

虽然绿色农药的推广进程相对缓慢，且当下在全部农药应用中所占额小，但是绿色农药的低毒、无

残留且无公害的优点是代替化学农药的必然选择。因此已出台了禁用含毒过高农药的相关规定，并且加

强了对一些蔬菜、粮食的检测，这些举措为绿色农药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随着人们的生活水

平逐步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已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绿色农药的普遍推广必然成

为今后农药发展的必然趋势。就绿色化学理念的发展而言，绿色农药研发的主要方向依然是没有毒副作

用、能高效灭杀、低残留的农药。 

7. 结语 

目前，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生物技术、计算机辅助技术等现代技术的开发与利用，为绿色农药的研

究开发打开了更为有效的路径。与此同时绿色农药的生产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合理应用，使绿色农药在

安全、高产量、高效率、优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大力发展绿色农药，最终

实现无公害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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