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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绿色无污染食品则成为了目前新型的饮

食文化。对于蔬菜种植者而言,如何有效防止病虫害,并大力提升蔬菜的安全等级就成为了目前种植者亟待解决的事情。在蔬

菜种植过程中,难免会应用农药来防治病虫害,这就使得做好蔬菜病虫害防治农药减量增效成为了种植者广泛关注的问题。本

文对蔬菜病虫害防治农药减量增效的影响因素及改进措施进行了探究,望能够给相关工作者带来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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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在种植过程中,所喷洒的农药利用率越高,则代表

着施药的水平越高,病虫害的防治效果越好。由于喷洒后的

农药或多或少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

农药利用率越低,则对周围环境的污染指数越高,蔬菜病虫

害地防治效果也越差。以下内容对蔬菜病虫害房子农药减量

增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喜欢吃了相应的

改进措施。 

1 蔬菜病虫害防治农药减量增效的影响因素 

1.1农药属性 

农药是蔬菜病虫害防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所

谓的农药是指在农业生产中,生产者用于防治病虫害,或者

调节植物生长的化学药剂。就目前的农药属性来看,按照加

工剂型可以将农药划分为可湿性粉剂、乳剂、乳油、乳膏、

糊剂、胶体剂等五十多种。而在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中,常

用的乳油、可湿性粉剂、粉剂与颗粒剂等农药种类则占据了

目前农药使用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但是从使用效果来看,这

些常用药剂的农药利用率低,且会给周围的环境造成不同程

度的污染问题。 

每种农药都具有着特定的属性,有的农药可以稀释原药,

有的农药则可以将原药均 的分散到制剂中。同时,有些农

药则可以有效防止粒滴凝聚变大,有的可增加粒子的湿润

性、黏附性与渗透性。作为助剂,其自身的类型不同,也会起

到不同的作用。通过将助剂喷洒到蔬菜叶片上,可以有效改

善药液在叶片上的附着、湿润、展布、穿透性等,同时,也可

以降低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造成的药液流失问题,进而增加

蔬菜上药液的存留量,防止对土地资源或者空气资源等形成

进一步的污染。比如,乳油等液体剂型农药则可以帮助农药

成分进行分散。这主要是由于乳剂可以直接对药液的稳定性

与分散性形成影响,同时,乳剂的性能越高,其自身的稳定性

越好,分散性越均 ,在田间的整体利用率也就越高。而颗粒

剂、粉剂等固体剂农药则可以将药效充分地发挥出来,并延

长药效。由于颗粒剂、粉剂等固体剂型农药中,药液整体的

陈计量与覆盖率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粉粒细度的影响。换而

言之,粉径越细,则单位体积内的粉剂数量越多,在田间的整

体利用率也就越高。反之,粉径越粗,则单位体积内的粉剂数

量越少,在田间的整体利用率也就越低。另外,作为润湿剂,

其自身的润湿性能越好,就可以在 大程度上减少恶劣天气

下,蔬菜叶片药液流失问题的出现,并有效降低化学药剂给

环境造成的污染。 

我国相关研究曾表明：农药使用者在充分地保证农药制

剂稳定性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采用表面活性剂,则可以有

效地减少药液的表面张力,并有效保持蔬菜叶片上药液的湿

润与展布。在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有些许的农药必须与之相

配套的助剂一同使用,方可以有效地发挥出其自身的药效。

在助剂的帮助下,生产者在喷洒农药的过程中,可以将农药

在随气流飘移过程中对敏感作物、牲畜或者人类等产生的有

害作用降到 低,并有效提升药效,达到农药减量增效,减少

环境污染的作用。 

1.2农药喷洒器械属性 

农药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借助于相关施药器械方可完成

喷洒操作。就目前的农药来看,传统类型的喷粉或者喷雾法

施药操作的用药量较大,且会有一半以上的药剂无法沉降在

靶标上,进而给周围的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我国

目前的施药技术逐步地向着高度对靶性方向发展。这不仅可

以有效地提升雾粒的对靶沉积能力,也可以大力提升农药的

使用效率,进而降低农药的整体使用量。而对于液剂喷雾法,

随着此项施药技术的不断改进,出现了弥雾法、超低容量喷

雾法等,进一步降低了雾滴的直径,并使得雾化更富有均

性,进而大幅度降低喷雾总量。我国已有相关研究表明,相较

于大喷头喷雾,小雾滴喷头喷雾的整体沉积量则更大。 

1.3蔬菜植株冠层结构与叶片表面的属性 

蔬菜植株冠层结构会直接影响到药液在蔬菜植株结构

上的沉积量。同时,不同蔬菜种类,以及蔬菜的成长期则直接

影响到蔬菜植株冠层结构。通过实践表明：蔬菜植株冠层越

茂密,蔬菜的叶片越多,则叶片的面积就越大。同时,药液雾

滴与叶片表面接触的机会也就越大,药液就越容易在叶片上

存留,进而大大增加药液的使用率。反而言之,蔬菜植株冠层

稀少,且叶片较少,呈开放式生长,则喷洒后的药液与叶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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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的机率就越小,进而造成大量的药液流失,降低药液的使

用率,并增大了环境污染的机率。 

在阔叶型蔬菜中,我们以黄瓜为例,在施药时,叶片与雾

滴间极易出现屏蔽现象。在窄叶型蔬菜中,我们以韭菜为例,

在施药时,药液就极易沉积在叶间端。另外,在施药时,药液

整体的沉积量与叶片的倾斜角度也有一定的关联。比如,直

立型叶片的沉积量较少,平展叶片的沉积量较大。 

蔬菜药液的使用效率也会受到叶片属性的影响。不同种

类的蔬菜,其叶片的张力值也会存在一定的不同。比如,黄瓜

等易润湿叶片的临界表面张力较大,施药后,农药极易依附

在叶片上,进而使得药液的整体利用率较高。而难浸润叶片

的临界表面张力则较小,施药后,药液常常会从叶片上以水

珠形态滑落,进而使得药液大量流失到土地,造成土地污染。

还有些许的蔬菜,其自身叶片上有着不用形状的毛刺或者附

着物,这些叶面构造在一定程度上给农药沉降量造成一定程

度的影响。比如,番茄、茄子等蔬菜的叶片上有较多的亲水

软毛,这样所施的农药极易附着到叶面上,进而提升了药液

的使用量。 

1.4环境因素 

在施药时,农业生产者需要有效结合施药地的环境条件,

如温度、湿度、光照、风速等,来制定出科学合理地施药方

案。比如,当施药地温度较高时,害虫具有着较强的生理活动

能力,此时施药,农药发挥作用较快,但是产生药害的机率也

就会相应增加；当施药地的湿度较高时,一旦施药就会再次

加大田环境的整体湿度。而不断增加的湿度也会给病虫害的

扩散与加重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同样的光照条件下,不同的

农药种类也会产生出不同的药效。因此,作为施药人员,需要

结合光照条件下药剂的具体反应,来科学合理地选择施药技

术种类；风速大小会影响到药液漂移速度,换言之,风速越大,

药液漂移速度就越大,风速越小,药液漂移速度就越小。 

2 提升蔬菜病虫害农药利用率的改进措施 

2.1加大农药新剂型研发力度,有效减少高毒、高残留农

药的使用量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生产也逐步地向着

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绿色安全型方向发展。为了提升

蔬菜病虫害农药整体使用率,农药研发者需要坚持可持续性

发展道路,研发出高效、安全、无公害的新剂型,并生产出专

用性与环保型的表面活性剂,进而满足不同的蔬菜病虫害防

治需要。另外,为了有效保护环境,研发者需要结合化学农药

发展的现实需求来进行剂型研发,进而减少农药对环境造成

的污染,并有效减少高毒性、高残留农药的整体使用量。 

2.2提升喷雾器具的科学合理性 

我国蔬菜品种呈现着多样性,且各类蔬菜的生长期也存

在不同,进而导致蔬菜冠层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喷雾器

具需要有效适应各类冠层结构。从我国目前的喷雾器具来看,

很多施药器具较为传统,且缺乏先进性。为此,我国需要积极

地研发出新型的喷雾器具,并提升喷雾器具的科学合理性。 

2.3科学合理地选择施药技术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精准施药技术成为了目

前新型的施药技术。此项技术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农药的整体

利用率,也可以有效减少农药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比如,静电

喷雾器在高压静电作用下,可以有效减低喷雾量,且有百分

之九十以上的雾滴会沉降到作物靶标上,进而减少农药产生

漂移的机率；无人机低空喷雾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大规模蔬

菜施药中,此种技术,需要由小型无人机搭载农药喷雾设备,

并依托于GPS系统来提升施药的精准性。 

2.4加大技能培训,提升施药人员的专业技能 

作为施药人员,是蔬菜施药的直接参与者。其自身的专

业技能水平将直接影响到施药质量。为此,施药人员需要积

极参与专项技能培训,来提升自身用药的科学合理性,以及

施药的精准性。 

3 结束语 

总之,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绿色生产理念成为了

我国农业生产的新型指导理念。对于蔬菜生产而言,为了有

效防治病虫害,难免会用到农药。由于农药属于化学药剂,

一旦使用效果欠佳,就会大大降低病虫害防治效果,并影响

到蔬菜的整体质量。为此,以上内容对蔬菜病虫害防治农药

减量增效的影响因素以及改进措施进行了分析。望能够给相

关工作者带来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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