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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药减施增效类项目述评

徐长春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北京　１００１２２）

摘要　植物保护是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农药作为一项重要的植保投入品，在推动农业现代化

发展的同时，其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大力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实现农药减

施增效已成为植物保护的一项重要目标。“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

发”试点专项中设置了４０个农药减施增效类相关项目，对农药减施增效的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和集成示范应用

开展全链条设计、一体化实施。本文介绍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药减施增效类项目的立项背景和研究内容，分析项

目设置和立项实施的主要特点，展望预期研发成效，并对项目组织管理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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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施用是植物保护的一项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包括农药在内的植保投入品为农业稳产高产做

出了巨大贡献，有效解决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然

而，我国化学农药过量施用较为严重，施药方法不够

科学，农药有效利用率长期偏低，由此引发农产品残

留超标、生产成本增加、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１］。

“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化学肥料和农药

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试点专项启动，对农药减施

增效的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集成示范应用３个

层次的项目予以资助，通过组织相关科研单位、推广

部门、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为实现农药减施增效目标

提供科学依据。本文概述了“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农药减施增效类项目立项情况，分析项目在布

局设置、组织管理、落地实施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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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发的成效进行展望，以期为相关科研人员和行

业管理部门提供参考。

１　项目立项背景及意义

随着农作物病虫害发生的日趋严重和过度依赖

化学农药防治措施，化学农药过量施用已逐渐成为

植物保护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生态环境产生

污染，严重威胁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

２０１５年，农业部提出“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战略部署［２］，围绕“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

实施农药零增长行动［３］。按照《到２０２０年农药使用

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分

年度发布《农药减施增效技术示范方案》，为农药减

施增效、减量控害和农作物病虫害可持续治理提供

技术支撑。

然而，目前我国农药减施增效技术研发水平仍

不能满足农业绿色发展的现实需求。从基础科学研

究来看，对于不同区域、不同种植体系中农药损失规

律和高效利用的机理缺乏深入系统研究，阻碍了农

药限量标准的科学制订；从技术产品研发应用来看，

化学农药替代产品研发不足，施药装备总体较为落

后，农药“跑冒滴漏”现象严重，针对不同种植体系的

农药减施增效技术研发水平和系统性有待提升，迫

切需要强化技术集成和应用模式创新。因此，科学

制定农药施用限量标准、研发绿色防控技术、新型农

药、大型智能精准机具，加强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应

用是我国实现农药减施增效的重要途径。

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统一部署下，

根据２０１５年中央１号文件关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的要求，科技部启动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化学肥料

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专项（以下简称“双

减”专项），作为６个先期启动的试点专项之一。该

专项立足我国当前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需求，根据

《全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和《特色农产品区

域布局规划》，对农药减施增效研发任务进行了设

置。相关项目聚焦主要粮食作物、大田经济作物、蔬

菜、果树的农药减施增效重大任务，按照“基础研究、

关键技术研发、集成示范应用”全链条设计、一体化

实施，联合产、学、研、用多方力量，协同解决农药减

施增效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为推动农业发展转方

式、调结构，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４］。

２　项目研究内容概述

２．１　项目整体设置

在“双减”专项的４９个项目中，有４０个项目专

门开展或涉及农药减施增效研发内容，见表１。其

中，基础研究类项目５个，主要研究农药减控基础及

限量标准，为我国主要农区不同作物生产的农药减

施增效技术、产品与装备研发提供理论基础和标准；

关键技术研发类项目１０个，为下游的农药减施增效

示范应用提供重大技术、产品及装备；集成示范应用

类项目２５个，为全面实现农药减施增效的总体目标

集成技术模式并示范应用。通过部署相关研究任

务，对农药高效利用机理与限量标准、农药技术创新

与装备研发、农药减施增效技术集成与示范应用开

展系统研究，构建农药减施增效与高效利用的理论

方法和技术体系。

２．２　主要研究任务

２．２．１　基础研究

以我国主要农区为研究区域，开展不同类型化

学农药在不同种植体系中的归趋特征与限量标准研

究。探索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和果树等靶

标作物种植体系中化学农药向靶标作物与防治对象

高效传递与沉积机制及其调控。开展生防真菌、细

菌、病毒、昆虫、螨类等活体生物药剂增效及有害生

物生态调控机制研究，挖掘活体生物药剂高效利用

潜力，形成精准高效生态调控技术。利用生物组学

等手段，探索农业生物药物分子靶标，建立从活性分

子到靶标的作用模型，开展绿色药物分子设计。研

究耕地地力影响农业有害生物发生的机制与调控，

提出基于耕地地力的有害生物防控新途径［５６］。

２．２．２　关键技术研发

针对我国农业降本增效、生态环保的需求，研发

新型高效生物杀菌剂、杀虫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生

物除草剂和天敌昆虫防控技术产品。研发天然生物

农药的合成生物学与组合合成技术，高效低风险小

分子农药和制剂，以及种子、种苗与土壤处理技术和

配套装备。开展作物免疫调控与物理防控技术及产

品研发和集成应用。在研究作物 施药参数 药效

环境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开发地面与航空高工效施

药技术及智能化装备。研发主要农区和不同种植体

系中化学农药协同增效关键技术及产品，实现化学

农药有效利用率提升和施用量的减少［５７］。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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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药减施增效类项目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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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犓犲狔犚牔犇犘狉狅犵狉犪犿狅犳犆犺犻狀犪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１３狋犺犉犻狏犲犢犲犪狉犘犲狉犻狅犱

项目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２０１６年度立项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ｉｎ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度立项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ｉｎ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年度立项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ｉｎ２０１８

基础

研究

化学农药在我国不同种植体

系的归趋特征与限量标准

化学农药对靶高效传递与沉

积机制及调控；活体生物农药

增效及有害生物生态调控机

制；农业生物药物分子靶标发

现与绿色药物分子设计；耕地

地力影响农业有害生物发生

的机制与调控

关键

技术

研发

化学农药协同增效关键技术

及产品研发；地面与航空高

工效施药技术及智能化装备

作物免疫调控与物理防控技术

及产品研发；天敌昆虫防控技

术及产品研发；新型高效生物

杀菌剂研发；新型高效生物杀

虫剂研发；新型高效植物生长

调节剂和生物除草剂研发；天

然绿色生物农药的合成生物学

与组合合成技术；种子、种苗与

土壤处理技术及配套装备研发

高效低风险小分子农药和制剂研发与示范

集成

示范

应用

长江中下游水稻化肥农药减

施增效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茶园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

集成研究与示范；设施蔬菜化

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集成研

究与示范；苹果化肥农药减施

增效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化

肥农药减施增效的环境效应

评价；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

术应用及评估研究

黄淮海冬小麦化肥农药减施

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北方玉

米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

究与示范；棉花化肥农药减施

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柑橘化

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

示范；热带果树化肥农药减施

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北方水稻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华南及西南水稻化

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北方小麦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

研究与示范；长江流域冬小麦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黄

淮海夏玉米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南方山地玉米化肥

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马铃薯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

与示范；油菜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大豆及花生化肥农

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特色经济作物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

研究与示范；露地蔬菜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葡萄及瓜

类化肥农药减施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梨树和桃树化肥农药减施技

术集成研究与示范；柑橘黄龙病综合防控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２．２．３　集成示范应用

各项目分别以农产品主产区为研究区域，基

于相应农产品和区域有害生物防治指标与化学

农药限量标准，集成配套与区域生产相适应的高

效安全农药新产品、地面高杆喷雾等先进专业化

统防统治技术，优化、融合物理防控和生物防治

等绿色防控技术，结合高产栽培和化肥减施增效

技术，形成我国农产品主产区农药减施增效技术

模式，并建立相应技术规程。通过基地示范、新

型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在主产区大面

积推广应用。开展农药减施增效的环境效应评

价、技术应用及评估［５７］。

２．３　项目申报立项进展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双

减”专项农药减施增效类４０个项目的申报指南分三

批陆续向社会发布。根据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

革的部署，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作为专业机构负责

该专项的具体管理工作。申报单位通过渠道部门推

荐，在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中向专业机构提交预

申报书。经过形式审查、网络评审、答辩评审等环

节，按照评审得票数和分数排序，每个指南方向确定

１个拟立项项目。在科技部网站上公示无异议后，

专业机构开展任务书签署、经费拨付、项目启动、

过程管理等环节工作。目前，前两批项目正在实施

阶段，第三批项目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８日立项公示后

启动实施。

３　项目主要特点分析

３．１　从项目布局设置来看，实现了全链条设计、一

体化实施

　　根据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部署，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整合了原先“８６３”计划、“９７３”计划、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各类计划

中的项目，探索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科研资源碎片

化问题。在“双减”专项实施方案和指南编制过程

中，按照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集成示范应用３

大类项目全链条设计，避免不同项目研究内容重复

设置。以形成面向农业产业的技术解决方案为最终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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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集成示范应用３大

类项目的不同实施主体之间紧密结合，一体化开展

项目联合攻关。

３．２　从项目组织管理来看，实现了专业化、规范化、

标准化管理

　　依托专业机构管理项目，是中央财政科技计划

管理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专业机构按照公正、规

范、透明、高效的原则，坚持为科研人员服务提供优

质服务的理念，不断提升项目管理水平［８］。按照不

相容岗位分离制度，优化项目管理人员配置，项目申

报、形式审查、专家遴选、评审等环节操作在国家科

技管理信息系统中全程留痕，及时向社会公开申报

指南、专家名单、拟立项项目清单等信息。建立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９］，优化专业机

构内设机构和人员，健全项目管理的质量控制、风险

防控、绩效管理、保密管理、档案管理等各项制度，提

升了项目管理的标准化水平。

３．３　从项目落地实施来看，实现了资源高效配置和

协同创新

　　一是各项目通过组团申报、联合实施的方式，聚

集了农业和其他相关行业部门的优势科研资源，形成

了中央和地方科研教学单位协作互补的格局。其中，

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类项目由具备较好研究基础

的农业类科研单位和大学等牵头承担，集成示范应用

类项目主要由贴近区域农业生产实际的地方农业科

研和推广单位牵头承担。二是注重科研与产业对接，

引导各项目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农业高新

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等开展成果转化、示范推广等

工作；在粮食主产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典型生态区

召开现场会，促进项目成果示范应用、项目承担单位

之间交流、项目研发活动与示范点的对接。三是鼓励

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部分重大技术、产品及装备

研发任务方向的申报指南中要求有科技型龙头企业参

加并提供配套资金，以期提升技术示范推广效果。

表２　项目牵头单位基本情况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犅犪狊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犾犲犪犱犻狀犵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狊

单位类型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项目牵头单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中央级科研院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１１）、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３）、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

所（２）、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央级部属高校 中国农业大学（２）、南京农业大学（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天津大学、西南大学

地方科研院所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地方高校 华南农业大学（２）、山东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贵州大学

农技推广部门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１）项目牵头单位列中部分单位名称后括弧内数字表示该单位承担的多个项目数量，其他单位分别只承担１个项目。

Ｉｎｔｈ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ｎｂｒａｃｋｅ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ｎａｍｅｓ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ｅａ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ａｋｅｓｏｎ；ｏｔｈ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ｒａｃｋｅｔｓｔａｋｅｓｏｎｏｎ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４　项目研发成效展望

通过开展项目精细化过程管理，确保各项目完

成指南规定的考核指标，强化项目间的整体性和系

统性，紧密对接农业产业发展和行业部门中心工作，

形成作物全生育期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解决方

案。通过农药高效利用的机理与限量标准研究、农

药技术创新与装备研发、农药减施增效技术集成与

示范应用研究，构建农药减施增效与高效利用的理

论、方法和技术体系。在２０１５年以来我国农药使用

量连续三年负增长的基础上［１０］，到２０２０年项目区

化学农药利用率由３５％提高到４５％、化学农药减施

３０％、农作物平均增产３％
［４］，与“双减”专项内化肥

减施增效类项目有机融合，实现作物生产提质、节

本、增效。与“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农田综合防治

技术研发”、“粮食丰产增效科技创新”等相关专项项

目进行合理分工与有效衔接，为植物保护学科发展

积累人才与成果储备，为提升化学农药科学安全使

用水平，推动实现化学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实现农业

绿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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