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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期刊广告编辑过程中常见问题探析

吴爱民　马永祥　陈　凯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中心，２１００１４，南京

摘　要　目前农业科技期刊对广告编辑工作普遍重视不够，编
辑水平不高，导致一些不规范甚至违规广告频现在期刊上。该

研究探析农药、种子、肥料等３类农资广告原稿存在的常见问
题，提出了编辑处理依据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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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期刊大多以农资广告为主。农资广告若

在编辑过程中把关不严，不但危害生产，损害农民利

益，而且会给期刊带来法律性问题。目前，农业科技期

刊对广告编辑工作普遍不够重视，少有配备专门的广

告编辑［１］。广告编辑缺乏法律、专业技术知识，导致

一些不规范甚至违规广告频现在期刊上。

笔者探析了农药、种子、肥料等３类农资广告原稿
存在的常见问题，提出了编辑处理的依据及原则，与同

人交流。

１　广告原稿存在的常见问题

１１　超范围宣传　农药必须取得国家农药登记证，方
可进行广告宣传和市场销售。农药登记证规定了农药

的使用范围，即在何种作物、何种病虫草害上使用。厂

家提供的农药广告稿最常见的违规问题是超范围宣

传，登记１种作物及１～２种防治对象，广告上宣传几
种甚至１０多种作物及防治对象。如原本登记防治蔬
菜小菜蛾单个虫害，但在广告稿上称可以防治水稻、小

麦、蔬菜等多种虫害。所扩大的作物或防治对象形式

多种多样，有的标示为“专家推荐”，有的标示为作物

及病虫图片，甚至有些还直接宣称，可杀灭所有的虫害

和病害。

种子广告稿中存在的超范围宣传的主要问题是：

１）扩大审定区域宣传，如审定公告中明确的种植范围
是江苏淮北地区，而广告稿中扩大为适合江苏全省种

植，将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宣传成全国各地均可种

植；２）扩大抗病性范围，如水稻黑条矮缩病是当前生
产中的重大病害，由于是新型病害，在审定公告中少有

标注该病的抗性，许多种子公司在广告宣传中，私自称

自己品种抗黑条矮缩病。此外，出现较多的是审定公

告中标注的是中抗某病害，广告中说成高抗。

１２　添加隐形成分宣传　农药条例规定，农药不得添
加隐性成分。目前违规问题多见于在杀虫剂中加入一

些高效的隐形成分。常见问题为广告稿中超出产品应

有的性能，暗示或者直接表明含有一些特效成分，也有

的采用“买一赠一”的“鸳鸯包”形式，广告中赠品不标

注有效成分。如水稻螟虫、飞虱，常规的防治药剂主要

有阿维菌素、甲维盐、毒死蜱等，一些厂家违规在其中

添加氯氰菊酯、锐劲特、康宽等［２］。此外，有些厂家还

违规在肥料中添加农药成分。

１３　夸大使用功效　肥料广告最常见的违规问题是
宣传肥料可以防病治病，夸大肥料使用功效。农业部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对肥料有明确的定义，肥料不具

备预防和治疗功能；因此，只要发现广告稿上有肥料可

以防治病害，均为违规广告，编辑应作删除处理。此

外，有的还使用“保证增产”“一次施肥，无须追肥”“茎

叶喷施，替代根部追肥”等夸大功效的用语。有的农

药广告称防效１００％，肥料广告宣传的增产幅度远超
出常规水平，如在水稻上使用增产３０％以上。这些说
法都是不允许的。

农药助剂的功能是改善农药的物理或化学性能，

最大限度地发挥药效或有助于安全施药；但是有一些

厂家夸大农药助剂的功效，宣称单独助剂有杀虫杀菌

作用。

１４　故意造假误导　一些公司将国内企业生产的产
品，在广告上标注为外国公司生产。有的称超高产品

种、大穗品种或超大穗品种，诱惑农民。有的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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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央视上榜品牌”等

产品欺骗广大消费者。有的故意假造一些作用机制，

误导农民。还有一些厂家为了扩大产品销量，在广告

使用说明中故意降低使用剂量，误导农民加量使用

农药。

１５　提供的使用技术不规范　一些广告，虽然对照国
家法律法规没有违规行为，但存在提供的使用技术不

科学等问题，特别是有些广告中提供的除草剂使用时

间、剂量不当，导致药害发生。如２，４滴类除草剂在
小麦上安全使用时期是４叶至分蘖末期，有的广告中
标注为拔节后使用，导致小麦出现畸形穗，减产３０％
～５０％。此外，还宣称除草剂无水也能喷洒，见草施
药，无须等雨等不科学的使用技术，易出现严重不良

后果。

２　广告稿件编辑依据

　　广告编辑活动同传统编辑活动的一个很大不同，
就是要在《广告法》的框架下进行运作［３］。农业科技

期刊在农资广告编辑过程中还要遵循《农药管理条

例》《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

理办法》《农药广告审查标准》《种子法》《种子法实施

细则》《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肥料登记管理办

法》以及地方专业法律法规等。这些法律法规条文，

对编辑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编辑农资广告的

依据。

３　广告稿件处理原则

　　农业科技期刊以“科学、严肃、求实、创新”为特
色，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学术性［４］，同样，农业科技刊

所刊登的农资广告，也应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科

学性。

３１　合法性原则　遵守广告法规，杜绝虚假广告是编
辑工作的第一原则。我国的法律法规对广告的内容、

表述文字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广告编辑要认真学习

并深刻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每一个即将发布的广

告，都要对照国家法律、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实

广告内容［５］，保证所编辑的广告具有合法性。

３２　真实性原则　世界各国的广告经营者都非常重
视广告的真实性，美国商业广告原则的第 １条便是
“真实性原则”［６］。科技期刊刊登广告最重要的是要

真实，真实是广告的生命，更是期刊的生命［５］。

保证农业科技期刊农资广告真实性的有效措施有

以下２条。
１）通过网络查对。在编辑农药广告稿时，一是要

通过农业部农药电子手册或中国农药信息网查阅农药

的登记证，主要核对农药登记作物、防治对象以及登记

证是否在有效期内。二是通过中国农药信息网查对农

药标签，每一种有登记证的农药，均有相应的通过农业

部审定的电子标签。凡与电子标签不符的产品标签图

案均为不合格标签，应要求广告客户更换。在编辑种

子广告稿的过程中，可通过网络查找相关品种审定公

告，核对种子的产量、抗性、适种区域，特别是国审品种

适种范围。若广告稿中涉及专利产品，可登录中国专

利网，将专利证号输入系统进行检索。

２）要求厂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农业科技期刊
刊登的产品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农业生产技术应用，

决不可轻视，予以随意刊登［７］。对于一些在农药登记

证或种子审定公告中未涉及的问题，如种子品种对病

害抗性的描述等，必须要求厂家提供省级以上权威部

门的鉴定意见。对于新型功能肥料的增产幅度，也应

要求提供权威部门的报告。

３３　科学性原则　科技期刊的内容具有科学性，作为
其组成部分，广告也应具有科学性［８］。要求语言表达

准确，广告介绍的功效、用途、使用技术要科学，绝不能

过分渲染。例如农药广告，切不可把某种药说成“万

能药”，什么病虫都能治。遇到农药“１＋１”“鸳鸯包”
形式的广告，编辑处理此类稿件时，必须要求广告客户

注明赠品的有效成分，并且赠品必须是合法的产品，广

告所宣传的产品性能必须与产品符合。特别是对于把

握不准的技术问题，编辑应查找相关资料，及时向有关

专家请教，决不可含糊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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