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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期刊使用农药名称亟待规范

王贵州　邝文国　马永祥
《江苏农业科学》编辑部，２１００１４，南京

摘　要　针对当前农业科技期刊使用农药名称的混乱状况，归
纳并分析多种不规范使用农药名称的问题，阐述规范使用农药

名称的意义，提出了规范使用农药名称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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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论文中使用农药名称的频率较高；但是，

作者使用农药名称随意性很大，来稿中不规范使用农

药名称现象较为普遍，在已出版的科技期刊中也存在

许多农药名称使用不规范的问题［１］。笔者根据编辑

工作实践，结合一些调查研究结果，对当前农业科技期

刊不规范使用农药名称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分析。

１　不规范使用农药名称现象及分析

１１　违规使用商品名称　为了加强对农药生产的管
理，整治农药一品多名的混乱局面，维护农药消费者的

权益，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８日和１２月１２日，农业部和国家
发改委发布了６项农药新规，其核心内容是取消农药
产品的商品名称，农药名称一律使用中文通用名称或

简化通用名称。作为科技传媒的农业科技期刊，应当

遵照国家规定，禁止使用农药商品名称，规范使用农药

中文通用名称；然而，在作者来稿中使用农药商品名称

是普遍现象，已出版的农业科技期刊中，使用农药商品

名称的例子俯拾皆是。

例１　可用于花生田的除草剂种类很多……如扑
草净、精盖草能、盖草能、扑杀特、灭草灵、烯草酮、都

尔、金都尔、草灵、威霸、拉索等［２］。

例１中，精盖草能、盖草能、扑杀特、都尔、金都尔、
口恶草灵、威霸、拉索都是商品名称，不能再使用，应当

使用它们的中文通用名称，依次为高效氟吡甲禾灵、氟

吡甲禾灵、咪唑乙烟酸、异丙甲草胺、精异丙甲草胺、

口恶草酮、精口恶唑禾草灵、甲草胺。

１２　中文通用名称使用不规范　《农药名称的管理
规定》［３］中规定：“单制剂使用农药有效成分的通用名

称”，“混配制剂中各有效成分通用名称组合后不多于

５个字的，使用各有效成分通用名称的组合作为简化
通用名称，各有效成分通用名称之间应当插入间隔号，

按照便于记忆的方式排列。混配制剂中各有效成分通

用名称组合后多于 ５个字的，使用简化通用名称”。
一个具体的农药制剂除具有有效成分通用名称外，还

应当包含有效成分含量和剂型名称２个部分的信息，
三者缺一不可。有些作者虽然使用了农药中文通用名

称，但是使用不规范，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１）缺有效成分含量。
例２　“生物农药：……苏云金杆菌悬浮剂，湖北

康欣农用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完全随机设计，６
个处理：苏云金杆菌悬浮剂１０００倍液”［４］。

例２中，供试药剂“苏云金杆菌悬浮剂”缺有效成
分含量。笔者查阅资料得知，湖北康欣农用药业有限

公司登记的苏云金杆菌悬浮剂产品有效成分含量有

２０００ＩＵ／μＬ和１６０００ＩＵ／ｍｇ２种规格。没有农药有
效成分含量，试验结果就没有科学意义，更谈不上有指

导用药的作用。

２）缺剂型名称。
例３　供试药剂：……７５％百菌清（先正达投资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５０％异菌脲（法国纳普朗克公
司）［５］。

经查阅相关资料，例３中的７５％百菌清和５０％异
菌脲产品均为可湿性粉剂，即 ７５％百菌清可湿性粉
剂、５０％异菌脲可湿性粉剂。
３）既缺有效成分含量，又缺剂型名称。
例４　“供试药剂：１０％韩秋好（恶唑酰草胺，美国

富美实公司提供）……苄嘧磺隆（浙江天一农化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市售）”，“试验设９个处理，即每６６７
ｍ２Ａ处理韩秋好５０ｍＬ＋苄嘧磺隆２０ｇ”［６］。

例４中的“苄嘧磺隆”既缺有效成分含量，又缺剂
型名称。查阅浙江天一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农药产品登

记资料得知，该公司生产的苄嘧磺隆有１０％可湿性粉

５２４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２卷

剂和３０％可湿性粉剂２种规格，不知作者用的是哪种
规格的产品。“韩秋好”是美国富美实公司１０％口恶唑

酰草胺可湿性粉剂产品的临时商标名称，不可用作农

药名称。

４）混配制剂用全称。
例５　供试药剂为６０％吡唑醚菌酯·代森联 ＷＧ

（百泰）（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１８．７％吡唑醚菌
酯·烯酰吗啉ＷＧ（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７］。

例５中 ２种混配制剂应当用简化通用名称，即
“６０％唑醚·代森联ＷＧ”“１８．７％烯酰·吡唑酯ＷＧ”。
５）混配制剂有效成分通用名称任意简化。
例６　试验药剂：……对照药２５％乐·氰ＥＣ，有效

成分为乐果和氰戊菊酯（天津华宇农药有限公司生

产）［８］。

“乐·氰”是规范混配制剂简化通用名称之前登记的

农药名称，登记证号早已过期。该混配制剂不仅有效成

分通用名称词头不规范，而且有效成分通用名称排列顺

序颠倒了。规范的简化通用名称为“氰戊·乐果”。

６）混配制剂各有效成分通用名称排列顺序颠倒。
例７　供试药剂：……８０％腈菌唑·锰锌可湿性粉

剂（陕西鑫瑞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９］。

例７中“腈菌唑·锰锌”２个有效成分通用名称排列
顺序颠倒了，按照农药混配制剂简化通用名称命名基本

原则，简化通用名称中有效成分名称用全称的，必须放在

最后［１０］；因此，该混配制剂规范名称为“锰锌·腈菌唑”。

７）混配制剂各有效成分通用名称间缺间隔号。
例８　供试药剂：４０％苯苄乙草胺ＷＰ（有效成分：

苯噻酰草胺＋苄嘧磺隆＋乙草胺，湖南振农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以下简称苯苄乙草胺）……６０％苯噻苄ＷＰ（湖
南娄底农科所农药实验厂产品，以下简称苯噻苄）［１１］。

例８中，“苯苄乙草胺”和“苯噻苄”均为混配制
剂，各有效成分通用名称间缺间隔号。“苯苄乙草胺”

是三元混配制剂，规范简化通用名称为“苯·苄·乙草

胺”；“苯噻苄”是二元混配制剂，规范简化通用名称为

“苄嘧·苯噻酰”。

２　规范使用农药名称的意义

２１　有利于对农药生产质量进行监控和市场管理　
农药使用商品名称，形成了一药多名的混乱现象。一

些中小农药生产企业违法违规生产，有的在农药标签

和说明书中不标注中文通用名称和有效成分含量，有

的在产品中违法加入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高毒农药成

分，有的在一种产品滞销后换一个商品名称继续生产，

涨价销售。这些行为损害了农药消费者的利益，给农

药管理部门对农药生产质量监控和市场管理带来了极

大困难。取消农药商品名称，使用中文通用名称后，可

将原来的１．６万个农药名称减少到１７００个［１２］。这为

农药管理部门加强对农药生产和市场监管提供了方

便，有利于规范农药市场，消除市场恶性竞争。

２２　有利于农民选购农药　农药的消费者绝大多数
是农民，其科学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一种有效成分的

农药产品有几十或上百个商品名称，连农药专业人员

都难以弄清它到底是什么有效成分，有什么作用，农民

又怎能弄得清？取消农药商品名称，规范使用中文通

用名称后，虽然开始时农民要面对非常专业的既拗口

又难记的中文通用名称；但是，一种有效成分的单制剂

只有一个通用名称，相同有效成分的混配制剂只有一

个简化通用名称，农药名称数量大大减少，防治１种害
虫或１种病害、防除１类杂草就那么几种药，通过基层
农技人员和农药经销商的帮助，农民是会逐渐习惯和

记住常用农药的中文通用名称的。农民掌握了农药中

文通用名称及其制剂的作用后，在购买农药时处于主

动地位，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购农药，避免了盲信盲从，

从而使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

２３　有利于提高农民用药水平，控制农产品和环境污
染　在农药商品名称充斥市场年代，农民根本没有农
药有效成分的概念，防治病虫草害完全处于被动盲从

地位。用了一种药没有防治效果或防治效果不明显，

换一种药继续防治，前后使用的农药虽然商品名称不

同，但有可能是同一种有效成分。其结果是增加了用

药次数，加大了用药量，不但因没有对症用药使产量蒙

受损失，而且造成农产品和环境严重污染。规范使用

农药名称后，农民逐渐熟悉农药的有效成分，逐步掌握

防治作物常见病虫草害的农药通用名称，用药水平必

然得到提高。用药水平提高了，可以用较少的施药次

数和较适宜的用药量，达到比较理想的防治效果，从而

减少产量损失，减轻农药对农产品和环境的污染，确保

食品安全和人们的健康不受损害。

３　规范使用农药名称的主要措施

３１　强化规范使用农药名称意识　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 ８
日，农业部发布《农药名称登记核准和管理规定》公

告，规定“自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起，农药生产企业生产的
农药产品一律不得使用商品名称”［１３］。２００９０４２７
发布、２００９１１０１实施的ＧＢ４８３９—２００９《农药中文通
用名称》明确规定：“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农药管理、科

研、生产、商贸、农药使用、卫生、防疫、环保、出版、广告

等有关领域，凡用到农药名称的，都应使用本标准规定

的中文通用名称”；“本标准第３章（农药中文通用名
称———笔者注）为强制性的”［１４］。如果说农业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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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产品一律不得使用商品名称”是针对农药生产

企业的，对科技期刊使用农药商品名称没有约束力的

话，那么，ＧＢ４８３９—２００９实施后，科技期刊再使用农
药商品名称就是违规行为了。农业科技期刊应当坚决

执行国家标准。

目前，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以前生产的使用商品名称
的部分农药产品还在市场流通；许多原来的农药商品

名称被生产企业注册了产品商标，禁用商品名称后又

以商标名称身份出现，习惯于使用农药商品名称的部

分科技人员仍然会将现在的同名商标名称当作商品名

称使用。农业科技期刊编辑必须强化规范使用农药名

称意识，在编校工作中，对稿件中不合规范的农药名称

认真加以纠正。此外，要向作者宣传规范使用农药名

称。农业科技期刊不规范使用农药名称源于作者，期

刊编辑部可以通过征稿简则向作者宣传规范使用农药

名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作者规范使用农药名称，

从源头上减少对农药名称的不规范使用。

３２　熟悉常用农药中文通用名称　熟悉农药中文通
用名称和简化通用名称是规范使用农药名称的前提。

ＧＢ４８３９—２００９收录了 １２７４个有效成分通用名称；
《农药名称的管理规定》附件３《农药混配制剂的简化
通用名称目录》收录了已经登记的１０２４个混配制剂
的简化通用名称［１５］，在该规定发布后的 １年多时间
里，又有一批新的农药混配制剂获得登记，简化通用名

称增加了２５８个［１６］。这些文件是编辑必须学习的材

料。与单制剂通用名称相比，作者来稿中使用混配制

剂简化通用名称存在的不规范问题更多、更复杂。

《农药名称的管理规定》附件１《农药简化通用名称命
名原则》对混配制剂命名作了明确规定。掌握了有效

成分通用名称和混配制剂简化通用名称的命名原则，

基本上就能分辨农药名称使用规范与否。

研究农药的目的在于指导农药的使用，因此，一种

农药制剂除了有效成分中文通用名称外，还应当包含

有效成分含量和剂型名称。使用农药必须限定单位面

积制剂使用量和适宜的稀释浓度，缺有效成分含量，给

出的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和稀释倍数就毫无科学意

义，更没有指导用药的作用。剂型名称也是不可缺少

的，不同的剂型由于生产工艺不同以及有效成分在不

同状态下特有的化学性质，同一有效成分含量不同剂

型的农药产品，防治效果也可能存在差异。此外，不同

剂型的农药对农产品和环境的污染程度存在很大差

异，以乳油的污染最重，水剂、水乳剂、悬浮剂、微乳剂

的污染轻微。这些也是编辑在编校中需要注意的。

３３　查阅农药中文通用名称有关资料　截至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我国登记的农药通用名称已达１８４３个［１６］。这

么多的名称要全部记住是困难的，何况随着农药工业

的发展，还会有新的有效成分出现，还有不断登记的新

的混配制剂简化通用名称出现。编辑在编校工作中可

以查阅《农药中文通用名称》《农药混配制剂的简化通

用名称目录》与文献［１６］进行核对。对于农药商品名
称，可以登录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农药信息系统·企

业版》查询其有效成分；对于新登记的新的混配制剂，

也可以通过《农药信息系统·企业版》查询核对。

３４　将规范使用农药名称纳入期刊质量考核　建议
国家科技期刊管理部门在核心期刊、优秀期刊评选中，

将规范使用农药名称作为考核期刊质量的必要条件之

一，以促进各期刊编辑部和编辑人员对规范使用农药

名称予以高度重视。

４　结束语

　　为了治理农药生产和市场流通的混乱局面，维护
农药消费者的权益，国家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农药监管

法规。这些规章虽然是针对农药生产企业制定的，但

是，要达到预期目标，还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力支

持。目前，农业科技期刊中不规范使用农药名称现象

较为普遍，应当引起农业科技期刊编辑人员的高度重

视。规范使用农药名称，是每一个编辑人员应尽的义

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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