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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民实用知识读本：如何给庄稼“看病”》讲述了农民朋友们采用了很多方式来提高产量，比
如施用化肥、采用良种等。
庄稼的病虫害是造成农田减产的重要因素，也最令农民朋友头疼。
如何给庄稼看病、如何当好一个庄稼医生，是很多农民朋友关心的问题。
　　庄稼保护的基本方式有很多，生产上应用比较广泛的防治措施有：　　农业防治。
通过栽培管理措施、选育和利用抗性良种，抑制有害生物的发生数量。
　　生物防治。
利用生物及其代谢产品控制有害生物。
　　化学防治。
以化学农药防治有害生物。
　　物理机械防治。
根据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和特殊习性，利用器械的物理、机械作用，抑制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
　　植物检疫。
根据国家的法令或法规，通过检疫检验，防止危险性有害生物的传入。
　　在众多防治方式里，农民朋友最熟悉、最常用的就是农药防治了。
农药的使用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开始了。
1761年，硫酸铜被用来防治谷物腥黑穗病。
最早的叶面杀菌剂也是硫磺和铜的悬浮液。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有机合成农药的时代，并从此使庄稼保护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80年代以前，农药的定义和范围偏重于强调对害物的“杀死”，80年代以后，农药的概念发生了很大
变化。
今天，我们并不注重“杀死”，而是更注重于调节，将有害生物控制在合理的种群密度范围内。
　　其实，在大多数时候，最经济、最有效、最环保的方式是进行综合防治。
优先选用和发展较少不良副作用和成本较低的措施，充分利用有利于控制有害生物的自然因素。
《农民实用知识读本：如何给庄稼“看病”》在介绍病虫害防治时，限于篇幅，重点介绍化学防治。
　　农民朋友在进行农作物病害防治时，应该注意，不要有点病虫害的迹象就用药，也不要等到病虫
害肆虐时才用药，用药应选择合适的时机，才会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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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认真辨认　　看产品介绍。
主要是关注该产品的特性、适用范围、适宜用量、使用方法、使用时间及注意事项等。
假冒伪劣农药往往字迹不清、异样和错字、不科学的夸大药效、内容不完整等，这样的农药不要购买
。
看注册商标。
注册商标包括两部分：一是有“注册商标”字样，二是有“商标图案”二者缺一不可。
进口农药标签上的“注册商标”通常用符号“R”代替。
假冒农药一般无注册商标或商标图案。
看二证一号。
即指“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或“准产证”，“产品标准代号”。
凡标签上具备二证一号的农药，可放心购买。
看有效期限和生产批号。
“有效期限”是该种农药从生产分装时开始计算有效期的最长年限，超过有效期限，药效就达不到原
来的质量标准。
“生产批号”是指该农药生产的年、月、日和当日的批次号。
根据生产日期，就能计算出你所购买的农药是否在有效期限之内，超过有效期限的农药最好不要购买
。
看厂名、厂址。
正规生产农药的企业单位标签上的厂名、厂址清楚。
有些生产厂家还注明邮政编码、电话号码、电报挂号等。
假冒农药不可能注明，不便查询。
看进口分装农药是否有二证和有效期限。
对在国内分装的进口农药，要仔细查看是否有“农药登记证”、“分装批号”及“有效期限”。
只要有登记证说明此药在进口时已经过农业部药检所审查同意，可以放心购买。
看外观质量。
主要是查看农药有无结块、分层、沉淀和泄漏。
如果有此类现象中的一种，则为过期农药或不合格农药，不要购买。
　　另外在购买农药的同时还应尽量注意净含量的标示问题。
有很多商家用的瓶子可能是一致，但净含量标示不完全一致。
有很多农民朋友在购买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观看净含量的标示，买了看着是一样大小的瓶子，但实际上
量并不完全一致。
比如说这一瓶农药，它的标示是400克，它的售价是6元。
那么可能农民朋友购买的时候会发现相同大小的瓶子，却卖5.5元，实际上它的标示是350克，这样农
民朋友仔细算一下，它的价格是便宜，实际上是买贵了。
　　　（二）维权指点　农民在购买农药时，一定要留心，起码要做到：　一是向经营者索要购物凭
证。
凭证内容要写明购物时间，购货人住址、姓名，所购货物名称、数量、价格等，还必须加盖经营商店
印章和销售者签名。
　　二是适当保留农资样品。
　　四、农药使用不当的后果　　不久前，蒲城县人民医院接连收治了50余名农药中毒患者。
医院称，大部分患者都是因为喷洒农药时操作不当以及误服喷洒过农药的水果所致。
蒲城县党睦镇民地村村民王刚锋在妻子的陪同下匆匆来急诊科就诊，他给田里的棉花打完药后，回来
的路上就觉得不舒服，恶心、头晕。
经过医生诊断，王刚锋被确认为农药中毒，必须入院治疗。
据了解，大部分患者都是因为喷洒农药时操作不当以及误服喷洒过农药的水果造成农药中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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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天气炎热，人体毛孔张开，加之果农在使用农药时安全防护意识差，加上不少农民喷洒农药操作
不当，农药很容易通过呼吸道、皮肤等途径进入人体，引起农药中毒现象。
农药使用不当不仅会造成人身伤害，对于田间作物也有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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