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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病 虫害的防治是 目前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及实施 . /0 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

科技部创

新 药物和 中药现代化的重点项 目
“

中药材病 虫害防治技术平 台
”

针对我国 中药材病 虫害发生及防治 的

现状
,

根据 中药材栽培的特点
,

由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联合中央及地方的 &( 家研究单位
,

重点从 中药材害虫天敌昆虫的繁殖和利用技术
、

应用拮杭微生物防治中药材根病技术
、

植物源农药研

制及应用技术
、

中药材病 虫害防治农药安全性评价等 ∀ 个方面
,

开展中药材病 虫害无公害防治的共性

技术研究
,

并且在人参
、

西洋参
、

三七
、

构祀
、

金银花等重要中药材栽培中进行示范
。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

攻关
,

已初步建立起我国中药材病 虫害综合防治的技术平 台体系
。

该体系的建立
,

将为药用植物病 虫害

的综合防治提供技术基础
,

对整体提高我国中药材病 虫害防治水平
,

保证中药材及中药产品质量
,

提高

中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

保护生态环境
,

促进中药种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

关键词
�
中药材

、

病 虫害
、

生物防治
、

生物农药
、

农药安全性
、

评价标准
、

技术平台

随着我 国栽培药材种类
、

数量和面积的增 加
,

生 残 留超标现象极为普遍
,

严重影响 了我 国中药在国

产 中病虫害的为害逐年加重
,

已 经成为中药材规范 际市场上 的竞争力
,

同时
,

农药 的大量使用也导致水

化生产的重点 和难点
。

目前中药材病虫 害的防治仍 质 和土壤污染
,

病原菌及害虫 的抗药性增加等一系

然 以化学农药为主
,

不合 理用药造成 中药材 中农药 列 问题
,

而 由此引起 的中药安全问题也在社会上引

起广泛关注 1’2
。

研究化学农药在中药材生产中的安全

收稿 日期 �  (( + 一 && 一 & 使用技术和农药安全性评价方法
,

并建立 相关 的标

修回 日期
�  (( + 一 & 一

( 
� 国家重 大科技专项 %344 56 /#( 5/+∃ − � 创新药物和 中药现代化

“

中药材病 虫害防治技术平台
” ,

负责人
� 陈士林

。

� � 联系人
� 陈君

,

研究 员
,

主要研究方向
�

中药材病 虫害防治研究
,

78 5
�

(& ( 一 , ∃) )# ! &
,

9 一 : ;<5
�

=>? 8≅ Α< : Β 5;Χ
∋

;> ∋> ≅ 。

〔1Δ
口

Ε5Χ Φ> <> ≅>
。 。爪才78 >? ≅4 54 邵观ΧΧ8 Ε≅ <Φ;Γ <4 ≅

4Η 7Ε 记ΙΧ <Γ <4 ≅耐 ϑ? <≅8 Φ8 Κ8 Χ<> <≅ 4

;≅ Χ Κ七砚。Ε< ;

Κ8 Χ <> 司 &()



 (( + 第七卷 第六期 ★Λ 45∋ # Μ 4� ,

准
,

是有效解决中药材化学农药污染问题的关键
,

同

时开发现代无公害防治技术
,

建立我 国中药材病虫

害综合 防治的技术平 台
,

将 为保障中药材优质
、

安全

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

一
、

天敌昆虫的繁殖和利用技术体系

重点 围绕 天 敌昆 虫一管 氏肿腿 蜂 的规模 化 繁

殖 和应用 技术
,

从繁蜂 中间寄主昆虫虫态 的选择 和

处理
、

繁蜂蜂虫 比例
、

蜂种 质量 与肿腿 蜂 寄生率的

关 系
、

肿腿蜂 的蜂种 贮存
、

目标 害虫发 生危 害特性

及肿腿蜂 田 间释放技术等多方位 开展研究
,

确定 了

最佳繁蜂寄 主虫态和处理技术
,

明确 了繁蜂蜂种质

量 的评价依据
,

制定 了寄主 昆虫饲养 技术规程
,

建

立 了管 氏肿腿蜂 繁蜂 技术体系
,

完成 天敌 昆虫管 氏

肿腿蜂 的人 工繁 殖
、

贮藏保存
、

规模 化生产 工艺 技

术研究
。

建设 了天敌 昆虫繁育 中心
。

应用肿腿蜂对

广西 罗汉 果愈斑瓜天牛
、

云南 萝芙木黑尾暗翅筒 天

牛
、

浙 江雷公 藤双斑 锦 天牛
、

甘 草家 天牛进行 了室

内外 寄生及 防治试 验
,

并进 行 了防蜂 量
、

放蜂 时 间

等应用技术研究
。

&
∋

管氏肿腿蜂的笙丝挂术纽究

明确 了中间寄主昆虫适宜 繁蜂虫态
,

证 明对寄

主进行适 当的处理
,

可显 著提高肿腿蜂寄生率
。

揭

示了寄主体 内营养物质变 化与肿腿蜂寄生 的关 系
。

研究 了寄 主 昆虫处理 技术 与其生 长和 繁蜂 寄生率

之间的关系
。

确定了  种温度下寄主昆虫的最佳处

理时 间
。

采用
“

均匀设计 回归分 析及优化系统
”

软

件
,

对寄主进行 了多 因素
、

多水平 处理技术研究
,

证

明温度 处理 寄主繁蜂 方法 简便
、

可控性 强
、

繁 蜂效

果较好
。

研究了蜂种和蜂种 日龄与肿腿蜂寄生 的关

系
,

比较 了优 良蜂种 的持续 繁蜂效 果
,

证明不 同蜂

种之间肿腿蜂 寄生率存在 显著性差异
。

首次提 出人

工大 量繁殖天敌 管 氏肿腿蜂 应进行 优 良蜂种 的选

择
,

并研究 了评价蜂 种质量优劣 的相关 指标
。

研究

确定
一

了利用中间寄主昆虫繁蜂的最佳蜂虫 比例
。

研

究 的肿腿 蜂 的蜂种 复壮技 术使肿 腿蜂 繁蜂寄 生率

显著提高
。

 
∋

寄主鱼土的归养丛鱼 宜繁蜂虫 态调控技术研

究

针对 寄主昆虫适宜繁蜂虫态期短的问题
,

对繁

蜂寄 主昆虫进行调控
,

使 适宜繁蜂 时间由过去的  Ν

! 个月延长至 Ε4 个月以上
,

有效解决 了因适宜繁蜂

虫态持续时间短而不能周年
、

大量繁蜂的问题
。

为肿

腿蜂产业 化繁殖 的寄主昆虫供应提供 了技术保 障
。

制定 了《繁蜂寄 主昆虫规模化饲 养技术规程》和《管

氏肿腿蜂人工繁殖及应用技术规程》
。

! 卜天丝星鱼
Ο

月主腿蜂的贮藏怪存挂术研定

研究确定 的肿腿蜂最佳贮存技术使肿腿蜂的贮

存寿命从  (
Ο ∀ (Χ 延长至  ( (Χ 以上

,

肿腿蜂的最长贮

存寿命达 ! +(Χ
,

这一贮存技术保证 了肿腿蜂繁殖及

生产用蜂的需要
,

贮存的优质肿腿蜂满足 了广西罗

汉果天牛
、

云南萝芙木天牛
、

浙江雷公藤天牛防治
。

∀
∋

天敌是少管氏肿腿蜂的应用技水研究

课题 组先后对广 西
、

云南
、

海南
、

浙江等省区 的

木本 和藤本药材的钻蛀性害虫进行 了调研
,

查明 了

这些地 区危害药用植物 的天牛种类
。

对 , 种天牛的

室 内寄生试验 表明
,

肿腿蜂对危害罗汉果的愈斑瓜

天牛 %/户
4 : 8 8

”
; Φ以Γ;Γ 4 ∗ Δ;ΠΕ <8 <Θ Φ

−
、

危 害雷公 藤 的双

斑锦天牛 %/ > 以( &叩 Γ; Φ Θ Π5ΘΦ 8 ;

7?
4 : Φ 4 ≅ −

、

危 害催吐萝

芙木的黑尾暗翅 筒天牛 %Ρ Π8 Ε8 ;

ΗΘΦ
>
<08≅

≅ 钻: −以及危

害仓贮甘 草 的家天牛 %万刃4Γ ΕΘ0 8Φ Π可Θ5 ΘΦ −的寄生 率

达 + , Σ 一Ε4 4Σ ∗对橡皮榕天牛寄生率在  +
Ο ∀ ( Σ

。

重

点研究 了管氏肿腿蜂在 田间放蜂时间
、

放蜂量
、

放 蜂

方式等防治关键技术
,

田间调查结果 显示肿腿蜂 对

愈斑 瓜天牛 的 田间平 均寄生率 为 ∀∀ ∋+ Σ 一
,+

∋

! Σ
,

防

效均在 + ( Σ 以上
。

证 明管 氏肿腿蜂对 广西罗汉果天

牛具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

推广应用潜力巨大
。

二
、

利用拮抗微生物防治人参属植物根病技术研究

人 参属植物是 我国传统 中草 药 中的重 要品种
,

根病是限制此类植物集约化生产的重要 因素
。

建立

高效
、

安全
、

经济可行 的防治技 术体 系为发展我 国人

参属植物生产所必须
。

经过近 ! 年 的研究
,

提出了 以

生物 防治为核 心内容 的人参属植物根病的综合治 理

体 系
,

为保障我 国参类植物的安全生产提供 了技 术

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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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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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际微生物 区系分析和拮抗菌筛选

分 离鉴定 了三七根 际及土壤 中 的 &(( ( 余株细

菌
,

&( ( 余株放线 菌
,

 + ( 株真菌
。

初步确定细菌主要

为芽抱杆菌
,

真菌 可归为 !! 个属
,

其 中 7Ε <>?
4 Χ8 Ο

Φ0Β
∋ 、

08
≅ <8 <55<Θ : Φ0ς

∋ 、

/ 8 Ε8 : 4 ≅ <Θ : Φ00
∋ 、

. 5<4 8 5;Χ <Θ :

ΦΒ Β
, 、

八双了8 5<4 : Ω > 8 Φ ΦΒ Β
∋ 、

月”;Ε <Θ : ΦΒ Β
∋ 、

ϑ? ;8 Γ4 : <Θ :

ΦΒ Β
∋ 、

08
Φ Ε<54 Γ<; ΦΒ Β

∋

和 ϑΩ5 <≅ ΧΕ4
8

;ΕΕ
4 ≅ ΦΒ Β

∋

等 ∃ 个属 的

分离频率较高
,

为三七根 际的主要微生物种群
。

以人

参 属 植 物 根 病 主 要 病 原 菌 ϑΩ5 <≅ ΧΕ4
>

呷4≅ Φ0
∋ 、

尺人让4 8 Γ4 ≅ <; ΦΒ
∋

和 灿;Ε <Θ : ΦΒ Β
∋

等为 目标进行 了拮抗

菌的筛选
,

得到抑菌作用 比较 明显且稳定 的菌株 &!

株
。

生测及田 间小区试验结果表明
,

上述菌株对种子

发芽和幼苗生长无不 良影响
,

部分菌株与土壤熏蒸

相配合对根腐病的防效可达 # ( Σ 以上1 2
。

 
∋

亘垫学农药止鱼物农药互甚复鱼制剑鱼 丛皿宣

法和防效研究

研究了生 防菌剂和多抗霉素
、

甲霜灵锰锌
、

恶霉

灵
、

速克灵等药物及其复配剂处理种子 和种苗对三

七根病 的防效 5!2
,

其中根腐净 固剂等 ∀ 种 混剂综合表

现较好
,

其中 6 Ξ 1 菌剂 的防效与化学农药处理相 当
,

平均防效超过 #( Σ
,

产量明显增加
。

筛选出的两株高

效菌株分别为地衣芽抱杆菌 %6;> <55 ΘΦ 5< 4 ?8≅ 沙Ε: <Φ −

和侧抱短芽抱杆菌 %6 Ε8 4 <Π ;> <55 4 5;Γ8 Ε4 Φ0 4Ε 。 少
。

!
∋

选 良生竺菌丛丝生鱼生持性 二直醚金挂垂啧5

剂研究

通过对 高效拮抗 菌 6 Ξ 1 生物学特性 的研究
,

明

确了生长 的适宜温度
、

ΒΞ 值
、

发酵 培养基
,

并通过正

交实验对发酵培养基进行优化
,

筛选了 # 种吸附剂
,

对吸附能力
、

菌剂外观和保藏期进行测定和 比较
,

最

终完成 了制剂研制
,

所制成的菌剂在储存过程中
,

细

菌细胞数和抑菌率下降较慢
,

且成本低廉
。

另外
,

对优

良木霉菌株适宜生长的培养基
、

光照条件
、

Β Ξ 值及固

体培养 的条件进行 了研究
。

发现了采用拮抗菌辅 以有

机添加 剂
“
Κ Ψ ”

的根 围微生态改 良制剂 和技术
,

田间

防治人参锈腐病的防治效果达到 ∀) ∋& Σ一
,∃

∋

, Σ
。

∀
∋

生堕菌速丝直丝成全互业  & 坯丝研宝

对 三七 根腐病 病原 菌有抑 制作用 的菌 株 + 一巧

发酵液用有 机溶剂分 步萃取
,

结果表 明活性 物质在

正 丁醇部位
。

对该部位进行进 一步活性追踪 分离
,

通 过反复凝胶柱层 析和 Ξ0Ζϑ 分离
,

初 步确 定活性

成分可能是肤类化合物
,

分子量在 &(+ ( 左右
。

对有

效生 防菌株链饱粘帚霉 Ξ Ζ一 &一 & 菌株作用机理的研

究 结果表 明
,

几 丁质酶在拮抗 菌的重寄生过 程中具

重要作用
。

已纯化 了该酶和研究 了其生化特性
。

序

列测定结果表 明该酶为一种新 的几 丁质 酶
。

正在克

隆该 酶的基 因和建 立拮抗 菌的基 因转化体系
。

+
∋

首选立量世鲤生奎霉直在人参秒植
∋

池土壤主鱼

种群动态

采用木霉菌选择性培养基
,

定期取样进行检测
,

将木霉菌剂 7? ! ( ∃( 施人人参 土壤 中后
,

前 !( Χ 木霉

菌数量成上升趋势
,

是土著木霉菌 的 ∃一  ( 倍
。

应用

木霉制剂防治人参
、

西洋参立枯病
,

防治效果达到

#( Σ
,

优于常用农药
。

,
∋

鱼步建全了拮丛微生鱼堕签二七丛腐
一

遍的盆

合技术体系

在明确 三七根腐病发 生发展规律和大量试验研

究 的基础上
,

形成 了一套 三七根腐病防治策略和技

术
,

即 � 用 )∃ Σ 的
“

大扫灭
”

固剂栽植前 熏蒸土壤
,

培

育和选用健壮无病种苗并在播种 和移栽 时用生物和

化学药物混剂进行处理 以减少带菌
,

生长期 注意避

免土壤再次污染
、

过量施用化肥和排水不畅等
。

田间

试验结果表 明
,

该技术 可显著减少根腐病 的发生
,

并

且三七有效成分 的含量不受影响
。

提 出了土壤熏蒸

剂
“

大扫灭
”

和杀菌剂
“

恶霉灵
”

混剂 的安全使用技术

规程
。

三
、

植物源农药研制
、

应用技术研究

应用植物源农 药防治重要中药材病 虫害
,

尚没

有 成熟 的技术
,

特别是植物源 杀菌剂 尚没有 上市产

品
。

课题针 对植物源农药研 究技术落后
、

有效成分

不明
、

配伍盲 目
、

作 用效果差等 问题
,

开展 了专 门针

对药 用 病虫 害的植 物源 杀菌 剂
、

杀虫 剂 的研 制工

作
,

研究 从植物筛选 到 产 品过程 中的有 效成 分确

定
、

制备工 艺
、

合 理配伍
、

助剂选 择
、

质量控 制等各

环节 的关键技术
,

为最终创制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 的

产 品奠 定 了技术 基础
。

同时针对 生产实际
,

进行 了

〔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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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农 药的 田间应用技术研 究
,

为减少及替代化 学

农 药在 中药材生产 中的使用 提供 了新 的途径
。

&
∋

植物提取物的活性成分筛选及制备技术研究

针对西洋参 叶斑病
、

立枯病
、

构祀炭疽病
、

密银

花褐斑病等药用植物常见病 害
,

选择 了 &∀ 种植物提

取物进行筛选
,

经过多次分离纯化并结合生物测定
,

初步确定了 ! 种植物的抗菌活性成分为枯烯
、

芸香

昔
、

异懈皮昔和缩合单宁 ∗ 另外
,

从 ) 种植物粗提 物

中
,

筛选 出分别对药材生产 中严重为害金银花
、

柴胡

的蚜虫
、

尺蝮
、

蜡及粘虫具有较好 的杀虫活性的 , 种

提取物
,

明确了其中 5种植物的有效成分为小聚碱 ∗

比较了葫芦科植物瓤子 的不 同溶剂提取物 的杀虫作

用效果
,

确定 了以乙醇 为溶剂的提取工艺
。

 
∋

杀火
,

杀菌有效成分的测定方法研究

首 次应用 薄层 层析 生 物测定 法快 速 筛选 出抗

药用植物病原 真菌的有效成分
,

并发现 了一个新 的

抗植物病原真 菌活性 成分
,

已 申报 国家发 明专利
,

该 成分对 ) 属 &, 种植物病 原真菌都有 不 同程 度的

抑制作用
,

为一种 广谱 的抗 真菌成 分 ∗ 建 立 了新 植

物源杀虫剂 中主要有效 成分 小聚碱 含量 的 Ξ 0Ζϑ 分

析方法
。

!
∋

植物杀遨
、

杀菌剂酉己方技术研究

以作用效果为核心
,

充分考虑资源的广泛性
、

植

物本身的毒性
、

抗药性
、

以及经济 成本等因素
,

通过

正交设计
,

将几种植物提取物进行科学配 比
,

通过计

算机分析增效作用
,

进行配方优化
。

以室 内毒力测定

和 田间试验结果为依据
,

最终确定 了  个新 的杀菌

剂配方
,

对人参叶斑病菌 /5 Γ。Ε≅ ;Ε <; Β ;≅ 二 的抑制率

达到 + + Σ 以上
,

对人参立枯病菌 ∴ ?众4 8 Ε4 ≅ <; 、4 5;≅ < 的

抑制率达到 ∃( Σ 以上 ∗ 个新 的杀虫剂配方
,

分别为

Μ #
、

Μ1 !
,

对粘虫的致死率达 到 ,+ Σ 以上
。

∀
∋

植物杀鱼
−

杀菌宜5的
]

生用远制研主

在 明确 杀虫
、

抗 菌活性 成分 的基础 上
,

进 一 步

对 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

通 过内吸性实验证实
,

杀

虫植 物提取物对蚜虫 的毒性作用 为触杀作用
,

无 内

吸作用
。

采用 电导法测定发 现
,

植物抗菌有效成分

作用 靶点之一为病原真菌 细胞膜
,

可以 造成细胞膜

通透性 显著增加
,

细胞质外渗
,

从 而导致细胞死亡
。

+
∋

新植物源杀虫
、

杀菌剂的田间应 用技术

在北京怀柔西洋参栽 培基地
,

应用新研制 的植

物源杀菌剂
,

进 行西洋参病 害的的 田 间防治试验
。

北京怀柔 区 为我 国西洋参 的主要产地
,

各 种病害常

年发生
,

是影 响西洋参产量 和质量的最重要 的 因素

之一
,

在 生产 上
,

整 个西 洋参生 长 季频 繁使用 多种

化学农药
。

试 验从 , 月份开始
,

与生产上使 用化学

农药 的时 间和 次数 同步
,

进行植 物农 药 的替 代试

验
,

结果 表 明
,

新 研制 的植物农药
“

杀菌 剂 5 号
”

田

间稀释 +((
一 &( (( 倍

,

对西 洋参 叶斑 病的 防治效果

达到 ,+ Σ 以 上
,

优于生产上 常用的化学农 药代森锰

锌
,

可 以部 分替 代化 学农 药
,

从 而使 化学农 药 的使

用次数减少 #( Σ
。

在蚜虫发 生高峰期
,

用  种新植 物杀虫剂对 危

害板 兰根
、

柴胡 的蚜 虫的进行 田 间防治试验
。

Μ #
、

Μ &! 对蚜 虫 的 防治效 果分 别 达到 )∃
∋

&Σ 和 ∃ (∋ ( Σ
,

均优 于化学农 药灭扫利
,

抓 子提取物对 密银花蚜虫

进行 田间喷雾处理 具有较 好 的防治效 果
,

 ∀ ? 防治

效果达到 # ,
∋

# Σ ∗ #  ? 防治效果 达到 # #
∋

∀ Σ
。

四
、

中药材病虫害防治农药安全性评价技术体系

药用植物栽 培有很 强的地域性
,

道地药材是 中

医 药应用 的重点 药材
,

生产上病虫 害问题也最 为突

出
,

由于 长期 的 自然 选择
,

适应 于 该地 区 环境 条件

及 相应 寄主植 物 的病 原
、

虫源逐 年 累积
,

往 往给 某

一地 区 的药材造成严重危害
。

课题 以构祀
、

金银花
、

人 参
、

三 七为代表
,

对宁夏
、

河南
、

山东
、

吉林
、

云 南

等主产 区 病虫害发生情 况进行深人调查 和研究
,

借

鉴我 国 以 往对这 几种 药材 主要 病虫 害 的大量研 究

结果
,

结合当前在 田 间发生 的现状
,

选择 出生 产 上

化学农 药使用 频 繁
,

危 害重
、

损 失 大的病 虫为研 究

对象
,

包 括拘祀 蚜虫
、

构 祀瘦蜡
、

金银 花蚜 虫
、

人参

地下害虫等虫 害
,

构祀 炭疽病
、

金银花 白粉病
、

人参

锈腐病
、

疫病
、

黑 斑病
、

三七根腐 病 等病害
,

较 为系

统地研究 了构祀
、

金银 花
、

人参
、

三七病虫 害一农药 Ν

药材质量之 间的作用关系
。

&
∋

返毒化学农药的安全性研究

进行农药对 主要病虫害的毒力测定
、

田间防治

& &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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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试 验和全年 防治 技术研究
,

筛选 出有效防治构 祀
、

金银花
、

人 参
、

三七病虫害 的低毒农药
,

确定 了试 验

农药种 类
、

使用 有效 剂量
、

全年 防治 次数 和施药 间

隔期 5∀2
。

明确 了试验药剂在 中药材 内消解变化动态
,

进一步确定了各试验农药的 田间使用有效 剂量
、

农

药残留最大限量 和安全 间隔期
。

通过研究农药及施

用技术对药材 中农药残 留变 化的影 响
,

确定 了农 药

使用安 全间隔期和农药残 留最大 限量 %Κ∴ Ζ − ∗ 通过

对 防治拘祀 害 虫 的 ∀ 种杀 虫剂 对天 敌敏感 性 室 内

毒力测定 和农 田土壤农 药残 留动态 的田 间试验
,

评

价 了试验药剂对农 田环境和天敌的安全性
。

 
∋

生玉熹三垫兰农药过中药且质量的研塞

有 效成分 的变化 是关系 到中药材质 量的关键
,

课题组 首次进 行 了构祀害虫 和金银 花病 虫 的危害

及试验 药剂使用对有效成分含量 影响 的研究 _+5
,

对

 +输毗虫琳
、

∀ ∃ Σ 毒死 蜂
、

&
∋

∃ Σ 阿维菌 素
、

 ( Σ 达蜡

酮
、

# ( Σ 甲基托 布津等 + 种化学农 药对拘 祀有效 成

份构祀多糖含量 影响及残 留动 态进行研究 ∗经测 定

分析
,

金银花 在施 用 巧Σ 三哇酮 & (( 倍液后
,

有效

成分绿 原酸含量显著高于对 照 ∗ &( Σ 毗虫琳  仪旧倍

& 次和  次施药
,

对绿 原酸含量无 明显 的影 响
。

由此

阐明 了试 验药 剂的使用 和病 虫危害 对有 效成分 的

影响程度
。

通过以上研究
,

明确 了中药材病虫害
一
农

药
一
药材质量之 间作用 关系

,

为建立 中药材主要病

虫 防治农 药安 全使 用评 价方 法提 供 了评 价指 标 和

可靠依据
。

!
∋

主药
Ν

材应勇崖竺治的农药垒全丝经位宣选血
评价指标

首次建立了用于 中药材病虫害防治 的农药安全

性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 5,=
,

包括 中药材病虫防治安全

使用农 药种类
、

剂量
、

全年防治次数
、

施药间隔期
、

农

药最大残 留限量标 准及安全 间隔期 等评价指标 ∗ 中

药材病虫防治中使用农药对药材有效成份影 响的评

价 ∗试验农 药对主要天敌影响的评价 ∗ 中药材病 虫防

治农药对农 田环境污染程度评价 ∗ 参考所使用 的农

药登记安全性评价指标
,

中药材病虫防治使 用农药

品种的安全性 %危险性 −评价指标等
,

对防治构祀病

虫的五种试验农药安全使用进行了系统评价
。

评价指标的技 术依据包括
� 农 药在药材 中的残

留动 态和 降解 半衰 期 几
,

蒸气 压
、

溶 解度
、

/ ⎯ 1
Υ

%每

日人体允许摄人量 −
、

大 白鼠的 Ζ⎯ , 值
,

田间药效及

安全性 ∗ 害虫 天敌的敏感性 和 田间死亡率测 定 ∗ 农

药在土壤 中的残留变化等
。

标准参考或参 照国家有

关食 品卫生标准
,

联合国粮农 组织 %Δ/Ρ −和世 界卫

生组织 %Τ Ξ Ρ −规定 的 /⎯1 值
,

《中华 人 民共 和国药

典》% (( + 年版 −
。

所选择 的农 药品种均须符合 国家

无公害农药使用标准和 中药材 . / 0 要求
。

依据上述

内容 首次制定 出
“

毗虫 琳防治构祀蚜虫 安全使用方

法
” 、 “

阿维菌 素防治构 祀瘦蜡 安全 使用 方法
” 、 “

毗

虫 琳和三 哩酮在金银 花上 的安全 使用方 法
”
! 项建

议标 准 ∗ 初步制定 出防治人参病虫 害的安全使用指

标
。

这项成果在 国内外 尚属首创
,

为国家有关部 门

制定 中药 材生 产农药 安全使 用标 准及 相关 法规提

供依据
,

填补 了我 国在 中药材 病虫害防治 的农 药安

全性评价方面的空 白
。

五
、

结 语

病虫害 防治技术平 台体系的初步建立以及相关

标 准的制 订
,

在 中药 材病 虫害生 物 防治
、

植 物农药

以及化学农 药安全使用技术 等方 面形 成具有 特色

的先进 技术 成果
,

具有很 强 的针对性
,

将 为各种病

虫 害 的有效 防治
,

提供研 究思 路和方法
,

也为全 国

中药材 产业 健康 发展 和生 态环境 安全 提供 一套 实

用的技术体系
,

达到 生态一经济一社会效 益的高度

协调
,

从根 本上 保证 中药 材 的安全 生产 和药 材质

量
,

推 动了 . /0 基地 的建设
,

有助 于加速实 现 中药

材种 植的规模化 和规 范化
,

对增 加农 民 收人
、

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 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目前
,

我 国常规栽培的 中药材品种在  (( 种以

上
,

生产中病虫 害种类繁多
,

并且随着引种面积的扩

大
,

新 的病虫 害还 在不断 出现
,

一些老产 区的病害
,

随着种植年 限的增加
,

病虫害的发生也会愈加严重
,

防治难度将会越来越大
,

中药材病虫害防治是一项

长期而复杂的工作
。

目前
,

我 国病虫害防治中的基础

性工作仍然 十分薄弱
,

对新 技术的推广 与完善 尚需

要增加投人
,

以实现更 多药材的无公害生产
。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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