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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不仅是世界农药使用大国，更是农药生产和销售大国。
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农药出口强劲增长的推动下，我国农药产业发展迅速，包括农药科研、原药生产
、制剂加Z-、国内销售和国际贸易在内的行业体系更为完善；农药品种、数量、质量不仅能满足我国
农业生产需要，而且已经出口到世界约155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农
药生产和进出口企业。
　　为了促进我国农药“更规范、更严格、更科学”的管理，推动我国农药“质量与安全并重”和“
农业产量、农村经济、农民收入同步增长”的和谐发展，加强我国农药行业与国际农药市场的更好交
流与合作，充分展示我国农药发展的丰硕成果，宣传和树立我国农药企业的良好形象，提升我国农药
企业价值和产品竞争力，我们编写了这本《中国农药》。
　　《中国农药》不仅概要地介绍了我国农药管理、登记、生产和销售的情况，也文图并茂地收录了
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农药生产和进出口企业及其农药产品的信息，包括企业名称、法人代
表、企业简介、主要产品、主要市场、联系方法等多方面情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实用性，适用于
有关国际农药组织、国内外农药管理机构、科研机构、大中专院校、工业企业、进出口公司、经销商
、植保和农资系统的广大读者。
　　在我国农药生产和进出口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希望该书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农药进出口优
秀企业的“光荣榜”，也是我国广大农药管理和工作者为共同打造“中国农药”这一品牌、推动我国
农药行业不断发展的“鞭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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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农药登记管理部门　　《农药管理条例》规定农业行政机关负责全国的农药登记和监督管理工
作。
具体工作由其所属的农药检定管理机构承担，但卫生部、环保总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林业局、粮
食局、国家质监总局、供销合作总社、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及海关总署等部门的管理和技术专家
参与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工作。
2.农药登记管理机构　　（1）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始建于1963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的直属事业单位；承担农业部赋予的全国农药登记和管理的具体工作。
主要职责是：负责农药登记管理、质量检测、生物测定、残留监测、市场监督、信息交流及对外合作
与服务等工作。
内设综合处、药政处、分析室、生测室、残留室、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等11个处室，实验室面
积4000平方米，拥有能满足各种农药检测试验的先进仪器设备。
是国家农药质量和残留监督检验中心。
　　（2）地方农药检定管理机构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的要求，目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
成立了农药检定管理机构，负责本辖区内农药登记的初审，以及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开展农药质量
、药效和残留等的检测和仲裁试验工作，承担农药生产企业的培训和指导工作。
许多市和县成立了农药检定管理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的农药监督管理具体工作。
目前全国从事农药管理工作的共有30000多人。
3.农药登记管理范畴根据我国的《农药管理条例》，用于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
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地调节植物、昆虫生长的化学合成或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
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都属于农药管理的范围，包括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
物生长调节剂、杀鼠剂、卫生用农药、具有杀虫、杀菌或耐除草剂性能的作物、天敌等。
4.农药登记审批中国的农药登记分为田问试验、临时登记和正式登记三个阶段。
田间试验是指临时登记前的田间小区或相当于田问小区性质的试验，包括田间药效、残留和环境生态
试验。
在中国申请农药登记，首先须申请田间试验。
试验审批时间为1个月。
临时登记是指田间试验后，为需要进行示范试验（面积超过10公顷）、试销以及在特殊情况下需要使
用的农药而申请的登记。
在完成田间试验和相关资料的准备后，可申请临时登记，取得临时登记后可以进行试销并要进行正式
登记所需的有关试验和资料的准备，临时登记有效期为4年，每年续展一次，在4年有效期过后没有申
请正式登记的，将取消其临时登记。
临时登记审批时间为3个月。
正式登记是指经田问试验示范、试销可以作为正式商品流通的农药产品所申请的登记。
农药正式登记由企业直接向农业部申请，正式登记审批时间为1年，取得的正式登记证，5年续展一次
。
　　5.农药登记资料要求及特点　　1982年农业部等部门联合制定了《农药登记资料要求》，1988
、1992和2001年对其进行了修改，目前执行的即为2001年的修订版。
该要求是以FAO的有关农药登记资料要求为蓝本，参照部分发达国家的登记资料要求，结合中国农药
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特点而制定的。
　　农药登记的基础技术资料包括产品化学、药效、残留、毒理和环境生态资料，还包括生产技术、
标签以及有关技术和证明资料。
但中国的农药登记资料要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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