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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 

本文件旨在为 FSC 获证组织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中科

学规范使用农药提供工作指南，在保护森林健康的同时，最

大限度地降低农药使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价值损害的风险，

以促进 FSC 农药政策的全面实施和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 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农药使用的原则、施药前的准备、科学规

范施药、施药后的监测等内容。 

本指南适用于 FSC 获证组织使用农药（包括生物农药和

化学农药）进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3 参考文献 

下列参考文件与本指南的应用有关。若引用未注明日期

的参考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任何修订版本）适用于本指

南文件。 

FSC-POL-30-001 V3-0 EN  FSC 农药政策 

FSC-STD-CHN-01.1-20XX EN  FSC 中国国家森林管理

标准 

GB 12475-2006  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 

GB 12463-2009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3392-2005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GB 15603-2022  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 

NY/T 4183-2022 农药使用人员个体防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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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1225-2006  喷雾器安全施药技术规范 

NY/T 1276-2007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4 术语和定义 

有害生物：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甚至生

存产生危害的生物，包括对植物、植物产品、材料或环境有

害的任何植物、动物或病原体的种、菌株或生物型，以及人

类与动物疾病的寄生虫或病原体的载体和造成公共健康损

害的动物（来源：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则）。 

农药：用于预防、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

鼠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地调节植物、昆虫生长的化学

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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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农药管理条例）。 

化学农药：合成农药（来源：FSC-POL-30-001 V3-0 EN 

FSC 农药政策）。 

生物农药：来源于动物、植物、细菌和某些矿物等天然

物质的农药（来源：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高危农药（HHP）：根据国际公认的分类系统，对健康和

环境造成公认的特别高水平急性或慢性危害的化学农药，或

被列入相关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或公约的化学农药，或含有

二噁英或重金属的化学农药。此外，在一个国家的使用条件

下，有可能对健康或环境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伤害的农药可

被视为高危农药处理（来源：FSC-POL-30-001 V3-0 EN F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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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政策）。 

——FSC 禁用高危农药：化学农药：a）列入或建议列入

《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A（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或《关

于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附件三，或列入《关于

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或 b）具有急性毒性，

可诱发癌症（致癌和可能致癌），或 c）含有二噁英，或 d）

含有重金属。 

——FSC 严格限制使用高危农药：具有以下两种或三种

危害的化学农药：急性毒性、慢性毒性和环境毒性。 

——FSC 限制使用高危农药：具有以下三种危害之一的

化学农药：急性毒性、慢性毒性和环境毒性。 

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ESRA）：用于预测、估算和评价

一项明确行动对环境和社会可能或实际的影响，并且评估替

代措施，设计适当的缓解、管控和监测措施的过程。就 FSC

农药政策而言，它涉及化学农药的使用（来源：FSC-POL-30-

001 V3-0 EN FSC 农药政策）。 

组织：持有或申请认证的个人或实体，负责证明符合FSC

认证所依据的要求（来源：FSC-STD-01-001 V5-2 森林管理

的原则和标准）。 

5 原则 

依法合规。农药的选择、购买、贮运、使用应符合中国

农药管理条例和 FSC 农药政策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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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适用。综合考虑有害生物发生危害规律、农药特性、

施药区域面积、林分和环境条件等因素，选用对症的农药、

适宜的剂型、最佳的施药时间以及最优的施药方式。 

安全高效。在有害生物防治效果相当的情况下，生物农

药优于化学农药，非 FSC 高危农药优于 FSC 高危农药，FSC

限制使用高危农药优于 FSC 严格限制使用高危农药。 

6 农药的使用 

6.1  施药前的准备 

6.1.1 工作人员的培训 

定期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岗位技能

培训，并保留所有培训记录。 

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FSC 中国国家森林管理标准，

农药相关法律法规，林业有害生物的识别与调查，林业有害

生物的监测与预报，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作业方案的设计与实

施，个人安全防护，农药的选择与配制，施药器械的使用与

保养，废液、废弃物处置，事故应急处理。 

施药人员应年满 18 周岁，老、弱、病、残、皮肤损伤未

愈者及妇女哺乳期、孕期、经期不得进行施药操作。 

6.1.2 农药的选择 

根据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分布、危害规律以及拟用药区

域面积、林分和环境条件等情况，选择对症农药及其适宜剂

型。农药的选择方案应报组织相关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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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用的农药应为已获得在林业或相应树种上防治相

应有害生物的登记产品。相关农药登记信息可通过查询中国

农药信息网 http://www.chinapesticide.org.cn“数据中心”获取，

也可通过查阅农药产品标签或说明书获得。 

针对某种林业有害生物，如果同时存在多种农药登记产

品，宜遵循“生物农药优于化学农药，非 FSC 高危农药优于

FSC 高危农药，FSC 限制使用高危农药优于 FSC 严格限制使

用高危农药”的原则择优选择。如果选用 FSC 高危农药清单

中的农药，组织只能使用 FSC 中国森林管理标准中附录 9.2

和 9.3 中列出的农药。 

6.1.3 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ESRA） 

如果选择化学农药进行有害生物防治，组织应开展环境

和社会风险评估（ESRA），来确定该农药最佳的使用条件以

及充足的风险控制和监测措施。 

组织可参考 ESRA 模板（详见 FSC-STD-CHN-01.1-20XX 

EN FSC 中国国家森林管理标准附录 9.4-9.6）来完成环境和

社会风险评估。按照国家森林管理标准中的相关要求，在实

施 ESRA 时与利益相关方建立密切联系。根据需求，向受影

响的权力持有者和受影响的以及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提供

ESRA 结果，并将其纳入施药作业方案。 

6.1.4 个人防护装备的配备 

使用农药前，应仔细阅读产品标签或说明书，充分了解

http://www.chinapesticid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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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有效成分、含量、剂型、毒性分级、皮肤和眼睛刺激

性/腐蚀性、致敏性、施药方法、推荐用药量及注意事项等信

息，结合拟使用的施药器械选择适宜的个人防护装备（详见

FSC-STD-CHN-01.1-20XX EN FSC中国国家森林管理标准附

录 9.1），并做好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记录。 

在装卸、贮运、开启包装、配制和施用农药等作业中，

操作人员应穿戴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严谨用手直接接触农

药，谨防农药进入眼睛、接触皮肤或吸入体内。 

施药作业结束后，应按以下顺序脱摘个人防护装备：清

洗手套>摘去头部和面部防护装备>脱去防护服>脱鞋>脱去

手套>洗手>有条件时淋浴。 

操作人员能方便获得清洁的水、清洗剂、毛巾、急救药

品及必要的修理工具。 

6.1.5 施药作业方案的制定 

施药作业方案应根据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分布、危害规

律，拟用药区域面积、林分和环境条件，以及农药产品标签

信息等制定，并报组织相关部门审批。 

施药作业方案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防治对象及其发生

分布情况，农药的种类、剂型、用量、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施药作业的地点、范围、面积、时间、次数、人员（本组织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员或社会化专业防治组织）、器械、技术要

求、检查验收，药液的配制（如适用），个人防护装备的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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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区、禁区、警示标志的设立（如适用），防治效果、人类

健康及环境价值损害的监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6.1.6 农药的购买、贮运 

购买农药应到具有农药经营许可的经营点，按照施药作

业方案确定的农药种类及用量，购买足量的农药，索取发票、

销售清单并做好记录。 

根据农药产品标签或说明书上标注的贮存和运输方法

进行农药的贮运。农药的装卸、运输、贮存作业应符合 GB 

12475-2006 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的防毒要求。

如果贮运的农药属于危险货物，还应符合 GB 13392-2005 道

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GB 15603-2022 危险化学品仓库

储存通则的相关要求。 

6.2  科学规范施药 

6.2.1 缓冲区、禁区、警示标志的设立（如适用） 

根据农药标签、说明书或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结合

ESRA 结果，施药作业前，在高危农药或施用方法需要的地

方建立缓冲区，以保护环境和社会价值。需要建立缓冲区的

地方包括但不限于：水体、湿地、敏感作物、水产养殖区、

蜜蜂养殖场、学校、医院、社区。 

根据农药标签、说明书或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结合

ESRA 结果，施药作业后，在高危农药或施用方法需要的地

方建立禁入区，并设立警示标志，公示禁入区的位置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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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以避免工人和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暴露于危险。需要

重点关注的相关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危险性概述、再进入间

隔期、毒理学信息、生态学信息、接触控制与个体防护等信

息。 

6.2.2 药液的配制（如适用） 

药液的配制适用于需兑水稀释后施用的农药剂型。烟剂、

油剂、粉剂、饵剂、杀虫卡等剂型的施药准备工作应根据农

药标签说明进行。 

根据施药作业方案准确量取农药、配制药液。农药的量

取应在避风处操作。药液的配制应远离水源、居所、养殖区

等场所，药液应按照农药标签上推荐的方法现用现配。 

药液总量超过施药器械药液箱容量时，取药液箱容量 80%

左右的清水加到药液箱中，将计算出的每一药液箱中应加入

的农药量用量具量出，加入药液箱的水中，搅匀。用剩余 20%

左右的清水分 3 次冲洗量具，冲洗水全部加入药液箱中，搅

匀后即可喷洒。 

药液总量不足一药液箱容量时，取药液总量 80%左右的

清水加到药液箱中，将计算出的所需农药量用量具量出，加

入药液箱的水中，搅匀。用剩余 20%左右的清水分 3 次冲洗

量具，冲洗水全部加入药液箱中，搅匀后即可喷洒。 

6.2.3 施药作业 

施药作业应严格按照施药作业方案科学规范进行，并做



9 
 

好施药记录。操作人员应严格遵守产品标签或说明书上的使

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施药时，操作人员应站在上风侧，

实行顺风隔行施药。多台施药器械同时施药时，相邻操作人

员应相距 1 个施药作业幅度，前后相错、梯形前进，下风侧

的先施药。 

6.2.4 废液、废弃物的处置 

施药作业结束后，应在施药地点对施药器械、个人防护

装备进行彻底清洗，清洗废液不得随意倾倒，可喷洒到作业

区域内该农药登记使用的目标林木或防治对象（适用于除草

剂）上，并应保证这种重复喷洒不会超过该农药的推荐使用

剂量。 

施药器械、个人防护装备的清洗，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处

理应远离河道、水体、水源。操作人员在药液配制时应通过

清洗等方式充分利用包装物中的农药，减少残留农药，及时

收集农药包装废弃物并交回农药经营点或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站（点），不得随意丢弃。当地法规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6.3  施药后的监测 

6.3.1 防治效果的监测 

    严格按照施药作业方案要求，规范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效果的监测评估，调查施药作业是否达到预期防治目标，

并做好监测记录。如未达到预期防治目标，则应形成详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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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报告并上报组织，由组织研究决策补救措施。 

6.3.2 人类健康及环境价值损害的监测 

监测操作人员对高危农药的暴露情况。监测方法包括但

不限于：高危农药的施用记录、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记录、

报告或观察到的健康影响记录、医学生物监测等。 

对因使用具有环境毒性的高危农药而造成的环境影响

和环境条件变化进行监测。监测方法包括但不限于：高危农

药的施用记录、报告或观察到的环境影响记录、环境生物监

测等。 

6.3.3 治疗、修复或补偿措施 

根据人类健康及环境价值损害的监测结果，如果缓解措

施未被有效实施，或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价值风险的管控无效，

则应采取纠正措施。对因过度暴露于高危农药而对工人和受

影响的利益相关方造成的伤害进行治疗，并提供合理的补偿。

对因使用具有环境毒性的高危农药而对环境价值造成的损

害进行修复，如果无法修复，则应提供合理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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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相关示例——以农药防治松树松毛虫为例 

示例 1  如何查询农药登记信息 

【方法一】查询中国农药信息网 

1.登录中国农药信息网：http://www.chinapesticide.org.cn/，

点击“数据中心”。 

 

2.选择“农药登记”。 

 

http://www.chinapesticid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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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作物/场所”栏输入“松树”，在“防治对象”栏输

入“松毛虫”，显示所有已在松树上登记用来防治松毛虫的农

药。 

 
4.点击相应农药的登记证号，显示该农药的登记信息，

点击“查看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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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显示农药标签详细信息。 

 
【方法二】查阅农药产品标签或说明书 

查看标签或说明书上标注的“使用范围”是否包括本组

织的应用场景。本示例中，使用场所为松树，防治对象为松

毛虫。那么，下图所示的农药是否适合用于防治松树上的松

毛虫？（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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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思考】上述两种查询农药登记信息的方法，各有什

么优缺点。 

示例 2  如何选择农药 

经查询中国农药信息网，目前在松树上登记用来防治松

毛虫的农药产品有 30 个。其中，单剂 23 个，混剂 7 个；生

物农药 28 个，化学农药 2 个；FSC 严格限制使用高危农药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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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已取得登记的农药产品，严格按照登记的范围

和方法使用，其使用效果和安全性都是有保证的。备用农药

的确定要综合考虑农药的毒性、剂型（应用场景、施药器械）、

用量、成本（购买、贮运、施用）等因素，应在已登记农药

中选择毒性低、使用方便、用量少、使用次数少、价格适中

的产品。 

示例 3  如何正确阅读农药标签或说明书 

农药标签或说明书是农药产品直接向使用者传递农药

技术信息的桥梁，是指导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依据，也是具

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凭据。 

 
【购买农药时】○一 看农药“三证”（农药登记证号、农

药生产许可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是否齐全，“三证”不齐、

冒用其他农药产品或其他厂家“三证”的产品，均属伪劣假

冒产品（进口的农药可以不标注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二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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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范围是否包含本组织拟施药区域的树种和防治对象；

○三 看质量保证期和生产日期。 

【贮运农药时】看清储存和运输方法要求。 

【使用农药时】○一 看使用方法和技术要求；○二 看注意

事项；○三 看中毒急救措施。 

示例 4  如何科学配制农药 

农药的配制宜采用两步配药法（二次稀释法），特别是用

量少的农药或分散性差的剂型（如可湿性粉剂、可溶性粉剂、

水分散粒剂、悬浮剂），以提高农药的分散度（分散性好、浓

度均匀）。 

 
【用水稀释的农药】○一 用少量水把农药制剂制成浓稠

的“母液”；○二 用足量的水将“母液”稀释到所需浓度。 

【拌土、沙等撒施的农药】○一 用少量稀释载体（细土、

细沙等）把农药制剂制成均匀的“母粉”；○二 用足量的稀释

载体将“母粉”稀释到所需用量。 

【注意事项】○一 配制农药前应充分摇匀产品，如经过摇

匀仍有沉淀层时，○1 一次用药量不足一瓶时，应在原瓶中搅

拌沉淀层使其分散均匀，必要时可用水浴加温促其分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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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加水分散沉淀层；○2 一次用药量为一整瓶时，可加水分

散沉淀层。○二 开启后未用完的农药应在原包装中安全贮存，

不得转移到其他包装（如饮料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