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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农药化学学术与发展战略研讨会综述

杜灿屏 朱仕正 李娜君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
,

北京 1 0 0 0 8 5)

[摘 要」 首届农药化学学术与发展战略研讨会认为
,

农药化学是一个 多学科交叉 的前沿基础理

论研究领域
; 新农药创制是一 门多学科交叉协作的系统工程

;
先导结构和靶标分子的发现是农药创

制的核心
;
农药研究的国际发展趋势是高效

、

低毒和对环境友好
;
与生物技术

、

信息技术和数字农业

的结合是其重要特征
。

〔关键词 〕 农药化学
,

绿色农药
,

作用与机制
,

会议综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科学部于 2 0 0 8 年 9 月

初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
“

首届农药化学学术与发展

战略研讨会
” 。

来 自全国各地的农药化学及相关领域

的近 60 位专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

与会代表围绕农

药科学的发展趋势
、

基础科学问题
、

前沿研究领域以

及我国该领域的现状
、

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优先发展领域等方面进行了深人和热烈的讨论
,

并

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今后如何更加有效地资助农药

化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

与会专家认为
,

粮食安全是国家稳定 的基础
,

农

药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战略物 资
。

据预测
,

在 中国如

果停用化学农药
,

这将意味着 3
.

5 亿人挨饿
,

水果将

减产 78 %
,

蔬菜减产 54 %
,

谷物减产 32 %
。

农药在

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

也是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

展纲要优先支持的领域之一
。

我国农药创制基础理论研究所面临的需求既与

发达国家有类似之处
,

如必须 面对作用对象 的生物

多样性
,

作用对象的高选择性 (靶标与非靶标 的类近

性 )
,

生态环境效应的复杂性
,

品种价格的经济性
,

使

用者的非专业性等
。

但也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发达国

家的特点
,

如我国人多地少
、

自然灾害频发
,

单位面

积的农作物产量要求高
,

一地多茬
、

种植密度 高
,

幅

员辽阔农作物品种多
,

有害农业生物种类繁多
,

农药

施用环境及土壤差异性大
,

农 田种植集约化程度低
,

农药规范化使用难度大等
。

目前 中国农药产量虽然 已居世界首位
,

但农药

的更新换代缓慢
,

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

由农药引发的

食 品安全事件频发
。

植物保 护中产生 的
“ 3 R’

,

即残

留 ( R e s id u e )
、

抗性 ( R e s i s t a n e e )
、

害虫再 猖撅 ( R e -

s u r g e n e e )问题突出
。

新农药创制是一门多学科交叉协作的系统工程
,

先导结构和靶标分子的发现是其中的关键
,

也是农药

创制的核心
。

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
,

农药研究不仅能

促进农学
、

植物保护学的发展
,

并且能够促进化学合成

方法学
、

绿色化学
、

分子设计理论及相关技术的发展
,

同

时促进生物的基因组学
、

蛋白组学以及环境生态学及

毒理学的发展
。

因此
,

这是一个多学科交叉 的前沿基

础理论研究领域
,

并具有强烈的高技术应用背景
。

在

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
,

能够对粮食安全
、

人类健康
、

社

会稳定
、

农林业的健康发展包括食品安全和卫生防疫

都具有重大意义
。

世界各科技强国和经济发达国家都

特别重视农药研究
。

如 日本政府通过政府大力支持农

药的基础研究促进了农药产业和农业的健康高水平发

展
,

后来居上
,

并于上世纪 90 年代超越欧美
,

其基础研

究水平和农药工业水平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

并 由此

促进了该国在医药基础研究和工业的大力发展
。

农药 的国际发展趋势是 高效
、

低毒
、

对环境 友

好
,

与生物技术
、

信息技术和数字农业的结合是其重

要特征
,

从化学和生物并行的两条路线 出发寻找靶

标和先导是农药基础研究 的主要方法
。

与转基因作

物的紧密配合是其 时代要求
。

靶标分子 的特异性
、

先导结构的高效性
,

靶标与先导之 间的选择性和抗

性是其关键的科学问题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资助下
,

我 国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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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从事农药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队伍
,

具备了开展

新农药创新研究的基础与能力
,

已经取得 了一些成

果
,

并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
。

目前
,

现代生物技术

及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已经运用到农药的创新基础

理论研究中
,

国内在杀虫剂和昆虫生长调节剂
、

除草

剂
、

杀菌剂的基础研究跟踪创新方面已接近或达到国

际水平
。

在农药先导 的原始创新和靶标分子发现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
,

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 明

显缩小
,

在国际同行中已具有一定的影响
,

近年来吸

引了众多跨国公司进人 中国寻找合作伙伴
,

国外大学

和研究所主动和我们建立相关的学术合作
。

但是必

须看到
,

我国的农药创制水平同发达国家相 比较还有

一定差距
,

尤其是原始创新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
( 1) 国家基础研究的投人在

该领域一直偏少
,

与一个农业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

同

时与我国现有高水平的化学基础研究和正在迅猛发

展的生命科学研究不相称
; ( 2) 跟踪研究较多

,

在研究

中过于注重传统的化学方法
,

与生命科学发展的结合

较少
; ( 3) 对在我国频繁发生的重大病虫草害以及危

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 问题应对能力不 足
; ( 4) 研究

资源相对分散
,

国内的农药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

若干高校
、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
,

依托国家及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采取课题制的研究方式开展相关工作
,

协同

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队伍的组织缺乏重大任务的引

领
; (5 ) 亚洲地区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农药研究发展

迅速
,

欧美国家还保持着优势地位
,

我们国家在基础理

论研究方面还面临很大的压力
,

国内的农药基础理论

研究的成果和人力资源面临着流失和被国外占有的风

险
; (6 ) 在现代农药创制研究中

,

尚未出现我国科研人

员发现的新靶标分子和完全原创结构的农药先导
。

与会专家们对今后我国农药研究的重要方向和

加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导向作用提出一些积

极的建议
:

( 1) 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部会同

生命科学等相关学部
,

进一步加大对农药基础研究的

支持力度
。

建议科学基金 以资助项 目群的方式长期

和稳定地支持先导化合物的发现和靶标分子的研究
。

( 2) 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选择性地

支持农药学研究人才培训基地建设
。

( 3) 农药化学的重点是研究先导化合物与靶标

分子的相互作用及对环境生态的影响
。

与此相关 的

研究工作应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
。

( 4) 鼓励通过化学方法和生物学方法进行靶标

分子的创新研究
;
应重视基于天然产物的新农药创

制基础研究
,

特别是基于我 国特有的天然资源 的农

药研究 ;在策略上采取天然产物的先导发现和靶标

分子研究共同推进的方式
。

( 5) 重视基于靶标与小分子相互作用的农药分

子设计理论研究
,

同时应综合考虑农药 的生物活性

与作用机制
,

代谢途径和环境安全性
。

( 6) 在新农药创制基础研究过程 中
,

应关注我

国农业生产中的重大病虫草害以及农药抗性的靶标

分子及先导化合物的基础研究
,

同时加强与转基 因

作物研究的密切配合
。

( 7) 鼓励发展农药活性分子的高效构建以及离

体及活体快速筛选方法
;
鼓励发展 比较生物学

、

基 因

组学
、

蛋 白组学及分子生物学发现农药靶标分子
;
鼓

励用化学生物学的方法研究农药活性分子与靶标分

子间的信号转导
、

调控与代谢
。

( 8) 关注调控型和免疫激活型的绿色农药的创

制基础研究
,

以及农药释放学的创新基础研究
。

R E V I E W O F T H E F I R S T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N D S T R A T E 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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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gA

r i e u l t u ar l p e s t i e id e e h e
而

s t r y 15 a r e s e a r e h f ie ld in t e r lea v i鲍 祠 t h o t h e r s e i e n e e s
.

Ivn
e n t i o n a n d d e v e l

-

o p m e n t o f n e w a g ir e u lt u r a l p e s t i e id e s 15 a s y s t e

nar
t i e e n g in e e ir n g b a s e d o n t h e e o o p e ar t i o n o f m u lt i-- s e i e n e e s a n d i t s

k e r n e l 15 s e e k in g f o r p r e e u r s o r s t r u e t u er s a n d d r o n e m o l e e u l e s
.

H i g h e iff e i e n e y
,

h y p o t o元 e i t y a n d e n v ir o n m e n at l b e -

n i , 15 t h e i n t e nr a t i o n a l t r e n d o f r e s ae r e h e s o n a g ir e u l t u r a l p e s t i e id e s
.

oC m bian t io n初 t h b i o lo gl e t e e h in q u e ,

i n f o

mar
-

t io n t e e h n o l o g y a n d d i g i t a l a g r ie u l t u r e 15 t h e e h a r a e t e ir s t i e o f a g ir e u l t u ar l P e s t i e id e e h e
而

s t r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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