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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概述了202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域植保委员会第32届会议筹备工作组会的基本情
况和主要内容，交流了农药管理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进展及2023—2024年的工作计划，并根据会议
的议题和我国植保工作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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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outlined the basic information and main agenda of the 2022 Working Group Meeting for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of 32nd Biennium Session of the Asia and Pacific Plant Protection Commission (APPPC), exchanged the

work progress and work pl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Pesticides Management of the APPPC for 2023—2024.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direction of this Working Group Meeting and the demand of green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dern plant prote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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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日和9月29日，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亚太植保委员会（APPPC）第32届会议筹备
工作组分别在韩国首尔和泰国曼谷以线上和线下
结合的方式召开了两次会议。我国派员线上参加了
会议。来自中国、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
和泰国等国家，以及亚太植保委员会秘书处的近2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FAO亚太区域代表处执行秘书
Yubak博士在开幕式上致辞，会议由韩国的Kyu-Ock
YIM博士主持。现将本次会议整体情况及有关农药
管理方面的内容进行简要概述，并提出了4点建议，
供相关方借鉴与参考。

1 会议主要内容

两次会议讨论了APPPC第32届会议的筹备情
况，确定了第32届会议的全部议题以及讨论和交流
APPPC 2023—2024年的工作计划。APPPC第32届会
议共有16项议程，主要包括通报2019—2021年亚太
植保委员会重要活动进展，各缔约国植保植检工作
进展，交流电子植检证书工作经验，审议植物检疫、
农药管理和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等3个执行委员会的
工作计划及预算，亚太植保委员会发展战略，区域
植物检疫措施指南，讨论确定第33届亚太植保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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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议日期和地点等。
1.1 APPPC第32届会议事宜
亚太植保委员会第32次会议16项议程与往届

会议的议程大体相同，重点关注的议题及事项如
下。第32届会议于2022年11月7日—11月11日在泰
国曼谷召开，在无承办国家的情况下由FAO亚太植
保委员会秘书处主办，泰国农业部协助安排了会议
代表的田间考察事宜。韩国的Kyu-Ock Yim博士担
任第32届会议主席。会议建议中国作为第33届会议
的承办国，有必要安排代表担任第32届会议的副
主席。
会上，中国代表与新西兰代表Peter Thomson博

士一起做关于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的最新进展报
告，即具体活动和战略框架的大会报告事宜。
亚太植保委员会标准委主席换届，现任主席

Sophie Peterson博士被选举成为国际植物检疫措施
委员会标准委员会主席，会议提议菲律宾代表、中
国代表等可考虑接任亚太植保委员会标准委员会
主席。
根据会议讨论，亚太植保委员会第33届会议拟

在2024年举办。按照与会口径，中国再次重申了将承
办第33届大会，地点拟定于中国江苏省，时间选择9
月上旬或10月下旬，并对各成员国发出诚挚邀请。
1.2 亚太植保委员会2023—2024年的工作
计划事宜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Zhu Lihong女士介绍了草拟

的亚太植保委员会2023—2024年的工作计划。中国
对工作计划表示支持，同时表达了FAO亚太植保委
员会秘书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工作计划不宜计
划太多的关切，并在培训计划主题及时间安排、有
害生物报告能力提升及农药管理能力建设等方面
提出意见建议；简要介绍了我国在高毒农药禁用、
高风险农药管理、CCPR主席国及特色小宗农作物
安全用药等方面的主要经验，提出在2023—2024年
农药管理方面，中国将承办FAO亚太植保委员会的
农药新施药技术-无人机施药技术培训班和农药残
留检测技术培训班等工作。此外，澳大利亚、韩国、
新西兰等代表在第32届年会上提议成立专家建议
委员会，并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

2 大会建议

FAO亚太区域植保委员会是亚太地区植物保护
领域唯一的多边合作机制。我国是亚太地区农业生
产和农产品贸易量最大的国家，利用好亚太区域植

保委员会这一平台，有助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农业走出
去”战略。根据两次工作组会讨论的主要议题，结合
我国高质量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加强我国在FAO
亚太植物保护委员会的工作参与度，提出如下4点
建议。
2.1 启动第32届会议大会报告的准备工作
根据第32届会议日程安排，我国代表准备了

2019—2021年中国植保植检工作进展的大会交流
材料，并介绍植保植检工作进展。我国代表不仅担
任第32届会议的副主席，还承担介绍国际植物检疫
措施委员会最新管理情况的大会报告工作，汇报近
年来我国植保工作开展情况，以及近两年农药管理
执委会工作进展并组织成员国讨论制定2023—
2024年工作计划。鉴于大会报告需要植保植检、农
药管理等各职能部门及相应科研院所的参与，此次
大会建议部相关司局牵头，确定起草工作组，完成
议题准备。
2.2 启动第32届会议重要议题的与会口径
准备工作
根据第32届会议日程安排，相关单位组织成立

工作组，启动会议重要议题的研究工作，并提出相
应的应对方案。例如，我国代表需要准备电子植检
证书工作进展，介绍我国电子植检证书、单一窗口
等工作经验做法，并确认会议报告人选。海运集装
箱是国际植保公约和亚太国家关注的重要议题，我
国代表需要准备海运集装箱焦点工作进展的相关
材料，会议邀请了IPPC海运集装箱焦点工作组成
员、我国代表顾光昊先生做经验介绍。
此外，第32届会议审议了植物检疫、农药管理

和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等3个小组工作计划及预算、
亚太植保委员会发展战略、区域植物检疫措施指
南。会前FAO亚太秘书处发送了有关会议资料，建
议组织人员对有关内容进行研究，形成会议口径供
代表团进行交流发言，反映我国意见建议，保证参
会效果。
2.3 选定并推荐标准委员会主席候选人
根据亚太植保委员会标准委员会主席换届的

议题安排，建议推荐我国专家为亚太植保委员会标
准委员会主席的候选人。
2.4 尽快启动第33届大会的筹备工作

我国曾计划承办APPPC第32届会议，也做了相
应的准备工作，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按照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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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卫生组织的防控要求，也鉴于亚太各成员国的疫
情发生状况和各国管控政策差异比较大的实际情
况，FAO亚太植物保护委员会秘书处建议我国承办
APPPC第33届会议。按往届惯例，我国需要制作一
个简短的宣传片，重点介绍中国种植业发展、植保

植检工作进展和拟承办城市概况等。同时，按照国
际惯例，中国政府需为第33届会议安排配套部分资
金。考虑到不同城市办会成本差异比较大，有必要
尽早确定会议地点，测算缺口资金，并将其列入我
国中央财政预算。

（责任编辑：徐娟）

3 讨论与结论

农药微胶囊的制备工艺会影响农药产品载药
量、包封率、粒径、形貌和缓释效果等，本研究以PHB
为壁材，辛酰溴苯腈为芯材，通过溶剂蒸发法制备
了辛酰溴苯腈微胶囊。通过单因素试验探讨了芯壁
比、油水比、乳化剂质量分数以及剪切速率等因素
对微胶囊性能的影响。通过方差分析可知，芯壁材
质量比对载药量和粒径的影响显著，对包封率的影
响不显著；油水比对微胶囊粒径的影响显著，油水
体积比主要影响制备过程中乳液的稳定性，当油水
比过小，乳液不稳定，蒸发时会导致微胶囊容易发
生团聚[14]；PVA质量分数对微胶囊包封率、载药量、
粒径大小的影响都显著，PVA既可作为稳定剂也可
作为乳化剂提升水相黏度，稳定体系，提高微胶囊
的包封率，当PVA的含量较低时，乳液体系稳定性
会降低，因此导致微胶囊成囊率下降[15]；剪切速度对
微胶囊载药量和包封率的影响不显著，对微胶囊的
粒径影响显著，剪切速度对微胶囊性能影响主要体
现在微胶囊的粒径上，这与他人研究结果相符[16]。
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通过正交试验优化确定

了最佳制备工艺条件为芯壁材质量比为1∶5，油
水体积比为1∶5，PVA质量分数为2%，剪切速率为
12 000 r/min，此条件下制备的微胶囊载药量为
18.38%，包封率为91.90%，中位粒径D50值为24.82μm。
通过透析袋法测定表明，微胶囊具有良好的缓

释性能。以藜为靶标进行生物活性试验结果表明，
与商用乳油制剂相比，辛酰溴苯腈微胶囊能够有效
减少辛酰溴苯腈使用量，提高其利用率，因而具有
一定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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