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65.020.20 

CCS  B16 

1411 

吕 梁 市 地 方 标 准 

DB1411/T 48—2022 
      

 小麦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2022-11-16 发布 2022-11-16 实施 

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1411/T 48—2022 

I 

目 次 

前 言 ............................................................................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3.1 绿色防控 .........................................................................1 

3.2 一喷三防 .........................................................................1 

3.3 安全间隔期 .......................................................................1 

4 防控原则 .............................................................................1 

5 防控对象 .............................................................................1 

6 防控技术 .............................................................................2 

6.1 农业防治 .........................................................................2 

6.2 物理防治 .........................................................................2 

6.3 生物防治 .........................................................................2 

6.4 化学防治 .........................................................................3 

 

附录 A ................................................................................ 4 

(资料性附录) .......................................................................... 4 

小麦主要病虫草害常用农药及使用方法 .................................................... 4 



DB1411/T 48—2022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吕梁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吕梁市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吕梁市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孝义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白秀娥、高燕平、韩瑞亭、李志蓉、王晋斐、牛峰、孙超超、白育铭、刘佳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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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小麦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术语和定义、防控原则、防控对象及防控技术。 

本文件适用于吕梁市小麦主要病虫草害绿色防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5671 农作物薄膜包衣种子技术条件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 1997 除草剂安全使用技术规范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绿色防控 

采用生态调控、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理化诱控和科学用药等技术和方法，将病虫害危害损失控制

在允许水平，并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植物保护措施。 

3.2 一喷三防 

在小麦生长中后期，根据病虫发生情况，叶面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等混

配液，通过一次施药达到防病治虫、抗干热风、防早衰的目的。 

3.3 安全间隔期 

小麦最后一次施药距离收割的间隔天数。 

4 防控原则 

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以农业防治为基础，通过理化诱控、生物防治以及科学

用药等措施的综合应用，有效控制病虫危害，确保小麦产量和品质安全。 

5 防控对象 

a）主要病害：白粉病、锈病、纹枯病、黑穗病、黄矮病、茎基腐病等； 

https://hbba.sacinfo.org.cn/stdDetail/429b172383b90592fa1ea0afe12d54eaacc37c27052894903e72edf34341ff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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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要虫害：麦蚜、麦蜘蛛、地下害虫（金针虫、蛴螬、蝼蛄、小地老虎）、麦叶蜂、黏虫等； 

c) 主要草害：播娘蒿、离子芥、荠菜、藜、婆婆纳、猪秧秧、看麦娘、雀麦、稗草等。 

6 防控技术 

6.1 农业防治 

6.1.1 品种选择 

选择适宜当地种植的丰产性好、抗倒伏、抗（耐）病虫的优良品种，并做好品种的合理布局，防止

品种单一化。 

6.1.2 播前整地 

及时精细整地，秸秆还田应切细粉碎、深耕掩埋、耙耱压实。间隔2年～3年应深耕一次，耕深25cm～

35cm，减少田间虫菌源及杂草基数。 

6.1.3 适期播种 

播种时期根据墒情，采取适期晚播，减轻苗期病害。根据品种特性和地力条件合理密植。宜采用宽

窄行栽培，增加田间通风透光度。 

6.1.4 科学施肥 

实施测土配方施肥，避免偏施氮肥，注意补充钾肥、锌肥。增施腐熟有机肥和生物肥，并加入适量

生防菌，增强植株抗病性。肥料使用应符合NY/T 496 的规定。 

6.2 物理防治 

6.2.1 灯光诱杀 

铜绿丽金龟、暗黑鳃金龟、叩头甲等发生严重区域，于6月下旬～7月下旬每3 hm
2
～4 hm

2
设置1台杀

虫灯诱杀成虫，降低田间落卵量。 

6.2.2 黄板诱杀 

小麦拔节后至扬花前，每667㎡均匀悬挂大约30张黄板诱杀有翅蚜。应选择双面黄板，竖向挂置,

悬挂方向以板面向东西方向为宜，高出小麦冠层约20 cm，随植株长高需及时调整，当黄板上粘虫面积

达到板表面积的60%以上时更换。 

6.3 生物防治 

6.3.1 保护利用天敌 

当田间天敌与蚜虫比值大于1:120或僵蚜率达到30%时，以利用天敌防治为主；当天敌不能控制麦蚜

时，应立即开展药剂防治，优先使用生物农药。 

6.3.2 生物药剂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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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纹枯病可选用木霉菌、井冈霉素、多抗霉素等生物药剂进行防治；小麦白粉病可选用枯草芽孢

杆菌、多抗霉素、蛇床子素、四霉素等进行防治；小麦锈病可选用枯草芽孢杆菌、嘧啶核苷类抗菌素等

进行防治；蚜虫可选用苦参碱、金龟子绿僵菌、球孢白僵菌、耳霉菌等生物药剂进行防治。 

6.4 化学防治 

6.4.1 药剂选择 

农药使用应符合GB/T 8321和NY 1276的规定。优先选用生物农药，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

友好型农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或产品说明书推荐的剂量使用，严格遵守农药使用安全操作规程，执行

安全间隔期，提倡不同作用机理的农药交替轮换使用和合理混用。小麦主要病虫草害常用农药及使用方

法见附录A。 

6.4.2 防治指标 

a) 小麦白粉病：病茎率15%或病叶率5%； 

b) 小麦纹枯病：病株率≥10%； 

c) 小麦条锈病：病叶率≥0.5%～1%； 

d) 小麦叶锈病：病叶率≥5%； 

e) 麦蚜：百株蚜量500头、益害比小于1:120； 

f) 麦蜘蛛：苗期33cm单行长有虫200头； 

g) 地下害虫：危害死苗率3%； 

6.4.3 技术要点 

a）实施种子处理。播种前，根据当地地下害虫以及黑穗病、茎基腐病、纹枯病等病虫发生情况，

选择相应的种子处理剂进行种子包衣或药剂拌种，种子包衣应符合GB/T 15671的规定。在多种地下害虫

混合发生区或单独种类严重发生区要采用土壤处理进行防治，提倡局部施药和施用颗粒剂，随耕翻施入

土中。 

b）适时化学除草。小麦返青后拔节前，选择无风或微风的晴天，气温稳定在10 ℃以上时用药，除

草剂使用执行NY/T 1997的规定。小麦全生育期化学除草最多1次。 

c）小麦拔节孕穗期注意防治麦蚜、红蜘蛛、麦叶蜂、白粉病、锈病、纹枯病、黄矮病等。 

d）小麦生长中后期根据麦田虫害、病害及高温发生情况，合理选择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

节剂、叶面肥等，实施“一喷三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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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小麦主要病虫草害常用农药及使用方法 

小麦主要病虫草害常用农药及使用方法见表A.1 

表 A.1  小麦主要病虫草害常用农药及使用方法 

防治对象 药剂名称 
用药量 

(每 667m2或 100kg种子) 
施药方式 

最多使用

次数 

安全间隔

期（d） 

白粉病 

33%多·酮可湿性粉剂 1:333～500（药种比） 拌种 - - 

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60 g～80 g 

喷雾 

2 20 

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32 g～64g 2 35 

12.5%粉唑醇悬浮剂 30 mL～60 mL 3 21 

锈病 

4%嘧啶核苷类抗菌素水剂 400倍液 

喷雾 

3 7 

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60 g～80 g 2 20 

12.5%氟环唑悬浮剂 45 mL～60 mL 2 30 

250 g/L丙环唑乳油 30 mL～40 mL 2 28 

纹枯病 

25g/L咯菌腈悬浮剂 168mL～200mL 种子包衣 - - 

24%井岗霉素水剂 37.5 mL～50 mL 

喷雾 

- 14 

3%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 150倍液～300倍液 2 - 

240g/L噻呋酰胺悬浮剂 15mL～20mL 1 21 

30%苯甲·丙环唑乳油 15 mL～20 mL 2 28 

黑穗病 

4.8%苯醚·咯菌腈悬浮种衣剂 100 mL～300 mL 

种子包衣 

- - 

3%苯醚甲环唑悬浮种衣剂 200 mL～300 mL - - 

25g/L灭菌唑种子处理悬浮剂 100 mL～200 mL - - 

病毒病 0.06%甾烯醇微乳剂 30 mL～40 mL 喷雾 2 - 

地下害虫 

600g/L噻虫胺·吡虫啉种子处理悬浮

剂 
400mL～600mL 

种子包衣 

- - 

27%苯醚·咯·噻虫种子处理悬浮剂 400 mL～600 mL - - 

17%克·酮·多菌灵悬浮种衣剂 1667g～2000g - - 

3%辛硫磷颗粒剂 3000g～4000g 沟施 - - 

20%毒死蜱微囊悬浮剂 550g～650g 灌根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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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防治对象 药剂名称 
用药量 

(每 667m2或 100kg种子) 
施药方式 

最多使用

次数 

安全间隔

期（d） 

蚜虫 

0.5%苦参碱水剂 60mL～90mL 

喷雾 

- 3 

15%噻虫·高氯氟悬浮剂 6 mL～9 mL 2 21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30g～40g 1 14 

5%啶虫脒乳油 24mL～30mL 2 14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15g～20g 2 14 

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 15 g～20 g 2 30 

红蜘蛛 

5%阿维菌素悬浮剂 4 mL～8 mL 

喷雾 

2 14 

4%联苯菊酯微乳剂 30 mL～50 mL 2 15 

20%马拉·辛硫磷乳油 45 mL～60 mL 3 20 

粘虫/麦叶

蜂 

25 g/L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 12 mL～20 mL 

喷雾 

2 15 

25 g/L溴氰菊酯乳油 10mL～15mL 2 15 

25%除虫脲可湿性粉剂 6 g～20 g 2 21 

阔叶类杂草 

50 g/L双氟磺草胺悬浮剂 5 mL～6 mL 

喷雾 

- - 

50%吡氟酰草胺水分散粒剂 14 g～16 g   

200 g/L氯氟吡氧乙酸乳油 50 mL～70 mL - - 

75%苯磺隆水分散粒剂 1.2 g～2 g - - 

56%2甲 4氯钠可溶粉剂 100 g～140 g - - 

禾本科杂草 

69g/L精噁唑禾草灵水乳剂 40 mL～50 mL 

喷雾 

- - 

70%氟唑磺隆水分散粒剂 2 g～4 g - - 

15%炔草酯可湿性粉剂 25mL～30mL - - 

注：根据病虫草害发生种类，在推荐药剂中任选一种防治。推荐使用农药的登记信息如有变化，以新登记的信息为

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