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花 生。

量 39. 05 % 。 经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鉴定，抗网斑病、叶斑病、锈病、 病毒病

和根腐病。

产量表现: 在河南省及播花生区域试验中， 2007 年平均亩产英果 283.17 千克，比对照

豫花 6 号增产 24.61 % ，居第 1 位; 2008 年平均亩产英果 274. 28 千克，比对照豫花 9327 增

产 9.69% ，产量居第 1 位。在河南省夏插花生生产试验中， 2009 年平均亩产英果 314. 38 千

克，比对照豫花 9327 增产 6. 63% ，居第 1 位 。 在全国北方区大花生区域试验巾 ， 2008 年平

均亩产英果 320 . 08 千克，比对照增产 13. 9 1 % ，居第 2 位; 2009 年平均亩产英果 31 1. 48 千

克，增产 12. 74% ，居第 3 位;两年平均亩产英果 315 . 78 千克，比对照增产 13. 33% 。 在全

同北方区大花生生产试验中， 2010 年平均亩产 29 1. 55 千克，比对照鲁花 11 增产 7. 98% ，

比对照花育 19 增产 3 . 2 1 % 。

栽培要点:北方区麦垄套种在麦收前 15 天、夏播在 6 月 10 日前播种较为适宜。 甸，商 1

万~1. 2 万穴，每穴 2 粒，根据土壤肥力高低和种植方式可适当增减， 一般反直播密度每商

可达到1. 2 万穴以上。 播种前施足底肥，麦垄套种花生苗期要及早追肥， 生育前期及中期以

促为主，花针期切忌干旱，生育后期注意养根护叶，及时收获 ; 夏直播花生应采取以促为主

的管理方针。

适宣区域: 适宜于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及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北、辽宁南部花生

产区种植。

选育单位: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 :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 116 号

师政编码 : 450002 

联系人: 张新友

联系电话: 037 1-65729560 

电子邮箱: haasz@ 126. com 

(三)冀花 4 号

自种来源: 88-8X 8609 。

审定情况: 2003 年河北省鉴定， 2006 年国家鉴定。

审定编号:冀科鉴字 (2003) 第 296 号，国品鉴花生 2006007 。

特征特性: 属疏枝型中小果花生， 春播生育期 120~ 130 天，夏播 110 天左右。 株型紧

凑直立，株矮节间密，主茎高 35~40 厘米，总分枝 8~9 条 ， 茎枝节间密 ， 叶片椭圆形，连

续开花。 英果普通型，网纹中浅，果嘴微钝，单株结果数 15 个以上， 单株产量 ]8. 5 克 ， 百

果重 187 克 ， 百仁重 80 克，籽仁粉红色、桃圆形，出米率 75. 6 % 。 抗叶斑病， 耐病毒病 ，

耐阜，抗倒 。 经农业部油料及制品监督检验检测中心检测，平均脂肪含量: 57. 65% , rrb酸 :

亚油酸为1. 31 。

产量表现: 2002-2003 年参加河北省春花生区域试验， 英果平均亩产 350. 6 千克 ， 籽

仁平均亩产 264. 9 千克，分别比对照冀花 2 号增产 13.9 %和 19 . 6% ，增产板显著。 2003一

2004 年参加全国北方花生区域试验，英果平均亩产 238. 85 千克，籽仁平均亩产 176.44 千

克，分别比对照鲁花 12 增产 13. 6%和 16.0% .2005 年参加全国北方花生生产试验， 英果

平均亩产 287. 01 千克，籽仁平均亩产 213 . 63 千克 ， 分别比对照鲁花 12 增产 14. 3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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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48%。大面积生产示范， 一般亩产 300~400 千克， 地膜覆盖高产示范亩产可达 550 千克

以上， 麦套高产示范亩产 450~500 千克。

栽培要点:选择地力中上等、沙壤土种植。适期播种。 5 日 5 厘米地温平均达 18
0

C以上

为播种适期，在河北 4 月 20 日(地膜〉至 6 月 15 日(夏播)均可播种，作为榨油原料生产

的适直播期应为 4 月 20 日(地膜)至 5 月 10 日(露地)。合理密植，适宜密度范围为1. 1

万~ 1. 3 万穴/亩 (2. 2 万~2. 6 万株/商) 。 加强中后期管理， 开花后要保证水、肥供应，遇

旱浇水，特别是要浇好开花、饱果成熟期 2 次关键水，以保证单株结果数和饱果率。

喷施生长调节剂(多效l哇) ，在高水月巴地 ， 盛花期每亩喷施 25%多效l些可湿性粉剂 50

克防徒长。 适时收获，该品种青枝绿叶成熟 ， 因此多数英果成熟饱满(内果壳变黑或褐色)

时即收获。

适宣区域: 适宜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 江苏、安徽等北方花生产区

春播和地膜覆盖种植，冀中以南还可麦套夏播种植。

选育单位: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恒山街 162 号

邮政编码: 050035 

联系人:李玉荣

联系电话 : 0311-87670656 

电子邮箱 : liyrl@163. com 

(四)中花 16

自种来源: 8130 X 中花 5 号。

审定情况: 2009 年湖北省审定 ， 2009 年全国鉴定， 2013 年江苏省鉴定。

审定编号: 鄂审油 2009001，国品鉴定花生 2009004，苏鉴花生 201301 。

特征特性:属珍珠豆型早熟中桂花生，春播全生育期 120~ 125 天，夏播 1 10 天左右。

株高 45 厘米左右，总分枝数 8~10 条，结果枝数 7~8 条。 英果斧头形，果形整齐， 种仁椭

圆形，种皮粉红色，色泽鲜艳，籽仁整齐饱满。 百果重 2 1 0. 0 克左右，百仁重 85 克左右，

出仁率 75 . 0%以上。 平均含油量 56.23%，蛋白质含量 24.26% 。 抗叶斑病，低抗青枯病，

抗旱性、抗倒性、种子休眠性强。 根系发达，耐旱性强。结果集中，易于采收。

产量表现: 于 2006-2007 年参加湖北省花生区域试验，在所有参试点均表现增产，两

年平均亩产英果 313. 9 千克，比对照增产 17. 0% ， 居参试品种首位 ， 在 2008 年湖北省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组织的现场考察测产中 ， 中花 16 平均亩产 39 1. 6 千克 ， 比当地推广良种

增产 20%以上，增产效果明显。 在 2007-2008 年全国(长江流域片)花生区域试验中，两

年平均商产英果 350. 75 千克，比对照增产 16.15% ，居参试品种首位。在 2008 年全同(长

江流域片)生产试验中，平均亩产 357 . 07 千克， 比对照品种中花 4 号增产 20.02% 。

栽培要点 : 育期短，熟性早，长江流域及豫南地区春播在 4 月中下旬为宜， 夏播最迟不

要迟于 6 月 15 日 。 株型直立紧凑，宜道当密植，春播每亩 0.8 万~ 1. 0 万穴，夏播1. 0 万

穴 (2 万株) ，双粒穴播。丰产潜力大， 一般栽培条件下即可表现较好产量水平，地膜覆盖

等高产栽培模式下更能发挥品种的增产潜力和高含油量优势，高产栽培时应施足基肥，苗期

追施-定数量的速效肥，盛花期及花针早期如出现旺长，可适当进行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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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花 生。

适宣区域: 适于四川| 、湖北、重庆、江西、安徽、湖南、河南南部、 江苏等地的非青枯

病区种植。

选育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二路 2 号

邮政编码 : 430062 

联系人:廖伯寿，雷 永

联系电话 : 027-867122292 , 868127 25 

电子邮箱: lboshou@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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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薯 18

自种来源: C91. 628 X C93. 1 54 。

审定情况: 2011 年内蒙古自治区审定， 山西省认定。

审定编号: 蒙审薯 2011 004，晋引薯 201100 1 。

特征特性: 生育期出苗后 100 天左右 ， 株型直立，株高 60 厘米左右 ， 生民势强 ， 茎绿

带褐色，叶深绿色，花冠紫色，花繁茂，无结实性，匍匍茎短，结薯集中 。 薯块长扁圆，皮

色淡黄、肉色乳向 ， 薯皮略微麻，芽眼浅。 商品薯率 74. 9% 。 淀粉含量 12 . 5% ，干物质含

量 20. 5% ， 还原糖含量 0. 55%，粗蛋白质含盘 2. 49% ，维生素 C 含量 20. 7 毫克/百克鲜

薯。 接种鉴定高抗马铃薯 X 病毒 (PVX) 和高抗马铃薯 Y病毒 (PVY) ，中度感晚疫病。

产量表现: 区域试验平均亩产 1 993. 39 千克，增产 20% ， 生产试验平均亩产 2 248. 43 

千克，比对!m紫花臼增产 71. 4 % 。

栽培要点: ①一般在 4 月下旬至 5 月 上旬(10 厘米土层稳定通过 8
0

C) 播种，播前 l 个

月 出窑 ， 催芽、切块、 H困和11。②每亩种植密度 3 500~4 000 株， 一般旱地采用平播平作、灌

溉地块采用垄作方式种植。③按当地生产水平适当增施有机肥，合理增施化肥。④生育期间

及时中耕培土 ， 有条件灌溉的要及时灌慨。⑤7 月 中下旬至 8 月下旬及时防治晚疫病。⑥北

方一季作区栽培时， 生长后期适度控制水肥，避免植株徒长影响块茎膨大。 南方冬作区栽培

时，播种前进行催芽H四种，后期jJ日强田间管理。

适宣区域: 适宜在内蒙古自治区、 山西省中晚熟种植。

选育单位: 巾同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 2 号

邮政编码 : 100081 

联 系 人: 金黎平

联系电话: 010-82105943 

电子邮箱 : jin liping@caas. cn 

(二)冀张薯 12

自种来源: 大西洋X 99-6-36 。

审定情况: 2011 年河北省审定， 2014 年国家审定。

审定编号: 冀审薯 2011 002 号 ， 国审薯 20 14004 号 。

特征特性:中晚熟鲜食品种 ， 从出苗到收获 96 天左右。 株型直立，生长势中等 ， 株高

68. 8 厘米 ， 茎色绿色， 叶色绿色，花冠浅紫色， 天然结实性少。薯，块长圆形， r炎黄皮白肉 ，



八、马铃罄。

芽眼浅，匍甸茎短，结薯集中。单株主茎数 2. 2 个，单株结薯数 5. 2 块， 平均单薯重 184. 9 

克，商品薯率 82.3% 。 人工接种鉴定:中抗轻花叶病毒病，抗重花叶病毒病、晚疫病。 块

茎品质 : 淀粉含量 13 . 2% ， 干物质含量 20. 6% ， 粗蛋白质含量 2. 05% ， 还原糖含量

0. 82% ，维生素 C 含量 17. 9 毫克/百克鲜薯。

产量表现 : 20 11-201 2 年参加国家马铃薯中晚熟华北组品种区域试验 ， 块茎亩产分别

为 2 735. 7 千克和 2 244 千克 ， 分别比对照紫花白增产 33 . 9%和 22. 7% ，两年平均亩产

2489. 9千克， 比对照增产 28. 3% . 20 1 3 年生产试验 ， 块茎商产 2 427.7 千克，比对fm紫花

白增产 26.7% 。

栽培要点:适宜在不滩不碱、土层深厚、肥力中等的地块种植。 4 月底至 5 月上旬播

种，播前催芽H西种，亩用种最 125 ，.._ 140 千克，种薯切块不小于 35 克。适宜起垄栽培 ， 亩种

植密度 4 000~4 500 株。 结合播种亩施农家肥 3 000 千克 、 1昆施专用肥 50 千克做底肥。 幼

苗顶土时闷锄，苗高 20 厘米左右中耕， 现蕾时结合中耕厚培土，现蕾期及时追JI巴浇水 ， 注

意防治马铃薯早、 晚疫病，适时收获。

适宣区域: 适宜在河北省北部、 山西北部、内蒙古全部地区、西北地区及东北一作区

种植。

选育单位: 河北省高寒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 : 河北省张家口市高新区清水河南路长治街

邮政编码 : 075000 

联系人: 尹江

联系电话 : 13603136776 , 18932636776 

电子邮箱 : bshnks@sina. com 

(三)青薯 9 号

白种来源 : 387521. 3 X APHRODITE。

审定情况 : 2011 年国家审定。

审定编号: 国审薯 2011001 。

特征特性:中晚熟品种，生育期 120 天左右。株高 97 . 00 厘米土 10. 40 厘米 ， 分枝多，

中后期生长势强，结薯集中、均匀，商品率 82.2%以上; 单株结薯数 8. 60 个土2. 80 个， 单

株产量 945 . 00 克+0. 6 1 克 。 植株田间抗晚疫病，抗病毒病 PVX 、 PVY 和 PLRV，在干旱、

半千旱地区种植其抗旱性表现突出 。 块茎品质 : 干物质含量 25. 72% ，淀粉含量 19.76% , 

还原糖含量:0. 253% ，维生素 C 含量 23. 03 毫克/百克鲜薯。 该品种蒸、煮 、 炒 、 炸加t后

口感俱佳。

产量表现: 一般水肥条件下种植亩产量 2 250~3 000 千克 ， 高水肥条件下亩产量可达

3 000~4 000 千克。

栽培要点: 选择中等以上地力，通气 良好的沙壤土种植。 秋季结合深翻施商有机JI巴

2 000~3 000千克、纯氮 6. 21 """' 10.35 千克、五氧化二磷 8. 28 ""'" 11. 96 千克 、 氧化例 12. 50

千克 。 4 月中旬至 5 月上旬播种， 采用起垄等行距种植或等行距平种，播深 8~ 12 厘米 。 商

播种毡c 130""'" 150 千克。行距 70.......80 厘米、株距 25 """' 30 厘米，密度为 3 200~3 700 株/亩 。

苗齐后 ， 结合除草松土进行第 1 次中耕培土， 培土 3~4 厘米;现蕾初期进行第 2 次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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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达到 8 厘米以上，并商追施纯氮 O. 69~ 1. 1 5 千克。 现蕾后至开花前，结合施肥进行第

l 次浇水，生育期浇水 2~3 次 。 开花期喷施磷酸二氢伺 1~2 次。 在生育期内发现中心病

株，及时拔除病株 ， 并进行药剂防治。

适宜区域:适直在青海省东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一季作区作为晚熟鲜食品种种植。

选育单位: 青海省农林科学院

联系地址 : 西宁市宁大路 253 号

邮政编码 : 810016 

联系人 : 王舰

联系电话 : 0971-5311193 

电子邮箱 : wangjian2197@sohu. com 

(四)东农 310

白种来源: 尼古林斯基×新型栽培种混合花粉。

审定情况: 2013 年黑龙江省审定， 2015 年国家审定。

审定编号: 黑审薯 2013003，国审薯 2015004 。

特征特性: 中晚熟淀粉加工品种，从出苗到收获 96 天。 株型直立，生长势强，茎绿色，

叶绿色，花冠淡紫色， 天然结实少 ， 匍甸茎长度中等，薯块扁圆形 ， 白皮乳白肉，芽H良浅 。

株高 65 厘米，单株主茎数 4 个，单株结薯数 9 个，单薯重 95 克，商品薯率 76 . 0% 。 接种鉴

定，抗轻花叶病毒病、重花叶病毒病，高抗晚疫病; 田间鉴定对晚疫病抗性高于对!!~克新

12 。 块茎品质 : 淀粉含盘 17.4% ， 干物质含量 26. 7% ，还原糖含量 0. 40% ，粗蛋白质含量

2. 41% ，维生素 C含盘116 . 6 毫克/百克鲜薯。

产量表现: 2012-2013 年参加国家马铃薯中晚熟东北组品种区域试验， 块茎亩产分别为

2380和 1 993 千克，分别比对照克新 12 增产 33. 4%和 41. 6% ， 两年平均商产 2 187 千克，比

对1m增产主7. 0%0 2014 年生产试验，块茎亩产 2544 千克 ， 比对照克新 12 增产 93. 3% 。

栽培要点: ①东北地区 4 月中下旬至 5 月上旬播种。②亩种植密度 4 000 --- 4 500 株。

③配方施肥，重施基肥。 及时中耕培土，块茎膨大期应保证水分供应。④及时进行早疫病和l

!现疫病的防控。 适时收获。

适宣区域:适宜在东北一季作区的黑龙江、 吉林和内蒙古东部种植。

选育单位:东北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木材街 59 号农学楼 32 1 室

邮政编码: 150030 

联系人:石瑛

联系电话: 0451-55190997 

电子邮箱: shiyingO l @ 163. com 

(五)云薯 105

昂种来源:戚芋 3 号 X3221 。

审定情况 : 2015 年国家审定。

审定编号: 国审薯 20150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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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马铃薯。

特征特性: 中晚熟鲜食品种，从出苗到收获 94 天 。 株型直立，生长势强， 茎绿色，叶

绿色，花冠浅紫色，开花性繁茂 ， 天然结实弱，匍匍茎中等，薯块椭圆形 ， 淡黄皮白肉 ， 芽

!I良浅、紫红色。 株高 67. 7 厘米 ， 单株主茎数 6. 6 个， 单株结薯数 9. 3 个，单辑:重 57 . 6 克 ，

商品辑:率 7 1. 2% 。 接种鉴定，中抗轻花叶病毒病、 重花叶病毒病，高抗晚疫病;田间鉴定

对i现疫病抗性高于对照米拉和号I~马铃薯 5 号。块茎品质:淀粉含量 15 . 8 % ， 干物质含量

23. 3 % ，还原糖含韭 0. 32% ，粗蛋白质含量 2. 04% ，维生素 C含量 18 . 4 毫克/百克鲜薯。

产量表现: 20 12-2013 年参加国家马铃薯中晚熟西南组品种区域试验，块茎亩产分别

为 1 923 和1 1 867 千克，分别比米拉 (对照1)增产 46. 51%和1. 0%，比鄂马铃薯 5 号(对

照 2) 增产 32. 79%和减产 7. 7 % 。 两年平均亩产 1 895 千克， 比米tiÌ:增产 ]9 . 9% ，比鄂马铃

薯 5 号增产 9.2%. 2014 年生产试验，块茎平均亩产 2082 千克，比米拉增产 53. 5% ，比鄂

马铃薯 5 号增产 26. 6 % 。

栽培要点: ①土壤条件 : 土壤最好为沙壤、 壤土，肥力水平高 。 前在为非茄科作物。

②适时播种:各地可根据本地气候确定播种期。 种植时需要注意种薯状态 ， 尽盘在多芽生长

期播种，商和l'植密度为 3 300~3 500 株。③合理施肥:春季生育期长，建议分期施肥，以底

Jj巴为主，根据当地土填肥力适当增施农家肥和饵肥。④田间管理 : 田间苗出齐后及时进行巾

耕除草;生育期间要进行 2 次培土， 以增厚结薯层，避免薯块外露，影响品质。⑤防治病虫

害 : 生育中后期注意病害监控，及时防治早疫病和晚疫病。⑥适时收获 : 当植株大部分茎叶

枯黄时迸行收获。 将马铃薯进行大小分级，选择通风、防潮和防病虫害传播的储藏窑进行

储藏。

适宣区域: 适宜在湖北西部，贵州西北部，四川西南部， 重庆东北部， 云南巾部、 东北

部在作和l'植。

选育单位: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 :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 2238 号

邮政编码 : 650200 

联系人:自建明

联系电话: 0871-65033394 , 13238663636 

电子邮箱 : baijianming] 973@sina. com 

(六)鄂马铃薯 7 号

自种来源: 人JU-69 . 1 X 393] 40-4 . 

审定情况: 2010 年罔家审定。

审定编号: 同审薯 20 10004 。

特征特性: 中晚熟鲜食品种， 生育期 88 天左右。 株高 73 厘米左右 ， 株型散，生~势较

强，分枝少，茎绿色，叶绿色，花冠向色 ， 天然结实性差 ， 匍旬茎中等长 。 块茎圆形，黄皮

向肉， 表皮光滑 ， 芽UF!巾等深，结薯集中 。 区域试验单株主茎数 4. 3 个、结薯数 8. 4 个 ， 商

品薯率 73. ] %。 经人工接和l'鉴定 : 植株抗马铃薯 X 病毒病、中抗马铃薯 Y 病毒病， 抗 l血疫

病。 块茎品质 : 干物质含iû: 20. 7% ，淀粉含量 1 1. 8% ，还原糖含量 0.10% ， 粗蛋白质含量

2. 72% ，维生素 C 含量 13. 4 毫克/百克鲜薯。

产量表现: 2008-2009 年参加中晚熟西南组品种区域试验 ， 两年平均块茎商产 1 89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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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克，比对照米拉增产 25 . 2%0 2009 年生产试验，块茎亩产 1 345 . 6 千克 ， 比对照米拉增

产 25. 3% 。

栽培要点: ①选用优质脱毒种薯， 海拔 1 200 米以下区域在 11 月下旬至 12 月份、 1 200 

米以上区域在 2~3 月播种， 宜采用育芽带薯移栽方式种植。②每亩种植密度一般 5 OOO~ 

5 400株， 套作 2 500 株左右。③底月巴重施有机肥， 增施磷御肥，及时追施苗肥。④及时蜻

土，起高垄。⑤注意通过轮作换茬减少青枯病危害，及时防治晚疫病，低海拔区注意防治

28 星瓢虫。

适宣区域: 适宜在湖北两部、 云南北部、贵州毕节、四川西昌、重庆万州、 |侠两安康

种植。

选育单位: 湖北恩施巾固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

联系地址:湖北省恩施市施州大道 517 号

邮政编码 : 445000 

联系 人: 高剑华

联系电话 : 0718-8416673 

电子rtl~箱: 13636289689~ 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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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技术 .

(一)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技术概述: 测土配方施肥是通过开展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摸清土壤供肥能力、作

物市:肥规律和肥料效应状况，获得、校正配方施肥参数，建立不同作物、不同土壤类型的配

方施肥模型 。 采取 "测土一配方一配肥一供肥一施肥技术指导" 一体化的综合服务技术路

线，根据土壤测试结果和相关条件，应用配方施肥模型，结合专家经验，提出配方施肥推荐

方案， 由肥料企业按照配方生产配方肥，直接供应农民施用， 并提供施肥技术指导。 同时通

过肥料质量检测手段，保证各种肥料的质量。通过一体化服务的技术路线，逐步实现技术推

广的社会化和产业化，促进配方施肥到位率，提高配方施肥的普及率。

增产增娘情况: 与农民习惯施肥相比，小麦、水稻、玉米、棉花、油菜 、 马铃薯等作物

一般增产 5%-10% ， 每亩减少化肥用量 1-2 千克，当季化肥利用率提高 3%-5% ，农产

品品质相应提高，氮肥流失对环境的污染得到控制。

技术要点: 罔绕"现IJ土、配方、 配肥、供应、施肥指导" 5 个核心环节，开展土壤测

试、田间试验、配方设计、校正试验、配肥加工、示范推广、宣传培训、效果评价、技术研

发等 11 项重点工作。

1.划定施肥分区 收集资料，按照自然条件相同，土壤肥力差异不大， 生产内容基本

相同的区域划成一个配方施肥区，然后收集有关这个配方区内的土壤资料、 已有的试验结

果、农民生产技术水平、肥料施用现状、作物产量、有无自然障碍因素等资料。

2. 土壤样品采集和分析 根据土壤类型、土地利用、耕作制度、产量水平等因素，将

采样区域划分为若干个采样单元，每个采样单元的土壤性状要尽可能均匀一致。 为便于田间

示范跟踪和施肥分区， 采样集中在位于每个采样单元相对中心位置的典型地块(同一农户的

地块) ， 采样地块面积为 1 - 10 亩。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农户地块为土壤采样单元。 采用

GPS定位，记录经纬度，精确到 O. 1" 。 土样在作物收获后或播种施肥前采集 ， 一般在秋后 。

设施蔬菜在晾棚期采集。 果园在果品采摘后的第 1 次施肥前采集，幼树及未挂果果园，应在

清同扩穴施肥前采集。 进行氮肥追肥推荐时，应在追肥前或作物生伏的关键时期采集。 同一

采样单元， 无机氮及植株氮营养快速诊断每季或每年采集 1 次; 土壤有效磷、速效仰、硫、

硅元素测定等一般 2- 3 年采集 1 次;中、微量元素一般 3-5 年采集 1 次 。 土壤样品采集

后，按有关国标、行标或土壤分析技术规范分析所需测定的土壤养分属性， 完成土壤中氮 、

磷、例、硫、硅等大中量元素的测定，根据需要选择进行僻 、 铁、锤、铜等微量元素养分的

百!IJ定，对土壤供肥能力做出诊断。

3. 田间试验 通过田间试验 ， 掌握各个施肥单元不同作物优化施肥聋，基肥、 追肥分

配比例，施肥时期和施肥方法;根据农业部发布的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 >> (2011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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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大田作物推荐开展 "3414 " 田间试验，果树和蔬菜推荐进行 "2+ X" 田间试验;通过

田间试验，摸清土壤养分校正系数、 土壤供肥蓝、农作物需肥参数和肥料利用率等基本参

数，构建作物施肥模型，为施肥分区和肥料配方提供依据。

4. 配方设计 肥料配方设计是测土配方施Jl巴工作的核心。 通过总结田间试验、土壤养

分数据等，划分不同区域施肥分区 ; 同时，根据气候、地貌、土壤、耕作制度等相似性和差

异性，结合专家经验，提出不同作物的施肥配方。

5. 配肥加工 配方落实到农户是提高和普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最关键环节。 目前不

同地区有不同的模式，因地制宜按照 4 利'模式加快配方肥推广工作 : 一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市

场"按方抓药"模式; 二是以智能化配肥设备为依托的"巾草药代煎"模式; 三是以规模化

经营主体为服务对象的"私人医生"模式;四是以"大配方、小调整"为主要技术路线的

"中成药"模式。

6. 施肥指导 对农户技术培训讲座与印发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通知单等。 在农户购

肥、施肥前 ， 技术人员面对农户、 村组干部进行技术培训讲座，以提高广大农户对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及其技术物化产品的认识。 同时推荐印发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使技术人户到田，

指导农户购买和施用优质的、配方适宜的配方肥料(复混肥、有机无机复合肥等〉 。 同时建

立田间试验示范样板，供农民现场观摩学习 。

适宣区域: 全国种植业区均适宜。

技术依托单位:全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716 室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 崔勇 ， 杨帆，孟远夺

联系电话: 010-59194535 

电子邮箱: cuiyong@agri. gov. cn 

(二)耕地质量提升技术

A 秸轩j寓熟还田技术

技术概述: 秸秤腐熟还回具有改良土壤、 I音肥地力、保护环境等良好作用， 是利用废弃

农作物秸轩的有效措施。 随着现代农业发展，农业机械化耕作逐渐普及， 在农作物秸轩还田

过程中，秸秤全盘还田对整田等耕作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水稻种植区 ，

由于rf~l 稻、 麦稻、稻稻等连作季节紧，抢收抢种间隔短，很多地区采取秸秤焚烧方式解决田

间富余秸秤问题，既造成了养分流失又给环境带来了严重污染。 为此，农业部专门立项研究

枯秤快速腐熟还田技术井加速推广应用，主要通过使用秸秤腐熟菌剂将田间农作物秸轩在短

期内快速腐熟，不影响下茬农作物耕作。

增产增娘情况: 湖北省应用面积 500 万亩左右。 通过项目实施亩还田 200 千克干稻草相

当于 6. 0 千克标准氮肥、 2. 0 千克过磷酸钙和 8 千克饵肥，可减少化肥投人 45 元 ; 粮食平

均商产比传统耕作增产 20~40 千克 ， 增产率达 5%~10% ， 亩均增加收入 20 元左右 ， 中低

产田效果尤其显著 ; 土壤有机质含量可提高 0. 05 个百分点， 土壤性状得到明显改善;可减

少焚烧秸秤带来的环境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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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点:

1.秸轩还田技术要点 一是秸秤留高茬还田，在上一在作物收害IJ时，留 12~27 厘米高

茬，牛犁 13~20 厘米，翻耕-用于土中，不得小于 13 厘米或大于 27 厘米。二是秸轩翻斥，还

田，以每亩 150 千克左右的千秸秤或 500 千克左右的湿桔籽，侧成 10~ 1 5 厘米长，保H散于

田中，翻压于土壤1O~15 厘米内 。 侧草长度以 15 厘米为宜。三是秸轩覆盖还田，麦田盖革

时期以播种后到分藤初期盖为好，每亩草量以 200 千克风干革最经济有效。 棉田盖草宜在 6

月中旬进行，盖草盘每亩风干草 200 千克，以稻草最好。四是腐熟还田，富余秸秤可通过堆

j区 、垫猪牛羊圈、制沼腐熟后再还田，每亩鲜重用量1 000~2 000千克。 其中制沼腐熟后再

还田最有意义。 五是过腹还田，富余秸秤饲养牲畜，牲畜粪还田 。

2. 腐熟荆应用技术要点 秸轩还田后，每商用 2 千克腐熟剂和 5~8 千克尿素拌匀后，

均匀撒施于田表。 播种小麦(油菜)的，每亩撒用好氧性秸轩腐熟剂，并拍打稻草，使秸轩

腐熟剂掉落到韬草下面。 播种水稻的，每亩选用厌氧性秸轩腐熟齐Ij 2 千克，拌土撒施，马上

滋水泡田，水深以刚好淹泡秸秤为宜，讴 3~7 天即可。 平铺秸轩时，切忌碎草JJX:堆;土壤

蒙古重、保水性强的田块要注意排除湿害;尿素用量要适当，以调整碳氮比。

注意事顶:秸轩腐熟剂不能与杀菌剂混用。

适宣区域:要求水稻种植面积大，且集中连片。

技术依托单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湖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716 室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董燕， 辛最树，孟远夺

联系电话 : 010-59194535 

电子邮箱: dongyan2007@agri. gov. cn 

2. 湖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

联系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312 号

邮政编码: 430070 

联系人:鲁明星，徐辉，杨文兵，郭凯

联系电话 : 027-87391390 , 87391725 

电子邮箱 : trjsk@ 163. com 

B. 绿肥种植技术

技术概述: 绿肥种植，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和理化性状，提高

土壤自身调节水、肥、 气、热的能力，形成良好的作物生长环境，培肥地力，为可持续发展

奠定了基础。 为此， 推广应用绿肥种植技术，主要利用秋闲田和冬闲田进行绿肥与粮食作物

的轮作与间作，通过将绿肥翻压还田，使土壤地力得到维持和提高。

增产增娘情况:种植绿肥，实行绿肥与粮食轮作或间作，既培肥地力，又增加产盘，还

保护环境，直播绿肥可产鲜草3 000~4 500千克/亩，折合干革 1 OOO~ 1 500千克/商 。 据测

算翻压2000千克鲜草 ， 可使小麦增产 20~30 千克/亩，玉米增产 50~70 千克/商。 通过连

续进行粮豆轮作，可显著提高耕地基础地力，用来喂养牲畜可取得直观经济效益。 避免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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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依靠化肥造成的环境污染，有利于生态农业和环保农业的发展 。 同时避免了耕地长期裸露

造成的水土流失和沙模化，美化农村环境。

技术要点:

1.北方轮作绿肥还田技术 绿)J巴品种以豆科植物为主 ， 主要有茵宿 、 工.叶草、豌豆 、

蚕豆、田菁、沙打旺、 草木樨、黄豆、绿豆等，非豆科绿肥主要有玉米 、 1fll菜、向日葵等。

播种前应H四种 1~2 天，之后用 10%的食盐水进行选种，捞去上浮的批粒、菌核和杂质后，

即用清水冲洗|琼干待擂 。 绿肥种皮较硬，可用手工搓伤种皮，大量种子则用碾米机碾伤示11

皮，促其楠'后良好汁l苗。 其次可用开水烫种，即将种子放入开水中搅拌 1 分钟，迅速捞出放

入凉水中，再捞出即可播种。 前茬以小麦、玉米为主。一般在 10 厘米土壤温度注10.C 即可

播种，播种盘草木樨处理后的种子1. 5~ 2. 0 千克/亩，盲稽。.5 ~ 1. 0 千克/亩，向日葵

1. 7~2. 0 千克/亩。 播种方式可采用撒播、条播、机播等方式。 播种深度1. 0~ 2. 0 厘米 。

一般用尿素 10 千克/商左右、磷酸二锁1O~20 千克/亩。 随着灌水次数增加，收割次数也相

应增加， 一般全生育期槌71< 3~4 次 。 直播绿肥由于生长时间长，全生育期可收割 2~3 次，

不同的绿JI巴品种其生物产量也有所不同， 一般全年收获干草 1 500~2 000千克/亩。 收获时，

用农机具进行统一收剖，收割时应留茬 20 厘米，保证下在生长 。

2. 北方闽伟绿肥还田技术 间作的绿肥品种以豆科植物为主 ， 豆科绿肥具有固氮作剧，

所以可以适当减少下茬作物的氮肥用盏，非豆科绿肥由于生长期较长，效益不很明显，并且

由于植株高大不利于间作 。 目前推广较多的是玉米间作黄豆、棉花套种绿豆、油葵套种豆1豆

(四季豆)等。 密植条播作物(如小麦)套种绿肥， 一般以宽窄行方式进行，高手干穴捕作物

(如玉米)套种绿肥一般以隔行间作方式进行，或将高手干作物作为豆科作物的藤架 。 播种盐

无论是主栽作物还是间种作物，都应小于同期正播单作的播种量。 间作绿肥不同于正播绿

肥，间作绿)J巴是充分利用了主栽作物的播种空间和主栽作物收获后的时间，主栽作物收获

后，间作绿肥处于苗期，由于消除了田间郁闭， 浇水后绿肥大盘生长，缩短了绿肥的生育时

期，获得了较高的生物产量， 一般一年收获 1 次(个别地区 2 次) ，收获时，用农机具进行'

统一翻压，翻压深度一般1O~20 厘米 。 要保证枝叶不外露为好，翻压时由于枝叶茂盛，可

采用先镇压、后切碎、再翻压的步骤。 翻压后应及时浇水，配合尿素及秸轩腐熟剂的施入，

促进绿)J巴腐熟 。

3. 北方绿肥油菜还田技术 油菜是喜凉作物，对热量要求不高 ， 酸、碱、中性土壤均

能种植。 绿肥Yfb菜一般在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在雨量充足(一次降雨在 50 毫米以上)时撒

播，充分利用雨季土壤嘀情较好的特点，在充足降雨后，立即撒播，防止表土含水量较低而

影响出苗。 在玉米田、谷子田、棉田等地撒播站|菜籽。 因地制宜选用适于本地栽培的优质、

高产、抗(耐)病品种。 每亩撒捕 1~ 1. 5 千克油菜种 。 油菜播种后干旱无雨时，有条件要

进行灌水，以保证全苗。 油菜压育处理方式有 3 种 : 一是在春季 3 月下旬翻压油菜青体做棉

田春播绿肥， 二是在夏季 5 月中下旬翻压油菜根作玉米(谷子)绿肥， 气是秋季 9 月下旬直

接翻压油菜青体做秋播绿肥。 收割要力争做到"一高、四轻"，即 "高留茬、轻削 、 轻放、

轻捆、轻运"，不宜在田间堆放、晾晒，以防裂角落粒。 注意防治以食叶性的菜青虫、菜白

蝶、小菜峨、油菜潜叶蝇等害虫。

4. 南方紫云英种植技术 紫云英的播种适期在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北纬 33。以南的

广大地域皆可种植。 播种量每商 1. 5~2 千克， 以保证每亩基本苗 30 万~40 万棵。 播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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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稻田套播为主。 播前应晒种、将种皮擦破，用少量磷肥和根瘤菌剂 (每亩种子用 200

克)拌种后撒播。 水稻收割后及时处理残在，防止残茬压苗损苗 。 冬至前后，撒施一层革木

灰或牛栏粪等覆盖物御寒，确保安全过冬。 晚稻收割后亩施过磷酸钙 15~20 千克，促进早

结根瘤，幼苗早发。 冬至前后，亩施御肥 3~4 千克，提高幼苗抗寒能力，减轻冻害。立春

后，亩施尿素 3~5 千克，以促进春发，提高鲜苗产量。紫云英春后叶面l愤施 0.2%础j砂液

及 0. 05%锦酸镀溶液，用水量 50 千克/亩，可提高鲜草产量 20%以上。 紫云英耐j显性较强，

但怕田间积水。 播种时水稻'田应保持地面温润，出苗后不可积水 。 晚稻收割、 残茬处理后要

及时开好田内沟，要求每块田开 4~5 条竖沟(沟距 3. 5~4 米)， 2 条横沟，沟深 25~30 厘

米， 并做到沟沟相通，雨过田面不积水，以利全苗、壮苗。若发现菌核病和向粉病等，病株

要立即拔除深埋，同时在发病处及周围，选用 10%真灵悬浮剂、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

齐IJ 、 40%多菌灵胶悬剂、 1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等对路杀菌剂实施封杀。 若发现蜘虫、 翻

马、潜叶蜗等，选用 10%氯唾琳可湿性粉剂、 50%烯院虫胶粉剂、 10% 11比虫 l淋可湿性粉剂

等新型高效、低毒农药及时防治。 如草害发生，特别是看麦娘等杂草。 选用高效除草剂防除

(如高效盖革能) ，在 3~5 叶期喷施。气温低于 10
0

C 以下不宜用药 ， 确保紫云英安全生辰。

紫云英还田时间一般在 4 月中下旬 。 这段时间常年月平均气温 15
0

C左右 ， 月降水盘 150 毫

米左右。 还田方式为直接翻压鲜草还田，亩翻耕量2 000~7 000千克 。 首次翻耕后 ， 在水稻

秧苗移栽前须将田再次翻耕、把压、 整平。 紫云英腐熟时， 参与分解的微生物需要较多的氮

素，因此常与水稻秧苗争夺养分。 为了保证田间水稻前期迅速分囊，市每亩施用尿素 10 千

克或施用碳酸氢镀 20......， 2 5 千克另加氯化饵 5~7 千克做基肥。

S. 萄子种植技术 绿肥茬子的种类主要有光叶苔子、毛叶茬子、 兰花在子等。毛叶若

子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 西南等地区以及苏北、皖北一带， 一般用于稻田复种或麦田套

种。兰花茬子主要分布在南方各省份，尤以湖北、四川 、 云南、贵州等省较为普遍 ， 一般用

于稻田秋播或在中耕作物行间间种 。 茬子的抗寒性强，对土壤的要求不严 ， 适宜的土壤酸碱

度在 pH 5~8. 5 ， 在土壤全盐含量 0. 1 5%时生长良好。 播种前要进行种子处理，用水浸和11

5~6 小时，捞出晾干播种，也可以将种子用碾米机轻轻地碾一遍，使种子起毛后播种， 可

以提高发芽率。 同时用钥肥、根瘤菌拌种，并施用磷肥，促进及早结根瘤。茬子作为越冬绿

肥，播期宜在 8~10 月。 华北 、 西北地区秋播在 8 月，淮河一带在 8~9 月 ， 江南、西南地

区在 9~ 10 月 比较适宜。 作物收获后播种的以条播为主， 与前作有共生期的为撒擂 ， 套种实

行点或穴擂。 条播行距 25~30 厘米 ， 留种田可以稀一些，以 40~45 厘米为宜。 作绿肥ffi青

用的，每商播种盘为 2. 0~ 5 . 0 千克 ， 最多不超过 6. 0 千克， 撒播每亩播种盘 4 . 0~5 . 0 千

克 ， 穴播每亩播种量 2. 0~4. 0 千克;留种田播种量为1. 5~2. 5 千克。一般土壤肥沃 ， 可适

当减少播种量 ; 土壤癖酶， 应适当增加播种量。若子喜湿润， 怕旱涝，稻田播种时田面过

干 ， 在;灌 1 次小水， 要抢湿播种，水稻收后清理排水沟，做到排水畅通，田内无积水。 施用

磷肥促茬子增产，亩施 15~20 千克过磷酸钙做基肥效果好。 越冬前和早春解冻时 ， 分别追

施草木灰或火土灰，可保证幼苗安全越冬和春后旺盛生长。 苗期和春后生长太差时，可少量

追施稀薄粪尿或液质氮肥。 若子耐溃性差， 耐旱力强，田间管理宜注意排水 ， 保证田面干

爽。若子主要虫害有甥虫、地老虎、 商马、棉铃虫、 红蜘蛛、 豆英腰 、 烟草夜峨、茵稽夜

峨、者姐和螺蝉等。主要病害有病毒病、叶斑病、黄叶枯病、轮纹斑病 、 茎枯病、 白粉病，

其中甥虫、商马危害在苟子种植区最为普遍。 对于虫害可用乐果粉剂或1 OOO~ 1 500倍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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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剂l愤杀防治，病害可用 o. 3~0. 5 度石硫合剂喷雾防治， 每商喷药量 75~ 100 千克，每7~

10 天喷 1 次，连续 3 次。 茬子盛花期是最佳收获期。 可在冬前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IJ割 1

次，留在高度 10~15 厘米 ， 以利再生，翌年 3~4 月收 2 道草。 若子的鲜草翻月二利用量一般

以每亩不超过1 500~2 000千克为好， 鲜草高产田可以分开施用 ， 水稻田每亩 1 500千克左

右 ， 旱地每商1 OOO~ 1 500千克 ， 稻田要在插秧前 10 天左右翻压，旱田清种苦子要在下茬

作物播种前 7~10 天翻压。

适宣区域: 种植业区均适宜。

技术依托单位: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新jjlli维吾尔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安徽

省南陵县农业技术中心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716 室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 : 蓝燕，孟远夺，赵中华

联系电话 : 010-59194535 

电子邮箱 : mengyuanduo@agri. gov. cn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

联系人: 董巨河，丁英，贾登泉，赖波

联系地址 : 新砸乌鲁木齐市钱塘江路 453 号

邮政编码: 830006 

联系电话 : 0991-5562708 

电子邮箱: xjtfzh@ 126. com 

3. 安徽省南陵县农业技术中心

联系地址 : 安徽省南陵县春谷中路 177 号

邮政编码: 241300 

联系人 : 宋卫兵，王泽松

联系电话r : 13705539616 , 18949515365 

电子邮箱: nlswb@sohu. com , nlwzs@ 126. com 

C. 酸化土壤改良技术

技术概述: 我国土壤 30 年间 pH 下降了 0. 5 ，且酸化面积有不断扩大 ， 酸化程度有不断

加剧的趋势。 通过施用石灰 、 钙镣磷肥、御硅肥等碱性土壤调理剂，配合秸轩还田、 增施有

机肥等酸化改良技术，提高土壤 pH，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和理化性状， 减少土壤盐基离子淋

失和市性铝的溶出，降低土壤重金属活性，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为此，农业部专门立项

研究酸化土壤改良技术模式，探索土壤酸化改良技术评价规程，制定 《酸化耕地(园地)土

壤改良评价技术规范))，改善我国土壤酸化的状况。

增产增娘情况: 施用石灰南方水田土壤 pH 每年提高 0. 2 ，北方旱地提高 0. 1 ，水稻增

产 10%~15% ; 施用钙楼磷肥、梆硅肥等碱性土壤调理剂，平均每年土壤 pH 提高 0. 1，改

善了土壤结构，农作物增产 15 %左右 ; 配合秸秤还田、增施有机肥等酸化土壤改良措施，

土壤有机质每年提高 1%，农作物增产 1 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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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点:

1.施用石灰 ①用量 : 一般情况下，熟石灰粉适宜用量为 75~ 105 千克/亩，碳酸钙粉

适宜用量 100~150 千克/商 。 pH 小于 5. 5 的酸化土壤，亩施石灰 75 千克; pH 5. 5~ 6. 0 

的，亩施石灰 50 千克。②粒径:提高土壤 pH 1 以下的，选用粒径大于 o. 425 毫米的石灰质

物料;提高土壤 pH 1~ 1. 5，选用粒径在 o. 246~0. 425 毫米的石灰质物料;提高土壤 pH

1. 5 以上，选用粒径为 o. 147~0. 246 毫米的石灰质物料。③施用时间间隔 : 石灰质物料施

用量 40 千克/亩的时间间隔为1. 5 年，施用量 75 千克/亩的时间间隔为 2. 0 年，施用量

105~ 165 千克/亩的时间间隔为 2.5 年。④施用方法: 与作物收获后均匀撒在土壤表面，机

械耕翻，通过粗地、整地均匀与土壤混合后播种或插秧。

2. 施用硅钙肥等酸化土壤调理荆 ①用量 : 50~60 千克/亩，更具酸化程度适当增加

1O~20 千克/亩。②施用时间间隔:施用 45 千克/亩间隔 1 年，施用 55 千克/亩间隔1. 5

年，施用 65 千克/亩间隔 2 年，施用 100 千克/商间隔 3 年。③施用方法:于作物收获后均

匀撒在土壤表面，机械耕翻，通过粗地、整地均匀与土壤混合后播种或插秧。

3. 秸轩还田或增施有机肥 ①秸秤还田:秸秤还田以 150 千克/亩左右的干秸秤或 500

千克/亩左右的湿秸秤，侧成 10~ 15 厘米长，铺撒于田中，翻压于土壤 10~ 1 5 厘米内 。

②增施有机肥 : 于作物收获后均匀撒在土壤表面 ， 80~ 100 千克/亩，机械耕翻，通过把地、

整地均匀与土壤混合后播种或插秧。

注意事顶: 施用石灰→次施用量不能太多，施用上限 110 千克/亩，可每年少量多次施

用，每次施用以 40~50 千克/亩为宜。

适宣区域: 长江以南稻作区，主要包括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广东、

云南、贵州、四川、海南等省份 ; 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东部;山东

半岛设施蔬菜和果园种植区 。

技术依托单位: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71 6 室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孟远夺， 辛景树

联系电话: 010-59 194535 

电子邮箱: mengyuanduo@agri. gov. cn 

D. "沼渣沼液"综合利用培肥技术

技术概述: 沼气作为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既可替代秸轩、薪柴等传统生物质能源，也可

替代煤炭等商品能源，而且能源效率明显高于秸秤、薪柴、煤炭等，在我罔农村和大型养殖

场广泛使用 。 但是，由于沼渣沼液难以运输，施用不便，乱丢乱弃成为新的污染獗。 沼渣沼

液中含有丰富的氮、磷、仰和中微盘元素，沼渣沼液的综合利用 ， 有利于保持环境卫生，避

免二次污染，减少化学肥料投入，提高农产品及水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 因此，推广应

用 "猪一沼一果" "猪一沼一茶" "猪一泪一鱼" "猪一沼一菜"等"沼渣沼液"综合利用技

术具有广阔前景。

增产增娘情况: 推广应用"泪渣沼液"综合利用技术可以利用畜禽粪便废弃物，减少废

弃物排放，实现清洁生产。 沼渣沼液施用到果园 、 茶园 、 菜园可以减少化肥投入，改良土壤



2 第二部分 67 项主推技术

理化性状 ， 提高农产品品质，可节本增收 15%~20% 。 沼渣沼液养鱼能减少饵料投放，减

低成本，可节本增收 10%~ 15% 。

技术要点:

1.猪栏、沼气池建设 按照"一建三改"建设要求设计和施工，选址要考虑方便施用

沼肥。

2. "猪一沼一果" ①果同建设:在山坡丘陵地建果园 ， 为防止水土流失 ， 在果园四周

开底宽 0. 8 米、深 0. 8 米的小沟， 每层梯台建一横沟，平地果园要重点考虑排水防渍问题。

建管道灌溉系统的应考虑与沼气池出料间连接，便于沼液灌施。②施肥:定植 1~2 年的幼

树，年施纯氮 O. 4~0. 6 千克/株，折合沼液 100 千克或沼渣 50 千克 ; 3 年左右挂果树，重

点是要施好 4 次肥: 一是基肥， 每株施沼渣 25~50 千克，可补充复合肥 250 克。 二是花前

肥， 每株施沼液 50 千克或沼渣 25 千克。二是壮果肥 ， 每株施沼渣 20 千克或沼液 50 千克，

加复合J!巴 1 00 克，挖槽深施。 四是还阳肥，每株施沼渣 25 千克或沼液 50 千克; 3~6 年以

上成年果树， 以维护稳产为主，以春梢肥和还阳肥为重点每次每株施沼渣 25 千克或沼液 50

千克，适量补充化肥;柑桶叶面施肥，取正常产气沼气池的沼液，过滤后按 1 : 1 加清水，

用喷雾器喷施。③施肥原则:有机肥与无机肥配合施用， 氮、 磷、梆配施。

3. "猪一沼一茶" ①施肥:一般选择在茶树地上部分停止生长后， 立即施基肥， 宜早

不直迟，施基肥后结合茶同深耕，有利于越冬芽的正常发育，为翌年早春多产优质鲜叶打好

基础ii; 茶同追肥一般施 3 次以上;根外追肥， 一般一年可进行 3~4 次 。 l愤施时间应在傍晚、

清晨或阴天 ， 午后不能喷施叶丽肥。 特别要注意叶背的喷施，因叶背的吸收能力较正面高 5

倍以上。②施肥原则:有机肥与无机肥配合施用，氮、磷、御配施。

4. "猪一沼一鱼" ①施肥: 春季清塘消毒后进行， 每亩施沼渣 150 千克或沼液 300 千

克，均匀撒施。 每年 4~6 月， 每周每亩施沼渣 100 千克或沼液 200 千克 ; 7~8 月， 每周施

沼液 150 千克 ; 9~ 1 0 月每周施沼渣 100 千克或沼液 150 千克 。 晴天 8~ 10 天施 1 次泪肥最

好，阴雨天光合作用弱 ， 生物活性差，需肥量少，可不施;闷热天气 ， 雷雨来临前可不施。

②注意事项:沼肥养鱼适用于以白花链为主要品种的鱼池， 其他j昆养鱼(底层鱼)比例不超

过 40% ; 专业养殖户可采用 "猪一沼一鱼" 专用全向动沼气池;水体透明度大的， 浮游生

物数量少的鱼池可增加l施肥次数，办法是每 2 天施 l 次沼液，7}(体透明度回到 25~30 厘米

时，转入正常投肥。

5. "猪一沼一菜" 沼渣做基肥时， 每亩用沼渣 1 500~3 000千克，在翻耕时撒入，也

可以在移栽前采用条施或穴施。 沼液做追肥时， 可在早晨或傍晚淋挠和l质施蔬菜叶面。 做叶

面追肥时，沼液宜澄清过滤后喷施，但要注意在阳光强烈或者夏天中午不宜追施和喷施，以

免灼伤蔬菜。

注意事顶: 一是严格把握沼渣或沼液施肥数量、时间，防止烧伤作物根系 ; 二是掌握好

叶面施肥喷施时间、方法和配比。

适宣区域: 宣恩县、宜都市、竹溪县、 枣阳市、随县、沙洋县、仙桃市、 孝南区、罗田

县、嘉鱼县 10 个县(市、 区) 。

技术依托单位: 全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湖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716 室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 孟远夺，辛景树

联系电话 : 010-59194535 

电子IBI~箱 : mengyuanduo@agri. gov. cn 

2. 湖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

联系地址:长沙市教育街 66 号

邮政编码 : 410005 

联系人: 涂先德，蒋平，杨斌

联系电话: 0731-84439273 

电子1M箱 : jping445 1249@126. com 

E 脱硫石膏改良碱土技术

一、综合技术 。

技术概述: 采用脱硫石膏、磷石膏改良碱土和碱化土是世界公认的有效技术。 应用以灌

排结合的农田水利工程为基础，以脱硫石膏施用为核心技术化的改良技术，操作简单，便于

大田运用，对改良利用盐碱地具有很好的作用。

增产蜡烛情况 : 脱碱 18.75%，出苗率明显升高到 95. 83% ， 增幅 16 . 68 % ， 产量达到

278. 5 千克/亩，增产 69. 4 千克/商。

技术要点: 本项技术的核心是通过对比大田土壤溶液浑浊度来确定碱化度， 再根据碱化

度快速确定石膏用量。 一般碱化度 20%时，施用脱硫石膏 650 千克/亩左右;碱化度 33 %

时，施用脱硫石膏1 500千克/亩左右;碱化度 49%时，施用脱硫石膏 2 500 千克/亩左右。

具体见表 l 。

表 1 碱化土攘的脱硫石膏施用量

碱化土层厚度 交换性 Na+ 碱化度范围 石'瓦施用证

(厘米) ( JlíI ll捷尔/千克〉 ( % ) (千克/商)

1. 5 10-15 。- 1 6 1

2. 0 15-20 161- 322 

10 2. 5 20-25 322- 484 

3. 0 25-30 484 - 645 

3. 5 30-35 645-806 

1. 5 10- 15 。-322. 5

2. 0 15-20 322- 64 5 

20 2. 5 20-25 645-968 

3. 0 25-30 968- 1 290 

3. 5 30-35 1 290- 1 612 

1. 5 10-15 。-484

2. 0 15-20 484 - 968 

30 2. 5 20-25 968- 1451 

3. 0 25-30 1451- 1 935 

3. 5 30- 35 1 935-241 9 

注意事顶:该技术施用的脱硫石膏中硫酸钙含量为 60%左右，推荐量针对的碱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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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指标 :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在1O~15 厘摩尔/千克，改至土壤碱化度 10%以下。

适宣区域:北方碱土、碱化土区。

技术依托单位: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路

邮政编码: 010031 

联系人:妥德宝

联系电话: 13947100780 

电子邮箱 : tuodb@263. net 

(三)水肥一体化技术

技术概述: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管道槛概与科学施肥的有机结合 ， 就是将肥料榕解在水

中，通过管道灌溉系统，灌溉和施肥同时进行，适时适量、方便快捷地将水分和养分输送到

作物根部，满足作物水肥需求 ， 实现水肥一体化管理和高效利用的节水农业技术 。

增产增娘情况: 蔬菜、水果节水 40%，节肥 30%，增产 20%~50% 。 小麦、 玉米、马

铃薯等节水 40%，节肥 20%~30%，增产 10%~20% 。

技术要点:

1.水源准备 江河、湖泊、库塘、井泉等均可作为准概水源，水质应符合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要求 ， 并针对灌溉系统要求进行相应处理。 使用微戚水、再生水等特

殊水质水游、时应进行论证。

2. 灌溉设备 灌溉设备应满足农业生产和灌溉施肥需要，保证灌溉施肥系统安全，并

符合经济适用的要求 。 灌溉设备应符合同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3. 施肥设备 主要有压差式施肥罐、文丘里施肥器、施肥泵、施肥机、施肥池等，根

据系统要求、应用面积、施肥精度等进行选择。 ①压差式施肥罐应使用抗腐蚀、耐压材料，

开口较大、高度适中、便于操作，抗压能力不低于所处系统的最大工作压力。②文丘里施肥

器应使用抗腐蚀材料，根据控制面积、 管道流量和ffi力等进行选择。③施肥泵和施肥机应使

用耐腐蚀材料，或在与肥料接触的部件上涂防腐层。④施肥池适用于控制面积较大的灌溉施

肥系统，应增设防护措施。

4. 系统布设 干支管应根据地形、水源、作物分布和灌水器类型等进行布设，相邻两

级管道应相互垂直，使管道长度最短而控制面积最大。 当水师、离灌区较近且灌溉面积较小

时，可只设支管，不设干管。 在丘陵山地， 干管应沿山脊或等高线布置，支管则垂直于等高

线。 在平地，干支管应尽量双向控制，两侧布置下级管道。

毛管和准水器应根据作物种类、种植方式、土壤类型、灌水器类型和流量进行布置。 对

条播密植作物，毛管应平行作物种植方向布置 ; 果园等乔灌木，土壤为中壤土或黠壤土时，

可选择每行树 1 条滴灌管 ， 土壤为沙壤土时，可选择每行树 2 条滴灌管;果树的冠幅和栽植

行距较大、栽植不规则或根系稀少时， 应选择环绕式布置。

水源部分应安装逆止间，防止水肥污染水源。 根据水源水质和灌水器对水质的要求选择过

滤器，必要时采用不同类型的过滤器组合进行多级过洁、。 滴灌过滤器精度不低于 120 目 ①， 微

① 目为非法定汁业单位. 一般指每平方英寸(1英寸2句6.4 5 厘米2) 筛网上的空II~数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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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过滤器精度为 60~80 目 ， 大型喷灌机过滤器精度为 20~60 目 。

系统安装后，应进行管道水压试验 、系统试运行和工程验收，灌水均匀系数应达到0. 8 以上 。

5. 水分管理 收集气象、 土壤、农业等相关资料，开展埔情监测，根据作物市水规律、

土壤嘀情、 根系分布、土壤性状、设施条件和节水农业技术措施等制定灌溉制度 ， 包括作物

全生育期的灌溉定额、灌水次数、 j搓水时间和灌水定额等。

按照作物根系特点确定计划湿润深度，使灌溉水分布在根系层。蔬菜适宜的计划湿润深

度一般为 O. 2~0. 3 米。 果树因品种、树龄不同，适宜的计划湿润深度为 O. 3~0. 8 米 。 灌溉

上限一般为田间持水盘的 85%~95% ，灌溉下限一般为田间持水量的 55%~65% 。

土壤湿润比按表 ]确定。

作物

J某树

葡萄、瓜类

报古怪

表 1 土攘湿润比 (% l

滴滋、涌泉泌

25-40 

30-50 

60-90 

标l相il 扫11 等作物 I 60-90 

注:降水多的地区宜选下限fI'i.降水少的地区宜选上限值.

微琐i植

40-60 

40-70 

70- 100 

60- 100 

6. 肥料选择 选择榕解度高、榕解速度较快、腐蚀性小、 与灌溉水相互作用小的肥料。

当灌溉水硬度较大时，宜采用酸性肥料。 若固体肥料水不溶物>5%时 . 需提前采取榕解 、

沉淀和过滤等措施。

7. 肥料搭配 肥料搭配使用时应考虑相容性，避免相互作用而产生沉淀或拮杭作用。

1昆合后会产生沉淀的肥料应单独施用，即第 1 种肥料施用后，用清水充分冲洗系统，然后再

施用第 2 种肥料。

8. 施肥制度制定 按照目标产量 、 作物需肥规律、土壤养分含量和灌溉施肥特点制定

施肥制度，包括施肥盆、施肥次数、 施肥时间、 养分配比、肥料品种等。

9. 灌溉施肥制度制定 按照肥随水走、少量多次、分阶段拟合的原则制定地溉施肥制

度.包括基肥水肥比例、作物不同生育期的灌溉施肥次数、时间、灌7l<定额、施肥茧'等，满

足作物不同生育期水分和养分需要。 根据灌溉制度，将肥料按灌水时间和次数进行分配 ， 充

分利用灌概系统进行施肥 ， 适当增加追肥数量和追肥次数，实现少量多次，提高养分利J-H

率。 根据施肥制度，对灌水时间和次数进行调整，作物需要施肥但不需要灌溉时，增j1[l灌7l<

次数，减少灌水定额， 缩短灌水时间 。 根据天气变化、 土壤埔情、作物长势等实际状况， 及

时对灌溉施肥制度进行调整 。

10. 系统使用和维护 灌溉施肥系统使用时应先滴清水，待压力稳定后再施肥 ， 施J!巴完

成后再滴清水。 施肥前、后滴清水时间根据系统管道长短、大小及系统流盘确定 ， 一般为

1O~30 分钟 。 在灌水器tH水口利用电导率仪等定时监视IJ溶液浓度，通常电导率不大于 3 毫

西门子/厘米，避免肥害。 定期检查 、 及时维修系统设备，防止漏水使作物耀水不均匀 。 经

常检查系统首部和压力调节器斥力， 当过滤器前后压差大于 O. 02~0. 07 兆帕时， 应清洗过

洁、器 。 定期对离心过滤器集沙罐进行排沙。 作物生育期第 l 次和最后一次槛溉时应冲洗系

统。 每灌慨 2~3 次后冲洗 1 次 。 作物生育期结束后应进行系统排水，防止冬季结冰爆管，

做好易损易盗部件(空气阅、 真空阀、调压阀、球阅等〉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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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宣区域: 全国设施农业及水挠地农业区，广泛适用于小麦 、 玉米、 马铃薯、 棉花、 蔬

菜、水果、花卉、 茶叶等作物。

技术依托单位: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 湖北省耕地质量与肥料工作总站 ， 山东省

土壤肥料总站 ，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718 室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 人: 吴 勇

联系电话 : 010-59194533 

电子邮箱 : wa ter@agri. gov. cn 

2. 湖北省耕地质量与肥料工伟总站

联系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 3] 2 号

邮政编码 : 430070 

联系人: 何迅，胡劲红

联系电话: 027-87395206 

电子邮箱 : 1184529744@ qq. com 

3. 山东省土壤肥料总站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 200 号

邮政编码 : 250100 

联系人: 李涛

联系电话 : 0531-823552] 2 

电子邮箱 : litaonyt@ 163. com 

4.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高原街 4 号

邮政编码 : 100029 

联 系 人 : 程明

联系电话 : 0] 0-84638049 

电子邮箱 : chengmingtuiguang@163. com 

S.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联系地址 : 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 29 号

邮政编码 : 310020 

联 系 人:孔海民

联系电话 : 0571-86750137 

电子邮箱 : zjtfjs@ 126. com 

(四)高效缓控释肥料施用技术

A 新型包膜缓控释肥施用技术

技术概述: 新型包膜缓控释肥指的是 : 通过包膜预先设定肥料在作物生长季节的释放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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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其养分释放规律与作物养分l吸收相同步 ， 从而达到提高肥料利用率的一类肥料。 包}民

缓控释肥一季作物可一次使用，省t省时。 施用包膜缓控释JI巴可显著降低肥料氮素的挥发与

淋失，大幅度提高肥料养分的利用率，既节省了肥料资源，又极大地减少了施肥对大气和l水

环境的污染。

增产增娘情况: 大量;试验和水也表明 ， 包膜缓控释肥的缓控释时间可在 2~12 个月 ，在

水蝠'、玉米、 小麦、棉花、花生、烟草、果树、蔬菜、花卉 、 草坪等作物上均有极显著的增

加l产量、改善品质或提高观赏价值的效果，氮肥利用率比普通对照肥料提高 30%以上，在

减少 1/3 用量的情况下，仍有明显的增产或促进生长发育的效果，并可改善品质 ， 一季作

物，可一次使用，省工省时。 同时由于施用包膜缓控释肥可极~iQ.著地降低肥料氮素的挥发与

淋失，大幅提高肥料养分的利用率，既节省肥料资源，又极大地减少施JI巴对大气和水环境的

污染。

技术要点: 包膜缓控释肥是通过包膜预先设定肥料在作物生长季节的释放模式，使其养

分释放规律与作物养分|吸收相同步，从而达到提高肥效(肥料利用率)的一类肥料。

包j民缓控释肥的施用:JJl要根据作物的目标产量、土壤的肥力水平和肥料的养分含量;综合

考虑后确定。 目前，大田作物上大面积应用的通常是包膜肥料与速效肥料的掺混肥，其施j斗j

i虽:首先要考虑到包!民肥料的养分种类、含量及其所占的比例。 包膜缓控释肥的施用方法词:针

对不同作物的种植和l生长发育特点进行。

(1 )玉米、 棉花、花生等行距较大的作物，按照推荐的专J-H包服缓控释JI巴施用盐一次性

开沟基施于种子的下部或靠近种子的侧部 5~10 厘米处，注意硫包膜尿素以及包膜肥料与速

效肥料的掺棍肥都不能与种子直接接触，以免烧种或烧苗。

(2) 苹果、桃、梨等果树，可在离树干 1 米左右的地方开放射状沟 6~8 条 ， 深 20 厘米

左右，近树干一头稍浅，树冠外围较深，然后将缓控释肥施人后埋土。 另外，还应根据缓控

释肥的释放期，决定追肥的间隔时间 。

(3) 盆栽植物用作基11巴时，包!民缓控释肥可与土壤或基质混匀，其施J-Hf且根据盆的体积

大小和l所能装入土壤或基质的体积而定，在室内接受阳光较少的盆，用量可减半;用作盆栽

作物追)1巴时的用量与基肥相同， JI巴料均匀撒施于植物叶冠之下的土壤或基质表层。 根据缓控

释JI巴释放期， 每 3~9 个月追施 1 次 。

注意事顶: 根据作物确定施J胆量和施肥次数。

适宣区域: 适合在全同范围内主要作物上施用。

技术依托单位: 全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山东农业大学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机阳区麦子m街 20 号楼 716 室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 崔. 勇，杨帆，徐 洋

联系电话 : 010-59194535 

电子IIH~箱 : xuyang2014@agrÎ. gov. cn 

2. 山东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山东省泰安市岱宗大街 6 1 号

邮政编码: 271018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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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民

联系电话: 0538-8242374 , 8241531 

电子邮箱 : minzhang-2002@163. com 

B. 稳定性肥料施用技术

技术概述: 稳定性肥料是经过一定工艺加入服酶抑制剂和(或)硝化仰制剂，调控氮的

转化与形态，使Jl巴效期得到延长的一类含氮索肥料(包括含氮的二元或三元肥料和单质氮

肥) 。 稳定性肥料技术具有肥效期长、养分利用率高、平稳供给养分、增产效果明显、作物

后期不缺Jl巴、降低面源污染、对环境安全、无残留、成本低等特点。

增产增娘情况:大量出验和示范表明，稳定性肥料肥效期长，氮肥有效期长达 120 天，

养分利用率高，氮素利用率 42% ~45%，比普通肥料高 30%以上，可应用于玉米、水稻、

大豆、小麦、棉花、蔬菜等 30 多种作物，增产 8%~ 18%，平均增收 188 元/亩。 环境友

奸，可使 N20 排放减少 46% 以上，减少硝酸就流失 60%，抑制刑在土壤中当年无累积

残留 。

技术要点: 稳定性肥料多为高氮肥料，在以复合肥形式施用时多为专用肥料，通常采用

一次性施肥，因此，在施用时，一定要种肥隔离不少于 7 厘米。 稳定性肥料一定要结合当地

种植结构及方式、常规用肥习惯进行施用 。 保水保肥性差的沙土地，漏月巴严重，施用时应适

当补充追肥。

(1)稳定性肥料在水稻上一般早稻用量为 30~40 千克/亩 ， 晚稻用量为 40~ 50 千克/

商 。 单季稻用量为 50~60 千克/亩， 80%做底肥随粗地施人，剩余 20%插秧后撒于田面。

(2) 稳定性肥料在玉米上施用可以一次性施用免追肥，在比常规施Jj巴 ( 50~60 千克/

亩)减少 20%施用量的情况下，不减产，并且能"活轩成熟"。一般以 25~55 千克/亩做底

肥一次性施人，可以在起垄前施到垄底，也可以用播种机在播种时一起施入(注意种肥

隔离) 。

(3) 稳定性肥料在小麦上施用可结合耕地施有机肥 1 OOO~ 1 500千克/亩，以 50~ 60 千

克/商做底肥施入，春季返青时追施氮肥 1 次，可在第 1 次挠水时追尿素 5 千克/苗。

(4) 大豆结合耕翻整地施有机肥1 000~ 2 000千克/亩，施稳定性大豆专用}l巴 20~25 千

克/商做底肥一次性施人。

注意事顶: 沙土地由于保水保肥性差，漏肥严重，使用稳定性肥料后要追施氮肥。

适宣区域: 适合在全同范罔内各种作物上施用。

技术依托单位: 全罔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巾心，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718 室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杨帆，徐洋

联系电话: 010-59194535 

电子邮箱: xuyang2014@agri. gov. cn 

2.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联系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72 号



邮政编码 : 110016 

联系人: 石元亮

联系电话 : 024-83970409 

电子邮箱 : shiyl@ iac. ac. cn 

(五)旱作农田地膜覆盖技术

一、综合技术 。

技术概述:地膜覆盖是指用地膜对地表进行覆盖，实现集雨、保楠、增温、抑制杂草等

综合作用的节水农业技术模式。 其特点是通过起垄覆膜、地面覆盖，减少地表径流，抑制田

间无效蒸发，保蓄土壤水分，增强作物抗旱能力，缓解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地膜覆盖主

要有全膜覆盖和半膜覆盖两种 。 全膜覆盖是通过在秋季或春季顶凌全地而覆盖地膜，形成大

小双垄集雨、沟播种植的技术模式，是对传统的半膜覆盖、作物垄上种植的改革。 技术核心

是地膜全覆盖，保持秋冬土壤埔情，充分接纳春季微小降雨，有效缓解严重干旱地区春早对

播种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壤水分无效蒸发，减轻土壤表面的风蚀和降雨冲刷 。 半膜覆

盖是指对地表进行部分覆盖，实现抗旱、保埔、节水的技术模式。 与全膜覆盖相比， 半膜覆

盖同样具有增温、保嘀作用，可监免降水多时产生径流 ， 同时降低了用膜成本。

增产蜡烛情况: 全膜覆盖玉米平均亩增产 150 千克，增幅 30%以上 ; 马铃薯平均亩增

产 500 千克，增幅 30%以上 。 半腹覆盖玉米平均亩增产 50~1 00 千克。

技术要点:

(1)地块选择 : 选择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力中上，土壤理化性状良好、保水保肥能

力强、坡度在 15。以下的旱作农田 。

(2) 施肥管理:增施农JJ巴，科学施用化肥， 氮磷饵配合 ， 重施基肥， 后WJ酌情迫肥。 推

荐一次性施足长效肥料、 缓控释肥料，避免覆膜后追肥困难后期容易脱肥的问题，保证整个

生育期的养分供应。 施用抗旱剂、保水剂和促生根剂等增强作物抗旱抗逆能力 。

( 3) 品种选择 : 根据当地降水、热量条件，选择株型紧凑、抗病性强、适应性广、增产

潜力大的优良品种 。

( 4 ) 起垄覆膜 : 全膜覆盖时，小垄宽 40 厘米、 垄高 15 厘米，大垄宽 70 厘米 、 垄高 10

厘米，用 120 厘米宽的薄膜全地而覆盖，两副膜相接处在大垄中间并破土， I幅 2~ 3 米横ffi

土腰带。半膜覆盖按照覆盖位置可分为行间覆盖(地膜覆盖在作物行间)和根区覆盖(地膜

覆盖在作物根系分布的区域) ，按照耕作方式可分为旺作覆盖、 垄作覆盖、 平作覆盖 、 沟作

覆盖等。

( 5) 栽培管理:结合当地气候特点确定适时播种，及时间苗、定苗，适时追肥，加强病

虫害防治。

注意事顶 :

(1) 早覆膜， 一般在 3 月上中旬进行，鼓励秋覆膜和顶凌覆膜。

(2) 覆膜后及时在垄沟内打孔，使雨水人渗。

(3) 缓坡地沿等高线起垄。

(4) 播种不宜过早，以防晚霜危害。

( 5) 注意放苗和肥料选择 ， 防止氨中毒和肥害。

适宣区域 : 主要应用于西北、华北、东北以及西南等地区的旱作农田 ， 适宜的作物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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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马铃薯、稀植蔬菜等作物。

技术依托单位: 全罔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 甘肃省农业节水与土J;[~肥料管理总站、陕

西省土壤肥料工作站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718 室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吴勇

联系电话 : 010-59194533 

电子邮箱: water@agri. gov. cn 

2. 甘肃省农业节水和土壤肥料管理总站

联系地址:甘肃省嘉峪关西路 708 号(农业大厦)

邮政编码: 730020 

联系人:万伦

联系电话: 0931-8655767 

电子lll~箱: gsnywater@163. com 

3. 陕西省土壤肥料工作站

联系地址:西安市莲湖区习武同 27 号

邮政编码 : 710003 

联系人 : 黄文敏

联系电话: 029-87321997 

电子邮箱 : sxtfz@163. com 

(六)土壤有害生物防控技术

A.生物育机肥克服连作障碍技术

技术概要:目前我罔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已超过 5 亿多亩次/年 ， 但经济作物连年种植

和高效益集约化农业生产给土壤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土壤连作生物障碍此起彼伏， 多年的保

护地土攘不能耕种， f后要换土。 大蓝的研究表明，产生土传病害的主要原因是连作寄主植物

根系的化感物质刺激了土传病原真菌的大量:繁殖，有益细菌和放线菌显著减少，要克服和防

控这种经济作物土壤连作生物障碍，根本的途径是通过土壤绿色处理和加入外源有益功能做

生物，来重新构建抑病型土壤微生物区系，而使外源有益功能微生物在土壤或根际 (根表)

的有效定植是克服和防控土传病害的关键技术，生产上常通过施用生物有机j归来达到这一 目

的 。 生物有机肥是将外源功能微生物接种于腐熟堆肥和氨基酸有机载体中进行二次固体发酵

而成的新型肥料， 每克肥料有效功能菌必须达到 O. 2 亿个，有机Jj巴 45% . 氮磷伺总养分

5% ，含71<盘小于 30% 。

增产增娘情况: 在没有发生土传病害的田块上，坚持每季施用生物有机肥，比不施用生

物有机肥可延缓 5~8 年发生土传病害，平均增产 20%以上，增效 40%以上。 在轻度发生土

传病害 (5%以下)的田块， 施用生物有机肥对土传病害的防控率 60% ，平均增产 15% 以

上 ， 增效 35%以上。 在中度发生土传病害 (5%~20% ) 的田块，施用生物有机肥对土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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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防控率 50%左右，平均增产 10%以上，增效 30%以上 。 在重度发生土传病害 (20% 以

上)的田块，先采取土壤预处理，再施用生物有机肥对土传病害的防控率 70%左右，平均

增产 50%以上，增效 40%以上。

技术要点:该生物有机肥产品含有促进植物生长和拮抗土传病原菌的功能菌，且功能菌

在腐熟堆肥和氨基酸有机载体中进行了二次固体发酵，功能菌含量高(大于 O. 8 亿个/克) , 

功能菌作为基肥施入土壤后借助腐熟堆肥和氨基酸可在土壤中大量繁殖，并在作物根系长出

后，逐步趋化到根表，利用寄主植物根系分泌物在作物根表形成生物膜或优势群落，发挥促

进植物生长和拮抗土传病原菌的作用。

注意事顶: 一是在营养钵和移栽大田中双重施用，其中营养钵用量为 1%，移栽大田施

)-1=1盐为 100 千克/亩，最好穴施或条施; 二是坚持每季连续施用; 芝是根据土传病害发生率

的不间，确定施用模式，对于那些已经出现土传病害的田块，建议采用土壤绿色处理和生物

有机J!巴联用的方法。

适宣区域: 适合于各地经济作物种植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 全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71 6 室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 董菇， 辛最树，孟远夺，赵中华

联系电话 : 010-59194535 

电子邮箱: dongyan2007@agri. gov. cn 

2.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联系地址:南京市卫岗 1 号

邮政编码: 210095 

联系人:徐阳春

联系电话: 13851412668 

电子邮箱: ycxu@ nj au. edu. cn 

B. 石厌氮土壤消毒技术

技术概述: 近年来，露地和保护地的蔬菜栽培面积逐渐扩大，由于亘在连作广泛及管理

措施不均等诸多原因，使得土传病害发生日趋严重，使蔬菜减产 20%以上，严重者甚至绝

收，极大地影响了蔬菜的产量和质量，威胁蔬菜产业的健康发展。 拥有 100 余年使用历史、

具有多种功能的石灰复~，在我国农业上被广泛应用，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中

期，石灰氮在农业生开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 它除了具有肥料作用外，还是一种高效土壤消毒

剂，对根结线虫等各种土传病害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是解决当前设施蔬菜生产巾连作障

碍， 土传病害的有效方法之一。

增产增娘情况: 经过石灰氮处理后，蔬菜平均增产 13. 2% ，减少农药投入 25 元/亩，

减少化肥投入 38 元/亩 ， 扣除石灰氮消毒费用，亩创经济效益 748 元。

技术要点:选择种植季节的间隙， 夏季高温、光照好的一段时间进行处理。 北方地区在

6~8 月休闲季进行土壤消毒处理最好，南方地区保证光热的情况下四季均可。石灰氮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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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程序: ①清洁'田园。②撒施有机肥和1石灰氮，每亩地视情况加入石灰氮 75........ 100 千克 ，

同时配施1 000........2 000千克的有机肥。③深翻搅拌，使石灰氮与土壤充分混合。④做瞪:做

高 30 厘米左右、宽 60........ 70 厘米的哇。⑤地面覆膜， 注意将地膜覆盖严密 ， 四周用土压紧。

⑤膜下灌水，保持土壤水分。⑦设施区域要封闭温室或大棚。③保持消毒 1 5........20 天，期间

注意竖立警示标志。⑨揭地膜，设施区域同时要打开棚膜，在通风 7 ........9 天后，再进行翻耕

播种定值。

注意事项: ①选择夏季阳光充足的季节。②土壤和石灰氮充分泪合，保持土壤中足够的

含水量。③棚膜和地膜要充分密封。④消毒后的土壤耍间隔几天再定值。⑤石灰氮使用时应

特别注意防护，施用地点不能离鱼池、禽畜养殖场太近，时间应选择在无风的晴天进行。⑥

撒施前后 24 小时内不要饮酒。 撒施时要佩戴口罩、帽子和橡胶手套，要穿长裤、长袖衣服

和l胶鞋;撒施后要漱口 ， 用肥皂水洗手、洗脸。⑦未用完的石灰氮耍密封，存放在通风、干

燥处。

适宣区域: 适宜露地蔬菜种植区、设施温室、大棚等存在土壤障碍的土壤。

技术依托单位: 北京市土肥工作站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 100029 

联系人 : 金强

联系电话 : 010-8207844 ] 

电子邮箱 : tufeizhan324@. ∞m 

c. 光合细菌防治蔬菜茵期土传病害技术

技术概述:光合细菌是具有原始光能合成体系的原核生物的总称， 是一类以光作为能

源、能在厌氧光照或好氧黑暗条件下利用自然界中的有机物、硫化物、氨等作为供氢体兼碳

源进行光合作用的微生物。 广泛分布于自然界的土壤、水田、沼泽、湖泊、江海等处。 光合

细菌广泛应用农业生产， 具有打破种子休眠，促进种子萌发;促进根系生长和苗株健壮;预

防多种病害尤其对苗期土传病害(猝倒病、立枯病、枯萎病等)有极好的防治效果;同时增

强光合作用，提高苗株抗病虫害抗逆能力，为作物后期丰产提供充足的前提条件，并能够改

良土壤，增加有益微生物含量，培肥土壤肥力，减少化学农用品的投入。

技术要点:

1.苗期使用技术 主要针对设施大棚育苗、 营养钵育苗和大田育苗秧苗期、田间定植，

以及移植后苗期施用光合细菌预防和控制土传病害(立枯病、猝倒病、疫病和1 白绢病等) 的

发生和流行。 根据不同蔬菜作物和生长期病害发生和流行规律，决定施用浓度和使用方法，

如茄科作物 3 n十 l 心至 5 叶 1 心期施用 300 ........ 500 倍稀释液，每亩使用发酵液 60 千克，连续

喷施 3 次 ， 每次间隔 7 天;在田间定植时期施用 300 ........ 400 倍稀释液浸泡秧苗 1 小时，然后

移栽;在移植后苗期，在发病前或初期使用 200 ........ 350 倍液均匀啧施植株叶面，每亩使用发

酵液 60 千克，连续喷施 3 次 ， 每次间隔 7 天。

2. 田闹啧施技术 主要针对设施大棚和大田栽培定植后的苗期使用，预防和控制土传

病害(疫病、青枯病、枯萎病等)的发生和流行。根据不同蔬菜作物和生长期病害发生和l流

行规律决定施用浓度和使用方法，如辣椒在定植后可采用 200 ........ 350 倍液均匀喷施植株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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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亩使用发酵液 60 千克，连续喷施 3 次，每次间隔 7 天;或者采用 150~250 倍稀释液淋亮

处理植株，每株 10 毫升，连续施 2 次，每次间隔 10 天 。 必要时根据情况，适当增加使用

次数。

3. 种子处理技术 主要针对种子带菌和种子传播病菌进行处理 ， 预防和控制土传病害

(疫病、青枯病、枯萎病等)的发生和l流行。 根据不同蔬菜品种种子的带菌率、带菌程度和

病菌种类决定使用浓度和使用方法，如黄瓜种子首先用自来水清洗种子 3 次 ， 每次 5 分钟，

然后用光合细菌发酵液 200 倍液浸泡种子 6~8 小时，取出种子进行正常发芽处理;而对辣

椒种子首先用自来水清洗种子 3 次，每次 5 分钟，然后用光合细菌发酵液 200 倍液浸泡种子

4~6 小时，取出种子进行正常发芽处理。

4. 苗床或者营养土处理技术 主要针对育苗土壤中土传病害微生物积累和秧苗带土移

栽时病原物从育苗土壤传播到大田或者大棚土壤，导致土传病害(立枯病、猝倒病、疫病和

臼绢病等)流行成灾等突发问题。 根据土壤连作情况、带菌程度、病菌种类决定使用浓度和

使用方法，如常年发病严重而且连作率高的土壤，处理土壤时先使用光合细菌培养基或用培

养基拌土，待培养基被土壤吸收后 (1小时)再使用 100 倍发酵液均匀愤施， 每平方米l质施

发酵液 2 千克，或者使用发酵原液拌土使土壤湿润，然后用塑料膜覆盖，让土壤充分发酵

4~5 天，然后揭开前膜，进行翻耕、 播种和种植。

注意事顶: ①根据蔬菜品种，种子在浸泡之前最好使用表面消毒剂处理，最大化移除表

丽病原微生物，选择合适剂量的发酵液处理种子，浸泡时间不宜超过 20 小时， 再进行正常

发芽处理。 ②营养钵和土壤处理:根据历年蔬菜苗期土传病害发生情况，处理土壤时加入适

当的土壤定植基质或微生物载体(培养基)，以便于微生物更好定植和i后续效应放大。③l质

施技术 : 尽可能在蔬菜秧苗 2 叶 1 心至 5 叶 1 心期喷施，选择浓度依据不同蔬菜品种决定 ，

以防过度抑制或促进生长，造成弱苗等不正常现象出现。④注意不要与农药混合使用，以免

失去作用效果;注意不在正午阳光直射或者早晨露水很重时啧施。⑤在苗期或者田间定植期

喷施，若喷施后 4 小时内遇到雨天，在雨后 24 小时之内进行补施。

适宣区域: 适用于我同南方全年设施大棚蔬菜育苗，南方露地、北方夏秋季露地和大棚

育苗， 以及蔬菜种植区。

技术依托单位: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联系地址 :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马坡岭远大二路 892 号

邮政编码 : 410125 

联系人 : 刘 勇

联系电话: 13307312011 , 073 1-84691736 , 84691162 (传真)

电子1111~丰富: haoasliu@163. com 

(七)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A 人工释放天敌控富技术

(A) 捕食瞒应用技术

捕食瞒应用技术是一种利用益蜡捕食控制害瞒的生物防治技术， 是当今国际上害瞒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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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途径之一。 我罔利用捕食瞒防治柑楠、苹果、棉花、啤酒花等作物害瞒已经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 ，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显著 ， 是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

技术要点:

(1)配套措施 : 搞好冬季和l早春清肉，开展健身栽培、增施有机N巴增强权、I势，并应JfJ果

园生草、频振式杀虫灯、黄艇和l性诱剂诱杀等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释放前 15~ 20 天对释

放地块进行 1~2 次全面彻底的病虫害防治，防治其他病虫害的同时把害瞒的虫口密度降到

平均每叶 2 头以下，确保释放捕食蜡后可以长时间不需进行化学防治 ， 为捕食瞒在田间的生

长繁殖营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

(2) 保护天敌 : 释放捕食瞒前，在果园进行割草 ， 迫使自然天敌迁移上树，以利楠、食瞒

控制各种害瞒与害虫。 释放天敌后，在果团进行生草栽培或保留浅根性杂草，减少除草次

数， 创建有利于天敌栖息的环境条件。

(3) 释放适期 : 不同地区要根据害瞒的发生规律，选择适宜的释放捕食瞒的时间，推荐

在害蜗发生初期进行释放，可以达到非常好的防治效果。

(4) 释放时间 J释放时间宜在傍晚或阴天进行，晴天应在下午 4 时后释放，阴天可全天

释放，雨天或近期有大雨不可释放。

(5) 释放数量 : 果同释放捕食瞒以整袋挂置，每棵树 l 袋;棉花应以害瞒"中心株"为

主挂置，每亩 20~30 袋 ; 其他作物可挂进或撒施，温室大棚蔬菜建议用虽为 100 袋/亩，共

挂宜 3 次 。 连年释放捕食瞒的地块可视田间具体情况 ， 减少释放次数和单位面积内的释

放盐。

(6) 释放方法 : 在装有捕食瞒的缓释袋两侧旁各剪开一小口 (2~3 厘米) ，然后用大头

针或向别针将其网定在树中下部不敬'阳光直射的枝权处。

(7) 使用注意事项 : 挂袋时若遇连续雨天 ， 要在袋外包一层防雨塑料薄膜(不要全部封

口 ) ，释放后 30 天内不使用任何化学药剂 。

技术依托单位: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北京市植保站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北京市西城区Jt芒环中路 9 号

邮政编码 : 100125, 100029 
联系人: 李伴，杨普7r ，郭喜红

联系电话: 010-59194542 , 82074102 
2. 福建艳璇生物防治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福建省桶州市火车站后

邮政编码 : 350013 

联系人: 张艳璇

联系电话 : 0591-87572537 , 136150]5493 

(B) 赤眼蜂应用技术

a. 赤眼蜂防治玉米蟆技术

赤眼蜂防治玉米螺技术是利用赤眼蜂产卵于寄主害虫玉米螺卵内完成其发育而消灭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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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从而控制害虫数量、达到防治目的，是大面积防治玉米膜较为理想的措施。

技术要点:

(1)释放时间 : 在玉米螺产卵初期至卵盛期，或在越冬代玉米螺化蜗率达 20%时， 后

推 10 天为第 l 次放蜂时期。 1 代区 7 月 10 日左右， 2~3 代区 6 月 20 日 左右，间隔 5~7 天

放第 2 次，共放 2~3 次 。

(2) 释放蜂量:每亩 1. 5 万头 ， 分 2~3 次释放。 即第 l 次 O. 7 万头，第 2 次 O. 8 万头 ;

或第 1 次 0.4 万头，第 2 次 O. 6 万头，第 3 次 O. 5 万头。

(3) 释放点数:每亩设置 1~3 个释放点。 即从边垄数分别 20 、 1 5 、 10 条垄为第 1 放蜂

垄， 之后分别每隔 40 、 28 、 20 条垄设 1 个放蜂垄，每个放蜂垄第 1 个释放点距地头 20 步，

之后每隔 40 步为 1 个释放点。

( 4) 释放方法 : 在放蜂点选择 l 棵玉米植株，将蜂卡或盛有蜂的放蜂器具别在或挂在中

部叶片背丽的叶脉上。

注意事顶:蜂送到后要及时释放到田间 ， 遇小雨时可以释放，遇大雨时应将蜂存放在冷

凉的地方，切勿与农药放在一起。

适宣区域: 适用于我国北方玉米区玉米膜的防治。

技术依托单位: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 赵中华，朱晓明

联系电话: 010-59194542 
2. 黑龙江省植检植保站，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 : 哈尔滨市香坊街珠江路 21 号，长春市红旗街 1005 号

邮政编码 : 150090 , 130021 

联系 人 : 富香余，吕跃星

联系电话 : 0451-82323754 , 0431-85952582 

b. 赤眼峰加病毒防治玉米琪技术

"生物导弹" 技术是以昆虫病毒流行病学为基础，利用卵寄生蜂(赤眼蜂)将经过高新

技术处理过的强毒力剂(病毒)传递到玉米膜卵块表面，使初孵幼虫感病死亡， 达到控制 目

标害虫危害的目的。 该技术发挥了卵寄生蜂既是灭虫先锋 ， 又是传播病毒的媒介，具有双重

杀虫效果，对人畜安全，成本低，防治效果好。 适宜于山区、丘陵及水源缺乏地区的玉米蟆

防治。

技术要点 :

(1)投放时间:根据虫情监测情况，在一 、 二代玉米螺产卵高峰期或产卵始~~J至产卵盛

末期作为最佳投"弹"时间 。 春玉米 、 夏玉米及秋播玉米中长势较好、 叶片嫩绿的田块为重

点防治对象田 。

(2) 投放方法 : 将"生物导弹" 产品挂在玉米叶片的主脉上 ， 或摘取木枝条(每枝挂 l

枚)插在玉米地，每亩按 15 米等距离(离田边 2 米)施放 4~5 枚 ， 其中净作玉米地每亩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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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5 枚; 套作玉米地每亩投放 4 枚 。

注意事顶: 适用于我国南方玉米区玉米膜的防治;投弹后不能施用杀虫剂。

技术依托单位: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四川省植保站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 100125 , 610041 

联系人 : 赵中华，朱晓明、罗怀海

联系电话 : 010-59194542 , 028-85505207 

2. 湖北百米生物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武汉市小洪山中科院力学模型楼 403

邮政编码: 430071 

联系人:彭辉银

联系电话: 18627720399 

c. 赤眼蜂防治水稻二化琪、稻纵卷叶琪技术

利用稻膜赤眼蜂 (Trichogramma jaρonicum) 将卵产在水稻二化膜和稻纵卷叶膜卵中，

在寄主卵内完成发育羽化飞出，并继续在田间主动寻找害虫卵寄生，而把消灭害虫卵的习

性，达到降低害虫种群数量、减少危害的目的。

技术要点:

(1)释放时间:根据虫情监测结果 ， 在二化蟆从越冬代峨高峰期、稻纵卷叶膜从迁入代

峨高峰期开始释放， 每代放蜂 2~3 次，间隔 3~5 天。

(2) 放蜂量和方法: 每亩每次放蜂8 000~10 000头。每亩均匀设置 6~8 个放蜂点 ， 两

点问|嘀 8~ 10 米。 将蜂卡置于放蜂器内或倒扣的纸杯中，悬挂在木棍或竹竿上插人田间，或

挂在植株顶端叶片上，避免阳光直接照射蜂卡。 高温季节蜂卡应置于叶冠层下，以延长赤眼

蜂寿命。 蜂卡设置的高度应与植株顶部相齐，或高于顶部 5~ 10 厘米，并随植株生长进行

调整。

注意事顶: 如需短时间保存赤眼蜂蜂卡，应将蜂卡置于 2~40C冰箱冷藏， 每次放蜂前 4

天(视温度)将蜂卡取出常温备用 。 放蜂期间应避免施用农药，保证赤眼蜂的控害作用 ， 当

田间害虫的幼虫量达到防治指标时，可采取施药措施控害。

适宣区域: 全国稻区。

技术依托单位: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 系 人:郭 荣

联系电话: 010-59194543 

(C) 丽甥小蜂应用技术

丽甥小蜂是世界广泛商业化的用于控制温室作物粉虱的寄生蜂，可用于防治保护地蔬

菜、 花卉上的烟粉虱和温室白粉虱，对目前猖獗危害的烟粉虱寄生率高，防效可达 80%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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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有效地防治粉虱。

技术要点:

(1)释放时间:在温室作物定植 1 周后或粉虱发生初期虫量达到 o. 5~ 1 头/株时，开始

释放丽甥小蜂。

(2) 释放蜂量:共分 5~7 次释放，隔 7~10 天释放 1 次，每次释放小蜂2 000 --- 3 000 

头/商，保持丽蜘小蜂与粉虱的益害'比 3 : 1，当丽甥小蜂和粉虱达到相对稳定平衡后即可停

止放蜂。

(3) 释放方法 : 放蜂时将丽蜻小蜂的蜂卡挂在植株中上部的分枝上即可 ， 丽甥小蜂羽化

后即可自动寻找粉虱并寄生粉虱幼虫。 由于丽甥小蜂比较小，飞行能力有限，释放时应注意

将蜂卡均匀的挂在田间 。

注意事项:释放丽甥小蜂的温室温度白天应控制在 20--- 35
0

C ，夜间在 15
0

C 以上 。 还要

防止棚室内高湿或水滴润湿蜂卡，使丽甥小蜂窒息或穰变，不能羽化。

技术依托单位 :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李潭， 杨普云

联系电话: 010-59194542 

2. 北京阔野田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北京市延庆县康庄镇

邮政编码 : 102100 

联系人:张红艳

联系电话: 13661075255 

8. 害虫诱杀技术

(A) 灯光诱杀

太阳能灭虫器是针对害虫的趋光性和昼伏夜出的习惯，利用最佳光波及光波共振化学诱

剂原理诱杀电杀害虫的重要物理诱控技术，利用太阳能灭虫器控制重大农业害虫，不仅杀虫

谱广，诱虫量大，诱杀成虫效果显著，而且害虫不产生抗性，对人畜安全，无污染、元宵扣.

电线、无需常规电源，利用可再生太阳能，节省能源 ， 节省人力物力 。 促进田间生态平衡 ，

而且安装简单，使用方便，符合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要求。

技术要点 :

(1)防治对象 : 太阳能灭虫器可以诱杀危害水稻、小麦、棉花、玉米 、 大豆、甘煎、蔬

菜、果树、 茶叶 、 烟叶、花卉、中药材、烟草等作物上的 1 3 个目、 67 个科的 150 多种

害虫。

(2) 灭虫器安装:根据厂家提供的安装说明，按指示步骤进行安装。一般根据作物分布

状态和地形情况确定安装位置。 安装地尽量选择开阔地，周边没有地形或物体阻挡诱虫灯灯

光，以免影响辐射面积。 尽量避免安装有大的建筑物或大树遮阴的地方，使太阳能电池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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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能接收到太阳的光线，充分利用太阳光对电池储电，确保白天太阳光对电池储电量大于

晚上的诱虫灯的放电量，使诱虫灯每天能正常工作。 在安装的位置，晚上的环境亮度不能太

亮(如路灯照射影响)等。 灭虫器的集虫器底部应高于植物顶部，诱虫灯与诱虫剂液面高度

在 200~250 毫米为宜。

(3) 灭虫器调试:安装完毕后，调整太阳能电池板的位置、倾斜度，使电池板向南，倾

斜度应控制在 350~450 (太阳光垂直照射太阳能板面)为最佳， 要保证一整天都能接收到足

够的太阳 。 打开电源开关，太阳能板对着光源，控制箱的红色 LED 亮灯，说明充电正常 ，

同时，诱虫灯闪烁一下或亮灯，约隔 3 分钟灭灯，用黑布盖住太阳能电池板，诱虫灯亮，等

6 小时诱虫灯灭，说明光控和时控功能正常。 用黑色布盖住太阳能电池版，诱虫灯亮，洒水

于雨控触点之间，诱虫灯应灭灯，用干毛巾擦干后，约 1 分钟诱虫灯亮，说明雨控功能正

常，测试正确 。

注意事顶:太阳能电池板为玻璃易碎制品 ， 切不可用硬物撞击或敲打;应避免台风、冰

雹等恶劣天气时使用 。 每隔 1 周清除 1 次太阳能版上的灰尘、树叶、鸟粪等杂物，提高充电

效率。 每隔 1 周更换 1 次集虫器里的脏水，以便吸引更多的害虫。 根据害虫的趋化性， 可在

集虫器里放置少量的诱物，诱虫效果会更好。

技术依托单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朱景全，杨普云

联系电话: 010-59194531 

(B) 昆虫信息素诱杀技术

昆虫性诱剂是人工合成昆虫性外激素制作的产品，在我罔属于农药管理范畴。 在成虫交

配期释放昆虫性诱剂，可诱捕(杀)雄性成虫或干扰其交配，有效控制靶标害虫数量。 昆虫

性诱剂具有灵敏度高、选择性强、对天敌安全的特点。 应用性诱剂能控制特定害虫， 不仅对

其他昆虫没有杀伤作用，而且能明显减少化学农药使用，改善生态环境，对人畜 1-分安全 ，

是一项绿色的害虫生物防治技术。

a. 昆虫性诱剂防治蔬菜害虫

技术要点:

(1)诱捕器和诱芯选择 : 要根据防治对象选择相应的专用诱芯和配套诱捕器。

(2) 性诱剂放置场所:根据防治对象的习性选择成虫活动场所进行释放 ， 一般放置在蔬

菜田内和周边害虫栖息场所。 由于性诱剂需要气流来扩散传播，因此应选择比较空旷的场

所，以提高诱捕效率，扩大防治面积。

(3) 性诱剂安装 : 将诱芯放人诱捕器的指定位置，接虫口用可乐瓶或塑料袋连接， jJll适

量的水。 用一根长 1 50 厘米左右的木棍或竹竿把诱捕器固定在木棍的一端， 另一端捕人地

下。 诱捕器放置高度依害虫的飞行高度而异，斜纹夜峨和甜菜夜峨的诱捕器一般应放置在离

作物表面 100 厘米左右的高度，但如果作物比较高，可以放置在离作物表面 20 厘米的高度，

小菜峨由于飞行高度低 ， 其诱捕器一般放置在离作物表面 20 厘米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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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诱剂田间设置: 不同的防治对象性诱剂设置密度也有所不同，斜纹夜娥和甜菜夜

峨一般每亩地设置 l 枚性诱剂 ， 小菜峨一般每亩地设置 3~6 枚性诱剂。 诱捕器设置时， 一

般是外罔放置密度高，内阁、尤其是中心位置可以减少诱捕器的放置数量。

(5) 性诱剂安放时间:性诱剂引诱的是成虫，应采取预防策略 ， 在害虫羽化初期，虫口

密度比较低时就开始使用，这样可以持续压制害虫的种群增长。

(6) 诱捕器的管理:要设专人管理，当诱捕数超过一定量时要加水捞出死虫或更换粘胶

纸，每隔 4~6 周更换诱芯。

注意事顶:性诱剂产品易挥发，需低温保存，诱芯应避免暴晒。 不能在同一诱捕器内同

时安放几种诱芯，以免影响使用效果。

技术依托单位: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 李萍，杨普云

联系电话: 010-59194542 

2. 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宁波市北仑区新安江路 300 号

邮政编码: 315806 

联系人: 杜永均

联系电话 : 0574-86113161 , 13567890921 

b . 昆虫信息素防治水稻二化琪、 三化蟆和稻纵卷叶蟆

利用人工合成昆虫信息素(性诱剂)诱杀蟆虫雄峨，可以减少二化螺、 三化螺、稻纵卷

uj-眼田间落卵量，减轻危害。该技术真有选择性强、靶标单一、安全高效、持效长、简便易

)-I-j 、兼容性好等特点 ， 适合于我国各水稻螺虫发生区 。

技术要点:根据当地膜虫发生种类，选用专用的性诱剂诱芯和诱捕器。 从二化腹、 三化

蚊越冬代发峨始期和稻纵卷叶螺迁入代成虫始见期开始应用，至全季末代成虫发生结束为

止，选用干式飞峨诱捕器置于田间，内置专用诱芯， 每商设置 1~2 个， 1 个月更换 1 次诱

心。 性诱剂应集中连片使用，可均匀分布，也可采用回边密、中央稀或上风口密、下风口稀

的不均匀设置方法。应定期清理诱捕器内死虫。 该技术可与其他防治技术协调使用 。

技术依托单位:

1.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郭荣

联系电话 : 010-59 194543 

2. 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宁波北仑区坝头东路

邮政编码: 315806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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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杜永均

联系电话: 0574-86 11 3 1日 ， 13567890921 

C. 生物农药应用技术

(A) 绿僵菌杀煌应用技术

杀蝉绿{茵茵一种是寄生姐虫的昆虫病原真菌，主要通过抱子附着蜡虫体壁萌发侵染虫

体， 能够在煌群中引起流行病，是具有触杀特性和流行性的昆虫病原微生物，在防治中蜡虫

难以产生抗性。 该具菌农药稀释剂南植物油和1袍子促萌剂组成，不仅解决了真菌生防制剂应

用效果的稳定性问题，克服了以往真菌生防制剂限于高湿环境应用的局限，而且避免了用矿

物油作稀释液造成的二次污染。

技术要点:

(1)适宜地区:飞煌常年发生的沿海煌区、河滩煌区、滨湖蜡区、 高原河谷煌区以及草

原煌虫发生区。

(2) 防治煌虫种类 : 东亚飞蜡、西藏飞蝇、亚洲飞蝉以及竹惶、稻蝇、亚洲小车蝉等非

迁移性蝉虫。

(3) 防治方法 : 根据蜡虫密度，在飞睡密度每平方米 10 头以下、土蝉 20 头以下发生区使

用，在 3........4 龄若虫发生盛期喷施绿倔菌油悬浮剂 (有直喷型和稀释型 2 种， 绿值菌含量为 100

亿抱子/毫升) 进行防治，施药量为每吨绿僵菌药剂喷施 1 万亩，使用前用搅拌器搅拌均匀。

飞机防治要求高度达到低空飞行标准， I质幅 75 米左右，作业时速每小时 160 千米左右。 地面

防治要求使用背负式机动喷算机超低容量喷施， 药液流速为每分钟 70........90 毫升，机手行走速

度为每分钟 120 米左右， I质幅为 6 ........8 米，喷雾时尽量让药液与蜡虫体表直接接触。

技术依托单位:

1.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 朱景全， 杨普云

联系电话: 010-59 194542 

2. 重庆重大生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井口工业园区

邮政编码: 400033 

联系人:王中康

联系电话: 023-65181970 , 13883870620 

( B) 煌虫微子包子虫杀煌应用技术

姐虫微抱子虫是煌虫等直翅目昆虫的专性病原微生物 ， 可以侵染 120 余种煌虫， 在世界

很多罔家广泛应用于控制姐害。 惶虫经过取食污染有煌虫微抱子虫子包子的食物后，即可感

病，直至死亡，对煌虫的寄生率和致死率可达 70%以上，从而达到降低煌虫的种群数量、

减轻危害的目标。 蝉虫微抱子虫应用后，可以在煌虫种群中经过水平和垂直传播，能够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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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在蝇虫种群中，成为煌虫种群的长期控制因素。 因此，可以一次应用多年有效。 蝉虫微

抱子虫作为煌虫的专性寄生物，对人畜无害，对环境生态非常安全，属于绿色环保的生物治

煌产品，在治姐方面具有广阔前景。

技术要点:

1.适宣地区 煌虫常年发生的沿海煌区、河滩煌区、滨市!煌区、高原河谷蝇区以及新

疆、 内蒙古、西藏农区及草原煌虫发生区。

2. 防治煌虫种类 东亚飞煌 、 西藏飞盟、亚洲飞煌，以及竹盟、稻蝇、亚洲小车蜡等

非迁移性蜡虫。

3. 防治方法

(1)直接喷雾 : ①方法:飞机防治要求高度达到低空飞行标准，喷嗣 75 米左右，作业

时速 160 千米左右。 地面防治要求使用背负式机动喷雾机或大型施药器械超低容量'喷施，药

液流速为每分钟 70~90 毫升，机手行走速度为每分钟 120 米左右，喷幅为 6~8 米， 1愤*时

尽量让药液与蜡虫体表直接接触。②用药量 : 3000 毫升/公顷，即 200 毫升/商(袍子含量

为>2X107抱子/毫升) 。

(2) 制作饵齐11: ①方法:选择颗粒大的麦款，将该微抱子虫抱子水剂放于喷算机的药箱

内，之后均匀喷在麦款上，制成饵剂。②稀释液配比:每千克麦款加入微抱子虫抱子水剂

500 毫升(抱子含量为>5 X 109抱子/毫升) ，水 130 克，食糖 10 克。现配现用。③用药盘 :

3 千克/公顷，即 200 克/亩。④施药时期:为煌蜗处于 2~3 龄盛期。 如有需要 4~6 周后可

进行第 2 次施药。

技术依托单位: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朱景全，杨普云

联系电话: 010-59194542 

2. 北京来福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田秀路 10 号中关村国际创业园 96 号

邮政编码: 100089 

联系人:张树

联系电话: 010-82557126 , 13910232200 

( C) 白僵菌应用技术

a. 白僵茵防治玉米琪

臼但菌防治玉米膜是利用自由菌对玉米膜专性寄生 ， 接触虫体使玉米螺发病死亡的特

点，通过田间喷粉、喷雾施用使玉米蟆幼虫发病死亡，从而达到控制玉米膜幼虫的目 的 。

技术要点:

(1)白僵菌封垛防治越冬幼虫技术要点: ①封垛时间 : 玉米膜化蜗前 15 天或提前。 东

北]代区 5 月 30 日左右， 2 代区 5 月 1 日左右。②使用剂量: 每立方米秸轩垛用白{茵茵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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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100 克(每克含活袍子 25 亿以上) 0 1 吨防治粉可控制面积1. 5 万亩。③封垛方法:在玉

米秸轩垛每立方米向垛内捣一个 20 厘米深的洞， 将机动喷粉器l质管插入洞中进行l愤粉，待

对面(或上面)胃出白炯或垛对面有菌粉飞出即可 。

(2) 白面菌颗粒剂防治幼虫技术要点 : 每亩用每克含 100 亿抱子的内但菌粉 O. 35 千克

对细河沙 5 千克j昆拌均匀后于玉米心叶末期前撒入心叶中 。 该项技术措施也是防治玉米膜措

施之一。

(3) 向但菌l愤粉技术要点 : 商用每克含~ 50 亿袍子的向僵菌粉1. 5 千克于玉米心叶巾期

用机动或手动l质粉机撒入玉米心叶中 。

b. 白僵菌防治花生搏增

白fRI菌防治花生跻蜡是利用白但菌对跻蜡!的专性寄生特点和缓释作用 ， 通过田间沟施使

花生脐赠幼虫接触菌粉而寄生致死， 从而达到控制效果。

技术要点:

(])使周时间 :花生播种时。

(2) 使用剂量 : 1 500~2 000克/商。

(3) 使用方法 : 拌湿细沙沟施。

注意事顶: 白但菌粉每克含活于包子要在 20 亿以上。

适宣区域: 全罔花生产区。

技术依托单位: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 赵中华

联系电话: 010-59194542 

2. 辽宁省植保站

联系地址 : 沈阳市长江北街 39 号

邮政编码 : 110034 

联 系 人: 马辉

联系电话 : 024-8612177 1 

(D) 井·蜡质芽抱杆菌和枯草芽抱杆菌应用技术

井 · 蜡质芽抱杆菌防治水稻稻 rttJ病和稻瘟病，枯草芽抱杆菌防治稻航病。 井 · 蜡质芽泡

柯:菌是采用生物市体菌蜡质芽抱杆菌与抗生素井冈霉素融合培养的生物杀菌剂，川于防治后'

曲病和稻瘟病。枯草芽子包杆菌是微生物发酵生产的生物源杀菌剂，对稻瘟病致病菌有极强的

抑制作用和良好的防治效果对稻瘟病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 两种药剂还可兼治纹枯病。 不污染

环境，对天敌和作物安全。

技术要点: 防治稻曲病，在水稻孕穗期破口前 7~ 10 天和破口期两次施药 ， 采用 10%

井 · 蜡质芽抱杆菌悬浮剂 100 克/亩，兑水 30~45 千克常量均匀喷雾。防治稻瘟病 ， 防治叶

瘟可在叶(苗)瘟出现急性病斑或发病中心时，商用 10%井 · 蜡质芽抱杆菌悬浮剂 100 克/



一 、综合技术 。

亩或1 000亿抱子/克枯草芽抱杆菌可湿性粉剂 8~ 12 克 ， 兑水 30~45 千克常iLI均匀 l质笋，

视病情发展隔 7~ 10 天再l质 1 次，连续防治 2~3 次 ; 防治穗颈瘟 ， 在抽穗破口期 ， 商用

10%井 · 蜡质芽抱杆菌:悬浮剂 100 克/亩或1 000亿抱子/克可湿性粉齐IJ 8~ 12 克，兑7]< 30~ 

45 千克均匀喷雾，遇阴雨天气应在齐穗期再喷药 1 次，对稻瘟病的防治效果可达到

85%~95 % 。

技术依托单位: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 郭荣

联系电话 : 010-59194543 

2. 上海农乐生物制晶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沪松幽 158 号

邮政编码: 201613 

联系人 : 冯镇泰

联系电话 : 02 1-61613360 

3. 德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黑龙江哈尔滨市开发区哈平路集中区大连路 18 号

邮政编码: 150060 

联系人:易虹

联系电话: 0451-86814845 , 13212905533 

( E ) 苏云金杆菌( Bt) 

a. 苏云金杆菌防治填虫和稻纵卷叶蟆

苏云金杆菌<Bt) 是对害虫前性高、对环境安全的一种生物杀虫剂，利用细菌的代谢物

内毒素伴抱晶体和外毒素杀死害虫。

技术要点: 田间二化蟆和稻纵卷叶膜卵孵化盛期至低龄幼虫初期，商用 16000国际单

位/毫克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 100~200 克兑水 40~50 千克喷雾，对二化旗和稻纵卷叶螺

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对稻田天敌安全。

注意事顶:苏云金杆菌的施用期应略早化学农药;苏云金杆菌对蚕高毒 ， 应注意:临近桑

同的精田慎用 。

技术依托单位: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 郭荣

联系电话: 010-591945432 

2. 湖北康欣农用药业有限公司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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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 8 号

邮政编码 : 430064 

联系人: 文IJ模发

联系电话 : 027-59101996, 13377880780 

b. 苏云杆菌防治玉米蟆

苏云金杆菌 (Bt ) 是一种生物杀虫剂，其原理是利用细菌的代谢物内毒素伴抱晶体和外

毒素杀死害虫，对玉米蟆具有良好的毒杀作用。

技术要点 : ①使用时间 : 一代膜卵孵化基本结束到幼虫蛙茎前。②使用剂量 : 200 克/

亩。③使用方法 : 兑水喷雾，亩用水量 40~50 千克。

注意事项:苏云金杆菌对蚕高毒，临近桑园的玉米田慎用。

适宣区域: 全国 。

技术依托单位: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赵中华

联系电话 : 010-59194542 

2. 湖北康欣农用药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瑶苑特 1 号 (省农业科学院内〉

邮政编码: 430070 
联系人: 刘模发

联系电话 : 027-87389083 , 87389194 (传真) ， 13377880780 

(F) 申曦霉素防治水稻纹枯病技术

申嗦霉素是由具有促进植物生长和广谱抑制各种农作物病原菌的荧光假单胞菌 M18 经

生物发酵、培养而分泌的一种农用抗生素。 申嗦霉素通过盼嗦-1-殷酸的氧化还原能力，在

真菌细胞内积累活性氧，抑制线粒体中呼吸传递链的氧化磷酸化作用，从而抑制植物病原菌

菌丝的正常生长 ， 引起菌丝体的断裂、肿胀、 变形和裂解。 申嗦霉素能有效控制严重危害瓜

果、蔬菜、 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多种真菌病害 ， 是防治水稻纹枯病的高效杀菌剂，具有治

病和增产的双重功效。

申嗦霉素是一种高效、广谐、低毒、低残留及与环境相容性好的生物农药 ， 是生产绿

色、无公害食品的优良农药品种。 申嗦霉素不仅为水稻纹枯病的防治提供了一种有效药剂 ，

而且使农产品的品质大大提高，椎动了农药的减量使用，有利于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技术要点: 防治水稻纹枯病时，应于病害发病初期施药，采用 1%申嗦霉素悬浮剂 40~

60 克/亩，兑水 50 千克常量均匀喷雾，视病情发生情况隔 7~ 10 天喷雾 1 次，连续使用 2~

3 次。申嗦霉素对水稻纹枯病的防治效果可达到 75%~90% 。

技术依托单位: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 梁帝允

联系电话: 010-59194523 
2. 上海农乐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沪松路 158 号

邮政编码: 201613 

联系人:冯镇泰

联系电话: 021-61613360 

D. 生态控制技术

(A) 煌区生态控制技术

一、综合技术 。

鲤区生态控制技术是一项培育良性生态环境以抑制惶虫种群密度的生态调控措施。主要

是通过改变煌区植被群落结构、优化耕作和栽培方式、保护利用天敌等途径，人为增强自然

控制因子的作用 ， 培育有利于天敌繁衍而不利于煌虫滋生的良性生态环境，促进蝉虫常发区

向偶发区转化， 重点煌区向一般煌区转化，逐步达到治理煌虫适生环境、减少农药施用频率

和持续控制煌害的目的 。

技术要点:

(1)适宜地区:飞鲤常年发生的沿海煌区、河滩煌区、滨湖煌区、高原河谷蝉区以及草

原蝉虫发生区(沿海的高盐碱度苇滩、大面积的洼淀苇荒地以及滞洪区、行洪区除外) 。

(2) 防治煌虫种类 : 东亚飞煌、西藏飞煌 、 亚洲飞煌以及竹煌、稻蝇、亚洲小车煌等非

迁移性蜡虫 。

(3) 防治方法 : ①植被改造:在煌虫经常危害的地区种植茵稽、棉花、冬枣 、 西瓜、 冬

枣等煌虫非喜食植物，改变煌区植被结构，维持植被多样性的同时减少煌虫喜食植物的面

积，恶化煌虫取食环境，形成不利于蝉虫生产、 产卵的环境，进而控制蜡灾。②蓄水养苇 :

在地势低洼的沿海煌区 ， 采取冬春引水灌溉苇地， 结合夏秋季自然降雨，保持水位，促进芦

苇生长，提高芦苇覆盖率，抑制煌虫孵化、 栖息和产卵。③封育草场 : 通过加强对草场管

理、定期放牧、飞播牧草等措施，提高煌区植被覆盖率，从而恶化煌虫栖息和繁殖环境，降

低封育区的蝇虫密度。

技术依托单位: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朱景全，杨普云

联系电话 : 010-59194542 

(B) 水稻害虫生态工程控制技术

水稻害虫生态工程控制技术是在对当地稻田生态系统各关键因子调查分析的基础上，针

对水稻害虫的控制进行稻田生态系统的合理设计，调节和恢复稻田生态系统中害虫与天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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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均衡性，使水稻害虫种群量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主要技术途径包括:田间合理布局增

加稻田生物多样性，增强重点天敌的功能，调整化学农药使用等技术手段，达到保护和提高

稻田生态系统中天敌种类和数量、增强天敌的生态控害能力、水稻主要害虫可持续控制及减

少化学农药使用次数和使用量的目的。

技术要点:

(1)增加稻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提高天敌基数 : 种植绿肥等越冬植物，为稻田节肢动

物天敌提供越冬场所; 全年田边保留功能性禾本科杂草，为水稻天敌提供庇护场所;田间区

域(或回块〉捅花种植重要天敌载体植物(作物) ， 如种植菱白保护蜘蛛和缕小蜂、种植和t

谷草、游草保护缕小蜂和赤眼蜂等。

(2) 种植蜜游、植物促进天敌的控害功能:在水稻全生长季 ， 稻田生态系统中插花种植或

田埂间作显花植物，如芝麻、大豆等，为寄生性天敌提供补充营养，延长天敌寿命，提高天

敌控害能力 。

(3) 应用化感、物理诱杀技术减少害虫虫源基数 : 在稻田田边种植诱虫植物，如香根

草，可引诱水稻蟆虫产卵，集中杀灭;在水稻螺虫、稻纵卷叶蟆羽化始期至末期使用性诱

剂 、 杀虫灯诱杀成虫。

(4 )农业措施抑制害虫种群增长:推广抗(耐)性水稻品种和减少氮肥施用盐，降低害

虫种群自然增长速率;提倡增施磷饵肥，增强水稻的耐害性。

(5) 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保护稻田天敌:水稻生辰前期禁止使用化学农药，利用水稻自

身的补偿能力，放宽害虫防治指标。 在害虫密度达到防治指标时，优先选JfJ生物农药，必要

时使用选择性强、对天敌安全的农药。

适宣区域: 全国稻区。

技术依托单位:

1.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微生物研究所

联系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石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21 

联系人: 吕仲贤

联系电话 : 0571-86404077 

2.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 : 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郭荣

联系电话 : 010-59194542 

( C ) 生物多样性防控甜椒病虫害技术

在甜椒产业的发展中， 菜农对病虫害的认识不足和不合理的种植方式， 使得蔬菜病

虫害发生严重。 长期采用不合理的植保防治技术，使得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病虫害大暴

发的可能性增大。 生物多样性防控病虫害技术从改善生态环境入手， 采用甜椒与玉米 、

花生、朝天椒等作物间作 ， 引用新型栽培模式(起垄栽培模式) ，达到优质 、 高产 、 无公

害生产的 目 的 。



一、综合技术。

生物多样性防控甜椒病虫害技术:通过间作改变了亲和寄主的空间分布致使病害的传播

和侵染受到影响(稀释效应) ;不同作物在生长和成熟时期植株高度上的差异，形成间作田

块中高低起伏的表面不利于病害发生(阻挡效应或捕蝇纸效应);间作土壤中有益微生物和

原生动物的增加对有害病菌的抑制(拮抗或捕食作用) 。 此外，甜椒与不同作物问作，其他

作物对甜椒生长有促进作用，可提高辣椒叶片的营养利用率、增强植物抗病性。

技术要点 :

1.甜椒与花生间作模式

(1)种植密度:甜椒垄作、育苗移栽。大垄双行、垄宽 50 厘米、垄高 20 厘米、沟宽

30 厘米，甜椒行距 40 厘米、株距 40 厘米。 花生不起垄，花生行距 20 厘米、株距 20 厘米，

甜椒与花生行距 25 厘米 。

(2) 间作模式 : 8 大垄双行(共 16 行甜椒)间作 5 行花生。

2. 甜椒与玉米闽作模式

(1) 种植密度:甜椒垄作、育苗移裁。大垄双行，垄宽 50 厘米 、 垄高 20 厘米 、 沟宽

30 厘米 ， 百H椒行距 40 厘米、株距 40 厘米 。 玉米不起垄，玉米行距 50 厘米、株距 50 厘米;

甜椒与玉米行距 24 厘米。

(2) 间作模式 : 5 大垄双行甜椒 (共 10 行甜椒)间作 2 行玉米 。

3. 甜椒与大蒜间作模式

(1) 种植密度:甜椒垄作、育苗移裁。 大垄双行，垄宽 50 厘米、垄高 20 厘米、沟宽

50 厘米，刮|椒行距 40 厘米、株距 40 厘米。 垄沟中间 3 行大蒜 ， 大蒜行距 1 5 厘米、株距 8

厘米;甜椒与大蒜行距 15 厘米。

(2) 间作模式 : 1 大垄双行甜椒(共 2 行甜椒)间作 3 行大蒜。

4. 甜椒与朝天椒混栽模式

(1)种植密度 : 甜椒、朝天椒垄作、育苗移栽。 大垄双行，垄宽 50 厘米 、 垄高 20 厘

米、沟宽 30 厘米，甜椒、朝天椒行距 40 厘米、株距 40 厘米。

(2) 间作模式: 5 大垄双行甜椒(共 10 行甜椒)间作 1 大垄朝天椒(共 2 行~g'J天椒) 。

适宣区域:北方蔬菜种植区 。

技术依托单位: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开发区万立科技四楼

邮政编码: 030002 

联系人 : 赵晓军

联系电话: 13834640218 

电子R1ß箱: zhaoxiaojun0218@163. com 

(D) 三裂叶豚草综合防控技术

三裂叶豚革是世界公认的危险性杂草，具有生长迅速 、 竞争力强等特点，其花粉会使易

感人群出现头痛、胸闷 、 咳嗽和哮喘等病症，严重者会引起并发性肺气肿、肺心痛等疾病。

眩杂草在我国东北、华北等地区分布较广，其中北京发生面积 2. 1 万亩， 严重威胁发生地区

的生态安全和人民生命安全，迫切需要采取以生物防治为基础、植物源除草剂为保障、人工

害IJ除为补充的综合防控技术措施进行持续有效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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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点:

(1)生物防除:苍耳柄锈菌三裂叶豚草专化型专一侵染三裂叶豚草 ， 可使豚草感病率达

到 95%以上， 30%~50%的豚草植株死亡，而且能在自然条件形成侵染循环。 豚草锈病发

生地采集有锈菌冬抱子堆的三裂叶豚草叶片带回室内阴干， 粉碎过筛后装人自 封袋，在

一20
0

C环境下保存备用。 第 2 年用 1 %的木糖水溶液配制成 1 X lOs ~ 1 X 1 06浓度抱子液，喷

雾接种人工种植的三裂叶豚草苗。待接种后的豚草 2 片以上真叶发病后，将病株连同栽培盆

钵一起搬运至豚草连片分布地区， 由其在自然条件下侵染健康豚草。

(2) 物理和化学防除 : 在景观区和农田区， 6 月下旬、 8 月 中旬进行 2 次人工拔除或者

割除，在其他区域， 8 月 中旬进行 1 次人工拔除或者割除，削在高在 30 厘米以内，植株残

体集中堆放或其他销毁处理，防止其扎根复活生长;远离水源荒地、公路边、仓库边等区

域，可以使用50000毫克/升圭酸制剂喷雾。

(3) 再次防除: 6 月上旬至中旬 、 8 月上旬，通过实地踏查确定三裂叶豚草发生范罔 。 8

月下旬，按照两次调查结果的叠加，检查全部豚草发生区域内的防除结果， 发现防除遗漏的

及时进行防除处理。

( 4 ) 注意事项 : 豚草锈菌侵染和显症受温湿度等环境因素较大，室内接种时要严格控制

温室内的温湿度，保持 20~250C温度和 95 %以上相对湿度 3~5 天;豚草再生能力很强，人

工割除割茬不能高于 30 厘米 ， 防止豚草从茎节抽生出新枝 ， 影响防除效果。

技术依托单位:

1.北京市植保站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 9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联系人:丁建云

联系电话: 010-82073257 

2. 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邮政编码 : 100093 

联系人: 万方浩

联系电话: 010-82109572 

电子邮箱: wangfanghao@caas. cn 

3. 沈阳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东陵路 120 号

邮政编码: 110161 

联系人:由波

联系电话 : 024-88487 163 

电子邮箱 : qubo@163. com 

4.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 冯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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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10-59194757 

电子邮箱: feng xdong@agri. gov. cn 

E. 农田鼠害 TBS 监测与防控技术

农区害鼠是威胁农牧业生产、农牧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有害生物之一。 全国农田鼠害

年发生面积约 4. 5 亿亩，农舍年发生 1. 3 亿户左右， 全国危害农业的害鼠主要种类有褐家

鼠、黄胸鼠、 小家鼠、长尾仓鼠、高原盼鼠、 甘肃时鼠等 50 余种。 鼠害造成的粮油年均损

失约 5. 5 万吨，折合人民币约1. 65 亿元，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农业发展，影响了农民增收。

为了有效控制农区鼠害的发生危害，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主要使用磷化僻、毒鼠强、甘

氟等高毒急性杀鼠剂，对农区环境和人、畜、天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为有效地控制农田鼠

害， 2007 年 ，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内蒙古、 青海、吉林、新姐、 安徽等地开展

TBS技术试验示范。 研究结果表明 ， TBS 技术控鼠效果 55%~ 80% ， 农作物挽回损失

5. 73 %~8. 9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TBS技术还具有非常好的监测害鼠的功能，能够全天候、不间断、完整地记录各类农

田害鼠在田间发生时期、发生程度，以及种群消长情况、优势种群等数据，充分弥补了鼠夹

法在调查监测害鼠发生时的不足 。 监测结果表明:农区鼠种有黄胸鼠、小家鼠、褐家鼠、长

尾仓鼠、灰仓鼠、藏仓鼠、柴达木根田鼠、甘肃根田鼠、青海田鼠、松田鼠、 达乌尔黄鼠、

阿拉普黄鼠、大林姬鼠(朝鲜姬鼠)、黑线姬鼠、子午沙鼠、五趾跳鼠、 三趾跳鼠、林跳鼠、

花鼠、巢鼠、小毛足鼠、中国顺鼠、高山鼠平、高原鼠兔、喜马拉雅旱猢、间颅鼠兔、臭

嗣、高原盼鼠、甘肃盼鼠、斯氏盼鼠等 30 种 。

技术要点: 一个 TBS 系统是由 4 个 200 米2 围栏组成的方形设施，围栏间距大于等于 100

米，每个围栏长 20 米、宽 10 米的金属筛网围成，围栏长边下埋设 4 个 PVC筒，短边下埋设 2

个 PVC筒，每个围栏埋设 12 个 PVC筒，每个 PVC筒上口与地面齐平，且筒内保持空心，围

栏金属筛网用固定杆固定牢固 ， 与地面垂直。一个 TBS系统监测控制鼠害面积约为 500 亩农

田 。 TBS技术控鼠的条件是春季农田鼠密度 3%以上或上年秋季农田鼠密度 5%以上。

注意事顶:在开展鼠类调查及 TBS技术操作过程中 ， 操作人员必须穿防护服，戴口罩

和1乳胶手套、雨鞋、防蚤袜，随身携带灭杀病媒生物药剂和消毒液，禁止吸烟、饮酒、进

食、裸手直接接触鼠类进行测量和解剖及制作标本 ， 保障鼠情监测人员的生命安全。 操作结

束后必须用肥皂洗手、洗脸，渭水漱口，及时清洗防护用品 。 鼠情监测人员应以身体健康的

中、青年人为宜。 期间，注意维护好 TBS技术配套设施，以保证监测和防控质量。

适宣区域: 适用于旱作农田、草原、林区的鼠害防控。

技术依托单位: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 郭永旺

联系电话 : 010-59194523 

电子邮箱 : guoyongwang@ agri. gov. cn 

2. 青海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145 • 



2第二部分 67 项主推技术

联系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建新路 4 号

邮政编码 : 810000 

联系人: 张宁卫，祁生~~、

联系电话 : 0971-8211966 

电子邮箱 : qhzb@vip. s ina. com 

(八)农药安全使用技术

目前， 农药仍是控制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的主要措施之一。 但是农药是有毒物品 ， 使用不

当容易造成人畜中毒、农产品及环境污染和作物药害。 近年来，由于一些农民在防治农作物

病虫草鼠害时， 对安全使用农药注意不够， 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 一是违反规定在蔬

菜、果树、茶树等作物上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造成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 ， 不仅影响和

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 而且造成我同农产品出口障碍 ， 严重影响对外贸易; 二是

农药使用不当，特别是大量使用长残效除草剂 ， 造成后茬农作物药害问题严重 ; 二:是使用落

后的施药机械，"跑、冒、滴、漏"现象严重，不仅造成农药浪费，环境污染，还时常导致

施药人员发生中毒事故。 随着人们健康、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 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 保护生

态环境，已成为当前农业植保工作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 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无公害农

产品生产。 元公害农产品生产的关键是在生产过程中，按照农药安全使用操作规程施用农

药，确保农产品的优质和安全。

技术娘应: 应用本项技术节省农药 20%左右，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确保人畜 、 作物

和l环境安全。

技术要点:

(1)推广高效、安全、环境友好型农药。

(2) 推广精准施药技术。一是示范推广防飘移技术，采用在喷算机上安装少漂喷头，减

少~滴漂移造成的农药损失，选择合适的喷雾fI'力、行进速度、 l质杆高度、防飘移段备、施

药环境(风向、风速、温湿度等)、农药剂型和助剂等。二是推广静电l喷雾技术 ， 使药剂算

滴作定向运动而l吸附在目标的各个部位， 沉积效率高、第滴漂移损失少。三是采用全球定位

系统 (GPS) 导航和速度遥感监测、电子流量控制阀集成应用技术，通过精确接行和1随行进

速度调节啧药盏 ， 实现地表药量的均匀，保证作业精度，提高作业效率，提高农药利用率。

( 3) 预防人畜中毒。 禁止、限制使用高毒农药，严格遵守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

《除草剂安全使用技术规范 总则 ))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农药安全使用规定》等有关农药

安全使用标准和规定。

(4) 防止作物药害。 正确选用农药品种，注意用药剂量、用药时间和气候条件; 防止飘

移，推广新型施药机械 ， 清洗药械、量杯、容器， 防止残留药害。

( 5 ) 控制农产品的农药残留 。 限制销售和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示范和推广使用高

效、低毒、 低残留农药，严格执行农副产品农药最大残留量 (MRLs) 标准， 严格控制片j药

量和用药次数， 按药剂品种的安全间隔期用药，推广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技术。

(6) 防止环境污染 。 防止农药毒害水生生物，防止家蚕 、 蜜蜂农药中毒，妥善处理装过

农药的瓶、袋、桶、箱。

适宣区域: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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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依托单位: 全罔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中同农业

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 梁帝允

联系电话 : 010-59194523 

(九)农田测埔灌溉技术

技术概述: 开展土攘埔情监测 ， 根据土壤埔情、作物需水规律和田间灌溉条件，科学合

理确定作物灌溉时间和l灌溉水量，进行科学灌溉的节水农业新技术，既可解决农民靠经验盲

目灌慨造成浇水浪费的问题，又可有效保证作物生长发育对水分需求。

增产增娘情况: 与常规灌溉相比，根据不同作物和灌概方式可减少灌水盘 15%~35% .

水分利刷效率提高 ]0%~ 20% . 经济产量等于或高于常规灌溉， 果树和蔬菜还可以提高品

质增加效益。

技术要点:

1.土壤水分测定方法 采用手持式土壤水分速测仪、固定式土壤埔情监测站 、 张力 计

等方法，测定土壤含水盘。 没有测定仪器的，也可用传统的烘干称重法测定。

注意 : 手持式土壤水分速测仪、 固定式土壤埔情监测站测定的是体积含水量，烘干称重

法测定的是重量含水茧，土壤水分张力计测定的是土壤水势，都要换算出相对含7K菇。

相对含水量<% ) =土壤含水茧t/该土壤的田间持水量X I00

2. 土壤水分监测时期 一般根据作物需水关键时期确定监测时期， 如冬小麦一般选择

造嘀或播种前、苗期、 返青期一拔节期、孕穗期、灌浆期等冬小麦生长对水分敏感的关键期

进行监测 。 监测应为作物的根系深度 ， 一般为 0~60 厘米 。

3. 确立灌溉时间 根据测定的土壤相对含水量，对照不同作物不同生育时期的建议指

标， 判定是再需要开始灌溉。 当测定的土壤相对含水量小于指标值时， 应及时进行灌溉。

不同地区 、 不同作物的判定是否需要灌溉的埔情指标差异较大， 应用时要注意区分所在地

区和种植作物， 具体可参考当地土肥水技术推广部门的推荐。 没有推荐的地方，可将指标设为

60%或 65% 。 表 1 给出了华北地区主要作物在不同生育期测埔灌溉建议指标， 仅供参考。

表 l 华北地区主要你物测摘灌溉建议指标( % )

作物 'tff阶段 建议指标

:H 菌WJ 70 

Ý，}J苗WJ 65 

返'î'(J例 60 

小&. 拔节WJ 65 

孕秘WI 70 

涮i浆WJ 65 

成~./'， JlIj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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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作物 生育阶段 :ill议指标

4前利'WJ 75 

1街 WJ 65 

拔节期 70 
王米

扣h槌lWJ 65 

1揽浆WJ 65 

1戊熟JUJ 60 

简Jþj 60 

古I'f WJ 65 

相íW::
花铃WJ 75 

I吐絮 JþJ 60 

结菜:一直直粒 70 

量主粒一成熟 70 

萌芽If: Ê自[剿 65 

现部开花期 70 
马铃喜事

盛花结辛辛期 70 

块茎成熟WJ 60 

如果采用张力计监视IJ土壤埔情，可参考张力计上周颜色或数值表达的指示范用.ìl.!:行管

理。一般蓝色 (土壤7)<.势 。~- 5 千帕)表示土壤水分过多 ; 红色 (土壤水势一 35~- lOO

千帕)表示土壤太干，出现旱情，应立即灌溉;绿色(土壤水势- 5~一 25 千帕)表示土壤

埔情适宜; 黄色(土壤水势-25~- 35 千帕)表示土壤水分处于适宜和干旱的11而界期， 一

般黄色时为适宜槌慨时间 。

4. 确定灌溉水量 灌溉iIl:则根据灌溉方式不同而不同 。 采用地面灌溉、小臼龙等灌溉

方式时，脏田规格尽量要小，瞠面要平整。 适宜灌溉量计算公式如下 :

灌水量(米3/亩) = 20/ 3 X H (D, - Dz) 

式巾， H 为计划湿润深度(厘米) ， 一般为作物的根系深度 ， 播种至幼苗期取 O. 2 厘

米; D， 为田间持水量(体积含水量); Dz 为监测实施时的土攘含水量(体积含水量) 。

按照作物根层深度确定计划湿润深度，使灌溉水分布在根系层。 小麦根据不同生育时

期 ， 一般范围在 O. 2~O . 6 米 。 蔬菜适宜的计划湿润深度一般为 O. 2~O . 3 米 。 果树萨I i，ï~，种 、

树龄不同，适宜的计划湿润深度为 O. 3~O. 8 米 。 不同时期土壤埔情监测深度 、 计划湿润深

度要与作物根系深度相对应 。

采用滴灌或微l质灌时， J日上述计算的灌水量乘以土壤湿润区的比例系数目11土壤湿润比。

不同微灌方式、不同作物土攘湿润比可参考表 2 确定。

表 2 土缆湿润比(% )

作物 滴滋、涌泉激

果树 25-40 

葡萄、瓜类 30-50 

蔬菜 60- 90 

粮柏油等作物 60-90 

在È: 降水多的地区宣i垂下限值， 降水少的地区宜选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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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0 

40-70 

70- 100 

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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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顶: ①土壤速测仪使用前需要矫正，消除仪器的系统误差。②应对措施需要与天

气预报结合。

适宣区域:适用于有灌溉条件的农业种植区(水田除外)，包括采用烧灌或喷微灌的小

米、 玉米、棉花、马铃薯、大豆等大田作物，以及设施农业、果园、菜地等。

技术依托单位 : 全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718 室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 吴勇

联系电话 : 010-59194533 

电子邮箱: water@agri. gov. cn 

2.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伟农业研究所

联系地址:河北省衡水市胜利东路 1966 号

邮政编码: 053000 

联系人: 李科江

联系电话: 03 18-7920319 

电子邮箱 : nkylkj@126. com 

(十)植物免疫诱抗剂一一氨基寡糖素应用技术

技术概要 : 植物免疫诱抗剂氨基县糖素是以从海洋甲壳类动物外亮中提取的壳聚糖为原

料，通过生物酶解工程制备而来的，是一种绿色安全的新型生物农药。 大量的应用研究与试

验示范表明， 氨基嘉糖索通过诱导植物体提高自身对外界的免疫力，从而提高作物本身的抗

病、 抗逆和健康生长的能力，减少外界因素对作物的不利影响。 在农业生产上氨基寡糖素对

作物主要表现出 6 大功能: ①提高作物抗病性:通过提高作物自身免疫力，促进植株健壮生

长，减少生育期病害发生。②抗逆作用:通过提高作物抵御低温、高温干旱等逆境能力，保

障作物正常生长。③改善品质作用 : 通过提高果蔬类作物可溶性糖含量 、 维生素 C 含量、

改善品质 ， 减少畸形果，提高作物商品率。④增加产量作用 : 通过降低病害、逆境影响和危

害，提高植物光合效率、 促进植物器官分化和养分积累，从而提高作物产量。 ⑤提高农产品

耐储藏性:减少农产品储藏期病害的侵染，延长保鲜期。 氨基寡糖素与其他农药协同应用

时，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茧 ， 对保护农田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

增产增娘情况: 与农民常规用药相比，使用植物免疫诱抗剂氨基寡糖素后，减少化学农

药施用量 30%以上 ， 水稻、小麦 、 玉米等粮食作物增产 5%以上 ， 苹果、梨、葡萄、柑楠、

芒果等果树增产 15%以上，黄瓜、苦瓜、ru:豆、菜心等瓜菜增产 20%以上， 提高水果、 瓜

菜等商品率 10%以上， 并能提高农产品的品质。

技术要点:植物免疫诱抗剂氨基寡糖素适用于粮食、果树、瓜菜 、 经济作物类等作物，

用于作物抗病、抗逆、促生长、增产和改善品质。 推荐在作物种苗期 、 缓苗期 、 开花期 、 结

实期等关键生育期使用氨基寡糖素。 例如，用 5%氨基寡糖素水剂处理种苗时， 若用于拌种

浓度为250~500 毫克/升，若浸种苗时浓度为 75~ 100 毫克/升;叶面喷雾时浓度为 50 毫

克/升。若预测寒害等逆境发生时， 提前 1~2 天进行叶面喷雾 ， 可预防 OOC 以上低温寒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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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或寒害发生后间隔 5~7 天喷雾 3 次，可减少寒害造成的损失 。 各类作物关键使用时

期如下:

(1)小麦、水稻、 玉米等粮食用药适期为苗期、缓苗或返青期、分藤期、灌浆期。

(2) 苹果、梨、葡萄、柑桶'等果树用药适期为花芽萌动期、开花期、幼果期 、 果实膨

大期。

(3) 西瓜、黄瓜、菜心 、 虹豆等瓜菜作物用药适期为苗期 、 缓苗期、花期 、 果期。

(4) 棉花用药适期为苗期、开花期、现蕾期。

(5) 茶叶用药适期为从催芽期开始，间隔1O~15 天喷雾 1 次。

注意事顶:氨基寡糖素与其他农药、肥料棍用时，要把氨基寡糖素和其他农药、肥料充

分稀释后再混合，搅拌均匀使用。

适宣区域 : 全同各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

1.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李萍，杨普云

联系电话: 010-59194542 

2. 海南正业中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海南省海口金浦路 7 号正业广场芒楼

邮政编码: 570206 

联系人: 张善学，陆红霞

联系电话: 0898-66766912 
电子邮箱 : xuezai@ 163. com , luhongxia@zyzn.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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