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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湖南省农业技术规程制定与发布管理规范》相关规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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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技术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邵阳市农学会、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邵阳市种子管理处、隆回县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湖南鸿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隆回求剑金银花种植专业合

作社。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华、张祝明、邹建平、曾文伟、李弘方、石爱龙、刘课文、王兴辉、

刘渊栋、刘杰、黄郴华、阳志华、胡中常、乔丽、胡海萍，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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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金银花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隆回金银花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防控原则、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废弃物处理和档案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隆回金银花主要病虫害的绿色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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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 525 有机肥料

NY/T 393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DB43/T 1844 灰毡毛忍冬栽培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隆回金银花

指忍冬科忍冬属灰毡毛忍冬，主要分布在湖南省隆回县、溆浦县、新化县等地，又俗称隆回

银花。

4 防控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和“经济、高效、安全、规范”原则，优先采用生态调

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科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措施，辅之以科学使用化学农药防治控制病虫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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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病虫害

5.1 主要病害

白粉病，根腐病，褐斑病等。

5.2 主要虫害

蚜虫，红蜘蛛，金龟子等。

6 绿色防控技术

6.1 农业防治

6.1.1 园地选择

应符合DB43/T 1844 的规定。

6.1.2 品种选择

宜选择国家、省级审定（认定）的良种及当地优良的农家品种。

6.1.3 健身栽培

合理密植与整形修剪，株距1.5m～2.0m，行距2.0m～2.5m。及时剪除徒长枝、病虫枝、细弱

枝、下垂枝、开花后的母枝，并带出地块集中处理。宜培养伞状株型。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减少

病害发生。增施有机肥，注意排涝抗旱。根据土壤肥力，成龄树每株施有机肥4 kg～6 kg。每年施

肥1次～3次，早春、采摘花后或秋季施肥。具体施肥方法按照DB43/T 1844规定执行，有机肥质量

控制按照NY/T 525执行。

6.1.4 及时清园

宜及时清除修剪的枝叶、枯枝落叶、杂草等。

6.2 生物防治

保护自然天敌，适时人工释放天敌，合理使用生物农药。人工释放蚜茧蜂控制蚜虫，4月下旬

即可开始放蜂，每次每亩放蜂1500头～2000头，根据蚜虫发生情况，放蜂2次～3次，间隔7天～10

天一次，放蜂期间不悬挂黄板，不施用杀虫剂。虫害发生时，采用8000IU/毫克苏云金杆菌可湿性

粉剂防治鳞翅目害虫，200g～300g/亩，叶面喷雾；采用2亿/克金龟子绿僵菌颗粒剂4kg～6kg/亩撒

施，防治蛴螬；7月～8月每亩释放赤腹姬蜂或肿腿蜂1000头，防治天牛。于发病前或发病初期采

用1000亿芽孢/克枯草芽孢杆菌可湿性粉剂120g～160g/亩，预防和控制白粉病、根腐病、褐斑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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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0～15天施药一次，可连续用药2次～3次。按照GB/T 8321和NY/T 1276的规定，选用生物农药

在防治关键期进行防治。

6.3 物理防治与理化诱控

安装风吸式太阳能杀虫灯，15亩～20亩/盏，灯光高度1.5m，诱杀鳞翅目和鞘翅目害虫，3月

中下旬开灯，11月上旬关灯；4月初，每亩悬挂全降解黄色粘虫板20张～30张，诱杀蚜虫，并视情

况及时更换，一般每15天更换一次。人工捕杀，用钢丝插入新鲜虫孔杀灭天牛幼虫。

甜菜夜蛾、棉铃虫成虫发生时，使用专用性信息素和诱捕器诱杀成虫，棉铃虫诱捕器进虫口

离地面1m或低于作物顶端20cm，甜菜夜蛾诱捕器进虫口离地1.5m或低于作物顶端20cm，隔3个月

更换一次诱芯，集虫袋收集的虫体过半袋时应及时清理害虫。

6.4 化学防治

根据当地植保部门的病虫防治意见，适时开展化学防治，宜选择高效、安全、低毒、低残留

的环境友好型农药，科学用药。优选生物农药，轮换使用、交替使用、精准使用，并严格遵守安

全间隔期。农药使用依照 GB/T 8321（所有部分）、NY/T1276、NY/T 393的规定执行。具体防治

措施参见附录 A。

7 废弃物处置

病虫枝、枯枝残叶应带出田园，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包装等废弃物应及时收集并交回农药

经营者或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

8 档案管理

建立隆回金银花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档案，专人保管档案，保存期3年，具体内容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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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隆回金银花病虫害化学防治

隆回金银花病虫害化学防治方法见表A.1。

表 A.1 隆回金银花病虫害化学防治方法表

防治

对象
发生时期 防治方法 安全间隔期

白粉病 3月～7月

①10%的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000～

1500倍液；②43%戊唑醇悬浮剂 4000～

6000倍液；③40%氟硅唑乳油 5000-7500

倍液，喷雾。

10%的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40%氟硅唑

乳油、43%戊唑醇悬浮剂安全间隔期为 5

天，每季最多使用 2次。

褐斑病 6月～8月

①10%的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1000倍

液；②32.5%苯甲·嘧菌酯悬浮剂 1000～

2000倍液，喷雾。

10%的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安全间隔期

为 5天，每季最多使用 2次；32.5%苯甲·嘧

菌酯悬浮剂安全间隔期为 14天，每季最多

使用 2次。

炭疽病 3月～10月

①43%戊唑醇悬浮剂 200～300倍液；

②32.5%苯甲·嘧菌酯 1000～2000倍液，

喷雾。

43%戊唑醇悬浮剂安全间隔期为 5天，

每季最多使用 2次；32.5%苯甲·嘧菌酯悬浮

剂安全间隔期为 14天，每季最多使用 2次。

白绢病 5月～9月

1 每 667㎡用 95%敌克松可湿性粉剂

4.2克加 20kg细土敷根；②25%吡唑

醚菌酯悬浮剂 1000倍液喷淋灌根。

25%吡唑醚菌酯悬浮剂安全间隔期 5天，每

季最多施药 2次。

根腐病 6月～7月

①40%异菌·氟啶胺悬浮剂 2000倍液；

②10%的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800倍液

喷淋灌根。

40%异菌·氟啶胺悬浮剂间隔期 5天~7天，

安全间隔期 21天，每季最多施药 3次；10%

的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安全间隔期为 5

天，每季最多使用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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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隆回金银花病虫害化学防治方法表（续）

防治

对象
发生时期 防治方法 安全间隔期

蚜虫 3月～6月

1 20%啶虫脒可湿性粉剂 8g～10g/亩兑

水；②50%吡蚜酮水分散粒剂 10g～

20g/亩兑水；③0.3%苦参碱水剂

250ml/亩～375ml/亩兑水，喷雾。

20%啶虫脒可湿性粉剂安全间隔期 5天，每

季最多施药 1次；50%吡蚜酮水分散粒剂、

0.3%苦参碱水剂安全间隔期 14天，每季最

多使用 1次。

咖啡虎

天牛

4月下旬～

9月下旬

1 5月中、下旬成虫产卵期用 15%茚虫

威悬浮剂 25ml～40ml/亩喷雾；②25%

灭幼脲悬浮剂喷雾；③用食糖 1份、

醋 5份、水 4份、敌百虫 0.01份配制

糖醋液诱杀。

15%茚虫威悬浮剂安全间隔期为 5天，每季

最多施药 1次；25%灭幼脲悬浮剂安全间隔

期为 21天，每个作物周期最多使用 2次。

木蟗蛾 4月～11月

1 20%灭幼脲悬浮剂 500倍液；②5%甲

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

80ml～120ml/亩兑水，喷雾。

20%灭幼脲悬浮剂安全间隔期为 21天，每

个作物周期最多使用 2次；5%甲氨基阿维

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安全间隔期为 3天，每

季最多使用 1次。

铜绿丽

金龟子
5月～8月

2%苦参碱水剂 200ml/亩，40%辛硫磷乳油

1000ml/亩，兑水地面喷雾。

0.3%苦参碱水剂安全间隔期 14天，每季最

多使用 1次；40%辛硫磷乳油安全间隔期

14天，每季最多使用 3次。

红蜘蛛 5月～9月

1 2%苦参碱水剂 1500～2000倍液；

②0.3%印楝素乳油 1500～2000倍液；

③43%联苯肼酯悬浮剂 1500～2000

倍液；④5.7%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

盐微乳剂 80ml～120ml/亩兑水，喷

雾。

2%苦参碱水剂安全间隔期 14天，每季最多

使用 1次；0.3%印楝素乳油安全间隔期 5

天，每季最多使用 2次；43%联苯肼酯悬浮

剂安全间隔期为 28天，每季最多使用 1次；

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安全间

隔期为 3天，每季最多使用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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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记录表

隆回金银花病虫害绿色防控、投入品生产质量安全跟踪档案记录见表B.1

表 A.2 隆回金银花病虫害绿色防控档案记载及投入品生产质量安全跟踪档案表

丘块名称 面积（ha） 品种

序号 使用日期/m、d 品名 剂型 生产厂家 用量 施用方法 效果 记载人

1

2

3

4

…

注 1：根据投入品使用顺序逐项记载。

注 2：用量为每 667米 2（m2）用量，化肥计量单位用公斤（kg），农药计量单位用毫升（ml）或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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