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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地黄瓜病虫害绿色防控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露地黄瓜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术语和定义，重点提出了种植前管理、育苗期

病虫害防控、生长期病虫害防控和产后清田，规范了农药的科学合理使用原则、允许使用的

生物农药和禁止使用的化学农药品种。 

本规程适用于露地黄瓜生产中的病虫害防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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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5.1   瓜类作物种子  第1部分：瓜类 

GB/T 23416.3  蔬菜病虫害安全防治技术规范  第3部分：瓜类 

GB/Z 26581   黄瓜生产技术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防控 

是指采用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科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措施控制农作物病虫害

的植物保护措施。目的是确保农作物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3.2  

农业生态调控 

是指通过调整作物布局和栽培制度有效控制病虫害发生的方法。 

4 防治原则 

执行“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树立“科学植保、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

念。以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科学用药等技术防治黄瓜病虫害，严格遵守农药安

全间隔期，保障黄瓜农药残留量不超标。 

5 育苗前管理 

http://www.sxbz.com.cn/gbStandController.do?detile&id=249751
http://www.sxbz.com.cn/gbStandController.do?detile&id=249751


5.1 苗圃消毒 

清除苗圃中的杂物、残枝落叶和杂草等，病残体在棚外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在播种前

7~10天，均匀喷洒1%~2%福尔马林溶液对大棚骨架、营养钵等育苗器具、生产工具等进行

消毒；棚室消毒按每m
3空间使用硫磺4 g或25%百菌清烟剂l g、锯末8 g混匀，放在容器内燃

烧，熏烟密闭24h。棚室烟熏消毒一般在晚上进行。 

6 育苗期病虫害防控 

6.1 品种选择 

品种选择依据GB 16715.1相关要求进行；根据种植田块自然条件，因地制宜，选择抗病、

优质、商品性好、口感好、适合市场需求的优良品种。 

6.2 温汤浸种 

将种子放入55 ℃~60 ℃温水中浸泡10 min，后转至25 ℃~30 ℃的水中浸泡4h，使种子充

分吸水。取出种子后，用湿棉布或毛巾将浸好的种子包好，置于25~30℃的催芽室内，75%

种子露白即可播种。 

6.3 黄板诱杀 

每亩悬挂25 cm×30 cm或25 cm×20 cm黄板20~25张，悬挂高度为黄瓜生长点以上20 cm，

待黄板粘满虫后及时更换，未粘满虫体黄板30 d更换一次。 

6.4 使用生物农药 

针对黄瓜育苗期主要病虫害种类，推荐使用苦参碱、鱼藤酮、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

部分推荐生物农药见附表1。 

6.5 科学使用化学农药 

参照GB/T 8321（所有部分）相关原则，针对黄瓜育苗期主要病虫害种类，坚持科学用

药，推荐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化学农药。部分推荐农药见附表2。 

化学农药使用时注意药剂轮换，避免病原菌和害虫对药剂抗药性的产生。 

7 移栽期病虫害防控 

7.1 种苗蘸根 

操作方法为：10 L水中加入75%百菌清水分散粒剂16.7 g、70%噁霉灵可湿性粉剂3.3 g

配制成混合药液，将整个黄瓜育苗穴盘浸入药液中进行蘸根，使药液充分附着在黄瓜幼苗根

系上，蘸根完成后取出黄瓜幼苗幼苗，即可进行移栽。 

7.2 农业生态调控技术 

7.2.1 轮作法 

土传病害发生较重的地块，采用黄瓜与叶菜类、葱、大蒜、玉米等其他作物轮作的方式，

轮作周期为5年以上。 



8 生长期病虫害防控 

8.1 农业防治 

8.1.1 植株调整 

黄瓜瓜蔓离地40 cm高时留第一茬瓜。果实采收期及时摘除老叶、卷须；发现病叶、病

瓜和病株及时清除，并及时带田外集中无害化处理，清理后及时洗手和清洗工具。 

8.1.2 科学灌溉 

根据土壤墒情，及时排灌。依据当地生产现状，选择滴灌等节水灌溉措施，避免大水漫

灌。 

8.1.3 田间除草 

及时清除田块内及周边杂草。 

8.2 物理诱控 

8.2.1 悬挂黄板 

每亩悬挂25 cm×30 cm或25 cm×20 cm黄板20~25张，悬挂高度为黄瓜生长点以上20 cm，

待黄板粘满虫后及时更换。 

8.3 生物防治 

8.3.1 释放天敌 

田间释放瓢虫防治蚜虫，操作方法为：蚜虫发生初期，按1:100的瓢蚜比释放瓢虫低龄

幼虫或成虫，时隔10 d再释放1次。 

田间释放姬小蜂防治斑潜蝇，操作方法为：将姬小蜂养殖瓶放置在斑潜蝇发生的黄瓜植

株下部，开启瓶口，放置3 d。放蜂量为0.5头/m
2，一周内释放3 ~ 4次，直至叶片无新的潜叶

食痕出现。 

8.3.2 使用生物农药 

针对黄瓜生长期主要病虫害种类，推荐使用大蒜素、枯草芽孢杆菌、鱼藤酮等生物农药。

部分推荐生物农药附表 3。 

8.4 科学使用化学农药 

8.4.1 喷雾器械的选择 

综合考虑防治对象、防治场所、作物种类及其生长情况、农药剂型、防治方法、防治规

模等因素，选取静电喷雾器、弥雾机、水雾烟雾机等低容量喷雾器；使用手动喷雾器时，选

择喷孔直径为0.7 cm ~ 1.0 mm的喷片，增加药液雾化效果。 

8.4.2 药剂使用时间 

保护性药剂在发病前期使用，治疗性药剂在发病前期和发病初期使用。农药喷施选择在

晴天进行，最佳喷施时间以上午9时~10时、下午5时前后最好。 

8.4.3 化学农药推荐 



参照GB/T 8321、GB 4285相关原则，针对黄瓜生长期主要病虫害种类，坚持科学用药，

推荐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农药。部分推荐农药见附表4。黄瓜禁用农药见

附表5。 

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农药产品都不得超出农药登记标准的适用范围使用；

农药使用时注意轮换，避免病原菌和害虫对药剂产生抗药性。 

9 产后清田 

黄瓜拉秧后，及时清理地表的枯枝落叶和杂草，然后深翻土壤20 cm ~ 25 cm，清除土壤

中的残根并晾晒土壤；病残体在田外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 

 

 

 

 

 

 

 

 

 

 

 

 

 

 

 

 

 

 

 

 

 

 

 

 

 

 

 

 

 

 

 

 



 

表 1  黄瓜育苗期主要病虫害及部分推荐生物农药 

病虫害名称 生物农药名称 

蚜虫 苦参碱、鱼藤酮 

烟粉虱 藜芦碱、螺虫乙酯 

枯萎病 
枯草芽孢杆菌 

 

表2  黄瓜育苗期主要病虫害及部分推荐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病虫害名称 农药名称及使用剂量 

猝倒病 霜霉威盐酸盐、乙酸铜 

立枯病 恶霉灵、敌磺钠 

蔓枯病 嘧菌酯、苯醚甲环唑·咪鲜胺 

蚜虫 啶虫脒、溴氰虫酰胺、高效氯氰菊酯、噻虫啉、 

烟粉虱 吡蚜酮·螺虫乙酯、溴氰虫酰胺、氟啶虫胺腈 

斑潜蝇 阿维菌素、灭蝇胺、溴氰虫酰胺 

表 3  黄瓜生长期主要虫害及部分推荐生物农药 

病虫害名称 生物农药名称及使用剂量 

霜霉病 
苦参碱、申嗪霉素、几丁聚糖、木霉菌、蛇床子素、多抗霉素、

枯草芽孢杆菌 

灰霉病 申嗪霉素、木霉菌、枯草芽孢杆菌 

白粉病 大黄素甲醚水剂 、小檗碱水剂 

细菌性角斑病 春雷霉素、中生菌素、大蒜素、春雷·中生 

枯萎病 氨基寡糖素、春雷霉素 

蚜虫 苦参碱、鱼藤酮、藜芦碱 

烟粉虱 螺虫乙酯 

表4  黄瓜生长期主要病虫害及部分推荐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病虫害名称 农药名称及使用剂量 

霜霉病 

氟噻唑吡乙酮、氟菌·霜霉威、噁酮·霜脲氰、丙森锌·缬霉威、吡唑醚

菌酯、嘧菌酯、烯肟菌酯、氟醚菌酰胺、啶氧菌酯、氰霜唑、烯酰

吗啉、烯酰吗啉·嘧菌酯、锰锌·氟吗啉、霜霉威盐酸 

灰霉病 
啶酰菌胺、啶氧菌酯、嘧霉胺、过氧乙酸、腐霉利、唑醚·氟酰胺、

嘧霉·多菌灵 

白粉病 
苯醚甲环唑、嘧菌酯、吡唑醚菌酯、氟菌唑、四氟醚唑、吡萘·嘧菌

酯、氟菌·肟菌酯、啶酰·乙嘧酚、苯甲·氟酰胺、唑醚·氟酰胺 

细菌性角斑

病 
噻唑锌、氢氧化铜、琥胶肥酸铜、噻霉酮、春雷·壬菌铜 

枯萎病 噁霉·福美双、唑酮·乙蒜素、甲霜·噁霉灵 

线虫病 阿维菌素 

蚜虫 啶虫脒、异丙威、溴氰虫酰胺、高效氯氰菊酯、噻虫啉 

烟粉虱 吡虫啉、溴氰虫酰胺、氟啶虫胺腈、吡蚜酮·螺虫乙酯 

斑潜蝇 阿维菌素、灭蝇胺、溴氰虫酰胺 

 

附录 5 

（资料性附录） 

黄瓜禁用农药 

2022 年黄瓜禁用农药名录如下： 

六六六，滴滴涕，毒杀芬，二溴氯甲烷，杀虫脒，二溴乙烷，除草醚，艾氏剂，狄氏剂，

汞制剂，砷、铅类，敌枯双，氟乙酰胺，甘氟，毒鼠强，氟乙酸钠，毒鼠硅，甲拌磷，甲基

对硫磷，对硫磷，久效磷，磷胺，甲基异柳磷，特丁硫磷，甲基硫环磷，治螟磷，内吸磷，

克百威，涕灭威，灭线磷，硫环磷，蝇毒磷，地虫硫磷，氯唑磷，苯线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