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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地方标准 

《玉米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述 

（一）任务来源 

玉米不仅是我市种植面积、产量最大的粮食作物，也是

增产潜力最大的作物。近年来，受气候波动、降雨分布不均、

防治不科学等因素影响，玉米田病虫草害逐年加重发生，玉

米生产安全和相关加工产品质量受到了严重威胁。同时，随

着农药使用频率及剂量的逐年加大，不仅增加了农民负担，

而且使农药残留超标，造成了品质下降，还严重污染了生态

环境，影响人畜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顺应国家“农药

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建立晋城市玉米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

术规程，做好玉米的病虫草害防控和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可

以有效减少病虫草危害造成的产量损失，同时能够减少农药

使用量，提高病虫草害防控效果，实现玉米绿色、优质、安

全、丰产，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晋城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在总结多年试验示范数据的基础上，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整

理起草了符合地方特点的《玉米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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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地方标准。 

（二）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起草单位：晋城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主要起草人：吴晓燕、郭伟、闫晶晶、李杰、赵雅燕、司晋

东、张群群、田鑫、杨梅、郑兰雁、高鑫城。 

（三）起草过程 

本标准从2023年开始着手准备，经过资料收集、标准起

草、征求意见等三个阶段。 

1、资料收集。起草小组组织工作成员认真学习了

GB/T1.1-2020 中有关标准编写的要求，制定了工作计划，按

照标准起草人员前期重点工作内容进行了任务分工，保证工

作的顺利进行。 

近年来我市持续在各县（市、区）建立玉米病虫害绿色

防控示范基地，每个示范基地面积不少于 300 亩，在示范基

地开展试验数据的基础上，起草小组认真研究与玉米生产技

术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我省相关地方标准制定情

况，对我市玉米种植习惯、病虫草害发生和防治现状、现已

应用的防治技术、防治中的突出问题等进行了实地调研，明

确了我市玉米生产存在的植保问题。为了保证本标准的科学

性、先进性和实用性，起草小组查阅和收集各类玉米生产和

病虫害绿色防控相关文献资料，深入研究各项技术的操作要

领，为本标准的起草奠定文献资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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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起草。2023 年 10 月，起草小组总结归纳了我市

玉米生产模式、防治现状和存在问题，初步确立了解决方案

和标准的编写大纲，包括标准的基本框架及相关内容。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起草小组对标准的框架和内容进行进一步

的讨论，制定形成标准文本草案和标准编制说明。 

3、征求意见。本标准征求了各县（市、区）农业农村

局、基层农技人员、种植户和种植合作社的意见。针对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多次对文本进行逐条斟酌、修订和完善，使

其更加严谨，更加实用。 

二、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坚持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相统一，有利于玉

米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的实施。 

1．科学性 

本标准是在连续多年的试验示范基础上，查阅和收集各

类玉米生产和病虫害绿色防控相关文献资料，经过多年田间

验证和反复修正，最终确定本标准。 

2．先进性 

本标准以我市玉米生产现状为基础，结合实际试验效

果，参照最新相关国标和行标，保证了标准所述技术的先进

性。 

3．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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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编写时注重细节、可操作性。细化玉米生产各阶

段及其主要病虫害种类，依据农事操作习惯推荐防治措施，

力争达到让使用者用得方便。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包括：前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防治原则、防控对象、防控技术、附录，共8部分内容。 

三、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暂无重大意见分歧。 

四、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五、宣贯措施 

1、加大宣传力度。标准颁布实施后，首先要加大宣传

力度，利用媒体、报纸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及时将技术标

准普及到各级农业部门、玉米种植合作社及大户。 

2、培训专业人员。标准发布实施后，各级农业部门应

按照标准组织人员进行培训和学习，提高玉米病虫草害绿色

防控技术水平。 

六、实施预期效果 

1. 经济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和发布实施，将利于我市玉米生产中病虫

害发生得到有效控制，减少产量损失，降低防治成本，提高

玉米品质，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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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和发布实施，将提高种植户的科学用药水

平，促进我市玉米生产健康绿色发展。 

3. 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和发布实施，有助于降低化学农药的使

用，有利于提高农民自身健康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