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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GB/T 17924《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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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沈阳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同时负责标准的宣贯、监督实施等工作。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民市梁山镇人民政府、新民市农业农村局、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沈阳市现代

农业研发服务中心、辽宁国投检验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关宏图、吕锡源、李红阳、曲波、刘超、孟宪良、李红新、王珂、王建群、杨

丹、徐占广、高丹丹。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文件归口部门联系电话：024-82703879；联系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36号市农业农村局。

文件起草单位联系电话：024-87570011；联系地址：新民市梁山镇本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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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梁山西瓜（小梁山西瓜）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梁山西瓜（小梁山西瓜）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基本要求、栽培技术、质量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

准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梁山西瓜（小梁山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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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T 12456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方法

GB/T 16715.1 瓜类作物种子 第1部分：瓜类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761 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检测方法

NY/T 1055 绿色食品 产品检验规则

NY/T 2637 水果和蔬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测定 折射仪法

NY/T 5010 无公害食品 蔬菜产地环境条件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354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梁山西瓜（小梁山西瓜）

在本文件第4章规定的范围内生产的，符合本文件要求的西瓜。

3.2

生育期的划分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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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苗期

从瓜苗定植到长出新叶的一段时期。

3.2.2

伸蔓期

从幼苗后至坐瓜节位雌花开放的一段时期。

3.2.3

坐果期

从坐瓜节位雌花开放到幼瓜褪毛（约鸡蛋大小）的一段时期。

3.2.4

果实膨大期

从幼瓜褪毛至果实停止膨大的一段时期。

3.2.5

果实成熟期

从果实停止膨大到果实成熟的一段时期。

3.3

土壤肥力

土壤为植物生长发育所提供的协调营养与环境条件的能力。根据土壤中的有机质、全氮、碱解氮、

有效磷、有效钾等含量高低而划分的土壤肥力等级。

4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梁山西瓜（小梁山西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限于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15年第162

号批准的范围，即辽宁省新民市梁山镇、周坨子镇、柳河沟镇、金五台子镇、大红旗镇、大柳屯镇、高

台子镇、公主屯镇、卢家屯乡、姚堡乡、红旗乡、于家窝堡乡、新农村乡共13个乡镇，应符合附录A的

规定。

5 基本要求

5.1 质地要求

选择地势高燥、排灌方便、地下水位较低、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沃、通透性良好的地块，并符合

NY/T 5010的规定。

5.2 质地质量要求

西瓜地尽量选择沙质壤土，忌用茄科、葫芦科作物为前茬。土壤pH宜在6.0～7.0。采用非嫁接栽培

时，旱地需轮作5～6年，水田需轮作3～4年。

6 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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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附录B。

7 质量要求

7.1 感官要求

地理标志产品西瓜（小梁山西瓜）成熟适度时，外观果实新鲜，呈圆形或高圆形，果形端正，表面

平滑，不起棱，无裂果，无腐烂、霉变、病虫斑和机械损伤；果肉呈粉红色至桃红色，色泽鲜艳；瓜瓤

脆沙，甘甜多汁，爽口，无黄筋。

7.2 理化指标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1%，总酸（以柠檬酸计）≤0.2%。

7.3 重金属限量指标

重金属限量指标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7.4 农药残留限量指标

农药残留限量指标应符合GB 2763的规定。

8 试验方法

8.1 可溶性固形物

按照NY/T 2637的规定进行检测。

8.2 总酸

按照GB/T 12456的规定进行检测。

8.3 重金属限量指标

按照GB 5009.12、 GB 5009.15的规定进行检测。

8.4 农药残留

按照NY/T 761的规定进行检测。

9 检验规则

检验规则应符合NY/T 1055的规定。

10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 标志

地理标志产品标志应标明产品名称、品种、产地、包装日期、生产单位、执行标准号等信息，地理

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应符合《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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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包装

产品可包装，包装应符合GB/T 191的要求。

10.3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洗卫生，无异味。不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运。待运时，应批次分明、堆码整齐、环境清

洁、通风良好。不得烈日暴晒、雨淋。注意防冻、防热、缩短待运时间。

10.4 贮存

地理标志产品梁山西瓜（小梁山西瓜）的贮存适宜温度4℃～7℃，贮存湿度50% ～70%。库房无异

味。不与有毒、有害物品混合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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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

梁山西瓜（小梁山西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图

A.1 梁山西瓜（小梁山西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见图A.1。

图 A.1 梁山西瓜（小梁山西瓜）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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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

栽培技术

B.1 育苗

B.1.1 种子选择

西瓜种子质量标准符合GB/T 16715.1中杂交种二级以上的籽粒饱满种子。种子纯度≥95%，净度≥

99%，发芽率≥90%，水分≤8%。砧木发芽率≥85%，品种宜选择尊上甜王、天赐美都、双红金砂五号、

红砂六号、安生优美、雷奥神科、三源甜露、京美10K、君威神首等。

B.1.2 催芽

将浸泡过的种子用湿布包好，置于28 ℃～30 ℃条件下催芽1 d～2 d可出芽。无籽西瓜种子催芽温

度为33 ℃～35 ℃，3 d～4 d可出芽。砧木种子催芽温度为25℃～28 ℃。催芽期间保持种子湿润。待

种子胚根长至0.5 cm时播种。接穗种子、砧木种子可在催芽箱内催芽。

B.1.3 苗床构建

B.1.3.1 设施选择

苗床选在距定植地较近、背风向阳、地势稍高的地方。根据季节不同，选用夜间温度不低于15 ℃

的日光温室或塑料大棚育苗。育苗设施要在育苗前进行消毒处理。

B.1.3.2 护根措施

将营养土装入育苗用的塑料钵、塑料筒或纸筒等容器内。营养钵要求高10 cm，直径8 cm～10 cm，

底部有孔。钵内装入7 cm高的营养土， 置于苗床中排紧。塑料筒和纸筒要求高10 cm～12 cm，直径8 cm～

10 cm。

B.1.4 播种

B.1.4.1 播种时间

根据栽培季节、 育苗方式和品种特性选择适宜的播种期， 一般以定植前 25 d～30 d为宜。 嫁接

栽培时，在此基础上提前 8 d～10 d播种。采用靠接法，接穗应比砧木提前6d～8d播种，即西瓜接穗苗

出土后再播砧木苗；用顶插接法，砧木要比接穗早播4 d ～5 d 。

B.1.4.2 播种方式

播种前苗床、 营养钵内先浇足底水，水渗后选择胚根长0.5 cm左右饱满正常的种子直接播于其中，

种子平放，胚根朝下，每个营养钵播一粒种子。播后覆盖1.5 cm 厚洁净的蛭石或过筛的细土保湿，播

后覆盖地膜。

B.1.4.3 播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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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芽种子露白时即可播种。冬春季节选晴天上午播种，在播种前浇足底水。营养钵（筒）育苗, 先

在营养钵（筒）中间扎一个1cm深的小孔，每穴一粒籽，胚根向下放在小孔内，随播种随盖营养土1cm ～

1.5cm。床面上覆盖地膜；夏季在地膜上再覆盖遮阳网或湿草降温。当70% 幼芽顶土时撤除床面覆盖物。

采用嫁接栽培时，砧木播在苗床的营养钵（筒）中，接穗播在苗床里。

B.1.5 苗期管理

B.1.5.1 温度管理

砧木和接穗发芽初期保持较高温度。 播后4 d～5 d，揭膜通风。70%～80%种子出苗时降温， 抑制

幼苗徒长。真叶生长期间，保持稳定的温度。定植前10 d降温炼苗。夏秋育苗主要利用遮阳降温；冬春

期育苗温度管理见表B.1。

表 B.1 冬春期育苗温度管理指标

时 期 日 温（℃） 夜 温（℃） 短时间最低夜温不低于（℃）

播种至齐苗 30～35 16～18 15

齐苗至第一片真叶出现 20～25 14～16 12

第一片真叶展开后至幼苗 25～30 16～18 13

幼苗后至定植前 7d 25～28 14～16 13

定植前 5d～7d 20～25 10～12 10

嫁接苗在嫁接后前 2d 25～28 18～20 —

嫁接后 3d～6d 22～28 18～20 —

B.1.5.2 湿度管理

苗期严格控制浇水，保持表土不干。后期床土较干时可洒水，洒水后撒一层过筛的细土，保持床土

水分，降低空气湿度。定植前5 d～6 d停止浇水。

B.1.5.3 光照管理

幼苗出土后增加光照时间。保持膜面清洁，通风排湿。可采用无滴膜育苗。

B.1.5.4 其它管理

嫁接育苗时，及时摘除砧木上萌发的不定芽。靠插接在接穗成活后要及时去掉嫁接夹或捆绑物。

B.1.6 嫁接

B.1.6.1 嫁接方法

B.1.6.1.1 顶插接法

当砧木第一片真叶半展开，接穗子叶全部展开时为嫁接适期。首先去掉砧木的第一片真叶和生长点，

然后用左手食指和中指夹住砧木的茎上部，拇指和中指捏住砧木内侧一片子叶，右手持嫁接针从内侧子

叶的主脉基部插入嫁接针，尖端和楔形斜面朝下呈 45°角向对面插入5 mm～7 mm，以嫁接针刚透出茎

外为宜。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接穗的两片子叶从苗床中轻轻拨出，再用左手中指托住接穗的基部偏上

部位，右手用刀片从接穗茎左侧距接穗子叶8 mm～10 mm 处斜切断茎，使切口长略大于插入砧木的插孔

深度。拔出嫁接针，将接穗切口朝下迅速插入砧木，以接穗尖端透出砧木茎外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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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1.2 靠接法

在砧木下胚轴靠子叶处，用刀片向下作45°角斜切一刀，深达 2/5～1/2，长约 1 cm，呈舌状。接

着在接穗的相应部位向上作 45°角斜切一刀，深达胚轴的 1/2～2/3，呈舌状，长度与砧木舌状相当。

然后把砧木和接穗的舌状部互相嵌入，用嫁接夹夹住，同时栽培在营养钵中，要使基部稍稍离开地面，

以免浇水时浸湿伤口，影响成活。

B.1.6.2 嫁接苗的管理

将嫁接苗栽入直径10 cm的营养钵中，覆盖小拱棚避光2 d～3 d，提高温湿度。3天后逐渐增加光照

强度和降低湿度，可在清晨和傍晚湿度高时通风排湿，并逐渐增加通风时间和通风量。嫁接7 d～10 d

接穗长出新叶后撤掉小拱棚。及时摘除砧木上萌发的不定芽。靠接育苗的, 10～13天，从接口往下0.5

cm～1.0 cm处将接穗的茎剪断,把接穗根清除。大约在嫁接后的10 d左右，嫁接苗成活后，去掉嫁接夹

或其他捆绑物。

嫁接栽培时，选葫芦砧、南瓜砧做砧木。

B.1.7 壮苗

叶色浓绿，子叶健在，3～5片真叶，茎基部粗壮，根系发达，无病虫害。嫁接苗接穗不徒长。

B.2 定植

B.2.1 定植前准备

B.2.1.1 选址

选址应符合本文件第5章的要求。

B.2.1.2 基肥施用

根据土壤养分测定结果及西瓜需肥特点，提倡平衡配方施肥，在中等肥力土壤条件下，结合整地，

每667 m
2
施经无害化处理的有机肥4000 kg～5000 kg。缺乏微量元素的地块，每667 m

2
还应施所缺元素

微肥1 kg～2 kg。有机肥与化肥、微肥等混合均匀，硫酸钾复合肥5%滴灌。

B.2.1.3 施肥原则

按照NY/T 394的规定施肥，限制使用含氯化肥。

B.2.2 定植时间

在地表下10 cm深处土温稳定在15℃ 以上，日平均气温稳定在18 ℃以上，凌晨最低气温不低于5 ℃

时即可。

B.2.3 定植密度

根据品种特性、栽培季节和栽培方式来确定。一般早熟品种每根蔓应该保证0.30 m
2
～0.40 m

2
的营

养面积，中熟品种每根蔓应该保证0.35 m
2
～0.45 m

2
的营养面积。瓜畦上于定植前2 d～3 d覆盖地膜。

设施栽培时，早中熟小型品种每667 m
2
定植800～1800株。露地栽培时，中熟中果型品种每667 m

2
定植700～

800株，中晚熟品种每667 m
2
定植550～700株。

B.2.4 定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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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垄栽培：早中熟品种株距40 cm～50 cm，中晚熟品种株距60 cm～70 cm。

双垄栽培：大行距100 cm～110 cm，小行距30 cm～40 cm。 早中熟品种株距30 cm～50 cm，中晚

熟品种株距60 cm～70 cm。

B.2.5 定植要求

按定植行距开沟，沟内浇水。定植时保证幼苗茎叶和根系所带营养土块完整，定植深度以营养土块

的上表面与畦面相平为宜。嫁接苗接口高于地面 1 cm～2 cm。定植后根据需要盖地膜和拱棚。

B.3 田间管理

B.3.1 温度

温度管理见表B.2。

表 B.2 温度管理指标

时 期 日 温（℃） 夜 温（℃） 短时间最低夜温不低于（℃）

幼苗期 30℃左右 15℃左右 5

伸蔓期 25～28 13℃以上 —

开花坐果期 30℃左右 15℃以上 —

果实膨大期和成熟期 35℃以下 18℃以上 —

B.3.2 光照

采用透光性好的薄膜，冬春季节保持膜面清洁，白天揭开保温覆盖物，尽量增加光照强度和时间。

夏秋季节定植，初期适当遮阳降温。

B.3.3 空气湿度

根据西瓜不同生育阶段对湿度的要求和控制病害的需要，空气相对湿度的指标为:幼苗期80%～90%、

开花结瓜期70%～85% 。通过地面覆盖、膜下滴灌、通风排湿、温度调控等措施，控制湿度。

B.4 肥水管理

B.4.1 幼苗期

定植后及时浇水，幼苗后浇一次幼苗水，水应浇足；以后如土壤墒情确实严重，可在蔓长30 cm～

40 cm时再浇一次小水。

B.4.2 伸蔓初期

结合浇幼苗水每667 m
2
采用滴灌式追施速效氮肥5 kg。

B.4.3 开花坐果期

不追肥，严格控制浇水，但可浇小水。

B.4.4 果实膨大期和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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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果（鸡蛋大小）褪毛时第一次浇水，此后当土壤表面早晨潮湿、中午发干时再浇水一次，如此

连2～3次浇水，每次应浇足；当果实定个（停止生长）后停止浇水。结合第一次浇水追施膨瓜肥，以速

效化肥为主，每667 m
2
的施肥量为磷肥2.7 kg，钾肥5 kg，化肥以滴管为主，尽量避免伤及西瓜的茎叶。

B.5 植株管理

B.5.1 整枝压蔓

早熟品种一般采用单蔓或双蔓整枝；中、晚熟品种一般采用双蔓或三蔓整枝；小西瓜品种采用三蔓

或四蔓整枝，也可采用稀植多蔓整枝。三蔓以上整枝的要在瓜苗6～7叶时摘心。第一次压蔓在蔓长40

cm～50 cm时进行，以后每间隔4～6节再压一次，压蔓时要使各条瓜蔓在田间均匀分布，主蔓、侧蔓都

要压。坐瓜前要及时抹除瓜杈，除保留坐瓜节位瓜杈以外，其他全部抹除，坐瓜后减少抹杈次数或不抹

杈。

B.5.2 授粉

设施栽培时，可采用熊蜂授粉，风口应设置防虫网。西瓜花期，每667 m
2
放置1箱西瓜专用蜂，使

用期35 d～40 d到期更换。蜂箱放于设施中央，用药前及时将蜂箱移出。

B.5.3 留瓜

待幼瓜生长至鸡蛋大小，开始褪毛时，进行选留瓜，一般选留主蔓第二或第三雌花坐瓜，侧蔓第一

或第二雌花坐瓜，大瓜型采用单蔓、双蔓、三蔓整枝时，每株只留一个瓜。采用多蔓整枝时，一株可留

两个或多个瓜。

B.5.4 顺瓜和翻瓜

B.5.4.1 顺瓜

在幼瓜拳头大小时将幼瓜瓜柄顺直，幼瓜下面垫上麦秸、稻草，或将幼瓜下面的土壤拍成斜坡形，

把幼瓜摆在斜坡上。

B.5.4.2 翻瓜

果实停止生长后要进行翻瓜，翻瓜在下午进行，顺一个方向翻，每次翻转角度不超过30°，每个瓜

翻2～3次即可。

B.6 采收

B.6.1 采收期

西瓜采收期应：

——当同一节位和相近节位的卷须上部呈枯黄状态，瓜面坚硬光滑且具光泽，纹理清晰，瓜肩较钝

园，脐部和果蒂部凹陷，表明瓜已成熟，即可采收。一般在授粉后30 d采收为宜；

——中晚熟品种在当地销售时，成熟度9成以上采收。远程销售的成熟度8成采收。

B.6.2 采收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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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时用剪刀将瓜柄从基部剪断，每个瓜保留一段绿色的瓜蔓。生长期使用化学合成农药的西瓜，

应在农药安全间隔期之后采收。采瓜时果实上带 4 cm～7 cm。避免雨天采收。瓜温较低、瓜面无露水

时采收，高温季节应傍晚采收。采瓜和装运过程要轻拿轻放。

B.7 病虫害防治

地理标志产品梁山西瓜（小梁山西瓜）病虫害防治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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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资料性）

病害及其防治

C.1 西瓜病害及其防治见下表。

表C.1 西瓜病害及其防治

病害名称 农业及物理防治措施 药剂防治

苗期猝倒病

1.选用抗病品种，培育无病虫壮苗。

2.提倡营养钵育苗；加强苗床管理，防止

低温高湿。

3.选择未种过瓜类及果菜类地块建苗床。

4. 配制营养土用的有机肥应充分腐熟。

1.苗床土消毒：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处理土壤， 每

m
2
用药 8 g 与 15 kg 细土拌匀， 播种时下铺上盖。

2.发现病苗浇灌苗床：72.2%霜霉威水剂，5.0 g/m
2
～

6.2g/m
2
。

3.发病初期喷雾防治：72%克露可湿性粉剂， 130 g/667

m
2
～160 g/667 m

2
。

苗期立枯病

1.选用抗病品种，培育无病虫壮苗。

2.提倡营养钵育苗，选用无病土壤育苗或

苗床土消毒。

3.加强通风，降温排湿。

1.苗床土消毒： 同苗期猝倒病。

2. 发病初期喷雾防治： 可选用以下药剂：

(1)5%井冈霉素水剂， 200 g/667 m
2
～250 g/667 m

2
，

(2) 50%扑海因可湿性粉剂，50 g/667 m
2
～100 g/667 m

2
。

枯萎病

1.选用抗病品种，培育无病虫壮苗。

2.提倡营养钵育苗， 选用无病土壤育苗或

苗床土消毒。

3. 与非瓜类及茄果类实行 5年以上轮作。

4. 使用嫁接苗。

5.及时拔除病株深埋，采后清除病残株至

田外销毁。

1.苗床土消毒：同苗期猝倒病。

2.定植幼苗前或发病初期灌根，每株 250 g～500 g 药

液，视病情防治 1～3 次，注意轮换用药，可选用以下

药剂：(1) 2%农抗 120 水剂， 200 倍液，(2) 25%络氨

铜水剂，300～600 倍液，(3) 50%多菌灵可湿性粉，500

倍液。

炭疽病

1.与非瓜类作物实行 2年以上轮作。

2.适时浇水施肥，加强排水，防止积水。

3.设施栽培，发病期适当增加通风时间。

4.合理密植。

1.药剂浸种，可选用以下药剂： 0. 1%高锰酸钾溶液，

浸种 5～6小时。

2.定植前喷雾防治：80%炭疽福美可湿性粉剂， 125 g

/667m
2
～150 g/667 m

2
。

3.发病后喷雾防治：80%代森猛锌可湿性粉剂， 130

g/667m
2
～210 g/667 m

2
。

白粉病

1.选用抗病品种，培育适龄壮苗。

2.前期控水，加强中耕。

3.保持适宜昼夜温差，昼温 28 ℃～30 ℃，

夜温 13 ℃～15 ℃。

发现病叶及时喷雾防治，可选用以下药剂：

1. 50%硫磺悬浮剂，150 g/667 m
2
～200 g/667 m

2
。

2. 80%苯甲醚菌酯可湿性粉剂，10 g/667 m
2
～15 g/667

m
2
。

注：药剂使用次数及安全间隔期符合NY/T 393的要求。



DB2101/T 0045—2021

13

表 C.1 （续）

病害名称 农业及物理防治措施 药剂防治

小地老虎

1.清除田间、地边及附近杂草。

2.糖醋液或黑光灯诱杀成虫。

3.人工捕捉幼虫。

1.用干草粉碎配制 25%灭幼脲 300 倍液毒饵，每 667 m
2
撒施 1. 5

kg～2. 5 kg 毒饵，诱杀幼虫。

2.喷雾防治 3 龄以下幼虫，可选用以下药剂：(1)5%锐劲特悬浮

剂，18 g/667 m
2
～30 g/667 m

2
，(2)20%除尽乳油，25 g/667 m

2
～

35 g/667 m
2
，(3)50%西维因可湿性粉剂 100 g/667 m

2
～130 g/667

m
2
。

2.3 龄以上幼虫灌根：50%敌敌畏乳油 1000 倍液， 250 ml 药液/

株。

蝼蛄 黑光灯诱杀成虫。
用麦麸制作辛硫磷毒饵（麦麸︰50%辛硫磷＝20︰1）诱杀， 每

667 m
2
用 2 kg毒饵，撒入蝼蛄活动隧道上。

蛴螬

1.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及时灌水。

2.深耕深翻压低越冬虫量。

3.人工掘土捕捉蛴螬。

1.定植前用 20 亿/g 的白僵菌 1. 5 kg/667m
2
，拌湿细沙沟施。

2.灌根：50%辛硫磷乳油，1000 倍液，250 ml 药液/株。

种蝇

1.无虫土育苗， 如营养钵基质育苗。

2.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3.春耕宜早，防止耕翻过迟、湿土暴露，

引种蝇成虫产卵。 适时秋耕土壤。

4.糖酒液或色板诱杀成虫。

1.释放剑毛帕厉螨防治幼虫和蛹，初期 50 头/ m
2
～200 头/ m

2
预

防，后期 300 头/m
2
～500 头/m

2
防治。

2.种蛆为害时灌根，可选用以下药剂：(1)硫酸亚铁，3 000～4 000

倍液，(2) 50%乐果乳油，60 g/667 m
2
～80 g/667 m

2
。

瓜蚜

1.及时清除残株枯叶，深埋或销毁。

2.黄板诱杀有翅蚜。

3.设施栽培在通风口装 40 目防虫网。

1.发生初期释放瓢虫，1 卵卡/株, 挂置植株中上部。

2.成虫为害时喷雾防治，可选用以下药剂：(1)5%天然除虫菊素

乳，40 g/667 m
2
～50 g/667 m

2
，(2)10%烯啶虫胺水剂，10 g/667

m
2
～20 g/667 m

2
。

红蜘蛛

1.及时清除残株枯叶，深埋或销毁。

2.结合田间管理，及早发现虫害，挑治

危害中心株。

3.设施栽培在通风口装 40 目防虫网。

1.发生初期于中心株释放捕食螨，巴氏钝绥螨 30 头/m
2
， 或拟

长毛钝绥螨 8头/m
2
，或智利小植绥螨 5头/m

2
。

2.成虫为害时喷雾防治，可选用以下药剂：(1) 10%吡虫啉可湿

性粉剂，10 g/667 m
2
～20 g/667 m

2
，(2)25%灭螨猛可湿性粉剂，

50 g/667 m
2
～60 g/667 m

2
，(3)57%炔螨特乳油，10 g/667 m

2
～

12 g/667 m
2
。

黄守瓜

1.在瓜苗周围地面上撒一层草木灰、

锯末或麦壳等防止成虫产卵。

2.清晨露水未干时捕捉成虫。

1.幼虫为害瓜根时灌根：2.5%鱼藤酮乳油，500～800 倍液。

2.成虫为害时喷雾防治，可选用以下药剂：

(1)5%抑太保乳油，40 g/667 m
2
～60 g/667 m

2
，

(2)5%卡死克乳油，30 g/667 m
2
～50 g/667 m

2
，

(3)20%氰戊菊酯乳油，20 ml/667 m
2
～40 ml/667 m

2
。

蓟马

1.早春清除田间杂草和枯枝残叶，集中

烧毁或深埋，消灭越冬成虫和若虫。

2.及时整枝打杈，勤浇水，勤除草，加

强肥水管理，增施有机肥和磷钾肥，促

进植株健壮生长，及提高植株的抗逆

性。

3.覆盖地膜，可以提高地温，促进苗期

生长，可以阻止蓟马入地化蛹，降低成

虫羽化率。

4.利用蓟马趋蓝色的习性，在田间设置

蓝色粘板，诱杀成虫，粘板高度与作物

持平。

25%噻虫嗪水分散粒剂, 3000-5000倍灌根。

注：药剂使用次数及安全间隔期符合NY/T 393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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