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地方标准《绿色防控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标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项目背景（包括全省产业现状，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情况等；） 

1.1 产业现状 

绿色发展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防控，指的是基于

环境友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作物健康等可持续发展理论，采用生态调控、健康

栽培、免疫诱导、生物防治、理化诱控和科学用药等多种措施相协调的农业有害

生物防控技术。绿色防控技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可以减少农

药的施用量，减少农药在作物上的残留，保障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第二，绿

色防控技术以创造生态健康的农田生态系统为主要措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农

业生产景观打造、农产品品牌建设等方面发挥独特优势；第三，随着现代农业发

展和劳动力资源短缺等现状，采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承受日益增长的劳动

力、农业投入品等成本，绿色防控技术以“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指导方针，

把有害生物总数控制在一定范畴中， 借此方式有效维持系统内物种的多样性， 

确保农田系统的相对稳态性，引领农业产业经济在稳定发展中获得提升。易于标

准化操作，对减少成本投入、提高产品质量效果显著。 

 

图一  金华婺城区水稻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和武义县莲鳖共育绿色示范基地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近年来，浙江省高度重视绿色防控

技术的应用，把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路

的发展思路融入各条产业的发展中，并明确提出高水平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战略目标。 

2017 年，浙江省农业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授予唯一一个整省推进的国

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以来，在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开展了卓有成效

的工作。2017年至 2020年，全省累计创建 500个高水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全

省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40%以上，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60%以上。结合农药实名制和定额制改革，浙江省先后实施

了《关于开展 2022 年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农药定额制）示范区和省级

星级植保服务组织评估工作的通知》（浙植〔2022〕22 号）、《关于印发水稻

等 7种农作物化学农药定额制施用标准（试行）和技术指导意见的通知》（浙植

〔2021〕12号）等推行绿色防控生产技术。 

随着现代农业和生物技术的发展，绿色防控技术在研究开发、推广应用等方

面也取得较大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调控技术的研发。主要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种植显花植物、蛙类

保护和养殖、种植诱虫植物等。以稻虾共作为例，研究发现，短期稻虾共作对稻

田杂草的抑制作用明显，长期的稻虾共作会逐步形成新的杂草群落结构。茶园种

植显花植物圆叶决明、羽叶决明和双荚决明等，可降低灰茶尺蠖繁殖能力、缩短

成虫寿命，具备作为灰茶尺蠖生物防控开发的潜力。稻田种植芝麻、波斯菊等显

花植物，可对稻飞虱、稻纵卷叶螟起到诱虫作用。作为补充食物源的显花植物能

够通过聚集天敌、改变性比、延长寿命、增加繁殖力和寄生率来增强天敌的效力，

最终达到降低害虫数量的目的。保护蛙类、赤眼蜂等天敌，可以减少多种害虫的

数量，赤眼蜂为卵寄生蜂，在玉米田可寄生玉米螟、黏虫、条螟、棉铃虫、斜纹

夜蛾和地老虎等鳞翅目害虫的卵。目前推广普遍的诱虫植物有苏丹草、香根草等。

研究表明，二化螟雌成虫对苏丹草和香根草均表现出较强的产卵选择性,产在苏

丹草和香根草上的卵量分别是产在水稻上的 3.02和 4.56倍。 

 

图二 余姚的稻田显花植物种植和诱虫植物香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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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免疫诱导技术研发。植物免疫诱导剂是指没有直接的杀菌或抗病

毒活性，但能够诱导植物免疫系统使植物获得或提高对病菌的抗性及抗逆性的药

物或其代谢产物。植物免疫诱导剂通过激活植物的免疫系统并调节植物的新陈代

谢，增强植物抗病和抗逆能力。研制植物免疫诱导剂以控制农作物病害是植物保

护的新思路、新途径。植物病原菌与植物互作过程中产生的蛋白激发子能激发植

物防御反应，提高植物免疫力，预防或减轻病害发生，是当前生物农药开发的新

领域。目前，植物免疫诱导剂在粮食作物、果蔬和花卉等经济作物生产上已经广

泛使用。如阿泰灵（6%寡糖·链蛋白可湿性粉剂；3%氨基寡糖素＋3%极细链格孢

激活蛋白）能有效促进小麦生长，并提高小麦抗病性，防御酶活性提高和抗病基

因表达。5%氨基寡糖素水剂应用于小麦、棉花、甜椒、晚稻等作物上，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物生长、防病、抗逆、增产和改善品质的效果。目前常用的诱导剂主要

有抗虫性诱导和抗病性诱导。 

（3）生态健康栽培技术。主要有生态培肥、化肥合理施用、苗期管理、合

理种植等。生态健康栽培又称生态农业，是指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

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在农业发展过程

中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高效农业。生态农业要

求将一二三产业结合，平衡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最终

达到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常见的有北方“四位一体”生态模式、

南方“猪-沼-果”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模式、农林牧

复合生态模式、生态种植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生态渔业模式

及配套技术、设施生态农业及配套技术、观光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等。 

 （4）生物防治技术。主要有释放天敌、综合种养、生物农药等。生物防治，

以虫治虫，在保护农作物的同时，减少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是病虫害防治的一

项重要技术。提倡在害虫发生前或数量较少时释放天敌，同时采用慢速释放系统，

分期分批释放捕食害虫，使害虫种群长期被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同时在天敌释

放过程中应采取选用对天敌影响较小的药剂，尽量少用毒性强、残效长、杀虫范

围广的广谱性农药。如丽蚜小蜂和养护草蛉是白粉虱的天敌。据试验表明，一只

丽蚜小蜂能够消灭 20~30只白虱粉，1头养护草蛉能够消灭 170头粉虱幼虫，所

以在白粉虱初发生地适量释放以上两种天敌具有非常好的防治白粉虱效果。一般



可以每隔 10~15 天释放天敌一次，释放天敌比例 2 比 1 即可，连续释放 3~4 次。

综合种养有稻鸭共作、稻虾共作、稻蟹共作等模式。综合种养可以在提高水稻等

粮食作物品质的同时获得养殖收益，是一项集合绿色生产与高效农业的综合技术。

以稻鸭共育为例，通常一亩田可以放养 20 只鸭子，80天以后可以出栏。能减少

化肥农药的投入，节约成本，提高水稻品质，在绿色防控方面的表现也非常优异。

生物农药主要指利用生物活体（真菌、细菌、昆虫病毒、转基因生物、天敌等）

或其代谢产物（信息素、生长素、萘乙酸钠、2，4-D 等）针对有害生物进行杀

灭或抑制的制剂，又称天然农药。目前国内生物农药的年产量为 12 万吨，防治

面积达 2670 万公顷，约占农药市场份额的 5%。生物农药有效成分登记超过 90

种，登记产品约 3000 个，其中抗生素产品约占登记产品总数的 70%。生物农药

产品约占我国登记农药总数的 11%～13%。 

 

图三  稻蛙、稻虾生态共养技术 

（5）理化诱控技术。理化诱控是利用害虫的趋光性、趋食和性信息素进行

诱集捕杀的技术。理化诱控是绿色防控技术体系的一项重要组成，指的是利用物

理手段、信息化学物质（这里的化学物质指由植物或昆虫分泌的自然界广泛存在

的物质，对环境无污染）控制昆虫的行为，吸引昆虫，并通过粘附，电击，空间

隔离捕集昆虫个体，达到监测或诱杀害虫的目的。目前理化诱控中的性诱、灯诱、

色板诱虫都是被实际所检验，具有良好应用价值的技术。 

（6）科学用药技术。绿色防控并不是杜绝农药的施用，而是通过生产措施

改进、非化学防治技术的应用达到减少农药使用的目的。科学用药包括农药品种

选择、防治适期、适用技术、质量控制等。 

（7）智慧植保。包括病虫害的智能测报，决策系统的应用，航空植保技术

的开发等。智能测报灯也称物联网测报灯，是利用现代光、电、数控集成技术，



实现了虫体高温智能处理、传送带配合运输、整灯自动运行等功能。目前在生产

上应用日益普遍。有些智能化的产品，可以与病虫害监控决策系统结合，在无人

监管的情况下，智能测报灯可自动完成诱虫、杀虫、虫体分散、拍照、运输、收

集、排水等系统作业，并与无线模块相连，适用于异地无线远程数据的收发，可

根据需要实时的对环境气象和虫害情况上传到指定网络服务器，对上传的图片进

行识别后，可对虫子种类及数量进行识别确认。航空植保技术是指应用农用飞机

或直升飞机防治病虫害和除草的措施，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航空植保技术在

我国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特别适用于平原、大面积的田间作业和病虫害统

防统治。 

 

图四 杭州拓普云农公司研发的虫情测报灯和常用植保无人机 

（8）管理实施。绿色防控作为减轻土壤负担、降低农残，保障农作物安全

生产的新型技术，与传统植保方式相比，使得植保工作更智能化、科学化，效率

更高、效果也更好。但在生产中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需要科技和成本投入，

有必要在政府决策管理层面通过评定或评价推动该工作实施。 

1.2 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面临当前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农业绿色发展领域变革，农业绿色发展的基本内

涵是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农业，以优质农产品和农业生态产品持续供给为目标，

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生态保育型技术、装备为支撑，逐步建立生产生活

生态相协调的多功能农业生态体系的发展过程。绿色防控涉及的专业技术领域复

杂，包含了农业手段、物理、生物和化学的防治技术，此外还有配套的技术，如

农田环境的调控、虫情的测报以及相关产品的检验检疫等。难以通过单项技术实

现绿色防控，有必要综合现有的技术方法，采用建立标准体系的模式解决。标准



体系的各个模块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对病虫害的综合生态防控具有规范指

导作用。 

当前我国在病虫害绿色防控方面的标准主要是单项技术标准，在标准体系方

面的标准相对缺乏。实际上，绿色防控是多项技术的综合应用。目前我国在标准

体系建设中现行的标准主要有： 

GB/T 3533.1 标准化效益评价 第 1部分：经济效益评价通则 

GB/T 3533.2 标准化效益评价 第 2部分：社会效益评价通则 

GB/T 13016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二、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主要起草

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2.1 任务来源 

本标准列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2年第三批浙江省地方标

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浙市监函〔2022〕250 号）第 17项，计划名称为《绿

色防控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2.2 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负责起草，由植物保护与微生物研究所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负责。 

2.3 主要工作过程 

 （1）制定工作计划：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微所与质量营养所根据标准制修订工作的任务要求，

2022年5月份，制定工作计划，成立标准起草小组。2019年以来，浙江省农业科

学院承担了黄岩区绿色发展项目，本标准起草充分吸收了黄岩区“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先试支撑体系建设”项目的先进成果，开展了标准的前期研究，关键技术标

准的整理，标准征求意见等。 

（2）收集整理相关资料：标准起草小组开展了绿色防控标准体系的研究，

水稻、果树、茶叶等重要作物绿色防控技术标准的收集整理工作。 

（3）确定标准大纲：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标准起草小组进行了标准框

架讨论和整理，确定标准的框架为：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构建方法、标准体



系内容、实施和管理、效果评价。并就标准框架于2022年12月26日在湖州进行了

专题研讨。 

（4）起草标准征求意见稿：2023年5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如技术指标、

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3.1 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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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科学性原则 

标准起草过程中，以国内外的文献报道和标准起草小组成员的研究成果为主

要依据，结合近年来绿色防控的要求、新技术应用情况、以浙江省为核心的病虫

害发生情况和防治技术要求等，以可操作性和科学性确定有关技术指标，基本满

足当前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技术需求。 

（3）适用性原则 

适合病虫害绿色防控的特点与要求，简洁明了，便于生产一线人员使用。 

3.2  标准主要内容确定依据 

3.2.1本规范的适用范围和规范性引用文件 

3.2.1.1 本规范的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病虫害绿色防控标准体系建设和标准制定的指导。 

3.2.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的规范性引用文件有： 

GB/T 3533.1 标准化效益评价 第1部分：经济效益评价通则 

GB/T 3533.2 标准化效益评价 第2部分：社会效益评价通则 

GB/T 13016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3.2.2 术语和定义 



目前我国关于绿色防控有大量的文献报道，尚缺少统一权威的定义，标准起

草单位经过反复，根据文献对比和专家意见，确定绿色防控的定义如下： 

基于环境友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作物健康等可持续发展理论，采用生态调

控、健康栽培、免疫诱导、生物防治、理化诱控和科学用药等多种措施相协调的

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技术。 

目前该术语和定义已经列入标准起草组起草的团体标准《水稻有害生物绿色

防控标准体系》（T/ZNZ 078—2021）中。 

3.2.3 标准框架 

标准体系类标准的编写不同于普通的标准，本标准的编写主要参照《标准体

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GB/T 13016）考虑了以下原则：系统性、协调性、先进

性、开放性和实用性等原则。 

标准框架主要根据当前绿色防控的技术特点进行了设置。除了基础标准以外，

主要考虑了生态调控技术、免疫诱导技术、健康栽培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理化

诱控技术、科学用药技术和智慧植保等8个子体系。每个子体系根据现有标准的

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划分。 

根据国家标准对于开展标准体系的指导性标准《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GB/T 13016），本标准采取了序列结构的形式。标准技术路线图如下： 

 

 

 

 

 

 

 

 

 

 

 

 



 

 

 

 

 

 

 

 

 

 

 

 

 

 

 

 

 

 

 

 

3.2.4 管理评价方法 

开展绿色防控管理评价是今后开展绿色防控实施效果的重要工作，本标准根

据当前的参考文献资料，初步确定了绿色防控覆盖率的计算方法： 

根据本县（市、区）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面积、种植面积，测算水稻病

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 绿色防控覆盖率按式（1）计算。 

γ =
∑𝑚𝑔𝑐

∑𝑚
× 100% 

式中： 

γ --绿色防控覆盖率，单位为百分比（％）； 

协调性 

基本原则 

系统性 

构建方法 

标准体系内容 

实施和管理 

效果评价 

先进性 

实用性 

开放性 

建立标准体系结构 

建立子体系 

标准体系表 

标准统计表 

标准体系编制说明 



∑𝑚𝑔𝑐--调查样本实施绿色防控的面积总和，单位为亩（667m2）； 

∑m--调查样本的面积总和，单位为亩（667m2）。 

四、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关系以及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的重复性、协调性分析 

从标准体系的系统性和标准体系结构的合理性出发，体系中尚有部分标准缺

失，如色板诱控技术应用较广，但是相关的产品标准和使用技术规范缺失；生态

防控应与统防统治相结合，但相关的技术和管理规范缺失；生态防控技术统计、

防控效果评价等相关标准缺失。为未来“十四五”期间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的发展应用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 

五、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5.1 关于“6.2 子体系”的说明 

标准起草组“十三五”以来，围绕绿色防控技术要求，先后开展了水稻、蔬

菜、茶叶、果蔬等作物的绿色防控技术及适用标准的研究。以水稻病虫害绿色防

控及数为核心，在亚洲发展银行、国家基金和省科技公益性（农业）科研专项的

资助下，集成了田埂或插花种植芝麻、调节稻田系统生物多样性和提高稻田生态

系统自然控害能力为核心内容的生态工程控制害虫技术体系和规范。研究结果在

《Nature》子刊《Nature plants》发表。并集成了以下7项浙江省地方标准或团

体标准。 

表 2 标准起草组目前已形成的系列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代号 

1 水稻害虫生态工程控制技术规程 DB 33/T 2069—2017 

2 稻田释放赤眼蜂防治稻纵卷叶螟技术规程 DB 33/T 2072—2017 

3 应用香根草防治水稻螟虫技术规程 DB33/T 2253-2020 

4 水稻对稻纵卷叶螟抗性鉴定技术规程 T/ZNZ 022—2020 

5 水稻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范 T/ZNZ 052—2021 

6 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评价方法 T/ZNZ 076—2021 



7 水稻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标准体系 T/ZNZ 078—2021 

 

2021年《浙江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产品推荐名录》明确提出理化诱控、

天敌生物类病虫害防治产品。现有已建立的技术标准为本项标准子体系的建立提

供基础。根据现有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及实践，本标准建立子体系如下： 

 

5.2 关于绿色防控效果评价的说明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质量兴农

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提出实施绿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治行动，建

设300个绿色防控示范县，主要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50%以上。2019

年以来，全国农技中心组织开展了二批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县”创

建工作，经各省推荐、专家评审，共评出绿色防控示范县203个，其中浙江省有：

长兴县、安吉县、湖州市吴兴区、衢州市衢江区、青田县。 

本标准涉及的生态调控、免疫诱导、生物防治等技术，近年来先后在浙江、

湖南、江西等10个省（市、区）大面积推广应用，累计应用面积2417万亩，节本

增效10.09亿元，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在实施区域内减少化学杀虫剂的

使用1-2次，化学杀虫剂减量30-50%，天敌种类和数量较未使用绿色防控的稻田

显著提高，生态系统的自然控害能力显著增强。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充分征求相关科研、技术推广、生产基地等相关单位意

见，无重大分歧。 

七、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八八战略”中指出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

色浙江”。本标准作为一项综合性绿色防控生产技术，有利于指导各地在践行“农

药化肥减量”“绿色生产先行示范县建设”等工作中，充分利用现有技术优势，

建立当地适用的绿色防控技术。标准预期效益如下： 

一是为产业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

该标准为绿色生产技术的推广实施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二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标准技术内容纳入多项政府部门制定农药减量化

和绿色防控政府决策和项目建设的依据。有利保障了粮食安全、生态安全、食品

安全和农村人居环境安全。 

三是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升。绿色防控技术专业性强，单一农户难以

实施。以人工繁育和释放赤眼蜂控制水稻害虫技术为例，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在我

国多个稻区示范应用。然而，传统的粗放式释放和蜂种选择的随意性，释放效果

不稳定，国家与地方也并未对释放赤眼蜂制定相关标准。为提高放蜂控害效果，

浙江省农科院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金华市植保站等基层农技推广部门合

作在国内最早开展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明确了利用赤眼蜂防治稻纵卷叶螟的一

系列实用性技术，有效解决释放效果不稳定等传统粗放式释放遇到的瓶颈问题。

该技术标准为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技术参考，有利于推动我省农业生产转型。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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