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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地方标准《白菜类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蔬菜产业是我市农业十大主导产业之一，关乎国计民生。白菜类

蔬菜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量最大的蔬菜，也是我市播种面积最大的蔬

菜种类，常年种植面积 11 万亩以上，占全市蔬菜总播种面积的 18%

以上，产量 17 万吨以上，占全市蔬菜总产量的 19%以上；作为保障

型蔬菜的主要品种，白菜类蔬菜为确保全市“菜篮子”市场的安全稳

定供应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市白菜类类设施栽培面积不断扩大，种植茬口增

多，为病害虫发生繁衍提供了丰富的食料、良好的生境及越冬条件，

黄曲条跳甲等已经上升为我市蔬菜优势害虫。为保障白菜类蔬菜的商

品性和产量，生产上多采用速效性好、残效期长的有机磷、菊酯类等

化学农药，但因黄条跳甲、夜蛾类、小菜蛾世代重叠严重且极易产生

抗药性，加之速生白菜生长期短，导致农药残留超标风险高企。为满

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大量名特优白菜新品种不断引进，设

施化栽培和集约化种植模式快速发展，从而导致偶发病害演变为常发

病害、次要病害上升为主要病害，特别是新发疑难病害不断涌现，且

易发、多发、重发。同时，由于病害发生规律不清、防治难度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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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上不合理使用农药现象较为突出，不仅未能达到预期防治目标，而

且对蔬菜质量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近几年来我市蔬菜农残检测，有机

磷农药超标占超标总数的 70%以上，且其中绝大多数从白菜类蔬菜中

检出。因此，白菜类蔬菜病虫害已经成为制约我市蔬菜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为保障我市白菜生产安全，必须转变传统的防控方式，应用和推

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目前我市还没有白菜类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

技术规范，虽然有相关栽培技术规程，但对病虫害绿色防控方面不系

统，因此制定系统和针对性地绿色防控地方技术规范，是农业标准化

生产的需要，也是有效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要，更是保护生态环

境的需要，通过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态调控等无害化防控措施降

低化学农药使用量，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从源头上解决农药残留超标、

药害等问题，对我市确保白菜周年均衡供应，切实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强度，特别是保障夏秋蔬菜淡季白菜的有效供给和食用安全均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对蔬菜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一批市地方标准制

定计划的通知》（湖市监标准〔2023〕72 号）。 

2. 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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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起草单位：德清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德清农博家庭农场

有限公司、德清县莫干山镇乐达家庭农场、湖州市植保检疫与耕肥管

理站、湖州市农业科技发展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杨凤丽、吕进、宓盛、任洁、赵根、陈丽

萍、周利利、汪春云、陈哲、杨娟、王红、谢宇清、沈瑛瑛、马海荣、

姚军华、王菊仙、张乐达。 

3.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杨凤丽：生产调研，标准整体框架的搭建、编写和校核。 

吕进、赵根、陈丽萍、周利利：生产调研，标准整体框架的搭建

和校核。 

宓盛、任洁、孙莉、汪春云、陈哲、杨娟、王红：生产调研，标

准技术内容起草编写。 

谢宇清、沈瑛瑛、马海荣：生产调研，试验调查，标准文本编写

和校核。 

姚军华、王菊仙、张乐达：试验调查， 生产验证。 

4、主要起草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自接到标准立项文件，成立了由德清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湖州

市植保检疫与耕肥管理站、湖州市农业科技发展中心等相关技术人员

组成的标准编制起草小组。 

（2）材料收集调研与起草草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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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12月，为提高该标准的适用性和规范性，起草小组多方

调研，听取有关人员及业内人士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并结合近几年的

试验示范成果和生产经验，通过综合分析、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

终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在起草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白菜类蔬菜

相关资料，截至目前，暂无白菜类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有关的国家标

准国家、行业标准，浙江地方标准仅有白菜类蔬菜相关的栽培技术规

范，均侧重品种、育苗、肥水管理等栽培技术措施，病虫害方面比较

笼统，对湖州地区的针对性不强；本标准以植保技术为主，根据湖州

白菜类蔬菜产区生产条件和生态气候条件，总结分析了病虫害发生规

律和特点，对病虫害防控时间节点把控、防治措施等更具针对性和更

全面，操作性更强。为使本标准在白菜类蔬菜病虫害防控过程中起到

规范作用，起草组在制定标准时力求科学性、可操作性，以科学、谨

慎态度，充分参考相关标准，在对白菜类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方面做

充分调查研究，听取有关人员及业内人士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湖州市

实际，通过综合分析、充分验证资料，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终确

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3）立项论证及研讨 

2023 年3月14日，在湖州召开了立项论证会。立项论证会专家组

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浙江农林大学、湖州市农业科技发展中心、湖

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研究院等单位的 5 位专家组成，专家一致认

为该标准草案稿在湖州白菜类蔬菜产区的实践经验基础之上提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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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研究和实践基础。草案框架结构基本合理，内容较为全面。

同时，提出了该标准需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的名称及内容等意见。 

（4）起草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3年X月X日至X月X日，根据专家组意见，对标准文本内容进

行了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5）征求意见 

2023年X月X日至X月X日，标准起草小组向湖州市X个单位或专

家征求了意见。 

共对征求意见稿提出了X条反馈意见，采纳X条、部分采纳X条、

不采纳X条。 

（6）送审稿 

2023年X月X日至X月X日，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标准送

审稿。 

（7）标准审定 

2023年X月X日召开了标准审定会议，与会专家一致同意通过了

对该标准的技术审查。 

（8）形成报批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依据 

（一）编制原则 

在制定标准时，坚持规范性、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和先进性

原则。 

1、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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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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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和编制。标准文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

准编写模板TCS2010版进行编排，确保标准的起草编排的规范性。 

2、科学性 

标准起草过程中，围绕“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遵循“预

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结合近年来白

菜类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试验示范研究成果，在调查、分析和

总结的基础上，确定有关技术指标，确保技术具有科学性。 

3、实用性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本标准以季节为主线，根据白菜类蔬菜

的一年四季生长特点，规范每个季节的病虫害防治技术，从实用角度

出发，将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生态调控和科学用药等环

境友好型系列技术举措的过程给予指导性原则。 

4、先进性 

技术规程的先进性是关系到标准推广和应用前景。在起草过程

中，广泛征求和采纳同行专家的意见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吸收其他

标准中的合理、适宜的内容，保证内容和条款的先进性。 

（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主要是根据农药合理使用准则（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GB 4285）、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NY/T 

1276）、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NY/T 393）相关标准进行编写，

并结合当地的试验调查以及同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完成标准的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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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稿。本标准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

是相一致的。 

1、标准框架结构 

本标准共有8个部分，3个资料性附录，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

件、术语和定义、主要病虫害种类、防控策略、防控措施、农药废弃

物处理、生产档案以及附录（白菜类蔬菜主要病虫害及其发生特点、

白菜类蔬菜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生物农药推荐表、白菜类蔬菜主要病

虫害绿色防控化学农药推荐表）。 

2、主要条款的说明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白菜类蔬菜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范的术语

和定义、主要病虫害种类、防控策略和防控措施等。本文件适用于白

菜类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依据本标准文本所选定的指标需要，引用相应的标准。所引

用的文件均为“现行有效”，并且在文本中被“规范性引用”。 

（3）术语与定义 

根据相关资料并结合生产实际需要，界定了白菜类蔬菜和绿色防

控2个与本标准相关的术语定义。 

（4）主要病虫害种类 

对白菜类蔬菜生产上的主要病虫害发生种类进行了说明。菌核

病、霜霉病、根肿病、白粉病、炭疽病、软腐病、病毒病、根结线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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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黄条跳甲、蚜虫、小菜蛾、菜青虫、烟粉虱、斜纹夜蛾、甜菜夜

蛾、菜螟、猿叶甲、蜗牛、蛴螬等。主要病虫害危害症状和发生特点

在附录A白菜类蔬菜主要病虫害及其发生特点进行了描述。 

（5）防控策略 

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树立“公共植保、绿

色植保”理念，针对白菜类不同种类、不同时期病虫害发生特点，采

取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生态调控和生物防治为核心，科学使用化学农

药的综合防治技术，禁用高毒、高残留农药，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

期。 

（6）防控措施 

以白菜类蔬菜从播种到采收全生育期为主线，根据生长特性，分

别从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生态调控、科学用药等5个方

面对防控措施进行了详细规范。 

农业防治：主要包括避雨栽培、遮阳网覆盖、合理水肥管理、温

湿度调控、清洁田园等。保留设施顶膜，四周通风，或利用大棚原有

的骨架，在架的顶部盖上薄膜；露地栽培出苗前用黑色或银灰色遮阳

网进行畦面覆盖；采用微喷或滴灌等方式，前期以高氮低磷中钾肥料

为主，中后期以中氮低磷高钾肥料为主；冬春季栽培以增温度、降湿

度、促生长、防病害为主，夏秋季高温季节以降温为主；及时清除田

间杂草、病株，保证田园清洁。这些技术措施主要来源于生产实践经

验，已被公认为行之有效，也是业内及当地生产实际应用或全国其它

省市同行共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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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防治：主要包括物理阻隔、趋避虫害、色板诱杀、灯光诱杀、

和性信息素诱捕诱杀等。根据设施、季节和防治对象，安装不同规格

防虫网；在田块四周悬挂银灰色膜条，或地面覆盖银灰色地膜，驱避

蚜虫等虫害；根据防治对象选择色板，如蚜虫、烟粉虱、斑潜蝇、黄

条跳甲等害虫，选用黄板，蓟马选用蓝板等；每2～3 hm
2安装一盏杀

虫灯，棋盘式连片布局。应用性信息素诱捕时布局上外密内疏，集中

连片诱捕成虫。性诱剂是经过农业农村部登记的产品，频振式杀虫灯

亦有国家标准，防虫网、银灰色地膜驱害、色板诱杀防虫等技术经过

了各地的检验，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 

生物防治：主要包括天敌防治和生物农药防治。根据防治对象释

放相应的天敌生物，如释放蚜茧蜂、食蚜瘿蚊、异色瓢虫防治蚜虫；

释放丽蚜小蜂、赤眼蜂、草蛉、烟盲蝽防治粉虱；释放东亚小花蝽防

治蓟马，应用昆虫病原线虫防治黄条跳甲幼虫等地下害虫。生物农药

防治要根据不同的靶标病虫害，选择适宜的品种（附录B白菜类蔬菜

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生物农药推荐表）。目前天敌产品已商品化生产，

应用技术已十分成熟；生物农药均为登记农药，防治效果经反复验证。 

生态调控：在道路和沟渠边，冬春季节种植豌豆、蚕豆，夏秋季

节种植芝麻、大豆、向日葵、大花六道木等多花蜜源植物；田块周围

适当保留一些低矮杂草，以保护和促增捕食螨、草蛉、寄生蜂、瓢虫、

蜘蛛等天敌；田块周边种植黄秋葵诱集烟粉虱、田块中间或周围间作

芹菜控制烟粉虱、间作莴笋控制菜青虫、种植槟榔芋或香梗芋诱集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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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夜蛾等，集中防治诱集植物的虫害。这些技术措施均来自于实践，

也经过了多年的应用验证。 

科学用药：选用对应的高效低毒农药（附录C 白菜类蔬菜菜类

蔬菜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化学农药推荐表），精准防治病虫害。首先

选用登记农药，通过反复的田间药效试验，对高效药剂严格用药剂量、

用药次数和安全间隔期等推荐指标，做到生产安全风险可控。严禁使

用禁（限）用农药。 

（7）农药废弃物处理 

使用过的农药瓶（袋）不得随意丢弃，应收集分类投放和回收处

置。 

（8）生产档案 

应建立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使用档案和生产档案，档案保存

期在2年以上。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证 

1、开展了白菜类蔬菜非化学防治主要害虫田间试验 

试验药剂有3种，即昆虫病原线虫制剂（EPN）、苏云金杆菌（Bt）、

黄板+性诱剂（H），应试作物为毛毛菜。试验结果表明，EPN+Bt+H

处理的叶片被害率为34.29%，虫情指数为9.90；EPN+Bt处理的叶片

被害率为17.27%，虫情指数为6.65；EPN单独处理的被害率为12.35%，

虫情指数为1.65；清水对照处理的叶片被害率为16.56%，虫情指数为

13.83。小青菜种植区：EPN+Bt+H处理的叶片被害率为37.43%，虫情

指数为9.99；EPN+Bt处理的叶片被害率为14.62%，虫情指数为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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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N单独处理的被害率为14.57%，虫情指数为1.77；清水对照处理的

叶片被害率为38.49%，虫情指数为9.48。 

在毛毛菜种植大棚中，清水对照危害率低于小青菜种植区，但虫

情指数较高。在三种处理中，EPN直接防控效果最好，毛毛菜和小青

菜的被害率分别为12.35%、14.57%，虫情指数均较低，分别为1.65

和1.77；其次为EPN+Bt处理，毛毛菜和小青菜的被害率分别为

17.27%、14.62%，虫情指数均较低，分别为6.65和4.17； EPN+Bt+H

处理效果最差，毛毛菜和小青菜的被害率分别为34.29%、37.43%，

虫情指数均较低，分别为9.90和9.99。EPN处理组防治效果达到88.10%

和81.38%，EPN+Bt处理组防治效果分别为51.94%和56.01%。 

2、昆虫病原线虫（EPN）防治白菜黄条跳甲的田间试验 

（1）有机白菜栽培基地 

试验药剂：绿保安昆虫病原线虫制剂（处理1，EPN），印楝素（处

理2，对照药剂1）、鱼藤酮（处理3，对照药剂2），应试作物为白菜。

试验结果表明，各处理对黄条跳甲均有明显的防治效果，单独使用

EPN制剂的处理的防效高于制剂与生物农药混合的处理；处理1防治

效果最好，综合防效为62.91%。处理2和处理3防效分别为48.38%和

47.19%；  

（2）无公害栽培基地 

试验药剂：绿保安昆虫病原线虫制剂（处理1，EPN），鱼藤酮（处

理2，对照药剂1）、溴氰虫酰胺（处理3，对照药剂2），应试作物为白

菜。试验结果表明，各处理对黄条跳甲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综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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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效果在73.66%～87.41%之间，其中1亿/亩EPN制剂防效最高，达

87.41%，溴氰虫酰胺次之，防效为77.13%，鱼藤酮为防效为73.66%。 

根据试验结果，生产上防治黄条跳甲推荐1亿尾/亩EPN制剂防治

叶菜黄条跳甲。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六、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通过深入宣传培训，广大农业主体、农业技术推

广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对白菜类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认识水

平和应用能力进一步提高；通过落地实施，全市白菜类蔬菜病虫害绿

色防控技术标准化水平逐步提高，从而推动白菜类蔬菜产业绿色可持

续发展。 

贯彻实施该标准，一是强化宣传推广。全市各级农技推广部门积

极开展宣传与推广，强化技术培训，组织现场学习观摩等，推动标准

进村入户；二是强化技术指导。深入基地，实地指导生产主体开展病

虫绿色防控应用，及时解决生产难题，确保标准落地；三十强化示范

带动。注重培育一批示范基地，严格按照标准生产，推动白菜类蔬菜

病虫害绿色防控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 

（七 ） 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评估及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

的影响，以及设置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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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标准编制起草小组 

2023 年 6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