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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蔬菜病虫害农药减施增效技术规程
第 1 部分：设施番茄》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下达 2023 年宁夏

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2023〕176 号），由宁夏回族

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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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编制 《主要蔬

菜病虫害农药减施增效技术规程（第 1 部分 设施番茄）》。

（二）起草及协作单位

此标准是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宁夏大学、

平罗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平罗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永宁

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原州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青铜

峡市农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服务中心、宁夏回族自治区原种场、

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人民政府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共同提出并起

草完成。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是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全区农业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广等，

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及防治；自 2020 年开展“主要蔬菜病虫害

农药减施增效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以来，先后进行了番茄

潜叶蛾、灰霉病、叶霉病等病虫害的系统监测和发生规律研究，

番茄潜叶蛾、灰霉病、白粉病和粉虱防治药剂筛选及农药减量试

验等多项试验研究，为本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三）起草组成员及其所做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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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承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和宁夏大学

等多家单位成立了成员为 17 人的标准制定工作小组，明确任务分

工，制定编写要求，统一思想，规划工作思路，为标准制定建立

了组织保障。标准制定成员和承担主要工作见表 1。

表1 地方标准编写小组成员

序号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承担的主要工作

1 刘媛 研究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负责人、主要起

草人

2 马景 农艺师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确定技术参数

3 李健荣 农艺师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确定技术参数

4 王新谱 教授 宁夏大学 确定技术参数

5 迟永伟 研究员 永宁县农业送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开展试验研究

6 许秀琴 高级农艺师 平罗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开展试验研究

7 贾彦霞 教授 宁夏大学 确定技术参数

8 刘立峰 高级农艺师 平罗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开展试验研究

9 梁晓宇 助理农艺师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开展试验研究

10 姬宇翔 农艺师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完成试验报告

11 王彦琪 农艺师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完成试验报告

12 王玲 高级农艺师
固原市原州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
开展试验研究

13 何建国 高级农艺师
固原市原州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
开展试验研究

14 盛玉波 农艺师
青铜峡市农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服

务中心
开展试验研究

15 吴平 农艺师 平罗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开展试验研究

16 田蓉蓉 助理农艺师
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人民政府农

业综合服务中心
开展试验研究

17 海永强 助理农艺师 宁夏回族自治区原种场 开展试验研究

（四）必要性和意义

1.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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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是农业农村部规划确定的黄土高原夏秋蔬菜生产优势区

域和设施农业优势生产区。近年来，我区日光温室、拱棚、露地

蔬菜四季生产、周年供应，产业化经营水平大幅提高，蔬菜产业

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我区种植的蔬菜种类有番茄、

黄瓜、茄子、西蓝花、芹菜等，其中番茄是我区冬春季设施种植

的主要蔬菜之一。

2.设施番茄病虫害农药减施防控的需要。

设施番茄生长期一般在从 9 月至次年 5 月，生长期相对较长。

与露地番茄相比，冬春棚内外温差大，光照、通风条件差，病虫

害发生种类与发生程度各有不同。发生的主要病害有灰霉病、叶

霉病、白粉病、晚疫病、早疫病、黄化曲叶病毒病等，虫害有番

茄潜叶蛾、烟粉虱、蚜虫、斑潜蝇等。各种病虫害多发、频发、

重发，每年因病虫害在造成的损失在 30%-50%，部分田块甚至出现

绝产。同时，为追求高产，种植户在蔬菜生产过程中由于缺乏绿

色防控意识，在防治上过度依赖化学农药，随意加大用量或增加

施药次数、不按农药安全间隔期采收等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农药

残留超标，蔬菜品质下降，制约了我区番茄产业的发展。

（五）主要起草过程

规程任务下达以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成立

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经过试验、示范，收集、分析有关资

料，于 2023 年 7 月编写完成了《主要蔬菜病虫害农药减施增效技

术规程（第 1 部分 设施番茄）》初稿。2023 年 9 月 7 日～月 11 日，

工作组召开初稿研讨会，广泛征求宁夏农林科学院、宁夏大学等

单位 5 位专家的意见（表 2），对标准制定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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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入交流并达成共识，之后工作组对标准进行多次认真研讨,反

复论证，经修改后于 2023 年 9 月形成《主要蔬菜病虫害农药减施

增效技术规程（第 1 部分 设施番茄）》征求意见稿。

表 2 “主要蔬菜病虫害农药减施增效技术规程（第1部分 设施番茄）”

意见征询专家名单

序号 姓 名 职称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1 马金虎 研究员 农业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退休）

2 马建华 研究员 植物保护 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3 王永宏 研究员 农业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4 冯伟东 研究员 农业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

5 史娟 教授 植物保护 宁夏大学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及依据

1.以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原则；

2.以符合已经颁布的国家及行业等相关标准为原则；

编写过程遵循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所规定的编写规则。

3.标准符合生产实际，内容准确，适应性广泛，可操作性强。

4.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立足于宁夏设施番茄病虫害的病虫害的农药减

施增效防控指导，所制定的防控措施均适用于宁夏设施番茄生产，

可有效防控设施番茄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量，确保设施番茄安

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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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态安全原则

本标准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控”的植保方针和“减施增

效”原则，在做好番茄病虫害预测预报和植物检疫的基础上，优

先采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和理化诱控措施，辅以化学农药减量

防控技术，在有效防控病虫危害的同时，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

保障设施番茄产量、品质和生态环境安全。

（二）主要条款说明

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格式，《主要蔬菜病虫害农药减

施增效技术规程（第 1 部分 设施番茄）》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

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主要防控对象、减施增效防控原则、植

物检疫、监测预报、农业防治、理化诱控、生物防治、化学农药

减施增效、高效植保机械、安全防护、农药包装废弃物、产品质

量、防控记录共 16 部分。本标准技术指标的确定，根据课题组的

试验研究以及参考了国内外的大量文献，同时借鉴行业内相关技

术标准，起草小组在 2020-2022 年开展了设施番茄主要病虫害的

系统监测和发生规律研究，番茄潜叶蛾、灰霉病、白粉病和粉虱

防治药剂筛选及农药减量试验、设施番茄“四诱技术”防治蚜虫、

蓟马、棉铃虫等虫害技术的研究，形成了设施番茄病虫害农药减

施增效技术模式，以试验中得出的技术数据为依据制定了此标准。

主要创新点如下：

1.明确了农药减施增效的定义和防控原则。

2.在农药减施增效措施方面，从监测预报、植物检疫、农业

防治、生物防治、理化诱控、化学农药减量防控、高效植保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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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键措施进行了规范。

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本标准主要技术指标依据为：

（1）我区设施番茄主要发生的病虫害种类及其发生规律

由于设施番茄大多是在高温、高湿及通风不良的环境下生长，

所以病虫害种类多、发病快、危害大，严重影响了产量及品质的

提高。经过多年的生产实践观察，我区设施番茄发生危害的主要

病害有灰霉病、叶霉病、白粉病、晚疫病、早疫病、根结线虫病、

溃疡病、病毒病等。主要虫害有番茄潜叶蛾、温室白粉虱和烟粉

虱、蚜虫、棉铃虫等。主要病虫害的发生危害规律如下：

灰霉病：发病适温 20～23℃，相对湿度持续 90%以上的高湿

状态容易发病，主要危害果实，也可以侵害叶片和茎等部位。果

实受害一般先从残留的花瓣、花托等处开始，出现湿润状，灰褐

色不定形的病斑，逐渐发展成湿腐，从萼片部向四周发展，造成

果实腐烂。叶片染病多从叶尖或叶缘开始，可造成叶片湿腐凋萎。

叶霉病：主要危害叶片，也危害茎、花和果实。叶片发病时，

初期叶片正面出现不规则或椭圆形淡黄色褪绿斑，叶背面出现灰

白色霉层。病害常由下部叶片先发病，逐渐向上蔓延，发病严重

时霉层布满叶背，叶片卷曲，整株叶片呈黄褐色干枯。

白粉病：发病部位多位于叶片和叶柄，先从下部叶片发病，

逐渐向上部叶片蔓延。发病初期在叶片表面出现小的粉斑，如果

没有及时控制，病斑扩大连片或覆盖整个叶面，发病后期病叶变

褐黑色并逐渐枯死。在田间借气流传播蔓延。在干燥的情况下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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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 。

晚疫病：幼苗染病，先由叶开始，病叶出现水浸状暗绿色病

斑，当向叶脉和茎蔓延后，可使茎变细并呈黑褐色，最终导致植

株萎蔫或倒伏，高湿条件下病部产生白色霉层。

早疫病：主要危害叶片、茎和果实，以叶片和茎叶分枝处最

易发病。发病时常从下部叶片开始，逐渐向上蔓延，叶片初呈水

渍状暗褐色病斑，后发展为不断扩展的轮纹斑，边缘多具浅绿色

或黄色晕环，中部现同心轮纹。

溃疡病：是一种细菌性维管束系统病害，从幼到坐果期都可

发生，主要靠雨水、灌溉水、整体打杈等途径传播。温暖潮湿、

结露时间长及偏碱性的土壤有利于该病的发生。幼苗染病始于叶

缘，由外向内逐渐萎蔫，茎秆受害时，往往会导致茎秆变空变褐

色，下陷或沿着茎或果柄、叶柄处开裂，造成植株枯死。

根结线虫病：一般发病初期，根结呈黄白色、透明状，随着

危害程度加深，逐渐变为褐色，肉眼可见数个根结连接在一起，

最终形成鸡爪状般的肿瘤物，随后慢慢出现腐烂现象。

病毒病：我区发生的病毒病主要有黄化曲叶病毒病。黄化曲

叶病毒病一种主要通过带毒种苗和烟粉虱传播的一种暴发性、毁

灭性病害，对番茄产量影响非常严重。

番茄潜叶蛾：在我区周年发生，以蛹在土壤表层 1-2cm 和藏

匿在植物虫叶、虫果处完成越冬。设施番茄潜叶蛾 3 月中旬始见，

数量极少，处于零星发生阶段。3 月下旬至 4 月下旬，虫口数量急

剧上升。幼虫主要聚集在新叶上危害，亦可危害植物整个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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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叶片潜道呈窗纸状，伴有黑色虫粪。在 5 月左右虫口数量达

到峰值。

蚜虫、烟粉虱和温室白粉虱：以成蚜或若蚜集中在叶背面和

嫩梢、嫩茎上吸食汁液，造成植物严重失水和营养不良。烟粉虱

和温室白粉虱均以成虫、若虫刺吸植物汁液，被害叶褪绿、变黄、

萎蔫。蚜虫、烟粉虱和温室白粉虱为害的均可分泌大量蜜露，污

染叶片诱发煤污病，还会传播多种病毒，导致病毒发生蔓延。

棉铃虫：幼虫蛀食番茄的蕾、花、果，偶也蛀茎，主要危害

果实。花蕾受害后，苞叶张开，变成黄绿色，2 d～3 d 后脱落。

幼果常被吃空或引起腐烂而脱落。成熟果实也会因蛀孔在蒂部，

雨水、病菌进入易引起腐烂。

（2）设施番茄病虫害农药减施增效防控技术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从2021年起以自治区农业

农村厅产业化项目“主要蔬菜病虫害农药减施增效技术集成与示

范推广项目”为依托，先后开展了番茄潜叶蛾、灰霉病、叶霉病

等病虫害的系统监测和发生规律研究，番茄潜叶蛾、灰霉病、白

粉病和粉虱防治药剂筛选及农药减量试验等多项试验研究，积极

探索设施番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初步形成了一套以病虫害预

测预报为基础，综合使用植物检疫、农业防治、理化诱控、生物

防治以及安全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防治为主要内容的设施番

茄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模式，经示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植物检疫：针对新德里黄化曲叶病毒、褐色皱果病毒病、斑

萎病毒病、番茄溃疡病等检疫性病害，做好番茄种子、种苗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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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检疫，避免传播检疫性病虫害。

监测预报：在设施番茄棚室内建立病虫害系统监测点，按照

病虫调查规范，对测报对象开展定点系统调查，及时掌握病虫害

发生动态，准确判断防治适期。

农业防治：设施番茄连作障碍严重，导致土传病害加重，通

过实施合理轮作、土壤消毒、高温闷棚，整地清理田间病株残体，

铲除田间及四周杂草，可减少菌源，减轻枯萎病、立枯病、灰霉

病、根结线虫病等土传病害。因地制宜选用抗病良种是经济有效

的方法，根据所抗病虫种类，重点选择对病毒病、灰霉病等具有

较强抗耐性以及适应性广、商品性好的优良品种。同时通过精细

整地、加强田间管理、科学灌溉、合理定植等措施，加强肥水管

理，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可以促进植株生长，提高对病虫害的抗

性。

物理防治：防虫网是人工构建的隔离屏障，可起到防虫、提

高生物防治效果、降低害虫传播病毒病几率的作用，避免多种害

虫进入菜地，有效切断病毒病传染源。铺设银灰膜或在大棚四周

悬挂银灰色膜条，可有效趋避蚜虫。安装频振式杀虫灯、利用性

诱剂诱杀成虫，可降低田间落卵量、降低虫口基数，对棉铃虫、

番茄潜叶蛾等有较好诱杀效果。黄蓝板诱杀利用害虫的趋光性，

在大田间悬挂黄蓝板对蚜虫、粉虱、蓟马等害虫进行诱杀，并定

期更换诱虫板，确保诱杀效果，减少传毒媒介。性诱剂诱杀利用

性诱剂诱杀番茄潜叶蛾、棉铃虫等，降低虫口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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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包括释放天敌、使用生物农药防治番茄病虫害等。

粉虱、蓟马、害螨等发生初期，可在设施内释放天敌防控。每 667

㎡释放 2000 头～3000 头丽蚜小蜂防治烟粉虱，每 667 ㎡ 释放异

色瓢虫 2000 头防治蚜虫；每 667㎡释放东亚小花蝽 500 头防治蓟

马、蚜虫和叶螨。防治过程中观察害虫虫量变化，根据需求增加

释放次数，一般间隔为 7d～10 d，释放次数在 2 次～4 次。连续

释放天敌，即可保证天敌在棚内能建立种群，有效控制烟粉虱等

虫害的危害，应注意均匀释放，并且注意在释放天敌期间禁止使

用任何杀虫杀螨剂剂。在病虫害发生前可选用丁子香酚配合香菇

多糖、寡糖·链蛋白等免疫诱抗剂预防番茄病毒病。使用解淀粉

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防治番茄灰霉病。使用苏云

金杆菌、苦参碱、金龟子绿僵菌、核型多角体病毒可分别防治根

结线虫、蚜虫、粉虱和棉铃虫。

农药减施增效防控：针对设施番茄病虫害发生种类，根据病

虫害发生基数、发生条件和预报结果，适当提前防治时间，科学

选用化学农药，合理选择农药剂型和施药方法，优先选用烟雾法、

粉尘法。本规范确定的农药减施增效防控方式主要包括方法：一

是电解水技术；二是弥粉机+微粉剂技术；三是农药减量助剂技术；

三是水肥药一体化技术。

试验验证论述

本标准主要内容是在建立在前人科学研究内容基础上，结合

在宁夏多地实际生产试验，不断总结出来的。本研究主要开展的

试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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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弥粉机+微粉剂防治番茄灰霉病

试验地设在平罗县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试验共设 3 个处理。

处理 1：喷施微粉剂+弥粉机施药，50%腐霉利可湿性粉剂 100 克/

亩+100 亿孢子/克枯草芽孢杆菌 100 克/亩；处理 2：喷施常规农

药+喷雾器施药，50%腐霉利可湿性粉剂 100 克/亩+100 亿孢子/克

枯草芽孢杆菌 100 克/亩；处理 3 喷施清水作为对照。在发病初期

开始施药，间隔 7 d 连续施药３次，分别记录施药时间。

试验研究表明：在第一次施药后7 d，处理1的防效达到62.96%，

处理 2 的防效为 57.41%。第二次施药后 14 d，处理 1 的防效为

92.31%，处理 2 的防效为 65.18%。喷施微粉剂+弥粉机施药，50%

腐霉利可湿性粉剂100克/亩+100亿孢子/克枯草芽孢杆菌100克/

亩，在药后 14 d 可达到 90%以上防效。

（二）电解水+化学农药防治番茄灰霉病

试验设 5 个处理，重复 3 次。处理Ⅰ：50%啶酰菌胺水分散粒

剂 20 mL/亩（减药 50%），配合酸性电解水 10 倍稀释；成熟期喷

施碱性电解水 20 倍稀释；处理Ⅱ：50%啶酰菌胺水分散粒剂 28 mL/

亩（减药 30%）；配合酸性电解水 10 倍稀释；成熟期喷施碱性电解

水 20 倍稀释；处理Ⅲ：50%啶酰菌胺水分散粒剂 40 mL/亩，不施

用酸性电解水；处理Ⅳ;仅施用酸性电解水 10 倍稀释；处理Ⅴ:清

水对照。

试验研究表明：本试验各处理对番茄灰霉病都有较好的防治

效果，一般防效在 67.1%～89.6%。其中处理Ⅱ防治效果最高为

89.6%、处理 I 次之为 88.5%、处理Ⅲ为 83.9%、处理 IV 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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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为 67.1%。结果表明，发病初期，选用 50%啶酰菌胺水分散粒

剂 28 mL/亩+酸性电解水 10 倍稀释喷雾防治，具有较好的防治效

果，防效在 89%以上。产量测定结果表明，各处理与对照相比增产

效果明显，一般可增产 10%以上，配合酸性电解水减药 30%喷施防

治番茄灰霉病可增产 13%以上。番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平均值排序

为处理Ⅱ＞处理Ⅰ＞处理Ⅲ＞处理Ⅳ＞处理Ⅴ；处理Ⅰ与未施用

酸性电解水的平均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对比，提高 12.5%；处理Ⅱ提

高 14.6%。说明喷施碱性电解水能有效提高番茄品质。

（三）农药减量防治番茄白粉虱试验

试验地设在平罗县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试验设置试验设 1

个空白对照（CK）,5 个处理，重复 3 次，共 18 个小区。处理Ⅰ：

10%烯啶虫胺水剂450 mL/hm
2
；处理Ⅱ：25%吡蚜酮悬浮剂450 mL/hm

2;

处理Ⅲ：30%吡丙·呋虫胺可溶液剂 450 mL/hm
2
；处理Ⅳ;25%吡蚜

酮悬浮剂 315 mL/hm
2
+农药减量助剂 225mL/hm

2
；处理Ⅴ:30%吡

丙·呋虫胺可溶液剂 315 mL/hm
2
+农药减量助剂 225mL/hm

2
。

试验结果表明：第一次施药 7 d，各处理间防效在 51.0%～

64.9%之间；处理 3 和处理 5 防效最好，分别为 64.9%和 62.2%；

处理 4 次之，为 53.8%。处理 1 和处理 2 分别为 51.1%和 51.0%。

各处理与空白对照差异显著，处理 2 与处理 4 差异显著，处理 3

与处理 5 差异不显著。第二次施药后 7 d，各处理间防效在

66.1%-74.1%之间。其中处理 3 和处理 5 防效最好，分别为 74.1%

和 72.1%；处理1次之，为70.4%；处理2和处理4防效分别为70.0%

和 66.1%。各处理与空白对照差异显著，处理 2 与处理 4，处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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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处理 5 差异不显著。

（四）12 中药剂对番茄潜叶蛾田间防治效果评价试验

共设置 12 个处理，试验各处理见表 3，每处理 3 次重复，以

清水为对照。供试药剂均采用二次稀释法，施药量为 450L/hm2，

使用台州3WBD-20电动喷雾机将药液均匀的喷施在叶片及茎秆处。

喷施的顺序为先喷对照区后喷施处理区，防治时间为 6 月 22 日，

每 7d 施药一次，共施药 2 次。分别于药前、第一次药后 7d、第二

次药后 7d、第二次药后 14d 调查虫口基数。

表 4 供试药剂及试验处理

处理 供试药剂 用量 mg/L

1 阿维·氯苯酰 90.0

2 乙基多杀菌素 60.0

3 氯虫苯甲酰胺 81.7

4 甲维·虱螨脲 58.3

5 甲氧虫酰肼 11.2

6 噻虫嗪 108.3

7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6

8 啶虫脒 53.3

9 高效氯氟氰菊酯 27.5

10 苦参碱 9.0

11 鱼藤酮 80.0

12 苏云金杆菌 8333

田间防治效果实验表明：在第一次用药后 7 d,甲氨基阿维菌

素苯甲酸盐的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最佳达，虫口减退率达和防

治效果达到 55.99%和 56.97%，阿维·氯苯酰和乙基多杀菌素也表

现出极好的速效性，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分别达到 54.16%和

55.33%、52.24%和 53.59%，而生物药剂苦参碱、鱼藤酮、苏云金

杆菌的防治效果较差，防治效果分别为 33.57%、41.05%、41.71%。

在第二次用药后 7 d,各药剂的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均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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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从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来看阿维·氯苯酰表现出的效果

最优异分别达到 79.17%和 72.66%，其次乙基多杀菌素和甲氨基阿

维菌素苯甲酸盐亦表现出不错的杀虫效果防治效果均在 70%以上，

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分别达到 77.92%和 71.45%、77.69%和

71.07%，而苦参碱、鱼藤酮、苏云金杆菌的防治效果较差均未超

过 60%，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分别为 64.30%和 53.41%、61.11%

和 49.17%、59.66%和 47.62%。在第二次用药后 14 d，各药剂的防

治效果达到最佳水平，其中阿维·氯苯酰的防治效果最佳，虫口

减退率和防治效果分别达 94.20%和 92.46%，乙基多杀菌素和甲氨

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也表现出极佳的持久性防治效果均在 90%以

上，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分别达到 93.64%和 91.76%、93.12%和

90.64%，而苦参碱、鱼藤酮、苏云金杆菌的防治效果较差，虫口

减退率和防治效果分别为 85.90%和 81.46%、81.22%和 75.46%、

80.12%和 74.29%。总体来看 12 种药剂第二次用药后 14 d 防治效

果达到最佳水平，化学药剂的防治效果均高于生物药剂。阿维·氯

苯酰、乙基多杀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三种药剂的防治

效果相对较好，推荐用于实际生产当中防治番茄潜叶蛾幼虫。

以上试验在多个番茄产区试验验证，试验验证的准确度较高，可

靠性、稳定性较好，实际推广应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可以作为共性技术，形成规范，指导生产实践。

（五）“四诱”技术防治蚜虫、粉虱、棉铃虫试验

2021-2022 年分别在平罗县和灵武市露地番茄和设施甜瓜开

展了“四诱”技术防治蚜虫、粉虱和棉铃虫试验，经试验验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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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可推广应用于设施番茄蚜虫、粉虱等害虫的

理化诱控。

1.粉虱、蓟马信息素粘虫板和普通黄蓝板对比试验

试验处理：在同一大棚内间隔悬挂黄色信息素粘虫板（含蚜

虫、粉虱信息素）、蓟马信息素粘虫板和普通黄蓝板各 20-25 张/

亩，试验重复至少 3 个棚。

试验结果表明：1 张黄色信息素粘虫板平均每日诱得粉虱、蚜

虫虫量为 83.3 头，比 1 张普通黄板平均每日诱得总虫量高 20.6

头；1 张蓝色信息素平均每日诱得蓟马虫量为 5.7 头，比 1 张普通

蓝板平均每日诱得总虫量高 1.6 头。对比可看出，粉虱、蓟马信

息素粘虫板比普通黄蓝板效果好。

2.粉虱、蓟马诱芯与普通黄蓝板对比试验

试验处理：处理 1：蓟马诱芯，20 个/袋，搭配蓝板使用；处

理 2：白粉虱诱芯，20 粒/袋，搭配黄板使用；CK：普通黄蓝板：

25*20cm；两种诱芯各 5 个/亩，试验重复至少 3 个棚。普通黄板、

蓝板同一大棚内间隔悬挂，悬挂在寄主蔬菜的冠层叶上方 5cm 左

右，两种粘虫板各 20-25 张/亩；试验重复至少 3 个棚。

试验结果表明：放置一套诱芯田间面积约等于张挂 5 张普通

黄蓝板田间面积。一套粉虱、蚜虫诱芯平均每日诱得总虫量为 9.9

头，蓟马诱芯平均每日诱得总虫量为 1.9 头,比张挂 5 张普通黄蓝

板诱得粉虱、蚜虫，蓟马总虫量分别低 255.5 头、2.7 头。结果表

明，放置粉虱、蓟马诱芯效果不如张挂普通黄蓝板防效。

3.信息素光源诱捕器（PLT-B）诱捕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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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处理：处理 1：选用粉虱或蚜虫信息素，配合黄光和黄色

粘虫板。处理 2：:选用小菜蛾、棉铃虫信息素，配合紫光和黄色

粘虫板。处理 3:选用甜菜夜蛾信息素，配合绿光和黄色粘虫板。

虫口密度较低时，每亩使用 1 套，虫口密度较高时，每亩使用 2-3

套，盛期可酌情增加使用量。悬挂高度与地面距离不超过 0.8m，4

周更换一次诱芯。虫量较少时，每 3 天调查 1 次，虫量较大时隔

天调查 1 次。每次调查后用竹签将已计数的粉虱、蚜虫、蓟马虫

体清理破坏，避免下次重复计数。虫量较大时也可每次调查结束

后更换新板。

试验结果表明：2 套黄光黄板诱得粉虱、蚜虫总虫量为 1412

头，平均每日诱得虫量 64.2 头；2 套紫光黄板诱得小菜蛾、棉铃

虫总虫量为 168 头，平均每日诱得虫量 7.6 头；未诱集到甜菜夜

蛾。选用粉虱或蚜虫信息素，配合黄光和黄色粘虫板，诱集蚜虫

和粉虱具有加好的效果可推广应用。

4.棉铃虫、小菜蛾、菜粉蝶等性诱对比试验

选用上述害虫的性诱剂及其配套产品悬挂应用。虫量较低时 3

天记录 1 次，虫量较大时，隔天调查一次。每次调查后清除诱集

虫体，避免下次重复计数。每亩各使用 2-3 套，4 周更换一次诱芯。

试验结果表明：棉铃虫性诱捕器在 8月 25日诱捕量达高峰期，

3 套棉铃虫性诱捕器合计诱得 227 头，3 套小菜蛾性诱捕器在 8 月

20 日、25 日高峰期每日诱捕虫量达 15 头，合计诱得 112 头。棉

铃虫和小菜蛾性诱捕器均有一定的诱捕效果，菜粉蝶诱捕器还需

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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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本标准在起草、项目组内专家讨论、项目组外专家征求意见

及试验验证过程中，均未发现任何影响标准制定的重大意见分歧。

四、实施标准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可操作性强，适用于宁夏推广应用，具有较强的应用

价值，按防治指标防治番茄病虫害，对保护蔬菜安全生产，节本

增效，发挥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实施。

五、知识产权说明

不涉及相关组织的知识产权和专利。

六、采标情况

无采用国际标准或规范。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设施番茄病虫害农药减施增效防控技术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而改进，因此在今后的应用过程中，要结合技术的变化和

发展，不断修订完善本标准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