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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蔬菜病虫害农药减施增效技术规程
第 2部分：设施黄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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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主要蔬菜病虫害农药减施增效技术规程 第 2 部分：

设施黄瓜》地方标准的编制。本标准的编制基础为自治区专

家团队项目“宁夏主要蔬菜病虫害全程农药减施增效技术示

范与推广”、自治区财政“农作物病虫害防控项目”开展的

相关试验示范研究。

（二）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协作单位：宁夏大学、灵武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固原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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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庆区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人民政府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

（三）起草组组成成员

项目承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会同

项目协作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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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成员和承担主要工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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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方标准编写小组成员

姓 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单 位 责任分工

刘媛 女 研究员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标准主稿、统筹

李健荣 男 农艺师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理化诱控研究

马景 女 农艺师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物理防控研究

王新谱 男 教授 宁夏大学 生物防控研究

贾彦霞 男 教授 宁夏大学 农业防控研究

梁晓宇 男 助理农艺师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化学防控研究

王玲 男 高级农艺师 固原市原州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药剂筛选

姬宇翔 女 农艺师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药剂筛选

于丽 男 高级农艺师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药剂筛选

王彦琪 男 农艺师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药剂筛选

俞宏彪 女 高级农艺师 灵武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技术示范

何建国 男 高级农艺师 固原市原州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技术示范

盛玉波 女 农艺师
青铜峡市农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

服务中心 技术示范

高淑萍 男 高级农艺师
青铜峡市农业技术和农机化推广

服务中心 技术示范

田蓉蓉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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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示范

李雅洁 女 助理农艺师 兴庆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技术示范

海永强 男 助理农艺师 宁夏原种场 技术示范

（四）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的有效监测与防控是保障米袋子、稳

定菜篮子，夯实粮食安全基础的关键措施，农药减施增效是

保障蔬菜安全生产、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技术措施。

产业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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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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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但由于瓜菜品种繁

多，多年连作，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白粉病、晚疫病、霜

霉病、白粉虱、蓟马等常发性病虫害多发、重发，瓜类果斑、

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等检疫性病害相继入侵我区，导致瓜

菜产量和品质急剧下降，成为蔬菜产业发展的重大障碍。

经济需求：据统计，每年瓜菜病虫害发生面积在 460 万

亩次左右，是种植面积的 1.5 倍多，造成产量实际损失 22

万吨左右，造成经济损失 22 亿元左右，占总产值近 10%；生

产经营者在防治上又过度依赖化学农药，不按农药安全间隔

期施药，随意加大用量或增加施药次数等，一方面导致农药

投入成本增加，影响农户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导致农药残留

超标，影响瓜菜品质、安全、风味等，逐步弱化农业产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和特色农业市场竞争力。

社会需求：宁夏瓜菜的集约化、规模化种植是推进乡村

振兴的主要产业之一，而瓜菜病虫害的发生危害，监测防控

技术的不完善，农药减施增效技术的不规范等原因，使瓜菜

病虫发生越来越重，导致部分设施大棚废弃荒芜，菜农转而

外出打工，对保障我区农作物生产安全、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促进乡村振兴，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建设造成一定影响。

（五）主要起草过程

1.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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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至 2021 年先后开展了“电解水技术防治黄瓜霜

霉病和白粉病农药减量试验”、“弥粉机+微粉剂防治设施

黄瓜灰霉病试验”、“黄瓜白粉病和蓟马防治药剂筛选及农

药减量试验”、“东亚小花蝽对设施蔬菜上西花蓟马、蚜虫

的控制作用”、“四诱技术防治粉虱、蓟马、棉铃虫等害虫

试验”等为本标准的制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示范阶段

项目采取边试验边示范的形式，建立“示范区+农业技

术部门+种植基地+普通农户”的设施黄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示范推广模式，从核心示范区到周边农户，再到种植基地，

将指导服务与技术融合推进，逐步示范推广。2020 年以来累

计建立核心示范区 8 个，示范面积 6 万亩，带动推广 17 万

亩，瓜类蔬菜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 55.89%。在全区设

施黄瓜种植区实现了种、管、收病虫害防控全程化，试纸条

检测快速化，监测预警覆盖化，提升了全区设施蔬菜病虫害

全生育期综合防治科技水平，提高了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绿色防控产品应用水平。通过调查统计，农药减施增效技术

模式示范区较常规防治区农药使用次数减少 5 次，农药使用

量每亩减少 320ml，病虫害防效提高 9.7%，用工成本每亩减

少 300 元，用药成本每亩减少 63 元，亩增产 1052.9 公斤，

亩增产值 4300.5 元

3.起草阶段

从 2022 年 6 月中旬至 2023 年 8 月中旬，标准起草工

作组按照人员分工，经过资料收集整理、试验研究、示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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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等，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起草了本标准“征求意见

稿”。

2023 年 9 月上旬，我们向农业领域的 5 位专家和应用单

位发送了标准征求意见稿文本和编制说明，共收集意见 13

条，根据意见及时进行逐一修改，对于不予采纳的意见，与

相关人员进行沟通，达成共识后再次进行修改，完成《征求

意见处理汇总表》，形成《主要蔬菜病虫害全程农药减施增

效技术规程 第 2 部分：设施黄瓜》送审稿。

表 2 地方标准意见征询专家名单

序号 姓 名 职称 从事专业 工作单位

1 马金虎 研究员 农学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已退休）

2 王永宏 研究员 作物栽培 宁夏农林科学院作物所

3 冯伟东 研究员 作物栽培 宁夏农林科学院作物所

4 马建华 研究员 植物保护 宁夏农林科学院植保所

5 史娟 教授 植物病理学 宁夏大学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格式符合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主要对设施黄

瓜病虫害农药减施增效技术规程的术语和定义、减施增效技

术、安全防护等内容进行编制。以“科学性、可操作性和适

用性”为原则，力争使制定的标准无歧义、易操作，符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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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设施黄瓜病虫害农药减施防控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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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病虫害农药减施增

效技术的规范使用，所编制的防控技术措施均适用于宁夏主

要蔬菜病虫害的预防控制，明确技术使用原则，技术使用时

间，技术使用方法，在减少农药使用量的基础上有效控制病

虫发生为害。

5.生态安全原则

本标准根据设施黄瓜不同生育期、不同病虫害种类、不

同发生程度制定不同农药减施增效技术，所编制的技术既能

降低病虫危害损失，又能减少农药使用量和使用次数，有效

控制设施黄瓜主要病虫的扩散和为害，推动冷凉蔬菜产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根据“农业部关于印发《到 2020 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行动方案》的通知”“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到 2025 年化

学农药减量化行动方案》的通知”中农药减量控害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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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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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部分：设施黄瓜》内容包括范

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农药减施增效原则、监

测检测技术、农业防治技术、物理防治技术、人员安全防护、

附录等共 13 部分。都是在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结合宁夏设施黄瓜病虫害发生防控实际编写而成，主要确定

技术指标内容如下：

1．监测预报技术。应用自动虫情测报灯、害虫性诱自

动诱捕器等监测工具进行系统监测，根据虫害监测结果确定

防治适期。

2.快速检测技术。在黄瓜种子、种苗、生长期，应用田

间快速检测试纸条对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等检疫性病害

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确定防控方法。

3．抗病品种。因地制宜选择抗病性好、抗逆性强、优

质高产的黄瓜品种。

4.种子处理。把种子放入55℃～60℃温水中浸泡 10min，

后转至 25℃～30℃的水中浸泡 4h，捞出后洗净，用湿棉布

或毛巾包好催芽，或用芽孢杆菌、木霉菌等生物种衣剂包衣，

预防土传和种传病害。

5.高温闷棚。在 6 月～7 月休棚期，清除上茬作物残体

和杂草，将有机肥或作物秸秆（玉米或水稻秸秆粉碎 2cm～

3cm）等均匀撒施于土壤表面（上茬作物土传病害较严重地

块在秸秆作物表面均匀撒施杀菌剂），旋耕 25cm～35cm，后

大水漫灌至地表见水，用塑料薄膜将地表全部覆盖，在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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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强光下闷棚密闭 20-30 天，其中至少有累计 15 天以上

的晴热天气，处理结束后揭膜，翻耕土壤，放风，降温 5-10

天后进行下茬作物定植。

6.温湿度管理。缓苗期白天保持在 28℃～30℃，晚上不

低于 16℃。开花坐果期白天 25℃～28℃，晚上不低于 15℃。

结瓜期白天 24℃～26℃，晚上 10℃～13℃。幼苗期和初花

期湿度 60%～70%，结瓜期 80%～90%，灌水后及时通风排湿。

7.科学施肥。播种前，结合深翻整地施入充分腐熟的农

家肥或商品有机肥；定植后采收前，根据黄瓜需肥特点追施

叶面肥。

8.科学灌水。采用膜下滴灌。定植后至根瓜采栽前，应

控肥水，防徒长；根瓜采摘后，每次每亩浇水 15m³～20 m³,

浇水间隔为 5d～6d。

9.清洁田园。及时理蔓，减少叶面重叠，降低空气湿度；

及时清除老叶、病果、病叶和病枝，拔除严重病株，棚室外

深埋，减少菌源。

10.轮作倒茬。避免重茬或与葫芦科作物连作，宜与叶

菜类、葱、大蒜等非葫芦科作物轮作，改善土壤微生物环境，

减少有害微生物积累。

11.阻隔趋避防虫。棚室定植前，消毒后，在棚室上下

风口覆盖 50-60 目防虫网，铺设银灰色双面地膜或悬挂银灰

色膜条趋避蚜虫。

12.色板诱杀。在黄瓜定植后，及时在其生长点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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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m～15cm 处悬挂黄蓝板，随黄瓜的生长调节高度， 25cm

×30cm 规格色板每 667 ㎡悬挂 30 张左右，25cm×30cm 规格

每 667㎡悬挂 25 张左右。当色板粘虫面积达到 60%以上时及

时更换色板。

13.性诱杀。在黄瓜定植后，按 2～3 套/667 ㎡性诱捕器

放置于垄畦上，距地面 1～1.2m 左右，1 月更换 1 次诱芯，

根据诱虫情况每隔 2-3 天清理虫体。

14.灯诱杀。在黄瓜种植期间，棚区四周安装太阳能或

频振式杀虫灯 1 盏/2 h ㎡，将棚内害虫向棚外诱杀，一般开

灯时间为 18 时至次日 6 时，根据诱虫情况隔周清理一次虫

体。

15.生物农药。在病虫发生前或发生初期，氨基寡糖素、

香菇多糖、赤·吲乙·芸薹等诱抗剂复配多抗霉素、春雷霉

素、苦参碱、印楝素等生物农药防治小菜蛾、菜青虫、角斑

病、霜霉病等病虫。

16.害虫天敌防治。在蓟马发生初期，释放东亚小花蝽，

每周释放 1 次，密度为 2 头/㎡ ，共释放 3 次。

17.科学用药。在育苗期，喷施或苗床浇灌复配药液，

预防猝倒病、蚜虫等病虫；在定植期，将整个黄瓜育苗盘浸

入复配药液中进行种苗蘸根；在生长期，霜霉病、粉虱等病

虫发生前或初期选择杀虫剂、杀菌剂等药剂合理混配兼防、

一喷多防。

18.电解水防控。在灰霉病、霜霉病、白粉病等常发性

病害发生初期，选择登记药剂，在亩用量减少 30%的基础上

用酸性电解水10倍稀释喷施，隔7～10天喷施1次，喷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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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

19.水肥药一体化。借助铺设的滴管系统，在枯萎病等

土传病害、根结线虫等根茎病害、蚜虫等刺吸式口器害虫发

生初期，选择相应药剂按亩使用量溶于水肥中配成肥药液，

在黄瓜生育期按时定量供给。

20.高效植保机械。在靶斑病、灰霉病、霜霉病、白粉

病等常发性病害发生初期，使用弥粉机喷施配套的复合微粉

剂（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腐霉利可湿性粉剂、50%吡

唑·丙森锌可湿性粉剂），间隔 7 天～10 天施用 1 次，连续

喷施 3 次～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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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验验证

本标准主要内容是在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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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专家团队项目“宁夏主要蔬菜病虫害全程农药减施增效技

术示范与推广”、自治区财政“农作物病虫害防控项目”试

验示范研究的成效中，不断总结出来的。

化学农药减量防控黄瓜白粉病试验

处理：减量处理 43%氟菌·肟菌酯悬浮剂 8ml/亩+农药

减量助剂（激健）15ml/亩、40%氟菌唑·甲基硫菌灵悬浮剂

40ml/亩（减量 20%）+农药减量助剂（激健）15ml/亩、29%

吡萘·嘧菌酯悬浮剂 40ml/亩（减量 20%）+农药减量助剂（激

健）15ml/亩，常规用量处理 43%氟菌·肟菌酯悬浮剂 10ml/

亩、40%氟菌唑·甲基硫菌灵悬浮剂 50ml/亩、29%吡萘·嘧

菌酯悬浮剂 50ml/亩。

结论：29%吡萘·嘧菌酯 40ml/亩+激健 15g/亩处理防治

效果最佳，为 91.38%，其次为 29%吡萘·嘧菌酯 50ml/亩处

理，防治效果 89.65%。

防治效果分析表

处理
一次药后 7天调查防效（%） 二次药后 7 天调查防效（%） 三次药后11天调查防效（%） 差异显著性

Ⅰ Ⅱ Ⅲ 平均 Ⅰ Ⅱ Ⅲ 平均 Ⅰ Ⅱ Ⅲ 平均 0.05 0.01

1 80.1 82.9 82.4 81.8 81.6 80.8 81.4 81.3 80.5 79.7 80.7 80.3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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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1

82.5

6

c D

5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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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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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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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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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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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1.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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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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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药后产量及商品率

处理 使用药剂及剂量

健康瓜条 非商品瓜条 产量 瑕疵

瓜率

较对照

减少

商品

率

较对照

增加数量 重量 数量 重量 合计

条 kg 条 kg kg （%）

1
43%氟菌·肟菌酯 10 毫

升/亩
112 26.52 68 11.19 37.71 39.05 11.18 70.33 20.56

2
40%氟菌唑·甲基硫菌 50

毫升/亩
179 34.61 68 11.17 45.78 25.88 24.35 75.60 25.83

3
29%吡萘·嘧菌酯 50 毫

升/亩
189 33.70 46 7.09 40.79 19.14 31.09 82.62 32.85

4
43%氟菌·肟菌酯 10 毫

升/亩+激健 15毫升/亩
155 30.87 60 9.08 39.95 27.60 22.63 77.27 27.50

5

40%氟菌唑·甲基硫菌 50

毫升/亩+激健 15毫升/

亩

157 28.57 55 8.56 37.13 23.35 26.88 76.95 27.18

6
29%吡萘·嘧菌酯 50 毫

升/亩+激健 15毫升/亩
250 49.4 36 5.89 55.29 14.95 35.28 89.35 39.58

7 空白对照（CK） 91 16.68 99 16.6 33.28 50.23 — 49.77

电解水防控设施黄瓜霜霉病、白粉病试验

处理：处理 1：在白粉病始见后，用酸性电解水 10 倍稀

释 29%吡萘·嘧菌酯悬浮剂 35ml/667㎡（较常规亩用量减少

30%），隔 7-10d 再喷施 1 次，喷施 2-3 次；处理 2：在白粉

病始见后，用 29%吡萘·嘧菌酯悬浮剂 50ml/667㎡，隔 7-10d

再喷施 1 次，喷施 2-3 次；处理 3：在霜霉病始见后，喷用

酸性电解水 10 倍稀释 58%甲霜·锰锌可湿性粉剂 80g/667㎡

（较常规亩用量减少 30%），隔 7-10d 再喷施 1 次，喷施 2-3

次；处理 4：在霜霉病始见后，喷用酸性电解水 10 倍稀释

58%甲霜·锰锌可湿性粉剂 120g/667㎡，隔 7-10d 再喷施 1

次，喷施 2-3 次；处理 5：在白粉病始见后只施用酸性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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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10 倍稀释，隔 7-10d 再喷施 1 次，喷施 2-3 次；处理 6：

在霜霉病始见后只施用酸性电解水 10 倍稀释，隔 7-10d 再

喷施 1 次，喷施 2-3 次。

结论：各处理对黄瓜白粉病、霜霉病都有较好的防治效

果，一般防效在 66.5%一 90.6%。针对白粉病，处理 1 防治

效果最高为 89.8%、处理 2 次之为 87.5%、处理 5 为 84.9%；

针对霜霉病，处理 3 防治效果最高为 90.6%、处理 4 次之为

87.9%、处理 3 为 85.2%。试验证明黄瓜生育期通过添加酸性

电解水减药 30%对霜霉病和白粉病的防治效果略高于常规农

药使用防治效果，即通过配合酸性电解水可减少施药 30 %。

不同诱控技术控制黄瓜粉虱、蚜虫效果试验

处理：试验设普通黄板、信息素黄板、诱芯+黄板、信

息素黄光源诱捕4个处理，色板悬挂于作物冠层上方10-15cm

处，30 张/亩，在作物的整个生长季随作物的生长调整高度；

信息素光源诱捕器悬挂高度与地面距离不超过1m，每亩3套。

结论：5 月 30 日布设各诱控设备后开始监测调查，调查

初期番茄上害虫数量较低，4 种诱控设备上均未诱集到害虫

成虫，至 6 月 10 日，首次在普通黄板和信息素黄板上诱集

到蚜虫和粉虱成虫各 2 头。随着温度的升高与调查时间的延

长，害虫数量逐渐增加，7 月 8 日后蚜虫和粉虱成虫开始增

多，诱集量也在增加。7 月 22 日后，4 种诱控设备上的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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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集量迅速上升，直至 8 月 19 日诱集量分别都达到高峰期，

信息素黄板的诱集量显著高于普通黄板、信息素黄光源诱捕

器和性诱+黄板，诱集量为 0.49 头/cm
2
。

不同药剂处理对设施黄瓜蓟马控制效果试验

处理：处理 1，25%乙基多杀菌素水分散粒剂 14g/亩；

处理 2，20.8%甲维·虫螨腈悬浮剂 15ml/亩；处理 3，20%

联苯·虫螨腈悬浮 40ml/亩；处理 4，20.8%甲维·虫螨腈悬

浮剂 12ml/亩+农药减量助剂激健 15ml/亩；处理 5，20%联

苯·虫螨腈悬浮 32ml/亩+农药减量助剂激健 15ml/亩。

结论：25%乙基多杀菌素水分散粒剂、20.8%甲维·虫螨

腈悬浮剂和 20%联苯·虫螨腈悬浮 40ml/亩均对黄瓜安全，

且常量处理与减量处理在药后 5 天和 10 天均可以达到 96%

以上防效，可以用于防治蓟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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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药剂对蓟马的防效

处理
施药当天

虫口基数

施药后 5 天 施药后 10 天

残存虫数

（头）

虫口减退率

（%）

防效

（%）

残存虫数

（头）

虫口减退率

（%）

防效

（%）

1 14.0 2.0aA 85.71 97.87 4.7 aA 66.7 97.6

2 13.7 2.3 aA 82.99 97.46 6.0 aA 56.1 96.9

3 12.7 3.0aA 76.38 96.47 6.7 aA 47.4 96.3

4 15.3 2.7aA 82.55 97.39 7.0 aA 54.3 96.8

5 14.3 3.3aA 76.71 97.87 7.3 aA 48.8 96.4

ck 13.7 91.7bB -569.12 193.3 -1314.6 0.0

设施黄瓜蓟马防治药剂筛选及农药减量试验测产表

单位：kg

处理
产量测定 与对照相比

Ⅰ Ⅱ Ⅲ 平均 增产 增产率%

1 634.3 654.1 602.5 630.3 bB 60.8 10.68

2 645.7 634.2 605.6 628.5 bB 59 10.36

3 612.2 621.5 642.8 625.5 bB 56 9.83

4 608.3 616.5 624.4 616.4 bB 46.9 8.24

5 608.2 613.6 624.7 615.5 bB 46 8.08

ck 577.8 568.4 562.3 569.5 aA

东亚小花蝽控制设施黄瓜西花蓟马试验

处理：处理 1：西花蓟马的天敌生物选择东亚小花蝽、

每亩释放量为 2 头/米 2，处理 2：化学防治药剂选择 20%呋

虫胺可溶粒剂，使用剂量为 40 克/亩。

结论：在蓟马的虫口基数为 18 头/百株、225 头/百株、

857 头/百株情况下，释放天敌东亚小花蝽 1000 头/亩次的生

防效果分别为 90.12%、94.66%和 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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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处理防治效果比较

处理
一次处理后 7 天调查防效（%） 二次处理后 7 天调查防效（%） 三次处理后 9 天调查防效（%）

Ⅰ Ⅱ Ⅲ 平均 Ⅰ Ⅱ Ⅲ 平均 Ⅰ Ⅱ Ⅲ 平均

1 91.24 89.21 89.91 90.12 93.87 95.24 94.87 94.66 36.54 38.28 36.3 37.04

2 79.56 80.34 73.44 77.78 82.45 80.56 78.79 80.6 75.85 74.12 72.45 74.14

3 — — — — — — — — — — — —

试验三次处理后产量及商品率分析

处理
使用药剂及剂

量

健康瓜条 为害瓜条 产量
为害

瓜率

较对照

减少
商品率

较对照

增加
数

量
重量

数

量
重量 合计

条 kg 条 kg kg （%）

1 生物防治 268 63.46 15 2.47 65.93 5.30 19.70 94.70 19.70

2 化学防治 178 34.42 23 3.78 38.19 11.44 13.56 88.56 13.56

3 空白对照（CK） 105 19.25 35 5.87 25.11 25.00 — 75.00

三、重大意见分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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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部门应加大宣传推广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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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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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如本标准评审通过，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发布，成为指导

宁夏规范使用设施黄瓜病虫害农药减施增效技术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