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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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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农作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

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凤、孙月、陈宏州、徐剑宏、张海波、周晨、杨红福、李广森、梁修成、杨荣明、

田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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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病虫害防治药剂有效性

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防治小麦病虫害药剂有效性的监测、调查、评价及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小麦主要病虫害防治用药有效性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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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7980.22—2000　农药　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一）　杀菌剂防治禾谷类白粉病

GB/T 17980.23—2000　农药　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一）　杀菌剂防治禾谷类锈病（叶锈、条锈、

秆锈）

GB/T 17980.79—2004　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二）　第 79 部分：杀虫剂防治小麦蚜虫

GB/T 17980.108—2004　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二）　第 108 部分：杀菌剂防治小麦纹枯病

NY /T 1276—2007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 1464.15—2007　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　第 15 部分：杀菌剂防治小麦赤霉病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有效性评价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某一农药在使用最大登记剂量条件下，对登记对象的防治效果，根据防治效果来评价其有效性。

注： 可分为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四个等级。

4 监测

4.1 监测单位

经有关行业部门、协会认定，有一定生态区域代表性的科研、推广机构或社会组织。具有有效性监测

资质的法人或法人授权单位为宜。

4.2 监测对象

用于防治小麦赤霉病、纹枯病、白粉病、锈病（叶锈、条锈、秆锈）、蚜虫的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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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监测方法

4.3.1 小麦品种选择

当地常用品种，记录品种名称。

4.3.2 田块选择

选择易受病虫危害，且栽培条件均匀一致，具有代表性的田块，在病虫主要发生季节进行。病虫害在

中等及以上发生田块为宜。

4.3.3 设置处理

每个监测试验确定 2 个及以上有一定生态区域代表性的试验点。试验药剂和空白对照小区处理采

用随机排列的方式，处理间设置隔离带。每个处理小区面积 100 m2 左右，不设重复。空白对照与药剂处

理区除喷施物不同外，其他条件需一致。

4.3.4 药剂及使用剂量

选择已获得登记许可，并经田间试验示范、省内使用 2 年以上的主推产品，如列入当年度江苏省绿色

防控产品联合推介目录的农药产品。一般各供试药剂处理设最高登记剂量浓度 1 个。

4.3.5 施药方法

4.3.5.1 施药器械

同一试验地点采用相同型号的电动喷雾器和其他操作设备。

4.3.5.2 施药操作、时间和次数

施药操作按照 GB/T 8321、NY /T 1276—2007 相关规定，施药的药量应准确、分布均匀。用水量参

照农药标签说明书或监测评价协议。记录施药次数和每次施药的日期。施药时间和次数应根据病虫害

的种类、防治指标和当地环境条件等因素确定，符合 GB/T 17980.22—2000、GB/T 17980.23—2000、
GB/T 17980.79—2004、GB/T 17980.108—2004、NY/T 1464.15 的要求。

5 调查

5.1 气象资料

监测期间，从试验点附近的气象站点或自备的田间小气候记录仪获得降雨、温度等气象资料。

5.2 土壤资料

记录土壤类型、肥力情况等土壤资料。

5.3 病害防效调查

5.3.1 赤霉病

调查方法、调查时间和次数、药效计算方法，满足 NY/T 1464.15—2007 中要求。根据病情发展情况

和监测评价协议要求确定调查时间和次数，一般在小麦病情稳定后或收获前 10 d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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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纹枯病

调查方法、调查时间和次数、药效计算方法，按照 GB/T 17980.108—2004 中规定。按监测评价协议

要求进行，通常分别在拔节期、枯白穗显症期各调查一次。

5.3.3 白粉病

调查方法、调查时间和次数、药效计算方法，按照 GB/T 17980.22—2000 中规定。按照监测评价协

议要求进行，第一次喷药处理前，调查并记录病情基数。以后每次施药前进行药效调查，最后一次用药后

10 d~14 d 进行最后的药效调查。

5.3.4 锈病（叶锈、条锈、秆锈）

调查方法、调查时间和次数、药效计算方法，按照 GB/T 17980.23—2000 中规定。第一次施药前调

查病情基数，再次调查要根据病害发展情况、药剂的持效期以及监测评价协议要求决定，通常最后一次调

查在末次施药后 7 d~14 d 进行。

5.4 虫害防效调查

主要调查蚜虫。调查方法、药效计算方法，按照 GB/T 17980.79—2004 中规定。施药前调查蚜虫基

数，施药后 3 d、7 d、14 d 各调查一次。

6 评价

杀菌剂按表 1 规定执行，根据病指防效评价其有效性（多次调查的计算病指防效平均数）；杀虫剂按

表 2 规定执行，从速效性、持效性、长效性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表 1　杀菌剂有效性评价指标

病害种类

赤霉病、白粉病、

锈病

纹枯病

病指防效

≥90%

≥80%，<90%

≥70%，<80%

<70%

≥85%

≥75%，<85%

≥60%，<75%

<60%

评价等级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

表 2　杀虫剂有效性评价指标

蚜虫 ≥90% +++ ≥90% +++ ≥90% +++ 7~9 优秀

虫害种类

杀虫效果

速效性（药后 3 d） 持效性（药后 7 d） 长效性（药后 14 d）

杀虫效果评价

“+”个数 评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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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90%

≥70%，

<80%

<70%

++

+

≥80%，

<90%

≥70%，

<80%

<70%

++

+

≥80%，

<90%

≥70%，

<80%

<70%

++

+

5~6

3~4

<3

良好

中等

较差

蚜虫

表 2　杀虫剂有效性评价指标  （续）

虫害种类

杀虫效果

速效性（药后 3 d） 持效性（药后 7 d） 长效性（药后 14 d）

杀虫效果评价

“+”个数 评价等级

7 记录

建立台账，做好各项用药措施记录，记录好用药品种（商品名及通用名）、农药登记证号、剂量及时间、

农事操作等。记录保存时间不少于 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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