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农委发〔2023〕57 号 

 

重庆市永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印发 2023 年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 

主要病虫害及草害防控技术方案的 

通 知 

 

各镇（街）农业服务中心，委属相关站所、相关科室： 

根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3 年全市

“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方案的通知》（渝农办发〔2023〕41 号）、

《重庆市植物保护站关于印发 2023 年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主

要病虫害及草害防控技术方案的通知》（渝植发〔2023〕15 号）

等文件要求，现将《重庆市永川区 2023 年水稻、玉米等粮食作

物主要病虫害及草害防控技术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抓好各项措施落地落实，保障全区粮食安全。 

 

附件：1.重庆市永川区 2023 年水稻主要病虫害防控技术方案 

2.重庆市永川区 2023 年玉米主要病虫害防控技术方案 

3.重庆市永川区 2023 年草地贪夜蛾防控技术方案 

4.重庆市永川区 2023 年草害防控技术方案 

 
 

重庆市永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3 年 5 月 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1 

 

重庆市永川区 2023 年水稻主要病虫害 
防控技术方案 

 

根据我区历年水稻病虫发生情况、作物品种布局、耕作制度

等因素以及天气趋势预测综合分析研判，预计 2023 年我区水稻

病虫害总体呈中等程度发生，发生面积 40 万亩（次）左右。其

中，二化螟发生程度 2 级，发生面积 30 万亩（次）左右；稻飞

虱 4 发生程度 2 级，4 预计发生面积约 2 万亩（次）左右，若气

象条件适宜，发生面积将有所增加；稻纵卷叶螟发生程度为 2 级，

发生面积 3 万亩（次）左右，稻瘟病发生程度为 1 级，老病区、

常发病区局部发生程度为 3 级，发生面积 1 万亩左右；纹枯病发

生程度为 2 级，发生面积 2 万亩左右；稻赤斑黑沫蝉、稻秆潜蝇、

稻蝗、稻曲病等在局部区域发生，总体发生程度 1 级，发生面积

2 万亩左右。为做好 2023 年水稻病虫害防控工作，保障水稻生

产绿色安全，实现“虫口夺粮”促丰收，特制订本方案。 

一、防控目标 

重大病虫防治处置率达到 90%以上，总体防治效果达到 85%

以上，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 52%

以上，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 45%以上。 



二、防控策略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总方针，持续推进绿色防控、

统防统治，实现控害保产、减药增效。以选用抗（耐）病虫品种、

建立良好稻田生态系统、培育健康水稻为基础，落实生态调控和

农艺措施，优先应用昆虫信息素、生物防治等非化学的绿色防控

措施，合理安全应用高效低风险的环境友好型农药，保障水稻生

产高质高效绿色安全。  

三、防控重点 

以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稻瘟病、稻纹枯病等一、

二类病虫害为重点，兼顾稻曲病、稻赤斑黑沫蝉、稻秆潜蝇等次

要病虫，突出重点迁飞通道、重点危害区域、重要发生时段，加

强系统调查和大田普查，做好分类指导，重点预防稻飞虱、稻瘟

病等重大病虫突发爆发，及时开展应急防治，推进统防统治，落

实关键技术措施，遏制重大病虫不大面积暴发成灾，减轻危害损

失。 

四、防控措施 

（一）预防技术 

1.选用抗（耐）性品种。因地制宜，优先选用抗（耐）稻瘟

病、稻曲病的水稻品种，避免种植高（易）感品种，合理布局不

同遗传背景的水稻品种。 

2.播种期和秧苗期预防。一是播种前，药剂浸种或拌种，



预防恶苗病、细菌性病害、稻瘟病、病毒病等种传和苗期病

虫。二是秧苗移栽前 2-3 天，施用内吸性药剂，带药移栽，预

防螟虫、稻叶瘟、稻飞虱、叶蝉及其传播的病毒病。三是水稻

线虫病发生区，苗床土壤处理和移栽前使用药剂浸根处理。四

是秧苗期，施用赤·吲乙·芸苔等植物生长调节剂或氨基寡糖素等

植物诱抗剂，提高水稻抗逆性，培育壮秧。 

3.孕穗末期至抽穗期重点预防。水稻孕穗末期，预防稻曲病、

穗腐病、叶鞘腐败病等病害；破口期至齐穗期，重点防控稻瘟病

（穗颈瘟）、螟虫、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纹枯病等。 

4.农艺措施。（1）翻耕灌水灭蛹。利用螟虫化蛹期抗逆性

弱的特点，在越冬代螟虫化蛹期统一翻耕冬闲田、绿肥田，灌深

水浸没稻桩 7-10 天，降低虫源基数。（2）健身栽培。加强水肥

管理，适时晒田，避免重施、偏施、迟施氮肥，适当增施磷钾肥，

提高水稻抗逆性。 

5.生态调控。田埂留草，为天敌提供栖息地。提倡田埂种植

芝麻、大豆、波斯菊等显花植物，涵养寄生蜂、蜘蛛和黑肩绿盲

蝽等天敌；路边种植香根草等诱集植物，丛距 3-5 米，减少螟虫

种群基数。 

（二）非化学绿色防控技术 

1.性信息素诱杀。越冬代二化螟始蛾期（渝西、渝中等低海

拔区 4 月上中旬，渝东南、渝东北等高海拔区 4 月中下旬），集



中连片使用性诱剂，通过群集诱杀或干扰交配来减轻危害。选用

持效期较长的诱芯和诱捕器，平均每亩放置 1-2 个，放置高度以

诱捕器底端距地面 50-80cm 为宜。 

2.稻螟赤眼蜂控害。在二化螟、稻纵卷叶螟蛾始盛期释放稻

螟赤眼蜂，每代放蜂 2-3 次，间隔 3-5 天，每次每亩放蜂 10000

头左右，均匀放置 5-8 个点，高温时节宜在傍晚放蜂，放蜂高度

以分蘖期蜂卡高于植株顶端 5-20cm、穗期低于植株顶端 5-10cm

为宜。 

3.稻鸭共育。分蘖初期，将 15-20 天的雏鸭放入稻田，每亩

放鸭 10-15 只，水稻齐穗时收鸭。通过鸭子取食活动，减轻纹枯

病、稻飞虱、福寿螺和杂草等发生危害。 

（三）科学用药技术 

1.药剂预防技术（关键期） 

（1）种子处理，预防苗期病虫害。采用咪鲜胺、氰烯菌酯

处理种子，预防恶苗病和稻瘟病；吡虫啉等种子处理剂拌种或浸

种，预防秧苗期稻飞虱、稻蓟马及飞虱传播的南方水稻黑条矮缩

病、条纹叶枯病等病毒病。（2）带药移栽，减少大田前期用药。

秧田应用赤·吲乙·芸苔、芸苔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培育壮秧；苗

床可施用噁霉灵、枯草芽孢杆菌、寡雄腐霉菌等药剂防治水稻苗

期立枯病；秧苗移栽前 1-3 天，施用内吸性药剂，带药移栽，预

防螟虫、稻瘟病、稻蓟马、稻飞虱及其传播的病毒病。（3）孕



穗末期预防。水稻孕穗末期至破口期，根据穗期防控对象综合用

药，预防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螟虫、稻飞虱、稻纵卷叶螟

等病虫。 

2.药剂控害技术 

在落实非化学防治和关键期药剂预防技术的基础上，根据病

虫测报和实际发生情况，抓住关键时期实施药剂防治。 

（1）二化螟：分蘖期于枯鞘丛率达到 8-10%或枯鞘株率达

到 3%时施药，穗期于卵孵化高峰期施药，重点防治上代残虫量

大、当代螟卵盛孵期与水稻破口抽穗期相吻合的稻田。虫量较低

时，优先采用金龟子绿僵菌，化学药剂可选用氯虫苯甲酰胺、甲

氧虫酰肼、氯虫·三氟苯等环境友好型化学农药。 

（2）稻飞虱：使用吡虫啉、噻虫嗪种子处理和带药移栽，

减轻稻飞虱危害。药剂防治重点在水稻生长中后期，对孕穗期百

丛虫量 1000 头、穗期百丛虫量 1500 头以上的稻田施药，优先选

用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苦参碱、球孢白僵菌的生物农药和

醚菊酯、烯啶虫胺、吡蚜酮、氟啶虫酰胺、三氟苯嘧啶等环境友

好型化学农药。 

（3）稻纵卷叶螟：水稻分蘖期发挥植株补偿功能，减少用

药。药剂防治指标为分蘖期百丛水稻束叶尖 150 个，孕穗后百丛

水稻束叶尖 60 个。生物农药施药适期为卵孵化始盛期至低龄幼

虫高峰期，优先选用金龟子绿僵菌 CQMa421、苏云金杆菌（Bt）、



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短稳杆菌等生物农药；化学药剂可选

用四氯虫酰胺、氯虫苯甲酰胺、氯虫·噻虫嗪、茚虫威、氯虫·三

氟苯等环境友好型化学农药。 

（4）稻瘟病：叶瘟防治在田间初见病斑时施药，穗瘟在破

口抽穗初期施药预防，气候适宜病害流行时，间隔 7 天进行第 2

次施药。优先选用枯草芽孢杆菌、多抗霉素、春雷霉素、井冈·蜡

芽菌、苯丙烯菌酮等生物农药，化学药剂选用嘧菌酯、三环唑、

丙硫唑、肟菌·戊唑醇、春雷·三环唑等环境友好型化学农药。 

（5）纹枯病：水稻分蘖末期至孕穗抽穗期施药。优先选用

井冈·蜡芽菌、井冈霉素 A、申嗪霉素等生物农药，化学药剂选

用苯甲·丙环唑、氟环唑、咪铜·氟环唑、嘧菌酯等环境友好型化

学农药。 

（6）细菌性病害：针对细菌性基腐病、白叶枯病等病害，

在种子处理和带药移栽的基础上，当田间出现发病中心时立即施

药防治。重发区在暴雨之前和之后施药预防。药剂选用噻唑锌、

噻霉酮等环境友好型化学农药。 

（7）稻曲病：在水稻破口前 7-10 天（10%水稻剑叶叶枕与

倒二叶叶枕齐平时）施药预防，药剂可选用春雷·王铜，亦可参

照使用水稻纹枯病药剂，如遇多雨天气，7 天后进行第 2 次施药。 

五、注意事项 

（一）性信息素应大面积连片应用，群集诱杀时不能将不同



种类害虫的性信息素挥散芯置于同一诱捕器内。 

（二）化学药剂防治应达标用药，生物农药应适当提前施用，

确保药效。 

（三）抓住病虫防治关键期，积极开展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 

（四）稻鸭、稻虾、稻鱼、稻蟹等种养区和种桑养蚕区及其

邻近区域，应慎重选用药剂，避免对养殖造成毒害。 

（五）饮用水源或者流域要注意施药距离，优先选用生物农

药和环境友好型化学农药。 

（六）稻田禁用含拟除虫菊酯类成分农药，慎用有机磷类农

药。水稻分蘖期尽量少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阿维菌素，

破口抽穗期慎用三唑类杀菌剂，扬花期慎用新烟碱类杀虫剂（吡

虫啉、烯啶虫胺、噻虫嗪等），减少对授粉昆虫的影响。 

（七）重视交替轮换用药，有效延缓和治理抗药性。提倡不

同作用机理药剂合理轮用，避免同一种药剂在不同稻区间或同一

稻区内循环、连续使用。提倡使用高含量单剂，避免使用低含量

复配剂。根据抗药性监测结果，限制使用已产生中等以上抗性的

药剂。 

（八）严格遵守农药使用操作规程，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

确保稻米质量安全。 



附件 2 

 

重庆市永川区 2023 年玉米主要病虫害 
防控技术方案 

 

根据我区历年玉米病虫发生情况、作物品种布局、耕作

制度等因素以及今年天气趋势预测综合分析研判，预计 2023

年我区玉米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偏轻程度发生，发生面积 10

万亩（次）左右，以草地贪夜蛾、玉米螟虫、纹枯病等为主。

为做好玉米重大病虫防控工作，特制订本方案。 

一、防控目标 

玉米重大病虫害防治处置率 90%以上，病虫害总体防治

效果 85%以上，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下，绿色防控覆盖

率 52%以上。 

二、防控策略 

坚持预防为主、联防联控，分区域开展绿色防控技术集

成应用。采用生态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治和科学用药等

防控措施，加强中后期病虫害综合防治，促进提质增产，保

障玉米生产安全。 

三、防控重点 

重点防控草地贪夜蛾、粘虫、玉米螟虫，兼顾纹枯病、

地下害虫、穗腐病等。 

四、防控措施 



（一）纹枯病等土传病害防治。选用抗（耐）病品种，

利用含有精甲·咯菌腈、苯醚甲环唑、吡唑醚菌酯或戊唑醇等

成分的种子处理剂拌种或包衣，与丁硫克百威复配还可以防

治线虫矮化病。避免频繁漫灌，暴雨后及时排出田间积水。

纹枯病在发病初期（玉米拔节时）喷施井冈霉素 A 等杀菌剂，

视发病情况隔 7-10 天进行第 2 次施药。 

（二）蛴螬、地老虎、金针虫等地下害虫及蓟马等苗期

害虫防治。播前灭茬或清茬，清除玉米播种沟上的覆盖物；

选用含有噻虫胺、噻虫嗪等新烟碱类杀虫剂与氯虫苯甲酰

胺、溴氰虫酰胺或丁硫克百威复配的种子处理剂拌种或包

衣，兼治后期蚜虫、叶螨、蓟马等。生物防治选用金龟子绿

僵菌、球孢白僵菌颗粒剂随种肥沟施。 

（三）草地贪夜蛾、玉米螟、粘虫等害虫防治。通过秸

秆粉碎还田，减少虫源基数；成虫发生期使用灯诱、食诱结

合性诱剂诱杀；产卵初期释放螟黄赤眼蜂、松毛虫赤眼蜂、

玉米螟赤眼蜂或夜蛾黑卵蜂等天敌灭卵；幼虫低龄低密度阶

段优先选用苏云金杆菌、球孢白僵菌、甘蓝夜蛾核型多角体

病毒、金龟子绿僵菌、短稳杆菌等生物农药；应急防治可选

用四氯虫酰胺、氯虫苯甲酰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乙基多杀菌素、茚虫威等环境友好型化学农药。抓住低龄幼

虫 佳防控时期，实施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 

五、综合防控技术 

（一）秸秆处理、深耕灭茬技术 



采取秸秆粉碎还田、深耕土壤、播前灭茬，破坏病虫适

生场所，压低病虫源基数。 

（二）种子处理技术 

根据地下害虫、土传病害和苗期病虫害种类，选择适宜

的种衣剂进行种子统一包衣。 

（三）中后期一喷多效技术 

心叶末期，统一喷洒苏云金杆菌、球孢白僵菌等生物制

剂防治玉米螟和草地贪夜蛾，压低后期虫量；根据叶斑病、

玉米螟、粘虫、蚜虫等病虫发生情况，合理混用杀虫剂和杀

菌剂，控制后期病虫危害。宜使用高秆作物喷雾机或航化作

业提升防控效率和效果。 

（四）诱杀成虫技术 

在鳞翅目和鞘翅目等趋光性强的害虫成虫羽化期，使用

杀虫灯诱杀。对草地贪夜蛾、玉米螟、粘虫等成虫可结合性

诱剂诱杀，对粘虫等夜蛾科害虫可结合食诱剂诱杀。 

（五）赤眼蜂或毒·蜂杀虫卡防螟技术 

在玉米螟产卵初期至卵盛期，每亩放蜂 1.5-2 万头，每

亩设置 3-5 个释放点，分 2-3 次统一释放，将蜂卡或放蜂器

具安放在中部叶片背面。也可在玉米螟发蛾始见期，将毒·蜂

杀虫卡挂在玉米枝条上，每亩按 10×15 米等距离放置杀虫

卡 6 枚，每隔 10 天再投放一次，连续投放 3 次。 

六、注意事项 

（一）杀虫灯注意在害虫成虫羽化高峰期和夜间活跃时



段使用， 大限度保护生态平衡。 

（二）性信息素诱杀技术应大面积连片应用，且不能将

不同害虫的诱芯置于同一诱捕器内。 

（三）生物农药应在病害发生初期或害虫低龄阶段施

用，确保防效。 

（四）施药宜在清晨或傍晚，用水量要足，施药部位要

精准。 

（五）饮用水源或者流域要注意施药距离，优先选用生

物农药和环境友好型化学农药。 

（六）使用化学药剂时，优先选择环境友好型化学农药，

并加入农药减量降残助剂，以减少化学农药用量。当季使用

过烟嘧磺隆除草剂的地块，避免使用有机磷农药，以免发生

药害。注重化学农药的交替使用、轮换使用、安全使用，延

缓抗药性产生。 

（七）严格遵守农药使用操作规程，执行农药安全间隔

期，确保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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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永川区 2023 年草地贪夜蛾防控技术方案 
 

草地贪夜蛾是重大迁飞性、暴发性、灾害性农业害虫之一，

严重威胁我区玉米生产安全。据分析研判，2023 年我市草地贪

夜蛾发生代次多，局部程度重，具有发生时间不定、发生地点不

定、发生程度不定等特点。为做好草地贪夜蛾防控工作，特制订

本方案。 

一、防控目标 

充分发挥我市草地贪夜蛾“南北通道”的阻截作用，确保防控

处置率总体达 90%以上，高密度重生发区防治处置率达到 100%，

总体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内。 

二、防控策略 

采取综合防控措施，坚持联防联控。虫口密度未达标区域：

采取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生态控制等绿色防控策略，控制成虫

种群数量，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延缓抗药性产生，促进可持续治

理。虫口密度达标区域：对于零散发生区，抓住低龄幼虫防治关

键期，组织农民带药侦查、点杀点治。对于成片突发重点区，及

时动员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民群众，迅速采取化学农药应急防

控，开展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同时在毗邻区开展协同防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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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联控，及时控制草地贪夜蛾危害损失和迁飞扩散。 

三、防控措施 

（一）监测预警 

结合高测报灯、虫情测报灯和性诱捕器监测成虫迁飞数量和

动态。以玉米为重点，兼顾高粱、水稻、小麦等寄主作物，在作

物生长季，特别是苗期和心叶期开展大田普查，确保早发现、早

预警、早控制。 

（二）分区防控 

低海拔地区要加强生态控制，理化诱杀成虫，强化幼虫防治

保苗保心叶保穗，遏制当地孳生繁殖，减少迁出虫量。高海拔地

区（含秋播玉米）要区重点防治迁入种群，性诱剂诱杀成虫，注

重作物生长中后期的幼虫防治，压低虫源基数。 

（三）主要技术措施 

1.生态防控。积极采取与非禾本科作物间作套种、种植驱避

诱集植物、调整播期等农业措施，改造害虫适生环境，保护农田

生物多样性，利用自然环境中的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敌，发挥生物

多样性的自然控制优势，增强自然控制能力，促进可持续治理。 

2.种子处理。选择含有氯虫苯甲酰胺、溴酰·噻虫嗪等成分的

种衣剂开展玉米、高粱种子统一包衣，防治草地贪夜蛾。 

3.理化诱控。在成虫发生高峰期，采取高空杀虫灯、性

诱捕器以及食诱剂等理化诱控措施，诱杀成虫，干扰交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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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落卵量。在集中连片种植区，按照每亩设置 1 个诱捕器

的标准在全生育期应用性诱剂诱杀成虫。随着作物生长，应

注意调节诱捕器高度，根据诱芯持效期及时更换诱芯，确保

诱杀效果。 

4.生物防治。作物全生育期注意保护利用夜蛾黑卵蜂等寄

生性天敌和益蝽等捕食性天敌，在草地贪夜蛾卵期积极开展人

工释放夜蛾黑卵蜂、螟黄赤眼蜂等天敌控害技术。抓住低龄幼虫

期，选用苏云金杆菌、核型多角体病毒、金龟子绿僵菌、球孢白

僵菌、印楝素等生物农药喷施或撒施，持续控制草地贪夜蛾

种群数量。 

5.科学用药。以保苗、保心叶、保穗为重点，卵、虫兼治。

对虫口密度高、集中连片发生区域，抓住产卵高峰期和低龄幼

虫期实施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对分散发生区实施重点挑治和

点杀点治。可选用氯虫苯甲酰胺、乙基多杀菌素、虱螨脲、茚

虫威、四氯虫酰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等，注重农药的交

替使用、轮换使用、安全使用，合理搭配助剂提高防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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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庆市永川区 2023 年草害防控技术方案 
 

农田杂草是作物生产中重要的有害生物，与作物争光、争水、

争肥、传播病虫害，导致作物产量和品质降低。近年来，由于农

村劳动力减少、轻简化栽培技术推广、杂草群落演替、除草剂长

期单一使用、杂草抗药性水平上升等原因，农田杂草发生面积逐

年增加，且田间发生密度越来越高，据分析研判，预计 2023 年

我区农田杂草总体呈中等程度发生，发生面积 30 万亩左右。为

有效防控主要粮油作物田间杂草危害，特制订本方案。 

一、防控目标 

农田杂草防治处置率达到90%以上，防治效果90%以上，杂

草危害损失控制在5%以下。 

二、防控策略 

落实“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方针，以作物增产增收和

除草剂减量控害为目标，按照“综合防控、治早治小、减量增效”

的原则，突出主要作物、恶性杂草、重点区域，坚持分类指导、

分区施策，采取以农业措施为基础，化学措施为重要手段，辅以

物理、生态等综合治理策略，实现农田杂草绿色可持续防治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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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措施 

（一）稻田杂草防控方案 

根据水稻种植方式、杂草种类与分布特点，开展分类指导。

重点防控稗属、千金子等禾本科杂草，水苋菜属、鸭舌草、野慈

姑、水花生等阔叶杂草，异型莎草、萤蔺等莎草科杂草。 

1.非化学控草技术。（1）种子精选。通过对稻种调进、调

出检疫，检查稻种中是否夹带稗草等杂草种子，经过筛、风扬、

水选等措施，汰除杂草种子，减少杂草的远距离传播与危害。（2）

农业措施。通过深翻平整地、水层管理、肥水壮苗、水旱轮作、

轮作换茬等措施，保持有利于水稻良好生长的生态条件，促进水

稻生长，提高水稻对杂草的竞争力。在水稻生长中后期，可人工

拔除杂草，避免新一代杂草种子侵染田间。（3）物理措施。在

进水口安置尼龙纱网拦截杂草种子，田间灌水10—15厘米，待杂

草种子聚集到田角后捞取水面漂浮的种子，减小土壤杂草种子库

数量。清除跨区或跨地作业的整地、插秧、施药、收割等机械所

携带的杂草种子及繁殖器官，避免杂草尤其是抗药性杂草人为传

播。（4）生物措施。在水稻抽穗前，通过人工放鸭、稻田养鱼、

虾（蟹）稻共作等方式，发挥生物取食杂草子实和幼芽的作用，

减少杂草的发生基数。 

2.化学除草控草技术。稻田杂草因地域、种植方式的不同，

所采用的化除策略以及除草剂品种应当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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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插秧田。采用“一封一杀”策略，在插秧前 1-2 天或

插秧后 5-7 天选用丙草胺、苄嘧磺隆、吡嘧磺隆、嗪吡嘧磺隆、

苯噻酰草胺等环境友好型药剂及其复配制剂进行土壤封闭处理；

插秧后 15-20 天根据抗性情况，选用二氯喹啉酸、五氟磺草胺、

氰氟草酯、噁唑酰草胺等环境友好型药剂及其复配制剂防治稗

草、千金子等禾本科杂草，选用吡嘧磺隆、二甲四氯钠、氯氟吡

啶指、灭草松等环境友好型药剂及其复配制剂防治鸭舌草、耳叶

水苋、异型莎草、水花生等阔叶杂草及莎草，注意不选用已产生

抗性的药剂并注意轮换。 

（2）人工移栽及抛秧稻田。杂草防控采用“一次封（杀）”

策略。在秧苗返青后，杂草出苗前选用丙草胺、苯噻酰草胺、苄

嘧磺隆、吡嘧磺隆、嗪吡嘧磺隆等环境友好型药剂及其复配制剂

进行土壤封闭处理，或在杂草 2-3 叶期，根据杂草发生情况，进

行茎叶喷雾处理，药剂选择同机插秧田。 

（二）玉米田杂草防控技术 

玉米田杂草主要有稗草、马唐、狗尾草等禾本科杂草和反枝

苋、鸭跖草、田旋花、水花生等阔叶类杂草。根据玉米轮作模式、

杂草种类与分布特点，开展分类指导。 

1.非化学控草技术。（1）农业措施。及时清除田边、路旁

的杂草，防止杂草侵入农田。选用耐密玉米品种，采取精量播种、

一播全苗的措施，抑制杂草发生和生长。采取玉米间作套种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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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绿豆等作物，减少伴生杂草发生。强化肥水管理，提高玉

米对杂草的竞争力。（2）物理措施。在玉米苗期和中期，结合

施肥，采取机械中耕培土，防除行间杂草。（3）生态措施。利

用粉碎的小麦、大豆等作物秸秆覆盖，有效降低杂草出苗数。 

2.化学除草技术。玉米田杂草因地域、播种季节和轮作方式

的不同，采用的化除策略及除草剂品种应当因地制宜。莠去津属

于长残留除草剂，使用量应控制在每亩38克（按有效成分量计算）

以下；使用过莠去津的玉米田，要谨慎选择下茬作物，以防产生

药害。 

在播种季节土壤墒情较好的地块，杂草防控采用“一封一杀”

策略；在土壤墒情差、降雨少、沙性土壤的地块，杂草防控采用

“一杀一补”策略。播后苗前，选用乙草胺、异丙甲草胺、异丙草

胺、唑嘧磺草胺、噻吩磺隆、噻酮磺隆、2,4-滴异辛酯、异噁唑

草酮等环境友好型药剂及其复配制剂进行土壤封闭处理。在玉米

3-5叶期，杂草2-6叶期，选用烟嘧磺隆、硝磺草酮、苯唑草酮、

苯唑氟草酮、噻酮磺隆、莠去津等环境友好型药剂及其复配制剂

防治稗草、马唐、野黍等禾本科杂草，选用氯氟吡氧乙酸、辛酰

溴苯腈、特丁津、硝磺草酮等环境友好型药剂及其复配制剂防治

鸭跖草、反枝苋、苘麻、水花生等阔叶杂草。 

（三）大豆田杂草防控技术 

大豆田杂草主要有马唐、狗尾草、牛筋草等禾本科杂草和苍



 

 - 21 -

耳、藜、鸭跖草、水花生等阔叶杂草。 

1.非化学控草技术。田间沟渠、地边和田埂生长的杂草结实

前应及时清除，防止杂草种子扩散入大豆田危害。通过播种前浅

旋耕、适时早播，采取与玉米、小麦、水稻等作物轮作方式，减

少伴生杂草发生。采取适当密植、加强肥水管理，增强大豆的田

间竞争能力，减轻杂草危害。采取玉米秸秆覆盖、稻草覆盖，有

效降低杂草出苗数。 

2.化学控草技术。选择除草剂时要考虑上下茬衔接科学施

药，当大豆与玉米、甜菜、春油菜、瓜类等作物轮作时，不宜喷

施咪唑乙烟酸、异噁草松等长残留除草剂，以免影响后茬敏感作

物生长。 

（1）春大豆。杂草防控采用“一封一杀”策略。播后苗前，

选用乙草胺（异丙甲草胺、精异丙甲草胺）+噻吩磺隆（扑草净、

嗪草酮、唑嘧磺草胺）桶混进行土壤封闭处理；在大豆2-3个三

出复叶期，杂草3-4叶期，选用烯草酮、精吡氟禾草灵、高效氟

吡甲禾灵、精喹禾灵、喹禾糠酯、烯禾啶等环境友好型药剂及其

复配制剂防治稗草、马唐、野燕麦等禾本科杂草，选用氟磺胺草

醚、灭草松、三氟羧草醚、乙羧氟草醚、乳氟禾草灵、嗪草酸甲

酯、氯酯磺草胺等环境友好型药剂及其复配制剂防治鸭跖草、反

枝苋等阔叶杂草。 

（2）夏大豆。大豆常与小麦、油菜等轮作倒茬，杂草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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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封一杀”或“一次杀除”策略。在土壤墒情较好的大豆田，

播后苗前，选用乙草胺（异丙甲草胺、精异丙甲草胺）+噻吩磺

隆（唑嘧磺草胺）桶混进行土壤封闭处理。在封行前，选用精吡

氟禾草灵、高效氟吡甲禾灵、精喹禾灵、烯草酮、烯禾啶等环境

友好型药剂及其复配制剂防治马唐、稗草等禾本科杂草，选用三

氟羧草醚、乙羧氟草醚、氟磺胺草醚、乳氟禾草灵、嗪草酸甲酯、

灭草松等环境友好型药剂及其复配制剂防治反枝苋、藜等阔叶杂

草。土壤墒情较差或整地质量不好的大豆田，采用茎叶喷雾处理

一次杀除，在大豆3-4个三出复叶期，杂草3-4叶期，选用茎叶处

理除草剂进行防治。 

（四）马铃薯田杂草防控技术 

马铃薯田杂草主要有马唐、稗草、狗尾草等禾本科杂草，反

枝苋、萹蓄、牛繁缕等阔叶杂草及部分莎草。 

1.非化学控草技术。及时清除田边、路旁的杂草，防止杂草

侵入农田。通过与禾本科、豆科、十字花科等作物轮作，行间套

种其他作物（大豆、花生等）等措施，减少伴生杂草发生。在马

铃薯苗期和中期，结合施肥，采取机械中耕培土，防除行间杂草。 

2.化学除草技术。马铃薯田杂草因地域、播种季节和轮作方

式的不同，采用的化除策略及除草剂品种应当因地制宜。 

（1）春马铃薯。杂草防控采用“封盖结合”或“封杀结合”策

略。在马铃薯播前 3-7 天，选用二甲戊灵、乙草胺、精异丙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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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敌草胺及其混剂进行土壤封闭处理，处理后薄膜覆盖。覆膜

马铃薯出苗后，根据杂草发生情况，在行间及时喷施茎叶处理除

草剂，选用精喹禾灵、烯草酮、高效氟吡甲禾灵及其混剂防除禾

本科杂草，选用砜嘧磺隆、嗪草酮、灭草松及其混剂防除阔叶杂

草。 

（2）秋冬马铃薯。常见稻-薯、菜-薯、早稻-晚稻-马铃薯（或

与蔬菜间作）等一年2-3熟种植模式，杂草防控采用“一封一盖”

或“一封一杀”策略。前茬为水稻的马铃薯田，马铃薯播前3-5天，

土壤封闭处理药剂选择同春马铃薯种植区，施药后采用稻草均匀

覆盖防除杂草。前茬为蔬菜或其他作物的马铃薯田，播后苗前，

土壤封闭处理药剂选择同春马铃薯种植区。苗后杂草2-4叶期，

选用精喹禾灵、烯草酮、高效氟吡甲禾灵等环境友好型药剂及其

复配制剂防治马唐、稗草等禾本科杂草，选用砜嘧磺隆、灭草松

等环境友好型药剂及其复配制剂行间定向喷雾防治反枝苋、牛繁

缕等阔叶杂草。 

（五）油菜田杂草防控技术 

油菜田杂草重点防控看麦娘属、菵草等禾本科杂草，猪殃殃、

牛繁缕等阔叶杂草。 

1.非化学控草技术。及时清除田边、路旁的杂草，防止杂草

侵入农田。采取油菜与小麦、豆类、绿肥等作物轮作，减少伴生

杂草发生。播种前通过翻耕或旋耕整地灭除田间已经出苗的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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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清洁和过滤灌溉水源，阻止田外杂草种子的输入。采取玉米

秸秆覆盖、稻草覆盖，有效降低杂草出苗数。 

2.化学控草技术。杂草防控采用“一封一杀”策略。在播种或

移栽前2-3天，选用乙草胺、精异丙甲草胺等药剂及其复配制剂

进行土壤封闭处理。苗后，杂草2-4叶期，选用高效氟吡甲禾灵、

精喹禾灵、烯草酮、烯禾啶等环境友好型药剂及其复配制剂防治

看麦娘、菵草等禾本科杂草，选用草除灵、二氯吡啶酸及其复配

制剂防治猪殃殃、牛繁缕等阔叶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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