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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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青岛四方园林工程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岛四方园林工程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栋、刘峰、刘慧鹏、王玲、曹先聪、庄戈、陈美清、王启浩、沙广臣、邱元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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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本文件为规范园林建设中农药的安全使用，为保护生态环境，规范操作及使用人员的人身安全，规

避损失，特制定本标准。本标准规定了农药安全使用的原则、合理选择农药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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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农药使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园林绿化农药使用人员的安全操作、农药合理使用和安全防护的准则，以达到科学防

治，减少环境污染及园林植物病、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危害的目的。 

本标准适用于园林绿化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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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所有部分） 

GB 4839-2009  农药中文通用名称 

GB 12475  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 

GB 20813  农药产品标签通则 

NY 608  农药产品标签通则 

NY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药 

用于预防、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鼠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地调节植物、昆虫生

长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包括用于不

同目的、场所的下列各类： 

1) 预防、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包括昆虫、蜱、螨)、草、鼠、软体动物和其他有

害生物； 

2) 预防、控制仓储以及加工场所的病、虫、鼠和其他有害生物； 

3) 调节植物、昆虫生长； 

4) 农业、林业产品防腐或者保鲜； 

5) 预防、控制蚊、蝇、蜚蠊、鼠和其他有害生物； 

6) 预防、控制危害河流堤坝、铁路、码头、机场、建筑物和其他场所的有害生物。 

3.2  

化学农药 

园林绿化上用于防治病、虫、草害及调节植物生长的化学药剂。 

3.3  

生物源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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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生物活体（真菌、细菌、昆虫病毒、转基因生物、天敌等）或其代谢产物（信息素、生长素、

萘乙酸等）针对植物病、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进行杀灭或抑制的制剂。 

3.4  

农药防治 

应用化学农药、生物源农药预防和杀灭病、虫、草等有害生物，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3.5  

杀虫剂 

用于消灭昆虫的药物，泛指消灭或驱避昆虫的药剂。 

 3.6 

杀菌剂 

用于防治真菌、细菌等病原物引起植物病害的药剂。 

 3.7 

除草剂  

指可使杂草彻底或选择性发生枯死的药剂。 

 3.8 

触杀剂 

药剂通过体壁及蚹节进入害虫体内，使之中毒死亡，具有这种作用方式的药剂。 

 3.9 

胃毒剂 

药剂通过害虫取食而进入消化系统，使之中毒死亡，具有这种作用方式的药剂。 

 3.10 

内吸剂 

药剂经植物的茎、叶、根或种子而进入植物体内，并在植物体内传导扩散，或产生更毒的新陈代谢

产物，使取食植物的害虫死去，具有这种作用方式的药剂。 

 3.11 

熏蒸剂 

药剂在常温下化为有毒气体，通过呼吸系统进入害虫体内，使之中毒死亡的药剂。 

 3.12 

保护剂  

在植物发病前，将药剂均匀喷洒在植物体表，以预防病原菌的入侵与传播的药剂。 

 3.13 

治疗剂  

在植物发病后施用，以抑制病菌的生长或致病过程，使其病害停止发展或使植株恢复健康的药剂。 

 3.14 

药害 

是指因使用农药而引起园林植物表现出的各种病态或死亡的现象。 

 3.15 

农药使用间隔期 

农药第一次使用到下一次使用所需间隔的时间。 

 3.16 

二次稀释法 

又名两步配制法，是先用少量水或稀释载体将农药制剂稀释成母液，然后再稀释到所需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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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原则 

安全原则 4.1 

应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基本要求，确保人们的身心健康。 

生态原则 4.2 

在城市园林生态系统的建设过程中要以生态原则为基准，在保证城市生态效果的同时以更加科学合

理的方式解决园林植物的病、虫、草等有害生物问题，防止一些不良的园林建设措施影响到城市生态系

统的循环。 

预防原则 4.3 

生物防治是保证园林植物管控效果和预防病、虫、草等有害生物的关键手段，辅以物理及化学防治

措施，达到科学预防的目标，降低病、虫、草等有害生物的发生概率的目的。 

5 农药选用 

按照国家政策和有关法规规定选用农药  5.1 

5.1.1 按照农药产品登记的防治对象和安全使用间隔期选择农药。 

5.1.2 剂型优选水乳剂、微乳剂、水溶性粒剂等环保剂型。有结块现象的粉剂、可湿性粉剂、可溶性

粉剂，有浑浊现象的水剂，不透明的乳油，粉末过多的颗粒剂不选用。 

5.1.3 严禁选用国家禁止生产、使用的农药，应按照有关规定选择限用的农药，见附录 A。  

根据防治对象选用农药  5.2 

5.2.1 施药前应调查施药园林内病、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发生情况，对不能识别和不能确定的，应

查阅相关资料或咨询有关专家，明确防治对象并获得指导性防治意见后，根据防治对象选择合适的农药

品种。 

5.2.2 病、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单一发生时，应选择对防治对象专一性强的农药品种；混合发生时，

应选择对防治对象有效的广普性农药品种；防治刺吸害虫，应选取至少一种具有内吸作用的药剂防治；

防治蛀干害虫，应选取至少一种具有熏蒸和触杀作用的药剂防治；防治食叶害虫，应选取至少一种具有

胃毒作用的药剂防治。 

5.2.3 在一个防治季节应选择不同种类的农药品种交替使用，避免产生抗药性；施药时要避开防治植

物的敏感时期以及对药剂敏感的植物，防止产生药害。 

根据园林植物和生态环境安全要求选用农药  5.3 

在进行园林植物病、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防治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农药，必须选用农药时，应优

先选用不产生公害且有一定防治效果的生物农药。并且要轮换用药，改进施药技术，最大限度地降低农

药用量，有限度地使用中毒农药，严禁使用高毒、高残酲农药，以减少污染和残留，严格按照国家农药

使用标准执行。 

5.3.1 选择安全、高效、经济的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和对天敌昆虫和其他有益生物安全的农药品种，

首选生物制剂，见附录 B。  

5.3.2 选择对生态环境安全的农药品种，见附录 C。  

5.3.3 常用杀菌剂，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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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常用除草剂，见附录 E。 

6 农药购买和保管 

农药购买 6.1 

购买农药应到具有农药经营资格的经营点自行采购或按照政府采购招标程序，购买符合国家要求的

正规农药，购买使用人员需经专业知识培训，能正确区分农药的通用名称、英文名称、商品名称等农药

产品基本信息。购买的药品其标签应标明农药名称、有效成分、含量、剂型、质量保证期、产品批准证

号、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毒性标志及注意事项等信息，且附有产品说明书和合格证。 

农药贮存保管要求 6.2 

农药应收集在专用库房，专人保管，不得分散存放。进出库必须登记，空农药瓶（袋）等统一回收、

登记、存放，应遵守我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规定，收集的农药废弃物不要自行销毁，

要联系当地生态环保部门交由有资质的单位集中处置，并保留相关处置手续。 

7 农药配制 

稀释倍数 7.1 

准确核定施药面积，根据农药标签推荐的农药使用剂量和植保技术人员的推荐，确定农药用量、稀

释倍数，禁止使用过期农药。 

安全操作 7.2 

农药配制应选择在远离水源、居所、养殖畜牧栏等场所，使用专用量具在避风处称量农药。应现用

现配，短时存放时，应密封并安排专人保管。 

配制方法 7.3 

7.3.1 先定量称取药剂，在量杯中加入少量水，充分搅拌稀释成“母液”； 

7.3.2 配药桶中先注入 1/4～1/3 的水，分别将“母液”按照“先固体后液体”的顺序进行桶混； 

7.3.3 使用后包装应加入少量水清洗 3次，将清洗液倒入配药桶； 

7.3.4 加水稀释至所需用量，充分搅拌均匀。 

助剂选择  7.4 

药液中需混配的助剂应对靶标作物及环境无害，加入助剂混匀后，药液应无沉淀、絮凝等影响正常

喷洒的现象。 

正确混配 7.5 

7.5.1 遇碱性物质分解、失效的农药，不能与碱性农药或碱性物质混用。 

7.5.2 混合后会产生化学反应的农药，不能相互混用。 

7.5.3 混合后出现乳剂破坏现象的农药，不能相互混用。 

7.5.4 混合后产生絮结或大量沉淀的农药，不能相互混用。 

8 农药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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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药时间  8.1 

8.1.1 根据园林植物病、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发生程度和药剂本身性能，结合园林植保部门的病虫

预警信息，确定是否施药和施药时间。  

8.1.2 不应在高温、雨天及风力大于 3级时施药。不应在高温季节上午 10时至下午 16 时的高温时段

施药，提倡早、晚间用药。 

施药方法  8.2 

应按照农药产品标签或说明书规定，根据农药作用方式、农药剂型、防治对象及有害生物发生的具

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施药方法。施药方法包括喷雾、撒颗粒、喷粉、拌种、熏蒸、涂抹、注射、灌根、毒

饵、土壤处理法等。  

8.2.1 不同农药剂型各有其特定的使用器械和方法，应根据农药剂型确定施药方法，乳油和水剂适用

于喷雾，油剂适用于超低容量喷雾，粉剂和颗粒剂宜于拌种或撒施等。 

8.2.2 防治温室等密闭场所害虫，可采用熏蒸法；防治土传病害，可采用土壤处理法；防治种传病害，

应采用拌种法等。 

8.2.3 防治对象所处的部位不同，施药方法各异。防治叶背面害虫，应使用喷雾法；防治地下害虫，

可采取土壤处理法等。 

8.2.4 环境因素对农药的防治效果影响很大，施药方法根据具体环境条件确定。雨季期间，可在下雨

间隙时使用喷粉法。 

8.2.5 为减少对有益生物的影响，应不用或少用对有益生物的杀伤力大的喷雾法和喷粉法，而采取毒

饵、毒土、拌种等方式，可有效地防治病虫害，且对有益生物影响较小。 

施药机械的选择  8.3 

8.3.1 小面积喷洒农药宜选择手动喷雾器；较大面积喷洒农药宜选用背负机动气力喷雾机；大面积喷

洒农药宜选用喷杆喷雾机或飞机、无人机。 

8.3.2 应根据施药机械喷幅和风向确定施药路线。使用喷雾机具施药时，作业人员应站在上风向，顺

风隔行前进或逆风退行两边喷洒，严禁逆风前行喷洒农药和在施药区穿行。  

8.3.3 喷雾施药应根据病虫危害部位和风向确定喷洒方法，使药液均匀附着在危害部位。  

8.3.4 使用手动喷雾器喷洒除草剂时，喷头一定要加装防护罩，对准有害杂草喷施。限用灭生性除草

剂，喷洒除草剂的药械宜专用，喷雾压力应在 0.3 MPa 以下。 

施药机械的维护 8.4 

8.4.1 施药作业结束后，应仔细清洗机具，并进行保养。存放前应对可能锈蚀的部件涂防锈黄油. 

8.4.2 喷雾器(机)喷洒除草剂后，必须用加有清洗剂的清水彻底清洗干净(至少清洗三遍)。        

8.4.3 保养后的施药器械应放在干燥通风的库房内，切勿靠近火源，避免露天存放或与农药、酸、碱

等腐蚀性物质存放在一起。 

9 农药安全操作规定 

安全管理 9.1 

9.1.1 施药人员作业时要带口罩、护目镜、胶手套，穿长袖长衫等防护用品，防止药物中毒。 

9.1.2 施药期间，不得吸烟、进食、喝水等。 

9.1.3 配兑药物时防止药液溅洒。 



DB YL3702/T 0004—2023 

6 

9.1.4 施药后要及时清洗容器、衣物，洗手洗脸。 

9.1.5 有微风天气施用农药时，人应站在上风方向作业。 

9.1.6 施药容器密封不严外溢药物时，或遇喷头堵塞等其他故障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待维修完好后，

再进行施药。 

中毒后处置 9.2 

9.2.1 施药人员如果将农药溅入眼睛内或皮肤上，应及时用大量干净、清凉的水冲洗数次或携带农药

标签前往医院就诊。  

9.2.2 施药人员如果出现头痛、头昏、恶心、呕吐等农药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作业，离开施药现场，

脱掉污染衣服或携带农药标签前往医院就诊。 

9.2.3 发现施药人员中毒后，应将中毒者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防止受热或受凉，应带上引起中毒

的农药标签立即将中毒者送至最近的医院采取医疗措施救治。  

9.2.4 如果中毒者出现停止呼吸现象，应立即对中毒者施以人工呼吸进行抢救，并迅速送至最近医院

施救。 

10 记录 

每次施药应记录地点、用药时间、防治对象、农药名称、使用浓度、农药使用间隔期、使用人、天

气状况、兑水量、喷洒药液量、施用面积、防治效果、安全性等。作业记录与资料应定期保存，可参考

附录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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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国家禁止和限制使用农药 

《农药管理条例》（2022修订）规定，农药生产应取得农药登记证和生产许可证，农药经营应取得

经营许可证，农药使用应按照标签规定的使用范围、安全间隔期用药，不得超范围用药。剧毒、高毒农

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不得用于蔬菜、瓜果、叶、菌类、中草药材的生产，不得用于水生植物的病

虫害防治。农药使用者应当保护环境，保护有益生物和珍稀物种，不得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河道内丢

弃农药、农药包装物或者清洗施药器械。严禁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使用农药，严禁使用农药毒鱼、虾、

鸟、兽等。 

一、禁止（停止）使用的农药（50种） 

六六六、滴滴涕、毒杀芬、二溴氯丙烷、杀虫脒、二溴乙烷、除草醚、艾氏剂、狄氏剂、汞制剂、

砷类、铅类、敌枯双、氟乙酰胺、甘氟、毒鼠强、氟乙酸钠、毒鼠硅、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

久效磷、磷胺、苯线磷、地虫硫磷、甲基硫环磷、磷化钙、磷化镁、磷化锌、硫线磷、蝇毒磷、治螟磷、

特丁硫磷、氯磺隆、胺苯磺隆、甲磺隆、福美胂、福美甲胂、三氯杀螨醇、林丹、硫丹、溴甲烷、氟虫

胺、杀扑磷、百草枯、2,4-滴丁酯、甲拌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灭线磷。 

注： 2,4-滴丁酯自2023年1月23日起禁止使用。溴甲烷可用于“检疫熏蒸梳理”。杀扑磷已无制剂登记。甲拌磷、甲

基异柳磷、水胺硫磷、灭线磷，自2024年9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 

二、在部分范围禁止使用的农药（20种） 

甲拌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水胺硫磷、

氧乐果、灭多威、涕灭威、灭线磷 

禁止在蔬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上使用，禁止用于防治卫生

害虫，禁止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 

甲拌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 禁止在甘蔗作物上使用 

内吸磷、硫环磷、氯唑磷 禁止在蔬菜、瓜果、茶叶、中草药材上使用 

乙酰甲胺磷、丁硫克百威、乐果 禁止在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上使用 

毒死蜱、三唑磷 禁止在蔬菜上使用 

丁酰肼（比久） 禁止在花生上使用 

氰戊菊酯 禁止在茶叶上使用 

氟虫腈 禁止在所有农作物上使用（等部分旱田种子包衣除外） 

氟苯虫酰胺 禁止在水稻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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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常用生物源农药防治虫害 

表B.1 常用生物源农药防治虫害 

分类 名称 剂型 作用方式 防治对象 使用方法 

动 物 源 杀

菌 剂  

33%阿维·抑食

肼 
可湿性粉剂 

对人畜无毒，对鳞翅目、同翅

目和双翅目效果好。 
鳞翅目害虫 

4000~5000倍液喷

雾 

 

微 生 物

杀 虫剂 

32000IU/mg 苏

云金杆菌（Bt） 
可湿性粉剂 

害虫食用后在其肠内的中肠

蛋白酶作用下，释放出对鳞翅

目幼虫有较强毒杀作用的内

毒素。 

鳞翅目害虫 
1000~1500倍液喷

雾 

100亿/g青虫菌 可湿性粉剂 

药剂进入虫体后产生内毒素

（伴孢晶体）和外毒素杀死害

虫。 

鳞翅目害虫（主要针

对刺蛾、黄杨绢野螟） 

500~600倍液喷

雾 

10亿/g日本

金龟子芽孢

杆菌 

可湿性粉剂 
一种在活有机体外很难产生孢

子的昆虫病原体。 
鞘翅目金龟总科 2~4kg/公顷喷雾 

150亿孢子/g球

孢白僵菌 
可湿性粉剂 

一类半知菌孢子生物制剂，无

毒无污染，对害虫具有持续感

染力，害虫一经感染可连续侵

染传播。 

鞘翅目、鳞翅目害虫 
1000~1500倍液

喷雾 

100亿孢子/ml

绿僵菌 
可湿性粉剂 

它对寄主侵染过程包括粘附、

孢子萌发、穿透虫体、体内发

育和致死。 

鳞翅目幼虫、鞘翅目害

虫 
2kg/亩拌土 

5亿孢子/g淡紫

拟青霉 

可湿性粉剂 
通过寄生根结线虫与白色胞囊

线虫卵起到杀虫作用。 
根结线虫 3~3.5kg/亩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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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阿维菌素 乳油 

一种高效、广谱的抗生素类杀

虫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

无内吸性。 

螨类、线虫 
2000~3000倍液喷

雾 

 

植物源杀虫剂 

 

 

1.2%苦·烟 

 

乳油 

具有触杀、胃毒和一定的熏蒸

作用，对鳞翅目、同翅目、半

翅目、直翅目等害虫有良好的

防治效果。 

 

鳞翅目、同翅目、半翅目、

直翅目 

 

1000~2000倍液喷

雾 

1.3%苦参碱 水剂 

对害虫具有广谱、高效、触杀、

和内吸作用，打破温度障碍，

长效，彻底杀虫 

鳞翅目害虫、半翅目害

虫及螨类 

1000~2000倍液喷

雾 

3%印楝素 乳油 
使害虫产生拒食效果，干扰其

产卵。 

对半翅目、鳞翅目、鞘

翅目害虫 

1500~2 000倍液

喷雾 

 

病毒杀虫剂 
20亿PIB/ml核

型多角体病毒 
可湿性粉剂 

经口进入虫体的病毒被胃液消

化，游离出杆状病毒粒子，通

过中肠上皮细胞进入体腔，侵

入细胞，在细胞核内增殖，之

后再侵入健康细胞，直到昆虫

致死。 

鳞翅目害虫（主要针对

美国白蛾、舞毒蛾等） 

1000~1500倍液喷

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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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常用化学农药防治虫害 

表C.1 常用化学农药防治虫害 

分类 名称 剂型 作用方式 防治对象 使用方法 

杀虫剂 

22%氟啶虫胺

腈 

悬浮剂 

胃毒、触杀、内

吸 

半翅目害虫（主要针对蚜虫、蚧虫、

蝽、虱、蝉等刺吸害虫） 

4500~7500 倍液

喷雾 

22.4%螺虫乙

酯 

悬浮剂 

内吸（植物内双

向内吸） 

半翅目害虫（主要针对蚜虫、蚧虫、

蝽、虱、蝉等刺吸害虫） 

4000~5000 倍液

喷雾 

25%噻虫嗪 水分散粒剂 

胃毒、触杀、内

吸 

半翅目害虫（主要针对蚜虫、蚧虫、

蝽、虱、蝉等刺吸害虫）、缨翅目

（主要针对蓟马） 

1500 倍液喷雾 

5%啶虫脒 乳油 

胃毒、触杀、内

吸 

半翅目害虫（主要针对蚜虫、蚧虫、

蝽、虱、蝉等刺吸害虫）、缨翅目

（主要针对蓟马） 

2000~2500 倍液

喷雾 

25%吡虫啉 可湿性粉剂 

胃毒、触杀、内

吸 

半翅目害虫（主要针对蚜虫、蚧虫、

蝽、虱、蝉等刺吸害虫）、缨翅目

（主要针对蓟马） 

2000~2500 倍液

喷雾 

37%噻嗪酮 悬浮剂 胃毒、触杀 

半翅目害虫（主要针对蚜虫、蚧虫、

蝽、虱、蝉等刺吸害虫） 

1200~1500 倍液

喷雾 

17%氟吡呋喃

酮 

可溶液剂 

触杀、胃毒、内

吸 

半翅目害虫（主要针对蚜虫、蚧虫、

蝽、虱、蝉等刺吸害虫） 

3000~4000 倍液

喷雾 

20%氯虫苯甲

酰胺 

悬浮剂 胃毒、触杀 

鳞翅目害虫（粘虫、桃小食心虫、

梨小食心虫等） 

2000 倍液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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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甲维盐 水分散粒剂 胃毒、触杀 鳞翅目害虫 1500 倍液喷雾 

5%氟铃脲 乳油 胃毒、触杀 

鳞翅目、鞘翅目、双翅目、半翅目

害虫 

1000~2000 倍液

喷雾 

25%灭幼脲 悬浮剂 胃毒、触杀 鳞翅目（主要针对低龄幼虫） 2000 倍液喷雾 

25%杀虫单 可湿性粉剂 

胃毒、触杀、内

吸 

鳞翅目（主要针对低龄幼虫） 

600~800 倍液喷

雾 

10%虫螨腈 悬浮剂 胃毒、触杀 鳞翅目、半翅目害虫及螨类 

800~1500 倍液喷

雾 

10%氯氟氰菊

酯 

乳油 胃毒、触杀 鳞翅目害虫 1000 倍液喷雾 

25g/L溴氰菊

酯 

乳油 胃毒、触杀 

鳞翅目、同翅目、鞘翅目、半翅目

及地下害虫 

2500~3000 倍液

喷雾 

45%毒死蜱 乳油 胃毒、触杀 

鳞翅目、鞘翅目、双翅目、半翅目

害虫 

1000~1500 倍液

喷雾 

12%噻虫·高

氟氯 

悬浮剂 

胃毒、触杀、熏

蒸 

蛀干害虫（包含鳞翅目害虫木蠹

蛾、鞘翅目害虫天牛类和吉丁虫

类） 

60 倍液喷雾 

20%辛硫·灭

多威 

乳油 

胃毒、触杀、熏

蒸 

蛀干害虫（包含鳞翅目害虫木蠹

蛾、鞘翅目害虫天牛类和吉丁虫

类） 

1000~2000 倍液

喷雾 

15%哒螨灵 乳油 触杀 螨类 

2200~2500 倍液

喷雾 

34%螺螨酯 悬浮剂 触杀 螨类（针对卵和若螨） 6000~7500 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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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 

20%苯丁锡 悬浮剂 触杀 螨类 

1000~1500 倍液

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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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常用化学农药防治病害 

表D.1 常用化学农药防治病害 

分类 名称 剂型 作用方式 防治对象 使用方法 

杀菌剂 

80%硫磺 水分散粒剂 保护 白粉病、锈病 
500~1000倍液喷

雾 

45%石硫合剂 晶体 保护、内吸 真菌及细菌性病害、煤污病 

60~80 倍喷雾 

180~240 倍液喷

干 

70%代森联 水分散粒剂 保护 炭疽病、褐斑病、锈病、白粉病 1000 倍液喷雾 

4%四氟醚唑 水乳剂 内吸 白粉病 1500 倍液喷雾 

25%吡唑醚菌

酯 
悬浮剂 保护、治疗 白粉病、黑粉病、炭疽病、褐斑病 

1200~1500 倍液

喷雾 

30%噁霉灵 水剂 内吸 
腐霉枯萎病、镰刀菌枯萎病、褐斑

病 

800~1000倍液喷

雾 

70%甲基硫菌

灵 
可湿性粉剂 保护、治疗、内吸 炭疽病、褐斑病、锈病 

800~1200倍液喷

雾 

21.5%肟菌酯 水分散粒剂 保护、治疗、内吸 白粉病、叶斑病 2000 倍液喷雾 

10%苯醚甲环

唑 
水分散粒剂 保护、治疗、内吸 炭疽病、白粉病、褐斑病、锈病 

800~1500倍液喷

雾 

25%咪鲜胺 乳油 保护、治疗、内吸 炭疽病、叶斑病 
500~600 倍液喷

雾 

20 亿/g 哈茨

木霉 
可湿性粉剂 保护 

根腐病、茎基腐病、立枯病、灰霉

病、白粉病、炭疽病、霜霉病、叶

霉病 

1500~3000 倍液

灌根 

12.5%烯唑醇 可湿性粉剂 保护、治疗、铲除 白粉病、黑星病、炭疽病及黑痘病 
2000~3000 倍液

喷雾 

25%戊唑醇 可湿性粉剂 保护、治疗、铲除 

锈病、白粉病、网斑病、根腐病、

赤霉病，黑穗病及种传轮斑病及纹

枯病 

2000~3000 倍液

喷雾 

65%代森锌 可湿性粉剂 保护、治疗 褐斑病、锈病、黑腐病 500~800 倍液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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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 

25%三唑酮 可湿性粉剂 保护、治疗、铲除 白粉病、锈病 
1000~1500 倍液

喷雾 

50%多菌灵 可湿性粉剂 预防、治疗、铲除 腐烂病、流胶病 
600~800 倍液喷

雾 

70%丙森锌 可湿性粉剂 保护 真菌及细菌性病害 
1000~1500 倍液

喷雾 

4%春雷霉素 水剂 治疗、铲除 真菌及细菌性病害 
800~1000倍液喷

雾 

50%福美双 可湿性粉剂 保护、治疗 真菌及细菌性病害 
600~800 倍液喷

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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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常用化学农药防治草害 

表E.1 常用化学农药防治草害 

分类 名称 剂型 类型 防治对象 使用方法 

除草剂 

41%草甘膦 水剂 灭生性除草剂 
一年生、多年生的禾本科杂草、

阔叶杂草、莎草科杂草 
200~300 倍液喷雾 

20%敌草快 水剂 灭生性除草剂 水生杂草 200~300 倍液喷雾 

80%敌草隆 可湿性粉剂 灭生性除草剂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和阔叶杂草 50~60 倍液喷雾 

10%草铵膦 水剂 灭生性除草剂 
一年生和多年生双子叶及禾本

科杂草 
60~75 倍液喷雾 

40%莠灭净 可湿性粉剂 选择性除草剂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阔叶杂草 250~500 倍液喷雾 

48%灭草松 水剂 选择性除草剂 
阔叶杂草和莎草科杂草，对禾本

科杂草无效 
400~600 倍液喷雾 

10%苯磺隆 可湿性粉剂 选择性除草剂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阔叶杂草及

莎草科杂草 
200~250 倍液喷雾 

50%萘丙酰草

胺 
可湿性粉剂 选择性除草剂 

萌芽期阔叶及禾本科杂草，用于

苗前土壤处理 
400~500 倍液喷雾 

43%甲草胺 乳油 选择性除草剂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某些双子

叶杂草，用于芽前处理 
140~180 倍液喷雾 

50%乙草胺 乳油 选择性除草剂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某些双子

叶杂草，用于芽前处理 
300~400 倍液喷雾 

24%乙氧氟草

醚 
乳油 选择性除草剂 

多种一年生窄阔叶杂草，对多年

生杂草有抑制作用 
800~1200 倍液喷雾 

50%扑草净 可湿性粉剂 选择性除草剂 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及阔叶杂草 200~300 倍液喷雾 

72%2，4-滴丁

酯 
乳油 选择性除草剂 阔叶杂草，对禾本科杂草无效 400~600 倍液喷雾 

33%二甲戊灵 乳油 选择性除草剂 

禾本科草坪（翦股颖类除外）成

坪中大多数通过种子萌发的一

年生禾本科杂草、小粒种子的阔

叶杂草 

100~150 倍液喷雾 

5%精喹禾灵 乳油 选择性除草剂 一年生、多年生禾本科杂草 800~1000 倍液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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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喹禾糠酯 乳油 选择性除草剂 
草坪中的多年生宿根及抗性禾

本科杂草 
400~500 倍液喷雾 

48%仲丁灵 乳油 选择性除草剂 

对菟丝子缠绕部位可致彻底干

枯 
100~200 倍液喷雾 

25%啶嘧磺隆 水分散粒剂 选择性除草剂 

一年生禾本科、阔叶、莎草科杂

草 
4000~5000 倍液喷雾 

10%精噁唑禾

草灵 
乳油 选择性除草剂 

禾本科草坪成坪中一年生禾本

科杂草 
250~500 倍液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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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 

农药使用记录表 

表F.1 农药使用记录表 

地点 用药时间 防治对象 农药名称 使用浓度 使用间隔期 使用人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