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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低毒生物农药科学安全用药技术

一、技术概述

（一）技术基本情况（技术研发推广背景，能够解决的主要

问题、知识产权及使用情况等）

我省柑橘种植面积 505 万亩，年均产量为 410 万吨左右，种植面

积和产量均列全国第三，赣南脐橙、新余蜜桔、井冈蜜柚蜚声中外。

但受气候条件和地理地貌等因素影响，我省柑橘病虫害种类多，发生

面积大，自然为害损失重。主要病虫（螨）害为黄龙病、炭疽病、树

脂病、疮痂病、溃疡病、红蜘蛛、木虱、潜叶蛾、粉虱、介壳虫、吸

果夜蛾等，年发生面积 1400 万亩次左右。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保障农产品安全，保护

人类生存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推广低毒生物农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

已成为植物保护发展的重要方向。为筛选防治柑橘病虫害的低毒生物

农药并推广其应用，江西省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以 20个市县

为重点县，组织植保系统实施“柑橘低毒生物农药科学安全用药技术”

试验研究示范和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效。解决了以下问题：一是

有效控制柑橘主要病虫为害；二是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量；三是保护果

园生态环境；四是保障果品质量安全。五是建立了（柑橘）绿色食品

原料生产基地、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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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示范推广情况（推荐技术示范展示范围，在各级

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等示范推广情况）

以峡江、新余、泰和、全南、大余、遂川、靖安、都昌、永修

等 20个县（市、区）为重点区域，在全省 50个县推广应用。在项目

县选择品牌创建、绿色生产基地等建立核心示范区，以点带面，带动

低毒生物农药及科学安全用药技术的推广应用。

（三）提质增效情况（技术试验、示范或推广过程中节约成

本、提升品质、增加效益、保护耕地与生态环保等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核心示范区低毒生物农药科学安全用药技术覆

盖率达到 100%，辐射推广区低毒生物农药及科学安全用药技术覆盖

率达到 80%以上，化学农药使用次数减少 1-3 次，化学农药用量减少

20%以上，亩防治成本降低 10％以上，产量增加 10%左右，果品品质

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提升。

（四）技术获奖情况（该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成果获得科技奖

励等情况）

该技术荣获 2017-2018 年度江西省农牧渔业技术改进奖一等奖。

《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第 3 部分：杀菌剂防治柑橘炭疽病》已形

成江西省地方标准并发布。

二、技术要点（核心技术及其配套技术主要内容）

（一）低毒生物农药冬季清园技术

采果后至来年 1月份进行清园。结合修剪，清除病虫枝叶，清

理黄龙病病株和疮痂病、炭疽病、溃疡病等病枝病叶，带出柑橘园集

中销毁；喷施 1波美度石硫合剂或优质矿物油 100-150 倍液，喷雾时



3

注意树干、枝条、叶片全面喷施。介壳虫较多的桔园，喷施松碱合剂

8-10 倍液，减少越冬基数；对柑橘主干进行刷白，减少病虫发生，

刷白剂用硫磺粉、食盐、生石灰、水按 0.3：0.2:1.5:5 的比例加少

许动物油配制。

（二）诱杀和驱避害虫技术

包括食药诱杀和农药驱避害虫技术。食药诱杀即配制糖醋液诱

杀实蝇、吸果夜蛾、金龟子、独角犀等害虫。用红糖、醋、酒糟、敌

百虫和水按 1:4:1:1:10 的比例配制糖醋液，盛于盆中，每亩柑橘园

5盆，每周换一次糖醋液。把水果、西瓜或煮熟的红薯放入 1%敌百虫

药液中，浸泡 8-10 小时，放到橘园地面上。每亩 5-10 堆，2-3 天后

更换。农药驱避技术即在树冠悬挂樟脑丸，驱避吸果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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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毒生物农药防治病害技术

1.低毒农药防治疮痂病技术 重点在春梢萌芽期（芽长不超过

1mm）防治和花落 2/3 期两个关键时期用药，第一次生理性落果前后

结合病害发生情况选择用药与否，可选用苯醚甲环唑、代森锰锌、肟

菌·戊唑醇、唑醚·代森联、唑醚·锰锌等药剂。

2.低毒农药防治树脂病技术 春梢期和幼果发病初期防治，可选

用氟硅唑、咪鲜胺、代森锰锌等药剂，发病严重时隔 7-10 天再施药

一次药。

3.低毒生物农药防治溃疡病技术 重点在嫩梢和幼果期防治。春

梢在叶片转绿期、夏秋梢在梢长 5-7 ㎝、幼果在直径 0.8-1 ㎝时用药，

隔 10天喷第二次药。可选用春雷霉素、噻唑锌、噻森铜、氢氧化铜、

春雷·王铜等药剂。

4.低毒农药防治炭疽病技术 生理性落果期和当病叶率达到 5%

或出现急性病斑时及时用药，可选用丙森锌、氟环唑、嘧菌酯、代森

锰锌、唑醚·代森联等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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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低毒生物农药防治虫（螨）害技术

1.低毒生物农药防治柑橘木虱、粉虱、锈壁虱技术 柑橘木虱抓

住冬季、春梢、夏梢、秋梢和晚秋梢嫩芽萌发五个关键时期用药防治，

可选用吡丙醚、螺虫乙酯、噻虫嗪、唑虫酰胺等药剂。粉虱在春梢和

秋梢期，成虫高峰后 10-15 天施药防治，可选用噻嗪酮、啶虫脒、吡

虫啉等药剂。锈壁虱于 6-7 月 10%的果面上见螨或开始出现零星的锈

皮果时及时用药防治，可选用螺螨酯·乙唑螨腈、螺虫乙酯、乙唑螨

腈、阿维菌素、虱螨脲、唑螨酯等药剂。

2.低毒生物农药防治柑橘红蜘蛛技术 重点在3-6月和9-11月防

治。春季高峰期时每叶 5头、秋季高峰期时每叶 10头以上或天敌在

0.08 头以下的橘园及时喷药防治，可选用阿维菌素、螺螨酯、炔螨

特、哒螨灵、唑螨酯、阿维·螺螨酯等药剂。

3.低毒农药防治柑橘蚧壳虫技术 在第一代幼蚧孵化高峰期即 4

月下旬-5 月上旬挑治中心虫株，当多数橘树有活幼蚧的叶片超过 5%

时全园普治。可选用苦参碱、石硫合剂、螺虫乙酯、噻虫嗪等药剂。

4.低毒生物农药防治柑橘潜叶蛾技术 幼树、苗圃和初挂果树重

点在夏秋梢期防治，成年树重点在秋梢期防治。在梢长 1-1.5 厘米时

施药，隔 7-10 天再喷一次，可选用印楝素、阿维菌素、联苯菊酯、

氰戊菊酯等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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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宜区域（适应推广应用的主要区域）

该技术适宜全省柑橘主产区推广应用，具体包括赣南脐橙、新余

（南丰）蜜桔、井冈（马家）蜜柚产区。

四、注意事项（在技术推广应用过程中需特别注意的环节）

1.坚持合理用药原则。一方面要注意按防治指标用药，不要见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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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药；另一方面要根据农药的作用机理，选择在防治适期施用。

2.坚持交替用药原则。按作用机理实施分类用药，上、下代之间

或前、后两次用药之间选用无交互抗性或者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进行

交替轮换使用，避免连续单一使用某种农药。任一作用机理的农药对

有害生物的选择压都是最小的，阻止和延缓了有害生物对农药的抗药

性进化，或者帮助已经产生抗药性的害虫恢复其敏感性。

3.坚持限制用药原则。为了延缓病虫害抗药性的发展，对新颖、

高效的药剂品种在一个作物生长期内限制其使用次数（预防性抗药性

治理措施）。

4.坚持统一用药原则。要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病虫，全生育期统

一考虑用药，以降低用药成本，减少农药使用量，延缓病虫害抗性上

升。

五、技术依托单位（须与汇总表所填数量、单位一致，需列

入参与技术推广的各级国家农技推广机构）

1.江西省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南昌市民营科技园民安路 451 号

邮政编码：330096

联 系 人：王希

联系电话：13576095336

电子邮箱：151743468@qq.com

2.赣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联系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章江北大道 110 号

邮政编码：341000

联 系 人：廖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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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8870758156

电子邮箱：994078172@qq.com

3.峡江县农业农村发展促进中心

联系地址：峡江县群玉路 95号

邮政编码：331409

联 系 人：廖晓军

联系电话：13879672588

电子邮箱：75247018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