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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背景

黄瓜在我市从过去零星种植的自种自吃到现在的大面积种植，据统计，全市

年种植黄瓜面积 2万多亩，仅次于番茄的种植面积，已成为我市蔬菜种植中较大

品种之一。我市黄瓜既春黄瓜种植，也有秋黄瓜种植；不仅有露天黄瓜的种植，

还有大棚黄瓜的种植。目前全市全年黄瓜产量达 10万吨左右，年产值 3 亿元。

从目前情况来看，还会有增加的发展趋势，因此黄瓜已成为我市菜农收入的主要

来源之一。

由于我市地处浙南沿海，温度高，湿度大，在适合黄瓜生产的同时，也非常

适合黄瓜病虫害的发生危害，特别是黄瓜霜霉病和黄瓜白粉病（以下简称“两病”）

的发生危害。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黄瓜“两病”发生早、迟，发生轻、重，除

与天气、环境等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外，但在刚发病的初见期间，我们能及时进

行规范性的田间调查、分析，及时发出预警、预报，进行有效的防治，就能及时

控制病害的发生、发展，蔓延、流行，就能使黄瓜保持正常的生长常态，延长黄

瓜的采收期，还能确保黄瓜的品质。因此，黄瓜的规范性田间测报调查和预测预

报显得非常重要。

目前，从部里到我省、我市，都还没有一部田间测报调查规范。因此，出台

一部适合我市当地黄瓜产业的测报调查规范，显得非常重要：一是它能规范我市

各地（县、市、区站）调查操作方法，实行统一的规范调查。二是可提供有效的、



可比较的测报调查数据。三是用规范的调查数据为准确预报黄瓜“两病”的发生

动态，为有效防治黄瓜“两病”提供科学依据。

对黄瓜“两病”的防治，关键在防。在初发病时，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始发病

株，就不能做到及时有效的防治。一旦错过这个有效的防治适期，防治效果就差，

这时农民看到防效差，就会：一是增加防治次数，不是隔 5-7天来防治一次，而

是三天两头治，甚至是隔天就防治。二是随意加大农药用量，本来是 1000倍的

液量，他们会加大到 500-600 倍，有的甚至更浓，导致药害的发生。三是胡乱混

用农药，本来一种农药就可以防治有效，由于错过防治适期，防效差，他们就用

多种农药混用，总说是“多多益善”，不但效果没增加，由于混用不当，反而造

成了药害。农民的这三种乱用药行为，不但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污染了环境、

土壤，更严重的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得不到保证。

可见，规范性田间测报调查的重要性，如果实施规范性田间测报调查，就可

及早发现黄瓜“两病”的始发时间和始发后发病常态，在发病的防治适期内及时

发出预报预警，就能有效地进行防治，就不会有上述农民“三种乱用药”现象的

发生，更重要的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就会得到有效的保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黄瓜“两病”规范性田间测报调查，是我市蔬菜

病虫害预测预报规范性田间测报调查的开始，在实际田间测报调查中，还有象蔬

菜烟粉虱、斜纹夜蛾、甜菜夜蛾、小菜蛾及茄果类的灰霉病等蔬菜病虫害，都需

要去实施规范性的田间测报调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进行蔬菜病虫害的

预测预报，有效地实施对蔬菜各类病虫害的预警监控，从而更有效地开展对蔬菜

各种病虫害进行科学的、准确的有效防治，最大限度地来减少农药的用量，最终

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温州地方标准《黄瓜霜霉病、黄瓜白粉病测报调查技术规程》项目，是由温

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19年第一批在方标准制定计划的函》（温市监函

[2019]22 号确定的地方标准制定项目，由温州市植物保护站起草，项目周期为

2019年 10 月到 2020 年 10月。

2、标准完成单位及主要起人

本标准归口单位是温州市农业农村局。本标准规范起草单位是温州市植物保

护站、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本标准规范主要起草人：李仲惺、陈再廖、周学杰、朱洁、吴永汉。

三、编制过程

1、标准起草，立项申请

项目组收集了相关病虫害预测预报调查规程，参照水稻稻瘟病、水稻纹枯病

测报调查规程等， 经集体讨论和征求专家意见，起草了《黄瓜霜霉病、黄瓜白

粉病测报调查技术规程》于 2018年 9 月向主管部门提出地方标准立项申请。

2、 成功立项，起草框架

项目经答辩和评审，于 2019 年 10 月正式发文立项，立项后，项目组

经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组成要素和框架。

3、 完成征求意见稿

项目组认真学习了标准制定的相关文件和方法，阅读了与本规程制定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及地方标准，很好地掌握了标准编制技术。2020 年 5

月，完成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四、编制依据及原则

1、编制依据



根据《浙江省设区的市地方标准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温州市地方

标准管理暂行办法》等要求，来开展本地方标准的编制。本标准基本格式与内容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与编写》的要求进

行编写。编写规则按照 GB/T 20001.6-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 6 部分：规程标

准》来执行。

本标准具体内容来自蔬菜主要病虫害预测预报技术研究课题组（2001-2005）

的基础上，经过 10多年来田间实际应用，综合原课题组专家的意见形成本标准。

2、编制原则

围绕科学性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考虑市级、县级田间调查水平的不同，

及乡镇农技人员的实用性，本标准提出了两套田间调查方法：系统调查和大田普

查，使本标准更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五、调查主要内容的确定

1、适用范围

本标准的调查内容的确定，是我们长期田间调查经验的累积和升华，既系统

又简便，非常适合市、县、乡镇三级植保（测报）人员使用，同时也适合科研人

员田间试验调查使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15790 稻瘟病测报调查技术规程

GB/T15791 纹枯病测报调查技术规程

DB34/T576 葡萄霜霉病测报调查技术规程（安徽）

DB34/T880 黄瓜霜霉病测报调查技术规程（安徽）

蔬菜病虫害预测预报调查规范（2006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六、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一是按照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级地方标准规范制度修订办事指南》要

求进行。

二是查阅并研究了国家、行业、地方的有关标准来进行本标准的制订工作。

三是查阅了有关蔬菜病虫测报调查的论文和著作，作为本标准制订的参考。

七、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本标准可在全市各县黄瓜霜霉病、黄瓜白粉病

规范性测报调查中起着较大的技术指导作用，使黄瓜“两病”得到及时预警预报，

能使黄瓜“两病”得到更科学有效的防治，从而确保全市黄瓜的产量和品质和农

民的收益。

2020年 5 月 29 日

标准编制工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