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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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乌兰察布市农牧局提出。

本文件由乌兰察布市农牧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乌兰察布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鄂尔多斯市凯图科技有限公司、乌兰察

布市植保植检站、乌兰察布市气象局、鄂尔多斯农牧局、乌兰察布市检验检测中心、乌兰察布市草原工

作站、集宁师范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鄂尔多斯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中

心、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乌兰察布分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云鹏、郝一军、王万勇、刘伟、任少俊、王鹤、栾忠贤、杨政伟、刘雪平、

郝永河、邱鹏程、张艳芳、俎爱忠、王沛、孙凯、张家琪、刘丹、孙丽伟、郭建晗、陈慧、张朋飞、张

晓霞、田慧英、王欣、李艺凡、辛悦、刘英辉、侯鑫狄、张东红、王景隆、樊荣、刘斌、张冬冬、邓晓

辉、师新彩、乌日古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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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无人机防治马铃薯病虫害药剂喷洒作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马铃薯植保无人机农药喷洒的术语与定义、植保无人机要求、飞防作业人员要求、农

药选择及配置要求、植保无人机马铃薯喷洒作业要求、作业后处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植保无人机防治马铃薯病虫害药剂喷洒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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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 3213 植保无人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NY/T 321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植保无人机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应能在(10±0.5) m/s 风速的自然环境中正常飞行。

4.1.2 应具有药液和电量剩余量显示功能，且便于作业人员观察。

4.2 安全要求

4.2.1 具有避障功能。

4.2.2 应具有限高、限速、限距功能。

4.2.3 应配备电子围栏功能及航线规划功能。

4.2.4 可配备摄像头，具有实时图传功能。

4.3 其他要求

4.3.1 应满足 NY/T 3213 的要求。

4.3.2 动力、喷雾、管道、接头、遥控等装置应维护良好，可以正常作业。

4.3.3 采用全自动飞行作业的，应提前规划好航线、航点、飞行速度、飞行高度、自动起降点。

4.3.4 发生故障时的紧急迫降点应远离人群及住宅区。

4.3.5 有机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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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飞防作业人员要求

5.1 飞防作业应由 1 名持证操控员和至少 1 名辅助作业人员组成。

5.2 飞防作业人员应身体健康，具备基本的马铃薯植保知识，掌握施药剂量、施药技术和操作方法。

5.3 飞防作业人员应通过急救培训，并有应急处理能力。

5.4 飞防作业人员在操控无人机前 8 h 内不可饮酒，不可连续 12 h 以上的疲劳作业，不可带病操作。

6 农药选择及配制要求

6.1 田间调查

施药前专业技术人员应进行田间调查，了解马铃薯田间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危害程度。

6.2 药剂选择

应选择已获国家批准适用于马铃薯防治对应病虫害且活性较高的药剂。多种药剂混用前应先做桶混

试验，无人机药液浓度应为常规喷雾的15 ～ 30倍，同时宜添加飞防专用助剂。

6.3 不同药剂桶混原则

6.3.1 剂型选择

药剂的剂型选择水分散粒剂、悬浮剂、乳油、水乳剂、水剂、微乳剂等。不同剂型桶混优先顺序一

般为水分散粒剂、悬浮剂、水乳剂、乳油、水剂、微乳剂。每加入一种药剂，要进行充分搅拌混合。

6.3.2 小试桶混预备试验

根据马铃薯病虫害田间调查结果，对使用2种或以上不同剂型的农药进行小试桶混预备试验。按使

用时配置比例，分别取少量药剂，将不同种类的药剂进行混合。如产生反应，则桶混选择的几种药剂不

应同时使用。

6.3.3 飞防药剂桶混

飞防药剂桶混的一般顺序为：

a) 在配药桶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如果使用助剂，可同时加入，并搅拌均匀待置；

b) 用量筒精确量取或用天平称取所需要的药剂量加入到配药桶，并用搅拌棒充分混匀；

c) 农药先逐个进行稀释，后按照农药混配顺序依次倒入配药桶中，用搅拌棒充分混匀；

d) 最后加水到配药桶中至所需的喷洒量刻度，并用搅拌棒充分混匀。

药剂配好后应尽快使用，宜在4 h内喷完。

6.4 配置场所

配置农药、配药器械及无人机的清洗应远离住宅区、养殖场及水源等场地。

6.5 科学用药

农药选择应符合 GB/T 8321的规定，水的使用满足 GB/T 5749的规定。

7 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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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作业条件

遇下列情况时，应停止作业：

a) 风速大于 5.5 m/s；

b) 气温高于 35 ℃；

c) 降水或预计作业完成 4 h 内有降水。

7.2 周围环境

7.2.1 作业前，作业人员应对施药区域进行观察，确定作业区域，对影响飞防作业障碍物进行标注。

7.2.2 无人机起降时，距离周围人员及电线杆、铁塔等障碍物 10 m 以上。

7.2.3 作业区应距离水源地、居民区、养殖场等敏感区域 100 m 以上。

7.2.4 按国家电子围栏的相关规定，在允许的范围内作业。

7.2.5 作业 48 h 之前向周边居民公布作业时间，同时作业区域边缘应有明显的警告牌或设置警戒线。

7.3 飞防作业指标

根据马铃薯病虫害种类及危害程度，作业指标参见附录 A、附录 B。

7.4 作业安全注意事项

应按照GB/T 8321和NY/T 1276执行。

7.5 作业参数

7.5.1 喷头

无人机喷头宜采用高压喷头、离心喷头等。

7.5.2 飞行高度要求

无人机作业时，机具喷头与受药面的相对垂直距离可参照表1。

表 1 马铃薯生长期与飞行高度对照表

马铃薯生长期 飞行高度

m

飞行速度

m/s

喷幅

m

马铃薯幼苗期 3.2～3.8 5.5～6.5 6.5～7.5

马铃薯发棵期 3.2～3.8 5.5～6.5 6.5～7.5

马铃薯结薯期 3.0～3.5 5.5～6.5 6.5～7.5

7.5.3 每亩药液量

喷辐6.5 m ～ 7.5 m条件下，马铃薯每亩喷液量为1.2 L ～ 4.0 L。

8 作业后处理

8.1 补喷

对因风力影响、发生药液偏移、障碍物阻隔而漏喷地块和喷施后4 h内有降水的地块应进行补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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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废液和配药器皿的处理

应按照NY/T 1276执行。

8.3 废弃包装容器的处置

作业过程中的废弃包装应集中收取，并按相关环保规定要求进行回收，到定点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理

站进行处理。

8.4 农药贮存

8.5 农药应保存在原有的包装容器内重新封口，带回专用储藏室储存并由专人管理。

8.6 剩余和不用的药剂应在确保标签完整的情况下分类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不应与种子、食品、日用

品或其他易燃易爆物品混放；已配制的药剂，应一次性用完，包装破损或者无标识的农药应及时处理。

9 作业情况记录

施药作业完成后，应对时间、地点、天气、对象以及农药名称、用量等施药情况进行记录存档， 记

录表参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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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马铃薯主要病虫害防治指标

马铃薯主要病虫害防治指标见表A.1。

表 A.1 马铃薯主要病虫害防治指标

病虫害类型 田间为害状及防治指标 药剂选择

马铃薯早疫病

通常先从下部叶片发病，病斑初为褐色圆形斑点，后逐渐扩大成近圆

形褐色病斑，边缘明显，有清哳的同心轮纹。病斑连片可形成不规则

大形枯斑，严重时叶片枯死，但仍能看出有轮纹的病斑轮廓。茎或叶

柄上病斑褐色，线条状，稍凹陷，扩大后呈灰褐色长椭圆形斑，严重

时导致茎、叶枯死。盛花期后，田间病情指数在 2～5 时，进行初次

喷药。

代森锰锌、嘧菌酯、苯

甲·烯肟、噁酮·氟噻唑、

啶酰菌胺、氟菌·肟菌酯、

唑醚·氟酰胺、肟菌·戊

唑醇、烯酰·吡唑酯等。

马铃薯晚疫病

叶片上病斑初为水渍状褪绿斑点，后扩大呈褐色坏死，边缘灰绿色。

空气湿度大时，病斑背面产生白色霉层，边缘更为明显。病菌还可侵

染叶脉、叶柄及茎部，形成长短不等的褐色条斑，湿度大时表面长出

白色霉层，发病严重时，叶片萎蔫下垂，全株变黑呈湿腐状；天气干

旱时，病害扩展缓慢，病斑干枯呈褐色，病斑背面无白色霉层，病叶

脆易破裂。初花期在阴雨连绵的天气条件下即开始用保护剂预防。发

病初期用治疗剂控制。

代森锰锌、烯酰吗啉、氟

吡菌胺·唑嘧菌胺、唑醚.

氰霜唑、霜脲氰·双炔酰

菌胺、氟菌·霜霉威、氟

噻唑吡乙酮等。

马铃薯炭疽病

叶片发病初期病斑浅绿，后呈褐色不规则形，边缘深褐色。病斑连片

时叶片反卷、枯死。茎部病斑褐色坏死，长椭圆形，上生许多褐色小

粒点，病部空腔内也长很多黑色小颗粒。薯块的皮层组织腐朽，表皮

有黑色小粒点。发病初期进行喷药，重点控制发病中心。

唑醚·氟酰胺、嘧菌酯、

肟菌·戊唑醇、烯酰·吡

唑酯等。

蚜虫

发生严重时叶片卷曲皱缩变形，甚至干枯，影响顶部幼芽的正常生长。

使植株的生长受阻，有时在植株上产生蜜露。种薯田见到蚜虫即进行

防治，商品薯田当百株蚜虫量达 500 头以上时进行防治。

苦参碱、苦参碱纳米技术

改进型、印楝素、双丙环

虫酯、氟啶虫酰胺、螺

虫·噻虫啉等。

芫菁 啃食叶肉，仅留叶脉。百株芫菁量达 300 头以上时进行防治。 高效氯氰菊酯

二十八星瓢虫

啃食叶肉，也能将叶吃成孔状或仅存叶脉，严重时全田如枯焦状，植

株干枯而死.百株二十八星瓢虫量达30头成虫或100粒卵以上时进行

防治。

高效氯氰菊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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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飞防作业数据

飞防作业数据见表B.1。

表 B.1 飞防作业数据

喷药部位 作用对象
亩用量

L

飞行作业速度

m/s

行距

m

相对作物高度

m

茎叶 马铃薯早疫病 1.5～2.0 5.5～6.5 6.5～7.5 3.2～3.8

茎叶 马铃薯晚疫病 1.5～2.0 5.5～6.5 6.5～7.5 3.0～3.5

茎叶 马铃薯炭疽病 1.5～2.0 5.5～6.5 6.5～7.5 3.0～3.5

茎叶 蚜虫 1.5～2.0 5.5～6.5 6.5～7.5 3.0～3.5

茎叶 芫菁 1.5～2.0 5.5～6.5 6.5～7.5 3.0～3.5

茎叶 二十八星瓢虫 1.5～2.0 5.5～6.5 6.5～7.5 3.0～3.5

茎叶 叶面肥 1.5～2.0 5.5～6.5 6.5～7.5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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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作业情况记录表

作业情况记录表见表C.1。

表 C.1 作业情况记录表

植保作业情况记录表

服务项目 户主/公司

服务单位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服 务 概 括

作业面积 作业地形

作业地点 天气情况

作业参数

使用农药

确认面积 确认单价

验收人 植保员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 期

植保服务验收及评价表

服务单位 作业项目

服务对象 农户/公司名称

植保员服务态度 □ 十分满意 □ 满意 □ 一般 □ 差

服务质量 □ 十分满意 □ 满意 □ 一般 □ 差

验收意见 □ 十分满意 □ 满意 □ 一般 □ 差

评价意见及建议

用户签名 植保员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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