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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害食品 芒果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芒果(Mangifera indica L)园地选择、园地规划、土壤管理、水分管理、施肥管理、花

果管理和病虫草害综合防治等技术。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无公害芒果的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284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 8172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 5024 无公害食品 芒果

    NY 5026 无公害食品 芒果产地环境条件

3 圈地选择

园地环境条件应符合NY 5026的规定。

4 圈地规划

4.1V",
基地周围应设有防护林带，但其树种不应与芒果具有相同的主要病虫害。防护林带内应种植蜜m

4.2 采用宽行窄株定植，推荐株行距3mX4m-5m或4mX5m-6m,

4.3 同一地块应种植单一品种，避免混栽不同成熟期品种。

4.4 坡地种植应等高开垦，>20。的坡地不宜种植。

5 土箱管理

5.1结合基肥施用，在树冠两侧滴水线下各挖一条沟，常规沟大小为100 cm X 50 cm X 40 cm，压人绿

肥、腐熟有机肥和磷肥。

5.2 建议芒果园行间间种矮生豆科绿肥、牧草、其他蜜源植物或行间生草，但间作物应离芒果树基部

1 m以上，草种选择要求短杆或佃甸生，与芒果无共同病虫害，生育期短，如霍香蓟等。

5.3 建议芒果根圈或种植带采用周年覆盖。

54 根圈杂草应用人工、机械或微生物除草剂防除，行间杂草建议使用机械、电力、微生物除草剂或使

用本标准推荐的化学除草剂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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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分管理

6.1 在芒果秋梢抽发期、花芽形态分化期、果实发育前、中期，如遇早应及时灌水。推荐15天~20天灌

水 1次。

6.2 灌溉用水质量应符合NY 5026的规定。

7 施肥管理

7.1 施肥原则

7.1.1 推荐使用的肥料种类见表a，不应使用硝态氮肥。

                        裹1 无公容食品芒果生产推荐使用的肥料种类

分类 名 称 简 介

农家肥料

1.堆肥 以各类秸杆、落叶、人畜类便堆积而成

2沤肥 堆肥的原料在淹水的条件下进行发醉而成

3.积肥 猪、羊、牛、鸡、鸭、等禽畜的舞尿与枯杆垫料堆成

a.绿肥 栽培或野生的绿色植物体作肥料

5沼气肥 沼气液或残渣

6.枯杆 作物枯杆

7.泥肥 未经污染的河泥、塘泥、沟泥等

s.饼肥 菜籽饼、棉籽饼、芝麻饼、茶籽饼、花生饼、豆饼等

9卜灰肥 草木灰、木炭、稻草灰、稼灰等

商品肥料

1.商品有机肥 以生物物质、动植物残体、排泄物、废原料加工制成

2腐殖酸类肥料 甘蔗渝泥、泥炭土等含腐殖酸类物质的肥料、环亚抵基酸等

3.微生物肥料

根瘤菌肥料 能在豆科植物上形成根瘤的根瘤菌剂

固扳蔺肥料 含有自身固盆菌、联合固舰菌剂的肥料

礴细菌肥料 含有碑细蔺、解礴真菌、菌根菌荆的肥料

硅酸盐细菌肥料 含有硅酸盐细菌、其他解钾徽生物制剂

复合徽生物肥料 含有二种以上有益徽生物，它们之间互不拈杭的徽生物制荆

4.有机一无机复合肥
以有机物质和少盘无机物质复合而成的肥料如畜禽粪便加入适t锰、锌、翻等

徽量元素制成

5，无机肥料

氮肥 尿索、奴化按

碑肥 过价酸钙、钙钱牌肥、碑矿粉

钾肥 抓化钾、硫酸钾

钙肥 生石灰、石灰石、石灰

镁肥 钙镁礴肥

复合肥 二元、三元复合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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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续)

分类 简 介

6.叶面肥

商品，巴料】生长辅助类 青丰可得、云苔家、万得福、绿丰宝、爱多收、迩姆丰收、施尔得、云大120,2工16,
奥普尔、高契施、盆渝丰等

徽t元素类 含有铜、铁、锰、锌、翻、相等徽f元索及礴酸二复钾、尿索、抓化钾等配3的肥料

其他肥料
海肥

动物杂肥

不含防腐剂的鱼液、虾演、贝阶类、海鸟粪等

不含防腐荆的牛羊毛废料、骨粉、家畜加工废料等

7.1.2 化肥应与有机肥配合使用，建议化肥、有机肥和微生物肥配合使用。

7.1.3制作堆肥用的农家肥应经500C以上发酵:天一:天，充分腐熟后才能使角。不应使用含重金属
和有害物质的城市生活垃圾、污泥、医院的粪便垃圾和工业垃圾。此类垃圾要经过无害化处理后，达到

GB 8172和GB 4284规定的标准后才可使用。

7.1.4 不应使用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登记和生产的商品肥料和新型肥料。

7.1.5 作土施追肥使用的化学肥料应在采果前30天停用，作叶面迫肥的肥料应在采果前20天停用。

了，1.6 建议使用平衡施肥和营养诊断施肥。

7.2 施肥方法和时间

了.2.1 幼树施肥

7.2.，.， 蓦肥

    定植前2̂-3个月挖穴，施人绿肥、腐熟有机肥等，常规植穴为80 cm X 70 cm X 60 cm，每穴施人绿

肥25 kg,腐熟有机肥20 kg-30 kg,磷肥1 kg、生石灰0. 5 kg，之后第二和第三年，每年7̂-9月结合土
坡改良施有机肥，施肥量与之相同。

7.2.，.2 追肥

了，2.1.2， 在施足荃肥的情况下，定植当年少施或不施化学肥料。

7.2.1.2.2 定植后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于3月、5月、7月和9月各施追肥一次，每次推荐施肥量为尿

素100 g/株~200 g/株，抓化钾或硫酸钾100 g/株~200 g/株或三元复合肥200 g/株一300 g/株。建议

用稀薄腐熟粪水或沤肥与化肥交替使用，减少化肥使用量，每株施用粪水15 kg-20 kg,
7.2.2 结果树施肥

7.2.2.1 推荐施肥量为每生产1 000 kg果实，施用纯氮25.84 kg,磷肥(以P,O。计)39.3 kg，钾肥(以

K,O计)29. 84 kg,钙肥(以CaO计)12. 5 kg,镁肥(以Mg0计)5. 0 kg,

7.2-2.2 采果前后肥

  占总施肥量的40 %，其中有机肥占80%,礴肥全部，其他肥占40%。推荐施肥量为每株施厩肥20 kg
一30 kg，三元复合肥0. 5 kg-1 kg,钙镁磷肥0. 5 kg-1 kg，尿素0. 1 kg-0. 2 kg，石灰0. 5 kg一1 kg,
7.2.2.3 催花肥

    占总施肥量的10%~15%，推荐施肥量为末次秋梢老熟雨季结束前结合断根每株施人饼肥1 kg,

磷钾二元复合肥。. 2 kg-0. 5 kg,
7.2-2.4 谢花肥

    开花后期至谢花时施用，约占总施肥量的15%-20%。推荐施肥量为每株三元复合肥0. 2 kg

0. 4 kg，尿素0. 1 kg-0. 2 kg,

7.2-2.5 壮果肥

    谢花后30天~40天左右施用，约占总施肥量的30% -̂35%。推荐施肥量为每株三元复合肥。. 3 kg

-̂0. 5 kg,抓化钾0. 5 kg,花生饼肥0. 2 kg-0. 5 kg,粪水1次 -̂2次，每株每次15 kg-v2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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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叶面肥

    在秋梢转绿期、花曹期、幼果发育期各追施2-3次，间隔期7天~10天。叶面肥种类见表1,

8 花果管理

8.1 植物生长调节荆的使用

8.1.1 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时应按规定的使用浓度、使用方法和使用时间，不应使用未经国家批准登

记和生产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8.1.2 用作控梢促花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推荐浓度为乙烯利200 mg/L--300 mg/L,15%多效哇每平

方米树冠土施6 g--8 g，叶面喷施800 mg/L-1 000 mg/L,

8.1.3用作保花保果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推荐浓度:赤慈素50 mg/L-100 mg/1，蔡乙酸40 mg/L

-50 mg/L.
8.1.4 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叶面喷施时应加人中性洗衣粉、表面活性剂等提高药效。

8.1.5 在收获前1个月应停止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

8.2 修剪和班花疏果

8.2.1 对开花率达末级梢数80%以上的树，保留70%末级梢着生花序，其余花序从基部摘除，对较大

的花序剪除基部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侧花枝。

B-2.2 谢花后至果实发育期，剪除不挂果的花枝以及防碍果实生长的枝叶;剪除幼果期抽出的春、夏

捎，

8.2.3 谢花后is天~30天内，每条花序保留2个~4个果，把畸形果、病虫果、过密果疏除，减少套袋

后空袋数。

8.3 套袋

8.3.1 在第二次生理落果结束后进行。大约谢花后40天一so天开始，果袋用无纺布或旧报纸制作。套

袋前果面宜喷施杀菌和杀虫混合剂及叶面肥1次一2次。套袋前，果袋用杀菌和杀虫馄合剂浸泡消毒，

凉干后使用。杀菌和杀虫剂种类见9.5.1条款。

8.3.2 套袋时封口处距果实基部果柄着生点5 cm左右，封口用细铁丝扎紧。

8-3.3红芒类品种应在果实着色后才套袋或在按8.3.1条款套袋后到采收前10天一15天除袋增色。

9 病虫草容幼合防治

9.1 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以改善果园生态环境，加强栽培管理为基础，综合应用各

种防治措施，优先采用农业措施、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方法，配合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量化学农药，禁

用高毒、高残留的化学农药并改进使用药技术，降低农药用量，将病虫害控制在经济阀值下，保证芒果质

量符合NY 5024的规定。

9.2 农业防治

9.2.1 因地制宜选用抗病虫害或耐病虫害优良品种。

9.2.2 同一地块应种植单一品种，避免棍栽不同成熟期品种。

9.2.3 在果园建设和栽培管理过程中，采用种植防护林带、蜜源植物、行间间作或生草等手段，创造有

利于果树生长和天敌生存而不利于病虫生长的生态系统，保持生物多样化和生态平衡。

9.2.4 通过芒果抽梢期、花果期和采果后的修剪，去除交叉枝，过密枝，病虫枝、叶、花、果并集中烧毁，

减少传染源。

9.2.5 冬季清洁田园，把枯枝、病虫枝、叶等集中烧毁，减少传染源。

9.2.6 加强栽培管理，提高植株抗病能力，适期放梢，促使每次梢整齐抽出，避开害虫高峰期，摘除零星

抽发的嫩梢，有利于统一喷药防治。

9.2.7 中耕，翻地晒土，杀死地下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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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物理机械防治

9.3.1 使用诱虫灯，诱杀夜间活动的害虫，利用黄色荧光灯驱赶吸果夜蛾。

9.3.2 采用人工或工具捕杀金龟子等害虫和蛹。

9.3.3利用颜色诱杀害虫如黄色板、蓝色板和白色板。
9.3.4 采用防虫网和捕虫网隔离和箱杀害虫。

9.3.5 采用果实套袋技术，防治病虫害浸染。

9.4 生物防治

9.4.1 果园周围和行间间种蜜源植物，以创造有利于天敌繁衍的生态环境，尽可能利用机械和人工除

草，既防治草害又保护天敌.

9.4.2 收集、引进、繁殖、释放主要害虫天敌，如捕食蜻等。

9.4.3 使用真菌、细菌、病毒等生物农药，生化制剂和昆虫生长调节剂。主要有苏云金杆菌乳剂、苏云金

杆菌粉剂、生物复合杀虫剂、阿维菌素、浏阳霉素、灭幼服、除虫脉、氛虫脉、多氧霉素、春雷霉素、米满、

农抗120.

9.5 药剂防治

9.5.1 推荐使用植物源杀虫剂、微生物源杀虫杀菌剂、昆虫生长调节剂、矿物源杀虫杀菌剂以及低毒低

残留有机农药。主要种类:

    杀虫剂:苏云金杆菌乳剂、苏云金杆菌粉剂、生物复合杀虫剂、阿维菌素、浏阳霉素、烟碱、除虫菊、

苦参碱、印棣素、鱼藤茵禽素、松脂合剂、机油乳剂、杀螟松、灭幼脉、除虫脉、氟曳脉、定虫隆、农梦特、敌

百虫、毗虫林、米满、辛硫磷等。

    杀菌剂:多氧霉素、农抗120、石硫合剂、硫磺悬胶剂、硫酸铜、氢氧化铜、波尔多液、菌毒清、代森锰

锌类、甲基托布津、多菌灵、百菌清、灭病威、澳菌清、唾菌灵、异菌脉、硫酸链霉素、三哇酮等。

    除草剂:草甘麟、百草枯等。

    植物生长调节剂:赤霉素、乙烯利、多效哇等。

9.5.2 限用中等毒性有机农药。主要有:

    乐果、喳硫磷、叶蝉散、抗蚜威、抓戊菊醋、抓氛菊醋、顺式抓氛菊醋、澳佩菊醋、敌敌畏、抓氟佩菊醋.

甲氛菊酷、毒死蟀、杀虫双、氮虫睛、双甲眯、唾蜡酮、哒蜻酮等。

9.5.3 不应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或具有三致的农药，详见表2,

                        表2 无公容芒果生产中不应使用的化学农药种类

农药种类 农药名称 禁止原因

无机砷杀虫剂 砷酸钙、砷酸铅 高毒

有机砷杀菌剂 甲基肿政锌、甲基肿酸铁馁(田安)、福美甲肿、福美肿 高残留

有机锡杀菌剂 落瘟锡(三苯基乙酸锡)、三苯基筑化锡、毒蔺锡、氛化锡 高残留

有机汞杀菌剂 抓化乙基汞(西力生)、乙酸笨汞(赛力散) 高毒、高残留

有机杂环类 敌枯双 致成

报制剂 氟化钙、氛化钠、报乙酸钠、氛乙酞胺、氛硅酸钠、红院酸钠 剧毒、高毒、易药害

有机抓杀虫剂 DDT、六六六、林凡、艾氏荆、狄氏剂、五抓酚钠、抓丹 高残留

卤代烷类皿燕杀虫剂 二澳乙烷、二澳抓丙烷 致痛、致畸

有机磷杀虫剂

甲拌磷(3911)、久效碑(纽瓦克、铃杀)、对硫麟(1605)、甲基对硫

礴(甲基1605)、甲胺磷(多灭决)、氧乐果(氧化乐果)、特丁硫磷

(特丁碑)、水胺硫碑(版胺碑)、碑胺、甲基异硫礴、地虫硫磷(大风

窗、地虫麟)

剧毒、高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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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续)

农药种类 农药名称 禁止原因

氮基甲醉杀虫剂 克百威(吠喃丹、大扶农)、沸灭威、灭多城 高毒

二甲基眯类杀虫杀端剂 杀虫眯 慢性毒性致庙

取代苯类杀虫杀菌剂 五氛阶(五抓苯酚) 高毒

二苯醚类除草剂 除草醚、草枯醚 慢性毒性

植物生长调节剂 2,4-D，比久(B9) 致痛、致崎

9. 5. 4 不应使用未经国家有关部门登记和许可生产的农药。

9.5.5参照执行GB4285,GB/T 8321中有关的农药使用准则和规定，严格掌握施用剂量、每季使用次

数、施药方法和安全间隔期;对标准中未规定的农药严格按照农药说明书中规定的使用浓度范围和倍
数，不得随意加大剂量和浓度。对限制使用的中毒性农药应针对不同病虫害使用其浓度范围中的下限。

9.5.6 建议不同类型农药交替使用，每年同一类型农药使用次数不得超过3次。

9.5.7 掌握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不同农药的持效期，选择合适的农药种类、最佳防治时期 高效施药技
术达到最佳效果。同时了解农药毒性，便用选择性农药，减少对人、畜、天敌的毒害以及对产品和环境的

污染。

9.5.8 对限制使用的化学农药最后一次用药距采收间隔期应30天以上，对允许使用的化学农药最后

一次用药距采收间隔期应在20天以上，采用施保克、特克多等徽毒和低毒、残留期短的防腐保鲜剂，最
后一次用药时间可推迟到采收前10天。

9.6 幼合防治年历

9.6.1 奋梢和花期

9.6.1.1 重点防治对象:炭疽病、白粉病、横线尾夜蛾、扁噪叶蝉、剪叶象甲、叶应蚊、蓟马、蜻类、蚜虫和

介壳虫类。

9.6，.2 农业措施

9.6.1.2.， 选用抗病或耐病品种。

9.6.1.2.2 同一地块果园种植同一品种，通过修剪降低果园荫蔽度、促进芒果抽梢、抽花整齐。对零星

抽出的新梢人工摘除。

9.6.1.2.3 及时将病枝、叶、花剪除集中烧毁，及时收拾被害嫩叶集中烧毁.杀死虫卵。

9.6.1.2.4 在树干上捆缚稻草或椰糠、木糠等诱使尾夜峨幼虫化捅，每8天~10天将草把取下烧毁。

9.6.1.3 药荆防治

9.6.1.3.1 用115%多氧母素,50%多菌灵可湿性粉荆,5%菌毒清、I%中生菌素水剂300倍，2%农抗

120,50%多菌灵、65%代森锌、50%灭菌丹、75%百菌清500倍^600倍，70%甲基托布津,75%代森锰

锌可湿性粉剂800倍-1 000倍，1:1:100波尔多液，于花蓄期，每10天一次，连喷2-3次防治炭疽

病。用2%农抗120水剂,15写粉锈宁可湿性粉剂1 000倍一1 500倍，4500硫磺胶悬剂200倍~300倍，

70%甲荃托布津1 000倍一1 500倍，60写代森锰锌、40%灭病威胶悬荆400倍一600倍，0. 3-0.4波美

度石硫合剂，于花期开始每隔15天喷一次.连喷2次防治白粉病.

9.6.1.3.2 用90%敌百虫晶体或80%敌敌畏乳油800倍 -̂1 000倍，2000抓戊菊酪乳油或2.50a澳像

菊醋可湿性粉剂1 000倍~2 000倍或90写敌百虫晶体十2500杀虫双水剂800倍，于嫩梢和刚抽花序期

每隔10天，连喷2次防治横线尾夜蛾;用20 级戊菊醋乳油或2. 5 Yo澳氛菊醋可湿性粉剂2 000倍.

90%敌百虫晶体十40肠乐果乳油各600倍，于新梢抽生期每隔10天连喷2̂-3次防治叶妾蚊和剪叶象

甲;用20%叶蝉散乳油、20%抓戊菊醋或2.500澳佩菊醋可湿性粉剂1 000倍- 2 000倍，80%敌敌畏乳

油,40%乐果乳油800倍一1 000倍，10%的顺式抓氛菊酸4 000倍一6 000倍，于花序抽生期和幼果期

各喷1-2次防治扁咏叶蝉。用10%毗虫琳4 000倍~6 000倍，1.800阿维菌素乳油6 000倍,80%敌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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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乳油或40写乐果乳油800倍-1 000倍,50写抗蚜威可湿性粉荆1 000倍~1500倍，20%抓戊菊醋乳

油,2.5纬三氟氛银菊酩乳油等防治蚜虫。用80%敌敌畏乳油800倍- 1 000倍,48%毒死蜂1 000倍~

1 50。倍，20%抓戊菊醋乳油2 000倍防治纷类。用毗虫琳乳油3 000倍一5 000倍防治蓟马，用5%吐蜻

酮乳油1500倍一2 000倍，20%双甲眯乳油1500倍一2 000倍，1.8%阿维菌素6 000倍,15%-20%速

蜡酮150。倍~3 000倍防治蜻类。

9.6.2 of梢和幼果期

9.6.2.1 重点防治对象:炭疽病、细菌性黑斑病、疮痴病、扁哮叶蝉、叶疾蚊、剪叶象甲、脊胸天牛、蚜

虫、峡蝶、小齿螟、蓟马类、端类、阶类。

9.6.2.2 农业措施

9.6.2.2.1 不从病区引人种苗和接穗。

9.6.2.2.2 及时清除天牛、剪叶象甲、小齿旗等为害的虫叶、枯枝、落叶、落果集中烧毁。

9.6-2-2.3 加强水肥管理，提高抗性。

9.6-2-2.4 每次暴风雨后喷1%的波尔多液，”%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75写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

倍-800倍,72肠硫酸链霉素可湿性粉剂4 000倍保护。

9.6-2-2.5 利用黑光灯诱杀天牛成虫，捕杀成虫卵块，用网捕峡裸成虫。

9.6-2-2.6结果树人工剪除夏梢，幼龄树促夏梢整齐抽发，有利统一防治。

9.6-2-2.7 利用果实套袋防护果实。

9. 6. 2. 3 药荆防治

9.6.2.3.1 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80。倍，70%托布津可湿性粉剂500倍一800倍，50 % fp基托布津

可湿性粉剂1 000倍，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 000倍-1 200倍在嫩梢期喷药保护防治疮痴病。用

30 a/o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或70%百菌清可湿性粉剂800倍或120单位硫酸链霉索可湿性粉剂防治细

菌性菌斑病。炭疽病的防治与9.6.1.3.1相同。
9.6.2.3.2 用荫有80%敌百虫或20%抓戊菊醋乳油或80%敌敌畏乳油的棉团或56 磷化铝片剂堵

塞蛀道最下方的3个排粪孔，用猫土封住孔洞口毒杀绮胸天牛;用20 抓戊菊酸乳油或2.50o澳佩菊醋

可湿性粉剂2 000倍190肠敌百虫晶体+40%乐果乳油各600倍，于映蝶幼虫期防治峡蝶;用90%敌百

虫晶体，40%乐果乳油1 500倍,20纬抓戊菊酷乳油或2.5%澳抓菊醋可湿性粉剂4 000倍，于幼果期防

治小齿螟;用5%尼公蜻酮乳油1 500倍一2 000倍，20%双甲眯乳油1 500倍一2 000传,1.8%阿维菌
素6 000倍，150020写速蜻酮1 500倍一3 000倍防治蜡类。叶蝉、叶澳蚊、剪叶象甲、蚜虫、蓟马类、蛤

类防治与9.6. 1.3.2条款相同。

9.6.3 果实生长后期

9.6.3.1 重点防治对象:细菌性黑斑病、炭疽病、蛀果虫类(桔小实蝇、小齿螟、腰果云翅斑螟等)、扁咏

叶蝉、果肉象甲、果核象甲、吸果夜蛾等。

9.6-3.2 农业措施

9.6.3.2.1 防止柑桔小实蝇，果肉、果核象甲传播与扩散.

9.6-3-2.2利用果实套袋保护果实。
9.6.3.2.3 及时摘除被害果，清除枯枝落叶、落果，集中处理。

9.6-3-2.4 采果时用“一果二剪”法，减少病菌从果柄侵人。

9.6.3.2.5 利用黄色荧光灯驱赶吸果夜蛾成虫和手电筒人工捕杀。

9.6-3-2.6 清除果园周围的防己科植物，杜绝虫源。

9.6.3.3 药荆防治

9.6.3.2.1 细菌性黑斑病、炭疽病的防治参照9.6.1.3.1条款执行。

9.6-3-2.2 用90%敌百虫晶体800倍-1 000倍+3% -̂5%红锗水每隔7天喷洒一次，连喷3次，诱

杀桔小实蝇成虫，用引诱剂或蛋白陈诱杀桔小实蝇，也可用浸泡过甲基丁香酚加3%澳磷溶液的蔗渣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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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板悬挂果树上诱杀雌成虫;腰果云翅斑螟的防治参照小齿螟的防治方法。用20%抓戊菊醋乳油或

2. 5 Yo澳氛菊醋可湿性粉剂2 000倍，90%敌百虫晶体十40%乐果乳油各600倍，于幼果期每隔10天连

喷2-3次防治果肉象甲、果核象甲。其他虫害的防治参照前面的相关条款。

9.6.4 采后修剪期

9.6.4.， 重点防治对象:细菌性黑斑病、炭疽病、煤烟病、脊胸天牛、阶类、蜻类、白蛾蜡蝉等.

9.6-4.2 农业措施

9.6.4.2.1 结合采后修剪彻底清除树上或地上病虫枝、叶、果，全园喷洒2波美石硫合剂,30%氮氧化

铜可湿性粉剂或I%波尔多液防护。

9.6.4.2.2病虫害的防治参照本章9.2,9.3,9.4和9. 5的规定。

9.65 秋稍生长期

9.6.5.1 主要防治对象:细菌性黑斑病、炭疽病、扁嗽叶蝉、叶澳蚊、蚜虫、横纹尾夜蛾等。

9.6.5.2 病虫害的防治参照本章9.2,9.3,9.4和9.5的规定。

9.6.6 花芽分化与抽，期

9.6.6.1 主要防治对象:天牛幼虫

9.6-6.2 冬季彻底清园，清除果园病虫枝叶，集中烧毁。用10%石灰水树干刷白，全园喷洒2波美石硫

合剂、30%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或1%波尔多液防护。

9.6-6.3 翻地晒土，消灭虫卵。

9.6-6.4 用80%敌敌畏或z0%抓戊菊醋落注脊胸天牛虫卵，消灭幼虫。

10 采收

10.1 根据果实成熟度、用途和市场需要决定采收适期。

10.2 采收后应及时清洁田园，回收废弃农膜。不应用不合标准的水清洗果实和包装材料。

10.3 采用一果两剪采收，采收搬运过程中避免机械伤、曝晒。

10.4 采收后，应24 h内进行商品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