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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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植物保护总站提出。 

本文件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植物保护总站、宿州市植检植保站、阜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阜阳市颍

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太和县植保植检站、凤台县植保植检站、宿州市埇桥区永镇乡农业综合服务中

心、泗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宿松县植检植保站、淮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袁松、郑兆阳、马书芳、朱德慧、陈爱红、王京京、石珊、禹田、曹翔翔、云

慧、蔡广成、陈颖、张周、罗定荣、王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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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无人飞机防治小麦赤霉病施药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植保无人飞机防治小麦赤霉病的植保无人飞机选择、作业人员、药剂选择、施药技术、

安全事项、作业质量评估和作业档案。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植保无人飞机施药防治小麦赤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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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 3213  植保无人飞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作业高度  operation height   

喷雾时航空器下端（含挂载物）离目标物顶部的距离。 

[来源：MH/T 0017-1998(2017)，6.2.1] 

 

喷幅  swath 

航空器喷洒后所形成的条带状喷雾。 

[来源：MH/T 0017-1998(2017)，6.2.5] 

 

喷幅宽度  swath width 

在喷洒作业中，相邻两个喷幅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来源：MH/T 0017-1998(2017)，6.2.5.3] 

 

隔离带  buffer zone 

喷雾作业区域边缘与敏感目标区域边缘之间的间隔地带。 

[来源：MH/T 0017-1998(2017)，6.2.13] 

 

药液雾滴沉积量  quantity for deposition of droplets of liquid medicine 

低容量和超低容量喷雾沉积在作物单位面积上的雾滴数。 

4 植保无人飞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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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NY/T 3213 的相关要求。 

5 作业人员 

要求 

作业现场应有机手、配药、安全监督三类作业人员。禁止皮肤破损者、孕妇等人员参与植保无人飞

机作业。作业当天作业人员不宜饮酒。 

机手 

应具备有资质的培训机构或植保部门颁发的操作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 

配药人员 

应具备一定的植保知识，能识别农药防治对象、毒性级别，了解农药的用法用量，具备农药配制技

术及中毒事故应急处理的常识和能力。 

安全监督人员 

负责督导作业期间机手、配药人员和其他人员的安全及环境安全，如遇突发事故应按应急预案计划

处置，并负责报告事故。如：作业人员有头痛、头昏、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及时采取救治措施，并

向医院提供药品有效成分、个人防护情况等相关信息。 

6 药剂选择 

选药原则 

应选择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登记用于小麦赤霉病防治、三证齐全，且适合超低容量喷雾的药

剂，同时宜与飞防助剂配合使用；药剂应符合 GB/T 8321（所有部分）的要求。 

剂型选择 

6.2.1 液态农药 

宜选择在超低容量喷雾下内吸性强、均匀分散悬浮、乳化的水基化剂型或纳米型农药，如水乳剂、

微乳剂、悬浮剂、水剂、乳油等剂型。 

6.2.2 固态农药 

宜选择每 667m
2 
使用量不超过 50 g 的水分散粒剂、超微粉等剂型。 

7 施药技术 

施用数量 

使用量应严格按照药品包装说明，药液配制、剩余药液的回收等符合 NY/T 1276 的规定。 

防治适期 

小麦齐穗至扬花期开展一次预防，5 天～7 天后视天气情况开展二次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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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参数 

额定喷洒起飞质量 ≤ 20 kg 的植保无人飞机防治小麦赤霉病适宜用水量为 0.8 L/667m
2
～1.5 

L/667m
2
、作业高度为小麦冠层上方 1.8 m～2.2 m、飞行速度小于 6 m/s，并根据不同机型的性能，选

择合适的横移幅度，以保证不漏喷、不重喷（或参考无人机厂商要求）。额定喷洒起飞质量 ＞ 20 kg 

的植保无人飞机可适度调整参数，需确保作物冠层雾滴覆盖密度不低于 15 个/cm
2
。作业参数的确定可

参考公式（1）计算： 

 V＝（Q×10000）/（q×D×60） ................................................................... (1) 

式中： 

q —— 每公顷喷液量， L/hm
2
 ； 

Q —— 喷头总流量， L/min； 

V —— 飞行速度， m/s； 

D —— 喷幅宽度， m。 

8 安全事项 

作业环境 

要求如下： 

a) 国家有规定的禁飞区域禁止飞行； 

b) 施药场所应备有足够的净水、清洗剂、毛巾、急救药品及必要的修理工具； 

c) 作业区块及周边应有适合农业植保无人机起落的场地和飞行航线； 

d) 考察作业区块附近建筑物、树木，以及作业区内的电线杆、斜拉线等，合理规划航线并对于可

能发生的事故进评估，制定预防措施； 

e) 临近居民区域施药应提前向周边居民告知作业时间，同时在施药区域边缘设有明显的警告牌

或警戒线； 

f) 应与其他作物预留至少 30 m 宽的隔离带；作业区 50 m 范围内有种植蔬菜、果树等作物，

200 m 范围内有鱼塘、养蜂场、养蚕区，应避免喷施敏感药剂； 

g) 作业人员应在距地面 1.5 m～2.0 m 的高度测量风向和风速，记录并判断是否适合无人飞机

操作（风力大于 3 级时禁止作业）；作业过程中当风力超过 3 级时，机手应将无人机返回起

降点停止作业，当风速减缓后再进行作业。 

作业中 

作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全程佩戴安全帽、口罩、防护眼镜等个人防护装备，禁止吸烟及饮食。避

免逆风前行喷洒农药，严禁在施药区穿行，农药喷溅到身体上要立即清洗，并更换干净衣物。 

作业后 

作业结束后，应及时收回警告牌或警戒线，并在作业地块树立警示标志，标明药剂类型、施药时间、

安全间隔期等。工作人员要及时清洗身体，更换干净衣物，且施药期间使用的衣物应和其他衣物分开清

洗。及时清洗植保无人飞机。 

9 作业质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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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点设置 

在作业区内棋盘式十点取样，每点均匀间隔选取5株。每株在其冠层、冠层三分之二处两层设置测

试纸取样点。测试纸模拟叶片状态，根据叶片夹角方向放置，采样面朝上。 

检测方法 

喷药后收回测试纸，以5倍～10倍手持放大镜观察，或使用雾滴分析仪进行分析，读取每一个纸卡

上的雾滴数量，计算平均每平方厘米的雾滴数。可以采用雾滴测试卡、水敏纸、氧化镁熏蒸载玻片等进

行监测。 

结果判定 

9.3.1 作物冠层雾滴覆盖密度 

内吸型药剂，应不低于 15 个/cm
2
，非内吸性药剂应不低于 20 个/cm

2
。 

9.3.2 雾滴粒径 

应控制在 80 μm～120 μm，且变异系数 ≤ 70％。 

10 作业档案 

作业结束后应认真填写植保无人飞机作业田间喷雾记录及用药档案记录，档案记录表必须要在施

药当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