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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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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云南省花卉技术培训推广中心、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

云南农业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俊平、马男、洪波、徐彦杰、周晓锋、陈锐、牟婉婷、张颢、瞿素萍、李树发、王其刚、

吴红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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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花月季基质栽培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切花月季基质栽培的品种选择、种植环境、切花月季基质栽培程序、定植、肥水管理、植
株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及采后处理、追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切花月季的基质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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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８３２１(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２３８９７—２００９　主要切花产品包装、运输、贮藏

GB/T４１２０１—２０２１　月季切花等级

NY/T４９６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基质栽培　substrateculture
用固体基质固定植物根系,并供给营养的一种无土栽培方式.

３２
营养枝　vegetativeshoot
切花植株上不作为花枝培养、只提供营养的枝条.

３３
留桩　stub
修剪时没有完全剪除枝条,还留有一小截枝条的修剪方法.

３４
回收液　recycledsolution
灌溉后作物根部未能吸收的,经过滤、杀菌、调节pH 等过程进行回收再利用的水肥混合物.

４　品种选择

选择适合市场需求、品质优良、抗性强、并适于生产地气候条件的切花月季品种.

５　种植环境

５１　生产地条件

土地应平整,水电路网通畅.
灌溉水源应覆盖灌溉区域,宜按照７L/(dm２)标准计划灌溉水供给,水源水质pH 应为５~８５,EC

值宜小于０５mS/cm.

５２　温室类型

切花月季应采用设施栽培,常用的温室类型有钢结构连栋薄膜温室、PC阳光板连栋温室、玻璃连栋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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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５２１　钢结构连栋薄膜温室

肩高４m 或６m,单跨长度８m 或９６m.
应设置顶部和侧面开窗,顶部开窗为单蝶形开窗、双蝶形开窗或锯齿形开窗,顶部开窗通风比例应不

低于３０％,顶部开窗面应避免迎风.

５２２　PC阳光板连栋温室

肩高３m~５m,跨度８m、９６m 或１０８m.
采用双坡面结构或拱形结构,应设置顶部和侧面开窗.顶部可设置单向或双向交错式开窗,两侧垂面

可设置铝合金推拉窗或外翻窗.

５２３　玻璃连栋温室

立柱高度４m 或４５m,跨度８m 或９６m.
应设置顶部和侧面开窗,其通风总面积应大于温室地面面积的３０％.温室四周应设置３０cm 宽散

水,散水外根据棚体大小合理设置排水沟.温室内应配备加温、降温、遮阳、补光、喷灌和滴灌等必要的调

节温室环境的设备.

５３　温度

温室内白天温度以２５℃~３０℃为宜,夜间温度以１５℃~１８℃为宜.现蕾时,夜间温度不应低于１３℃.

５４　湿度

温室内白天相对湿度以５０％~６０％为宜.

５５　光照

白天光照度控制在４００００lx~８００００lx为宜,夜间补光以８０００lx~１００００lx为宜.

６　切花月季基质栽培程序

切花月季基质栽培程序包括５个阶段,其中,定植阶段细分为２个步骤,植株管理阶段细分为２个步

骤,采收及采后处理阶段细分为２个步骤.程序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７　定植

７１　定植前准备

７１１　栽培槽

宜选用宽３０cm~４０cm、高２０cm~３０cm 的栽培槽.
栽培槽应离地设置,栽培槽顶部距离地面４０cm~６０cm 为宜,行距９０cm~１００cm 为宜.
栽培槽应具有良好的排水功能,宜在栽培槽底部铺设５cm~１０cm 石灰岩碎石,并在平整土地时,在

种植槽布置方向的地面与水平面设置０５％~１％的坡度以便多余肥水从低处排出.
做好栽培槽的支撑和固定.

７１２　基质

宜选用椰糠、泥炭、蛭石、珍珠岩等作为切花月季栽培的基质.
推荐配比:椰糠(７０％~８５％)＋珍珠岩(１５％~３０％),经济、具有良好的保水性和透气性;泥炭(４０％)

＋蛭石(３０％)＋珍珠岩(３０％),病虫害少、保水性好;泥炭(５０％)＋椰糠(５０％),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并能改

善润湿性问题.
椰糠应加水泡发至无明显结块并经脱盐处理后再使用.

７２　种苗定植

７２１　定植时间

四季均可定植.

７２２　种苗选择

应选择根系完整均匀,根粗壮且数量较多,有４条根以上,根长大于２cm,根尖新鲜,营养叶为５片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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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切花月季基质栽培程序

叶,芽点正常,无明显病虫害的种苗.

７２３　定植方法

定植穴的深度以６cm 为宜,直径以４cm 为宜,摆放种苗时,种苗地上部在滴带外侧,种苗略微向槽心

倾斜,营养叶应平行于槽边.
移栽时宜将底芽埋在基质内,应避免选择高温、强光照的时间.

７２４　定植密度

根据不同品种选择不同的定植密度,定植密度宜控制在每６６７m２５０００株~６０００株.
宜采用双行三角形种植方式,株距以１５cm~２０cm 为宜.

８　肥水管理

８１　水肥主控设备

应选择自动施肥机作为水肥一体化的主控设备.

８２　滴灌系统

根据灌区面积合理设置给水管径和加压流量,滴灌带和滴箭应具备压力补偿功能,使各个滴灌点出水

均匀一致.
每条栽培槽宜铺设２条滴灌带,滴头向上,滴头间距以１５cm~２０cm 为宜;或铺设１根滴灌管,开孔

安装４个滴箭,开孔间距以１５cm~２０cm 为宜.

８３　肥料选择

肥料的使用应符合 NY/T４９６ 的要求.应选择全水溶性、对灌溉系统腐蚀性小的单一肥料.混配

时,各元素之间不应发生拮抗反应、不引起pH 剧烈变化.

８４　施肥与水分管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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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综合考虑切花月季生长需肥量和灌溉水比例、灌溉次数和单次时间.
根据光照、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调整工作液浓度.
回收液占灌溉水的２５％~３５％,回收液中各离子浓度宜接近植株生长需肥量.

９　植株管理

９１　苗期管理

９１１　定植后管理

定植后应及时浇透定根水,适当遮阳,在光照度大于８００００lx、空气相对湿度小于５０％时及时用喷雾

器对种苗叶片补水.

９１２　摘心

当植株长出花头时摘心,摘心分为２次,第一次从顶端往下数第一片五复叶处摘除,第二次摘除花头

即可.

９１３　压枝

当二次摘心后植株高度在４５cm~６５cm 时,可进行压枝.植株压枝后,发育好、粗壮的脚芽可做切

花枝.

９２　花期管理

９２１　打侧枝

开花枝腋芽萌出的侧枝应及时摘除.

９２２　留桩

第一茬切花采收时,宜选择粗壮的枝条留下２个腋芽.
第二茬切花采收时,宜将第一茬切花枝上留最上面１个腋芽,桩底部留２个腋芽,让整个桩基本在一

个平面.
第三茬及以后切花采收时,宜留１个腋芽的位置切花.
留桩时应注意整棵植株的树形,宜让每个开花枝有充分的空间.

９２３　营养枝管理

切花采收时,较弱的枝条可直接切掉或根据需要留作营养枝.营养枝过密时,应及时疏理.

１０　病虫害防治

１０１　防治原则

病虫害防治应优先采用农业防治措施,鼓励采用物理防治措施、生物防治措施,配合使用化学防治

措施.

１０１１　农业防治

宜合理种植,科学灌溉,平衡施肥,培育壮苗,适时疏枝整形,改善通风条件.
宜适时调控温室内的温度、湿度,相对湿度保持在６０％~７０％为宜.
宜及时中耕除草和清除病叶,挖除、清除田间感病植株.

１０１２　物理防治

宜在田间设置诱虫板、诱捕器、杀虫灯等设施诱捕昆虫.

１０１３　化学防治

农药的使用应符合 GB/T８３２１的要求.
不应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高残留化学农药.

１０１４　生物防治

宜采用保护和利用天敌、使用生物制剂等生物防治措施.如引入异色瓢虫等天敌防治蚜虫,使用井冈

霉素 A等生物农药防治根腐病.

１０２　主要病害

４



NY/T４５０９—２０２５

主要发生的病害包括白粉病、霜霉病、灰霉病、根癌病、黑斑病等.常见病害及防治方法见附录 A 的

A１.

１０３　主要虫害

主要发生的虫害包括蚜虫、二斑叶螨、朱砂叶螨、蓟马、甜菜夜蛾、棉铃虫等.常见虫害及防治方法见

A２.

１１　采收及采后处理

１１１　采收

１１１１　采收标准

采收标准主要依据开花指数.开花指数标准按照 GB/T４１２０１—２０２１的规定执行.
根据品种特性和采收季节,采收标准可以适当调整.花瓣数少、瓶插易开放的品种及夏季气温高时可

适当早采,花瓣数量多、瓶插不易开放的品种及冬季气温低时可适当晚采.

１１１２　采收时间

切花的采收时间和采收次数因季节而异,春、夏、秋季通常每天早晚各采收１次;冬季通常每天采收１
次,宜在上午进行.

１１１３　采收方法

采收时应按季节、品种、采后运输距离和市场需求调节花朵开放度,切花处应高于留出的腋芽２cm~
３cm,切口为平切.

１１２　采后处理

１１２１　预冷

剪切后宜在５min内插入含有保鲜剂的容器中,并尽快放入预冷冷库中预冷０５h.预冷冷库温度应

为２℃~４℃,相对湿度应为８５％~９０％.

１１２２　分级、包装

经预冷处理后,分级、包装按照 GB/T４１２０１—２０２１和 GB/T２３８９７—２００９的规定执行.

１１２３　保藏

分级、包装后可重新添加减弱蒸腾的保鲜剂,并尽快放入保藏冷库中保存,直到进入冷藏车.保藏冷

库温度以８℃~１０℃为宜,相对湿度应为８５％~９０％.

１２　追溯方法

在执行第７~１１章所规定的各个阶段的程序指示过程中,记录并保持以下内容:

a)　执行各个阶段程序指示的人员姓名;

b) 时间;

c) 地点;

d) 执行的具体操作内容;

e) 操作的结果或观察到的现象;

f) 其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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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月季常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

　

A１　月季常见病害及其防治方法

月季常见病害及其防治方法见表 A１.

表A１　月季常见病害及其防治方法

病害种类 症状 发病规律 防治方法

白粉病

　首先从中上部开始,在叶片、花蕾

及嫩稍上发生.初期叶上出现褪绿

黄斑,逐渐扩大,出现白色粉末状霉

点,随后着生一层白色粉末状物,严
重时全部有白粉层.嫩叶染病后翻

卷、皱缩、变厚,有时为紫红色;叶柄

及嫩稍染病时膨大,反面弯曲,幼叶

展不开;老叶染病则出现圆形或不

规则的白粉状斑,但叶片不扭曲

　病菌以菌丝体在芽、叶、枝上越

冬.春季以子囊孢子或分生孢子初

次侵染,分生孢子发芽适温为１７℃
~２５ ℃,３０ ℃以上时发芽受到抑

制,环境温度在２ ℃以上白粉病即

可发生.发病湿度范围很宽,相对

湿度２３％~９９％都可以发病,潮湿

环境最易发病,但有水冲刷叶面时

对孢子萌发不利,因此５月—６月

和９月—１０月是发病盛期.栽植

过密、氮肥过多,钾肥不足易发病

　使用５０％嘧菌酯悬浮剂３０００倍液

和２５％戊唑醇乳油３０００倍液喷洒于

植株正反两面

霜霉病

　霜霉病主要危害月季叶片,亦可

感染嫩梢、花梗及花.叶片感染初

期,会出现不规则的褪绿,有时可见

紫红色或紫黑色病斑,部分叶片可

见轻微反卷.感染后期叶片扭曲、
畸形,最终萎缩脱落.部分叶片在

叶背病斑处可见稀疏的灰白色霜霉

层.嫩梢和花感染时,病斑与叶片

相似,但嫩梢上病斑略显凹陷,严重

时可导致新梢枯死

　病菌以卵孢子越冬越夏,以分生

孢子侵染.病原孢子萌发温度为１
℃~２５℃,最适温度为１８℃,高于

２１℃萌发率降低,２６ ℃以上完全

不萌发,高温达２６ ℃并持续２４h
孢子死亡.病原孢子从叶背面的气

孔侵入,侵入时需要有水或水膜存

在,侵入过程３h左右;侵入后温度

在１０ ℃~２５ ℃,空气相对湿度为

１００％时,经过１８h开始形成新的

孢子.光照不足、植株生长密集、通
风不良、昼夜温差大、湿度高、氮肥

过多时病害特别容易发生

　降低夜间湿度是防治关键.药物防

治交替使用多氧霉素、甲霜灵和三乙

膦酸铝烟雾剂防治,每２d~７d１次,
或使用７０％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１
０００倍液喷雾

灰霉病

　一般症状发生在花瓣,以及有伤

口的茎、叶和嫩枝.叶片发病初期,
叶缘叶尖出现水渍状小斑,光滑稍

有下陷,后期叶片变色,密生灰色霉

点.花蕾上发病时花不开放,花蕾

变褐色腐烂脱落;花发病时出现小

型火燎状斑点,不久变成大型褐色

斑并腐烂,花瓣变褐色皱缩腐败.
植株发病时,茎节中间腐烂,枯萎而

死.温暖潮湿环境下侵染部位长满

灰色霉层

　病菌以菌丝或菌核潜伏在病部越

冬,产生分生孢子浸染,繁殖温度２
℃~２１℃,最适１５℃,空气湿度大

和叶片上有水是发病的必要条件,
在１d~２d内即可发病.嫁接时为

保湿覆盖,通气不良易发病;露地栽

培雨多时易发病;栽培过密易发病.
每年５月—９月高温多雨期间发病

较重,冬春干燥期间发病较轻.切

花月季采收后储运期间,花朵呼吸

产生的热量不易散发,形成冷凝水

滴,易发生灰霉病,花瓣产生病斑腐

烂

　棚室中注意通风,降低空气湿度,减
少叶面湿润时间;在高温多雨季节,晴
天要及早打开侧窗和天窗,雨天也要

及早打开侧窗,便于棚内室通风排湿,
降低棚室内及植株间的空气湿度;冬
春季夜间低温,在棚室内结合热风加

温,可以减少夜间低温棚室内植株及

叶面上的凝结水.防止棚室薄膜、水
槽直接滴水于植株;及时清除病株残

体,减少侵染来源,应从染病部以下处

剪去.使用多氧霉素或腐霉利烟剂进

行化学药剂防治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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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常见虫害及其防治方法见表 A２.

表A２　月季常见虫害及其防治方法

虫害种类 症状 发生规律 防治方法

蚜虫

　蚜虫集中在花蕾、嫩梢及嫩叶上.
多数集中在幼叶背面危害,少数在

老叶危害,受害花蕾、幼叶、嫩梢不

易伸展.蚜虫大发生时排泄大量蜜

露,易发生煤污病

　成蚜和若蚜在叶芽和叶背取食越

冬,早春２月—３月在月季新梢嫩

叶上繁殖,危害嫩梢、花蕾及嫩叶.

３月—４月平均气温２０ ℃,相对湿

度７０％~８０％时繁殖最快,５月为

第一次发生危害高峰期.夏季高温

多雨不利于蚜虫繁殖,发生危害较

轻.秋季气温变暖干燥,适宜蚜虫

的繁殖发生,９月—１０月为第二次

发生危害高峰期.冬季蚜虫的危害

较轻.田间缺水干燥的地块,植株

长势弱,叶色浅绿、叶肉丰软的品种

上易发生蚜虫危害

　每次剪花高峰过后,结合修剪剪去

有蚜虫的枝叶用 DDV 和拟除虫类烟

雾剂进行化学药剂防除,每２d~７d
１次;虫口密度较大时,可同时使用

DDV和高效氯氟氰

螨类

　初期叶正面有大量针尖大小失绿

的黄褐色小点,后期叶片从下往上

大量失绿卷缩、脱落,造成大量落

叶.有时从植株中部叶片开始发

生,叶片逐渐变黄,不早落

　螨类在叶背吮吸汁液,主要通过

空气飘散或爬行传播和人为携带传

播.干旱高温时是螨类的繁殖高

峰,空气相对湿度高于８５％时危害

大大减轻.棚室中全年均可危害,
一般在缺水缺肥、植株生长不良、叶
子发黄的地方先出现.在棚室内首

先点状发生,最早危害植株基部的

成熟叶片,随后蔓延扩散从枝叶一

直危害到花头

　用２４％爱福丁乳油３０００倍液和

５０％丁醚脲可湿性粉剂３０００倍液交

替喷雾,不允许喷洒采收部分

蓟马

　蓟马是刺吸性昆虫,蓟马通过刺

吸花瓣吸取养分.花瓣受害轻时不

易被发现,受害重时开始有粉色或

红色不断扩大的斑点,甚至花瓣变

褐,花朵逐步萎缩成球状,切花失去

商品价值

　在棚室内周年发生危害,蓟马以

各种虫态在月季上越冬,每年高峰

期从３月—１１月,特别在高温期间

危害比较严重;１２月至翌年２月危

害减轻.在一般生活史里,产卵于

花蕾里,从卵到成虫经历４个若虫

阶段,在成熟之前,若虫有２次离开

植株钻入土壤.成虫有翅,有很强

的飞翔能力.蓟马生长繁殖较快,
在适宜的温度下完成一代仅需要

２０多天.

　用 DDV 和拟除虫类烟雾剂防除,
每２d~７d１次;虫口密度较大时,可
同时使用多杀霉素对花蕾喷雾.喷雾

时间以晴天１０:００—１６:００为好

鳞翅目幼虫

　成虫在叶片背面产卵,居于叶背

取食,造成叶片穿孔或缺刻;花蕾、
花朵受害时,出现花蕾穿孔或花瓣

缺刻,影响植株生长和切花的商品

价值

　在每年３月开始发生,５月—８月

为危害高峰期,９月后危害逐步减

轻,害虫以蛹在土里越冬.夜间活

动,经过迁飞进入棚室内,在叶片背

面产卵成块;１龄~２龄幼虫喜群居

于叶背取食,３龄后分散取食且食

量暴增,同时对农药具有较强抗性,
易造成暴发性危害

　使用电子杀虫灯诱杀成虫,每２０００
m２ 放 置 １ 盏 灯;幼 虫 可 交 替 使 用

１０％溴虫腈(虫螨腈)悬浮剂２０００倍

液、１５％ 茚虫威悬浮剂 ３０００ 倍液、

５％啶虫脒乳油１５００倍液兑水喷雾,
不允许喷洒采收部分.用药情况可根

据虫情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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