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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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起草单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植物保护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杰、陆宴辉、曾娟、陈捷胤、李冉、张熠玚、王惠卿、张国彦、芦屹、杨清坡、卞悦.

Ⅰ



NY/T４４８２—２０２５

棉花苗病测报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棉花苗病测报的病情分级要求、病情系统调查、病情普查预测方法、数据收集汇总和

报送.
本文件适用于棉花苗病的测报调查和预报.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棉花苗病　cottonseedlingdiseases
棉花苗期发生病害的统称,分为叶部苗病和根茎部苗病,叶部苗病包括棉炭疽菌(Colletotrichum

gossypii)引起的炭疽病、棉小叶点霉(Phyllostictagossypina)引起的褐斑病、链格孢属真菌(Alternaria
spp)引起的轮纹叶斑病等;根茎部苗病包括立枯丝核菌(Rhizoctoniasolani)引起棉苗立枯病、瓜果腐霉

(Pythiumaphanidermatum)引起的棉苗猝倒病、苎麻疫霉(Phytophthoraboehmeriae)引起的棉苗疫病、
镰孢属真菌(Fusariumspp)引起的棉苗红腐病等.

３２
发病率　diseaseincidence
发病株数占调查总株数的百分率.

３３
病害发生面积比率　proportionofdiseaseoccurrencearea
病害发生面积占种植面积的百分率.

３４
病情严重度　diseaseseverity
表示单株棉花发生苗病的严重程度.

３５
病情指数　diseaseindex
表示病害发生的普遍程度和严重程度的综合指标.

４　病情分级要求

４１　严重度分级要求

病情严重度按叶片、茎基部和主根发病轻重及症状分为５级,具体分级标准见表１.

表１　棉花苗病严重度分级标准

级别 分级标准

０ 　茎基部和主根无病斑/叶片无病斑

１ 　病斑占茎基部及主根面积的１％~１０％/一个叶片出现典型病斑,叶片未枯死

２ 　病斑占茎基部及主根面积的１１％~２５％/所有叶片出现典型病斑,叶片未枯死

３ 　病斑占茎基部及主根面积的２６％~５０％/所有叶片出现典型病斑,一个叶片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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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续)

级别 分级标准

４ 　病斑占茎基部及主根面积的５１％~７５％/所有叶片出现典型病斑,枯死叶片数大于等于２片

５ 　病斑占茎基部及主根面积的７５％以上,棉苗整株萎蔫或枯死

棉花苗病病情指数按公式(１)计算.

I＝∑(li×di)

L×５ ×１００ (１)

式中:

I———病情指数的数值;

li———各级严重度对应植株数的数值;

di———各级严重度分级值的数值;

L———调查总株数的数值.

４２　发生程度分级指标

棉花苗病发生程度分为５级,分别为轻发生(１级)、偏轻发生(２级)、中等发生(３级)、偏重发生(４
级)、大发生(５级),以当地病情高峰期普查的平均病情指数为主要分级指标,发病率、发生面积比率为参

考指标.具体指标见表２.

表２　棉花苗病发生程度分级指标

程度 １级 ２级 ３级 ４级 ５级

病情指数I ００１≤I＜１０ １０≤I＜５０ ５０≤I＜１００ １００≤I＜３００ I≥３００
发病率 Y,％ ０１≤Y＜３０ ３０≤Y＜１５０ １５０≤Y＜３００ ３００≤Y＜５００ Y≥５００

发生面积比率Z,％ Z＜３ ３０≤Z＜５０ ５０≤Z＜１００ １００≤Z＜２００ Z≥２００

５　病情系统调查

５１　调查时间

从棉苗出土后开始,每７d调查１次发病情况,连续调查３次,调查苗病主要种类、发病级别、发病株

数、发病率、死苗数和死苗率,由此计算病情指数和发生面积比率.

５２　调查地点

选择当地主栽品种、地势低洼、连茬、密植且历年发病较重的田块,分别选择生育期早、中、晚的类型田

各１块,西北内陆棉区每块田面积不小于６６７m２、３个重复,其他棉区不小于６６７m２、３个重复.

５３　调查方法

每块田５点取样,每点２０株,分别调查每株苗病发病严重度,计算发病率和病情指数,记录调查结果.

６　病情普查

６１　普查时间

当系统调查田间苗病发生程度达２级及以上时,５d之内普查１次.

６２　普查方法

按品种、长势和连作情况等各类型田选择代表性地块共５块,每块田随机５点取样,每点２０株.调查

每株病情严重度,计算发病率和病情指数,记录调查结果.

７　预测方法

预测方法分为棉花苗期短期预报和年度长期预报.短期预报主要依据子叶期田间病情,结合棉花播

种时间、播种后一个月的气候因素、品种抗病性等因子对当年棉苗病情预报;年度长期预报主要依据当年

棉苗病害的发生程度,结合第二年苗期天气预报、品种抗(耐)病性、连作年限(病原菌基数)、土壤质地、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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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状况等因素,对比多年病情数据资料,综合分析做出第二年棉苗病情预报.

８　数据收集汇总和报送

８１　数据收集

收集整理当地棉花种植面积、主栽品种、播种期及当地气象台(站)主要气象资料.

８２　数据汇总

统计汇总棉花种植和棉花苗病发生及防治情况.

８３　数据报送

有棉花种植的全国标准化监测与预报区域站,每年５月３１日前将棉花苗病相关数据及棉花苗期病害

系统调查表(见表３)报上级测报部门.

表３　棉花苗病病情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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