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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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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热带作物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

心，海南省植物保护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衍、戚志强、李涛、杜公福、牛玉、张艳玲、刘昭华、李相煌、潘飞、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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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纱帐豇豆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海南纱帐豇豆生产的有关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园地选择、帐棚安装与维护、品种选择、

备耕整地、合理疏植、肥水管理、植株调控、病虫害防控、安全采收及安全生产档案等。

本文件适用于海南省纱帐豇豆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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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5 环境质量空气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19791 温室防虫网设计安装规范

GB/T 42478 农产品生产档案记载规范

NY 2619 瓜菜作物种子 豆类（菜豆、长豇豆、豌豆）

DB46/T 596 农产品全产业链生产规范 豇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纱帐豇豆 cowpea cultivated under the insect-proof net

在防虫网全覆盖设施（纱帐）条件下所生产的豇豆。

3.2

防虫网 insect-proof net

采用添加防老化、抗紫外线等化学助剂的聚乙烯等为主要原料，经拉丝制造而成具有不同孔径的网

状织物。

3.3

目数 mesh size

防虫网 2.54 cm（1 英寸）长度所拥有的孔格数。经丝（纵向分布、排列的网丝）、纬丝（横向分

布、排列的网丝）的目数不同时，以最小目数为准。

3.4

孔径 mesh diameter

单个网孔的最长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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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园地选择

园地应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排水良好，土壤以疏松的壤土和沙壤土为宜。其中，环境空气质量、

灌溉水质量、土壤质量应分别符合 GB 3095、GB 5084 和 GB 15618 的规定。

5 帐棚安装与维护

5.1 帐棚类型

根据海南豇豆生产实际条件，新建帐棚建议选用可拆卸的防虫网全覆盖平顶帐棚；已建成的大棚，

可去除覆膜后，采用防虫网全覆盖方式，改造为帐棚。

5.2 帐棚面积

依据实际园地确定帐棚面积，以 3～5 亩为宜。棚间距为 1.5 m～2.0 m。

5.3 帐棚材料

5.3.1 骨架材料

周围立柱选用Φ42 mm×2 mm 热浸镀锌圆形钢管，或 40 mm×40 mm×2 mm 热浸镀锌方形钢管，或Φ3

5 mm～40 mm 竹竿或木棍；中间立柱选用Φ32 mm×2 mm 热浸镀锌圆形钢管，或 30 mm×30 mm×2 mm 热浸

镀锌方形钢管，或Φ35 mm 的竹竿、木棍；斜拉杆选用Φ42 mm×2 mm 热浸镀锌圆形钢管，或 40 mm×40 
mm×2 mm 热浸镀锌方形钢管。要求采用的竹竿或木棍密度均匀、无裂纹、外皮光滑，入土端应作防腐处

理。

5.3.2 覆盖材料

覆盖材料选用 40～60 目防虫网；连片种植面积 50 亩以上的可选用 29～40 目防虫网。防虫网质量

可参照 DB32/T 788 的规定。

5.3.3 辅助材料

横梁、纵梁采用Φ4 mm 镀锌钢绞线或塑钢线。

5.4 帐棚安装

5.4.1 安装适期

宜在播种前搭建帐棚。根据田间实际情况，可先备耕整地，再搭建帐棚，然后起垄、覆膜、播种。

5.4.2 骨架安装

帐棚立柱直接插地 0.8 m，周边立柱间距 3 m～4 m，棚内立柱间距 6 m～8 m；帐棚四周及棚内的各立

柱垂直高度应一致，不低于 2.8 m。四周边墙侧 1.2 m 处斜插 1.2 m 长的斜拉杆，深度 0.8 m，采用花篮

螺栓固定Φ4 mm 镀锌钢绞线做拉线。

5.4.3 覆网

5.4.3.1 覆网方式

采用以下覆网方式之一：

a) 整体覆盖；

b) 分体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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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 整体覆盖

根据帐棚面积大小，预先做好网罩，顶部和四周用防虫网全覆盖，四周防虫网落地处用土压实。

5.4.3.3 分体覆盖

顶部防虫网与四周防虫网分为两个独立部分。四周采用围网，落地处用土压实；顶部另扣网片，罩

住四周围网，顶网四周再向下延伸 1 m 左右。

5.4.4 棚网固定

帐棚四周立柱顶梁上每隔 50 cm 布置 1 条Φ2 mm 热镀锌钢丝绳作为托幕线，同时顶网外再用Φ2 mm
热镀锌钢丝绳或压膜线压网。

采用分体覆盖方式的，顶部防虫网边缘用帆布带加固后，每隔 1 m 用尼龙绳固定在四周立柱上，四

周防虫网用卡簧固定在边立柱上的卡槽，下部入土。

5.4.5 棚门

根据地块位置设置棚门，采用拉链门或卷帘门。卷帘门尺寸以 2.4 m×1.8 m 为宜，卷帘用防虫网制

作，用材同棚体；推荐设置门厅作为缓冲间。

5.5 帐棚维护

5.5.1 棚架维护

生产期间应加强田间巡查，发现立柱倾倒、托幕线和压膜线断裂等问题，应及时修理维护。

5.5.2 防虫网维护

生产期间按照 GB/T 19791 的相关规定对防虫网进行维护。在台风、暴雨等天气下及时巡查，必要

时可将顶网拆卸。

5.6 帐棚拆卸与保存

豇豆拉秧后，及时卸下防虫网，清除灰尘、泥土、飞絮和虫卵等；采用可拆卸帐棚的，及时拆卸立

柱、钢绞线等材料。将骨架材料、覆盖材料、辅助材料进行归类整理，入库保存。同时，结合帐棚拆卸，

及时回收架材、滴灌带等物资，清理秸秆、地膜等废弃物。

6 品种选择

海南省南部地区宜选择中叶或小叶型、耐弱光的品种；北部地区宜选择小叶型、耐低温弱光的品种。

种子质量应符合 NY 2619 的要求。

7 备耕整地

7.1 清园消毒

播种前，彻底清洁田园，深翻土地 30 cm，并晾晒 7 d 以上。配合犁翻施入底肥，底肥用量参照 DB

46/T 596 的有关规定。可使用石灰每亩 50 kg～100 kg 对土壤进行消毒处理。

7.2 深沟高畦

将地块犁耙平整后，开沟做畦。双行种植畦宽 80 cm～90 cm，单行种植畦宽 30 cm～40 cm。畦高 20

 cm～30 cm，沟宽 30 cm～40 cm，畦面呈龟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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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地膜覆盖

选用黑色或银黑双色地膜，双色地膜应银色面朝上，黑色面朝下。地膜四周用土封严盖实。采用水

肥一体化的，应在覆膜前铺设膜下滴灌系统。

8 合理疏植

根据品种特性、气候、季节，选择适宜种植密度，推荐采用穴距 25 cm～30 cm，穴深 2 cm～3 cm，
每穴播种 2～3 粒。

9 肥水管理

9.1 水分管理

推荐采用膜下滴灌等水肥一体化技术。结荚前宜少浇水，保持土壤不干旱即可；开花结荚后，需水

量增大，宜小水勤浇，见干见湿，杜绝积水，保持土壤湿润，土壤湿度以 60%～70%为宜。雨天及时排

水，做到雨过地干，沟底不见水。

9.2 科学施肥

在施肥时，要控制好氮肥的用量，增施磷钾肥，防止豇豆徒长。可结合根外追肥，喷施磷酸二氢钾

和富含硼、钼肥等中微量元素的叶面肥。可参照 DB46/T 596 的相关规定进行施肥管理。

10 植株调控

10.1 压苗控旺

株高 30 cm 左右，进行第一次控苗，以后每隔 10 d～12 d 进行一次控旺。抽蔓期着重控制帐棚内植

株徒长，整蔓摘心；可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控旺；整个生长期可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控水的方法进行

控旺。

10.2 整蔓

按照 DB46/T 596 的相关规定进行搭架引蔓。摘除第 1 花序下方的全部侧芽；第 1 花序上方的侧蔓

保留 2～3 片叶后摘心。植株长至 2 m～3 m 高时，对主蔓进行打顶处理。在豇豆生长盛期，及时摘除老

叶。

11 病虫害防控

11.1 主要病虫害

主要病害有锈病、枯萎病、立枯病、根腐病、白粉病、炭疽病、轮纹病、煤霉病等；主要虫害有蓟

马、叶螨、斑潜蝇、粉虱、豆蚜等。生产中应对这些病虫害进行针对性的防治。

11.2 防治原则

在防虫网全覆盖的基础上，豇豆病虫害的防控应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采用压前控

后、绿色防控的措施降低虫口密度，预防病害发生。

11.3 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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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选用豇豆上登记的药剂，禁止使用国家和海南省禁限用农药，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应在开花

前重点防治虫害，压低虫口密度，避免后期过量使用化学农药；注意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病

虫害防治具体方法参照 NY/T 4023 的相关规定。

11.4 防治方法

11.4.1 幼苗期

幼苗期使用绿僵菌、苏云金杆菌等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化学农药防控病虫害，严格控制虫口密度和

发病率；悬挂黄色和蓝色诱虫板诱杀蓟马、斑潜蝇、粉虱等害虫，同时用于监测虫害发生情况。诱虫板

悬挂技术参照 NY/T 4023 的相关规定。

11.4.2 开花结荚期

该时期为防治蓟马、斑潜蝇等害虫的关键时期，重点采用高效低毒化学农药压低田间虫口基数。

11.4.3 采收期

采收期防治蓟马、斑潜蝇等害虫，应以使用乙基多杀菌素、多杀霉素、苦参碱、金龟子绿僵菌等生

物农药为主。

12 安全采收

严格遵循农药安全间隔期进行采收，产品经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部门检测合格后方能上市。产品质

量应符合 DB46/T 596 的要求。

13 安全生产档案

按照 GB/T 42478 的规定，对豇豆的生产过程建立安全生产档案，详细记录田间农事操作、化肥和

农药施用情况、产量等。其中，农药要详细记录来源、农药名称（包括商标名、有效成分、登记证号）、

规格、采购数量、使用地点、防治对象、施用浓度、施用方法、施药时间、安全间隔期、操作员和技术

负责人等。重点监控是否使用了禁限用农药，是否有超剂量、超次数用药，是否符合安全间隔期的要求

等情况。记录档案保存 2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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