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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切花月季生产技术规程本标准规定了切花月季品种选择、种苗生产、切花生产和采后流通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切花月季品种选择、种苗生产、切花生产和产品流通。LY／T1912—20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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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85372008饮用水天然矿泉水GB／T18247．12000主要花卉产品等级第1部分：鲜切花GB／T18247．52000主要花卉产品等级第5部分：花卉种苗3术语和定义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3．1扦插苗rootedcutting通过扦插繁殖获得的苗木。根据成品苗是否带基质可分容器扦插苗和裸根扦插苗两种类型。3．2容器扦插苗rootedcuttingincontainer通过容器育苗或基质块育苗的方法进行繁殖，扦插苗成品的根部携带基质。33裸根扦插苗baredrootedcutting一般在土壤或基质中扦插，休眠季节出圃冷藏贮运的不带基质的扦插苗。3．4嫁接苗grafting由砧木和接穗经嫁接愈合形成的植株。3．5扦插砧木嫁接苗rootedstockgrafting将接穗嫁接在以扦插方法繁殖的砧木上形成的植株。3．6实生砧木嫁接苗seedling-stockgrafting将接穗嫁接在以种子繁殖的砧木上形成的植株。3．7休眠芽苗dormantbudding接芽未萌发的芽接苗。3．8嫁接成苗graftedplantlet嫁接苗经过一个或一个以上生长季形成具有两到三个健壮枝条的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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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T1912—20103．9现代温室moderngreenhouse能够实现人工控制环境的温室。3．10日光温室solargreenhouse主要依靠太阳辐射获得光和热的温室。3．11塑料大棚plasticgreenhouse用塑料薄膜覆盖的一种大型拱棚。包括单栋和联栋两种类型。3．12基质栽培soillessculture不需要天然土壤的栽培技术，多采用砾、沙、泥炭、蛭石、珍珠岩、岩棉、植物屑等作为固定基质，将作物生长发育所需的各种元素配制成营养液，供给作物根系，使之正常生长发育。3．13切花月季cutrose剪切下来以观花为主的月季花枝。3．14开花指数floweropeningindex根据月季花朵开放程度划分成的级别。3．15预处理pretreatment鲜切花在采收之后及预冷、包装和贮运之前，对切花产品进行的去刺、剪切、分级和预处液处理等操作。316保鲜剂preservativesolution用以调节田花开花和衰老进程、减少损耗、保持品质的化学药剂。根据用途可以分为预处液、催花液和瓶插液。3．17预处液pretreatmentsolution；pulsingsolution在切花采收之后进行预处理所用的保鲜液，可促进花枝吸水，补充代谢所需糖源，防止微生物危害，降低贮运过程中乙烯对切花的伤害。3．18催花液budopeningsolution促进蕾期采收切花花朵开放的保鲜液。3．19瓶插液vasesolution延长切花瓶插期、提高观赏价值的保鲜液。4品种选择切花月季品种众多且更新较快，品种对产量、质量和经济效益构成重大影响，同时，品种的选择又受到市场需求和生产条件的影响，生产时应根据市场需要和生产条件选择适当品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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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种苗生产LY／T1912—20105．1扦插苗生产5．1．1插条的准备一般应选择生长良好、发育健壮且无病虫害的半木质化枝条作为插条。插条粗度以各品种标准花枝的粗度为宜，每个插条保留2～4个饱满芽，保留上端两枚小叶，剪除其余的叶片和叶柄，上剪口在最上芽上0．5emilcm，下剪口在最下芽下平剪(不用激素处理的插条下剪口45。斜剪有利于生根)，随采随插。也可在保湿杀菌和l℃～5℃低温条件下贮运。5．1．2扦插与管理扦插基质应进行消毒处理。为增加生根量和提高成活率，扦插前可用促进生根的化学药剂处理插条。将插条的l／3～1／2插入基质中。温度保持在zo℃～28℃。原则上相对湿度生根前保持在80％～90％，生根后降至40％～50％。基质持水量生根前保持在70％～80％，生根后降至40％～60％。注意防治灰霉病、霜霉病及白粉病，防除蚜虫和红蜘蛛。5．2嫁接苗生产5．2．1砧木生产砧木有扦插砧木和实生砧木两种类型。5．2．1．1扦插砧木生产方法选用与接穗有良好的亲和力，适应当地环境条件且抗逆性强的砧木，如无刺多花蔷薇系列(Rosamultifl。r口‘Inermis’)、月季花(Rosachinensis)或狗蔷薇(Rosacanina‘manetti’)等。插穗长度保持15cm～20cm，粗度不低于5mm，插穗下剪口去除两个剪芽。扦插苗切成小段之后，扦插以前枝条底部的两个芽必须去掉。5．2．1．2实生砧木生产方法种子处理：在0℃～5℃一F进行种子层积处理，处理时间因品种而异。播种：种子有10％开始萌动时在播种床或穴盘中播种。用播种床时，根据品种和种子质量决定播种密度，播种量通常为20mL／m2，播种床面积是苗木生产面积的2．5％。穴盘育苗时，每穴1～z粒，温度控制在10℃～25℃，基质持水量在60％～70％。定植：土壤深翻，施肥，耙细，起垄，垄距100cm，垄高30cm，每垄上种植2行，行距15cm，株距10cln。5．2．2嫁接5．2．2．1嫁接方法嫁接分为芽接和枝接两种，芽接包括T形芽接、门形芽接和新贴芽接；枝接在休眠季节进行，宜采用切接。实生砧的嫁接部位要在分枝以下尽可能低的部位，以减少砧木萌蘖的机会。5．2．2．2接穗采集选择品种特征典型、无病虫害、生长健壮的植株采集接穗。芽接选用花后生长10天以上枝条中段的腋芽作为接芽；枝接以落叶后充分休眠的枝条为接穗。5．2．2．3接穗处理用于芽接的接穗宜选用已开花的花枝，去除叶片和皮刺，保留叶柄，将接穗插入清水中直接使用；如需储藏，将接穗杀菌后插在清水中，在3℃～5℃条件下保湿贮藏，时间不超过一周。用于枝接的接穗宜选用发育充实的休眠枝条，去除叶片和皮刺，直接用于嫁接。如需储藏，将接穗杀菌后用湿沙沙藏，温度保持在5℃～o℃。5．2．2．4嫁接苗管理嫁接后30天检查成活状况。嫁接成活后扦插砧及时去除萌蘖；实生砧在接芽上方1cm处剪砧，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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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T1912—2010时去除砧木萌蘖。5．3种苗出圃5．3．1容器扦插苗根据GB／T18247．5--2000花卉种苗分级出圃。5．3．2裸根扦插苗裸根扦插苗在冬初生长停止后至春季发芽前出圃，在苗木根际周围挖掘，切断过长的侧根和较深的主根，保留根长20cm，根据分级标准，每20株捆为--=}：L，放置于背阴处，低温保湿贮藏。5．4种苗质量标准种苗生氏健壮，品种纯度应在99％以上，无国家检疫性病虫害和明显病虫害症状。嫁接苗和扦插苗均参照GB／T18247．52000。5．5种苗贮运5．5．1贮藏将休眠的种苗保湿贮藏，温度控制在一3℃～一5℃，相对湿度控制在95％以上，入库前应消毒，冷库内保持清洁。5．5．2运输非休眠种苗运输前进行杀菌杀虫处理。温度控制在5℃～10℃，相对湿度控制在70％～80％。6切花生产6．1现代化温室切花生产一般采用循环式营养液供给系统为二{三的基质栽培技术。6．1．1营养液供给系统应采用成套的设备与相应的系统控制软件。6．1．2栽培容器采用定型的栽培容器或与循环式营养液系统栩配套的栽培容器，每株最低容积标准不小于6L。6．1．3栽培基质采用椰糠、岩棉或以泥炭、蛭石、珍珠岩等组成的混合基质。循环式供液系统栽培切花月季采用椰糠或岩棉，非循环式(开放式)供液系统栽培切花月季采用泥炭40％+蛭石80％+珍珠岩30％的混合基质。6．1．4营养液配制6．1．4．1水质标准硬度小于10，pH在5．5～7．5之问，NaC!含量小于2mmo[／L，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含量符合GB85372008。6．1．4．2常用营养液配方详见附录A的表A．1。6．1．4．3营养液配制与使用分别配制出A、B和c三种母液，A液是钙盐和铁盐，其余盐类为B液，c液是硝酸或磷酸。使用时用C液调整营养液pH值至5．5～6．5之间。6．1．5栽培管理6．1．5．1苗期管理6．1．5．1．1定植：定植密度为6株／m2～8株／m2，根据品种特性和环境条件选择合适的定植密度。6．1．5．1．2产花前管理：定植后1天～5天内控制光照，相对湿度保持在50％～80％，促进缓苗。及时去除砧芽。当侧枝长到40cm以上时，将枝条自基部向斜下方弯折。生长过程中及时去除花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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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T1912—20106．1．5．2产花期管理6．1．5．2．1环境管理：冬季至春季最低夜温12℃～15℃，高温型品种增加1℃～2℃，低温型品种减少1℃～2℃。晚春至初夏，利用天窗和侧窗换气。盛夏季节，充分通风换气或使用降温设备。相对湿度保持在60％～70％。光照时间不低于lOh，适宜光照强度为40klx。6．1．5．2．2切花采收：当基出枝超过切花枝条长度标准20cm时保留花蕾，进入产花期。第一次采花时，在距基质表面20cm～25cm处剪切，剪口在芽上方1cm处，倾斜45。。以后依据花枝粗壮程度和萌发部位确定采切位置，粗壮的基出枝条保留花枝基部4～5片小叶；其他采花枝条保留1～2片小叶。采花3～5次后回剪。6．1．5．2．3整枝修剪：将盲枝和不能采花的枝条朝外侧斜下方弯曲。当营养枝过于稠密时，剪除老枝。6．1．5．3病虫害防治做好病虫害预报和监测，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采取农业措施防治、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方法。详见附录B。6．2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切花生产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的切花月季栽培分为基质栽培和土壤栽培两种模式。6．2．1基质栽培6．2．1．1营养液供给系统采用非循环式营养液供给系统，根据基质的保水性和植株蒸腾量的相互平衡关系确定营养液的补给量。适用的滴灌带技术参数为：直径16111111，p～一0．10MPa；出水口流量基本均匀，当压力P一0．05MPa时，问距20cm的出水口流量Q一4．92L／rain，间距30cm的出水口流量Q--3．28L／min。6．2．1．2栽培槽栽培槽南北方向延长，槽底部北高南低，坡度为3％～5％。槽底部衬以防水材料。在防水材料上填充沥水材料，其上填充消毒的基质。6．2．1．3栽培基质6．2．1．3．1基质配方：适合切花月季非循环式营养液基质栽培基质的参考配方有泥炭(50％)+炉渣(50％)；泥炭(50％)+蛭石(30％)+河砂(20％)；泥炭(40％)+蛭石(30％)+珍珠岩(30％)等，或直接利用土壤。6．2．1．3．2基质消毒：采用专用蒸汽发生器进行蒸汽消毒。6．2．1．4营养液配制详见附录A的表A．2和表A．3。6．2．1．5栽培管理同6．1．5现代化温室切花月季栽培管理要求。6．2．2土壤栽培6．2．2．1土壤准备土壤选择：选择疏松、排水良好、耕作层在50cm以上的土壤，pH在5．5～7．5之间。土壤改良：采用充分发酵的厩肥、堆肥、锯末、稻壳等有机物进行土壤改良，使改良后的土壤pH达到5．5～6．5，电导率(EC值)0．5mS／cm～1．2mS／cm，100g干土中含硝态氮(N03一N)20mg～30mg，有机质含量不低于5％。土壤消毒：采用专用蒸汽发生器制造的蒸汽进行土壤消毒。6．2．2．2作畦采用高畦折枝栽培时，畦高40cm～60cm，顶宽80em，沟宽70cm～80em，南北走向。6．2．2．3定植每平方米定植6～8株，每畦2行。嫁接苗接口高出土面2cm左右，接口背向过道。定植完浇一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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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以后根据土壤湿度酌情浇水，保持土壤持水量在50％～70％。6．2．2．4产花前管理环境：冬季至春季最低夜温不低于12℃，高温型品种不低于15℃。相对湿度保持在60％～70％。光照强度保持在40klx以上。整枝修剪：同现代化温室切花月季整枝修剪要求。病虫害防治：详见附录B。6．2．2．5产花期管理环境：昼温zo℃～28℃，夜温12℃～18℃。注意通风换气，相对湿度为60％～70％。夏季适当遮光，冬季最大限度采光。整枝修剪：同现代化温室切花月季整枝修剪要求。病虫害防治：详见附录B。7采收7．1采收期切花月季采收标准主要依据开花指数。开花指数标准详见附录c的表c．1、图C．1和图c．2。采收时期因品种、采后用途、采收季节和运输距离而异。不同等级切花月季采收标准详见附录c的表C．2。7．2方法同一品种同一批次切花采收要求开花指数一致，根据开花指数及分级标准及时用花枝剪采收适当长度的切花。采收后立即放人盛有保鲜剂的容器中，运至采后处理室。8采后处理及贮藏运输8．1预处理8．1．1整理分级去除切花茎秆下部15cm～20cnl的叶片和皮刺，GB／T18247．12000进行分级，包括参照出口目的国的标准划分等级。8．1．2预处液处理用于贮藏或远距离运输的切花，应在采收后12h内用预处液处理，再转移到低温环境保存。8．2包装8．2．1方法在预冷前或预冷后在冷库或低温条件下进行包装，以耐湿纸或塑料袋等将切花头部保护好，单头月季每i0枝或20枝捆成一扎，花头应平齐；多头月季每枝花中最长的花头保持平齐，茎基部平齐。将包扎好的切花交叉叠放于箱中，花头朝外，离箱边5cm，每箱装lO扎或20扎，装满但不宜过紧，中间捆绑固定；纸箱两侧打孔，孔口距离箱口8cm。箱中衬以带有散热孔的低密聚乙烯塑料薄膜等保温材料。采用公路、铁路或海运的切花可在箱底固定盛有保鲜液的容器，将切花垂直插入保水湿运，包装箱外应标注切勿倒置的标识。8．2．2标识内包装标识：即花束标识。在花束的包装材料上，注明切花品牌名称、品种名、产地、等级、采收日期等。外包装标识：即包装箱标识。根据需要在产品上选择注明切花种类、品种名、原产地、采切时间、花色、等级、装箱容量、每束花数、生产单位、生产者姓名地址、包装者或分销者代码等标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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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T1912—20108．3预冷将切花放在预冷室内，在0℃～1℃和95％～98％的相对湿度条件下进行。真空预冷可结合吸收预处液，达到快速预冷、补充失水和快速吸收保鲜剂的目的。预冷后，花枝应保持在4℃--8℃低温条件下。8．4贮藏切花月季贮藏极限为15天。可以选择普通冷藏、调节气体贮藏或薄膜包装贮藏等方式。以普通冷藏为例，采用如下两种贮藏方法：a)湿藏：将切花茎基部在水中剪切2cm～3cm，插入盛有保鲜液的容器内，温度控制在4℃～8℃，相对湿度85％。b)干藏：预处理后的花材直接进行贮藏，温度保持在o．5℃～o℃，相对湿度为85％～95％。8．5运输运输期间要求温度控制在2℃～8℃，相对湿度85％～95％。8．6质量检验遵照GB／T18247．120。o中月季切花产品质量分级标准进行质量检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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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T1912—2010附录A(规范性附录)常用营养液配方表A．1月季基质栽培的营养液配方营养液ECN03一NNH-NPKMg供给方式mS／cmmmol／Lmmol／Lretool／Lmmol／Lmmol／Lmmol／Lmmol／L开放式1．611．01．253．755．O7．01．52．5循环式074．30．51．5232．20．81．0表A．2常用的月季开放式营养液栽培的大量元素配方mmol／L营养液配方N03NNH-NPKCaMgS同试配方12．010(7)3．06．06．O3．03．0(3／4单位)荷兰配方(1985)13．305(3)5．256．08．02．03．0荷兰配方(1992)11．01．25(10)3．755．07．O1．5Z．5爱知园研月季1102．O(15)3．54．56．52．02．5配方(1989)京都山城园1102．5(2014．63．45．81．51．5研月季配方奈良农试月季配方13．054．35(29)3．06．55803．540注：括号中数字为百分比。表A．3常用的月季开放式营养液栽培的微量元素配方mg／L配方FeMnBZnCuMo园试配方3．00．500．500．500．02001爱知园研配方2．00．500．250．200．05005(1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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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病害附录B(规范性附录)病虫害诊断与防治LY／T1912—2010B．1．1白粉病B．1．1．1病原物：蔷薇单丝壳菌(Sphaerothecapannosa)。B．1．1．2主要危害部位：叶片、花蕾及嫩梢。B．1．1．3典型症状：初期叶上出现褪绿黄斑，逐渐扩大，出现白色粉末状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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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柄及嫩梢染病时膨大，反面弯曲，幼叶展不开。老叶则出现圆形或不规则的白粉状斑，通常不易受感染。花蕾染病时表面被覆白粉层，下部密生霉菌，发育停滞，花朵畸形，皱缩脱落，花枝花茎变色，柔软弯垂，开放的花瓣侵染的可能性小，但有些深色花品种出现小而圆的褪色斑。感病后植株生长衰弱，新梢发育不良。B．1．1．4发病规律：叶片大而薄的品种易感病，如红成功、红胜利、红衣主教、外交家；抗病品种有玛丽娜、卡拉米、坦尼克、索尼亚。B．1．1．5防治方法：选用抗病品种，温室加强通风，温度不宜过高，降低温室的湿度；平衡施肥避免氮肥过多，适当增施磷钾肥；早春去除病枝病叶，随时去除新病叶病枝，减少侵染源；药剂防治可在生长期喷50％敌螨特乳剂3000倍液；50％甲基托布津l500倍液；50％多菌灵1000倍液；25％灭螨猛3000倍液，7天～10天喷一次，连续喷施2～3次。也可以用l000倍多氧霉素PS乳剂，1000倍杀破隆乳剂，石灰硫磺合剂做叶面喷施，连续喷洒2～3次就有效果。当前的主要防治方法是用硫磺熏蒸，硅酸钠溶液喷施，温室中有烟囱时，可涂等量湿石灰和硫磺浆，使之挥发出硫蒸汽，起到杀菌作用。B．1．2月季黑斑病B．1．2．1病原物：蔷薇双壳菌(DiplocarponTosae)。B．1．2．2主要危害部位：叶片、嫩枝、花梗。B．1．2．3典型症状：黑斑病首先从月季中下部老熟叶片开始，然后上移至嫩叶、花梗、嫩枝和花。感病初期叶面出现黑色和褐色圆斑，边缘纤毛状，直径1．5mm～13mm，周围常有黄色晕圈包围，病斑也常几个连在一起成为较大的不规则病斑。后期病斑上生出黑色包状产孢体。病部周围叶面发黄，病斑成为带有绿色边缘的小岛，受害叶片很快脱落。严重时植株中下部叶片全部脱落，仅留顶部几张叶片，对切花产量和品质造成严重影响。幼嫩枝和花梗染病产生紫色或黑色条状斑点，微下陷。B．1．2．4发病规律：北京地区发病率一般在80％～100％。病原以菌丝体或分生孢子盘在病枝或落叶上越冬，春天产生分生孢子，借助气流和水传播。病菌孢子必须在叶片表面有水分时萌发，病菌菌丝生长和产生孢子最适温度22℃～25℃，10℃以下和35℃以上不能生长和产生孢子，10℃～35℃范围内，湿度越高越易发病，病菌可多次重复侵染。因此表现为在高温、高湿、阴雨、喷灌条件下病情严重，整个生长季多次发病，植株衰弱时容易感病。B．1．2．5防治方法：随时清除落叶病叶病枝，休眠季节彻底清园，减少侵染来源；化学药剂防治可以在夏季新叶刚刚展开时立即喷杀菌剂保护直到冬季。一般7天～10天喷药一次，雨季一周喷药两次。可选用的药剂有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1000倍液；75％百菌清500倍液；80％代锌森500倍液；l％波尔多液；1％的碳酸氢钠与油的混合物等。B．1．3月季灰霉病B．1．3．1病原物：灰葡萄孢属真菌(BotrytiscinereaPers)。B．1．3．2主要危害部位：叶片、花、幼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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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3典型症状：初发时叶缘叶尖呈水渍状小斑，光滑梢有下陷；后期叶片变色，密生灰色霉点。在花蕾上发生时花不开放，变褐色腐烂脱落。花受侵害时出现小型火燎状斑点，不久变成大型褐色斑腐烂，花瓣变褐色皱缩腐败。幼茎茎节中间腐烂，枯萎而死，温暖潮湿环境下侵染部位长满灰色霉层。B．1．3．4发病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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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内即可发病。嫁接繁殖时为保湿覆盖易发病；露地栽培时多雨季节易发病；栽培过密易发病。B．1．3．5防治方法：降低温室空气湿度，减少叶面湿润时间，温室中注意通风；及时清除病残枝，从病部以下数厘米处剪去，减少侵染来源。温室采用选择性透光膜替代普通塑料薄膜，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灰霉病发生；GAs对该病具有一定的控制效果。化学药剂防治可用50％多菌灵1000倍液；75％百菌清700倍液；50％氯硝胺l000倍液。发生初期，所有切口均应喷药保护。B．1．4月季锈病B．1．4．1病原物：多孢绣菌属病菌(Phragmidiummucronatum)。B．1．4．2主要危害部位：叶片、茎秆。B．1．4．3典型症状：叶片和茎秆出现橙色孢子堆，小的桔黄色包状突起在寄主叶的F表面、芽和绿色茎上发生，破裂后散出锈黄色的粉末。早春孢子堆不明显，易被忽略，稍后，大而明显的孢子堆发生，持续到整个夏季，秋初同一感病部位出现黑褐色包状突起，表皮破裂后散出黑色粉状物，严重时叶片焦枯，提前脱落。B．1．4．4发病规律：病菌以冬孢子堆和菌丝在叶背和茎上越冬，锈孢子、夏孢子、冬孢子在月季上寄生，夏孢子发芽和感染温度范围18℃～23℃，24℃以上受到抑制，27℃以上不会感染。B．1．4．5防治方法：温室注意通风，保持干燥；发病初期喷施50％代森锌锰600倍液；50％代森铵1000倍液；20％瑞毒素4000倍液；1％波尔多液；500倍硫磺合剂。B．1．5霜霉病B．1．5．1病原物：霜霉属病菌(PeronosporasporsaBerk)。B．1．5．2主要危害部位：叶、新梢、花。B．1．5．3典型症状：初期叶上出现不规则淡绿斑纹，后扩大并呈黄褐色或暗紫色，最后为灰褐色，边缘色较深，渐次扩大蔓延到健康组织，无明显界限，潮湿天气F，病叶背面可见稀疏的灰白色霜霉层，叶片容易脱落，腋芽和花梗部位发生变形，出现病斑，严重时新梢基部出现裂口，沿切口向下枯死，有的病斑为紫红色、中心为灰白色，新梢和花感染时，病斑与病叶相似，新梢上病斑略凹陷，严重时叶萎蔫脱落，新梢腐败枯死。B．1．5．4发病规律：病菌以卵孢子越冬越夏，以分生孢子侵染，孢于萌发温度1℃～25℃，最适为18℃，高于21℃萌发率降低，26℃以上完全不萌发。孢子传播需要Ioo％空气相对湿度，10℃～25℃温度；孢子萌发需要有水滴存在。密集、通风不良、多湿、氮肥过多时发病严重。B．1．5．5防治方法：避免高温高湿，减少叶面保湿时问，控制空气湿度，多开窗换气；用20000倍代森铵或500倍代森锰锌喷施防治，但后者容易污染叶片。B．1．6根癌病B．1．6．1病原物：野杆菌属细菌(Agrobacteriumtume舡ciens)。B．1．6．2主要危害部位：根茎、根。B．1．6．3典型症状：根茎、根发生大小不规则肿瘤，节结状。植株生长不良，矮化、叶小，发黄、早落。B．1．6．4发病规律：适温25℃～30℃，病原细菌通过伤口如虫咬伤、机械损伤、嫁接口侵入，一部分基因整合到寄主基因组上，即使消除了细菌肿瘤也不能消除病原。随水传播。B．1．6．5防治方法：销毁有病植株；不在有病地段栽培月季；彻底进行土壤消毒，栽培地应排水良好；栽植前将根系浸入链霉素500万单位溶液中2h。生物防治可用K84喷洒病株，对植株无害。嫁接时工具用开水加5％福尔马林或者10％次氯酸钠溶液消毒8min～10mi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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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虫害LY／T1912—2010B．2．1蚜虫B．2．1．1主要危害部位：花蕾、嫩梢、叶片。B．2．1．2典型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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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干燥气候最适宜蚜虫发生。B．2．1．3发病规律：成蚜和若蚜在腋芽或叶背越冬，春季月季萌发后蚜虫在新梢嫩叶上繁殖，4月上旬危害嫩梢、花蕾及嫩叶。当平均气温20℃、相对湿度70％～80％时繁殖最快，每年5月和10月为发生高峰。B．2．1．4防治方法：利jlj黄色塑料板涂抹重油后诱粘；也可利川天敌灭杀，如瓢虫、蚜狮、蚜姬蜂等。B．2．2螨类B．2．2．1主要危害部位：叶片。B．2．2．2典型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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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3发病规律：螨类在叶背吮吸汁液，吐丝结网靠飘散传播。干旱高温时是繁殖高峰，保护地中全年均可为害。B．2．2．4防治方法：结合整枝，去除有螨枝叶，集中处理。冬季用3。B6～5。B6的石硫合剂，杀灭在枝叶上的越冬螨和卵，药剂每隔10天～15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3次才能有较好效果。B．2．3金龟子B．2．3．1主要危害部位：花朵、叶片、根。B．2．3．2典型症状：成虫在地上为害花朵和叶片，幼虫蛴螬在地下咬食根部。B．2．3．3发病规律：每年一代，以幼虫在土中越冬，成虫5～6月份出现，白天潜伏在土中，黄昏时出土活动，有趋光性和假死特性，7～8月份新孵化的蛴螬为害更加严重，取食种莳根。B．2．3．4防治方法：用黑光灯诱杀成虫；温室或大棚可用防虫网防范金龟子；中耕冬翻消灭幼虫；药剂防治50％杀螟松1000倍液浇灌根际。B．2．4蔷薇茎蜂B．2．4．1主要危害部位：茎秆。B．2．4．2典型症状：其幼虫钻蛀茎杆导致枝条上部萎蔫死亡。B．2．4．3发病规律：每年发生一代，幼虫在茎内越冬，翌年4月化蛹，5月上中旬出现成虫，产卵在当年新梢和未开放花梗上，幼虫孵化后蛀人茎干，沿茎干向下危害，直到地下部分，产卵时对不同品种有所选择。B．2．4．4防治方法：剪除受害枝条，直到茎干无蛀道为止。B．2．5月季叶蜂B．2．5．1主要危害部位：叶片。B．2．5．2典型症状：叶蜂幼虫取食叶片，严重时将叶片全部吃光，仅留下叶脉、叶柄。B．2．5．3发病规律：一年发生两代，幼虫在土中作茧越冬，翌年4月化蛹，5～6月羽化为成虫，在月季新梢上产卵，第一代幼虫7月中旬老熟，7月下旬至8月上旬羽化产卵，8月中下旬为第二代幼虫为害高峰，lO月上旬期幼虫进入土中越冬。B．2．5．4防治方法：结合冬季耕翻消灭越冬幼虫；栽培管理中寻找集中危害的虫叶摘下；药剂防治可喷施50％杀螟松1000倍液。B．3病毒病B．3．1病原物：蔷薇花叶病毒，苹果花叶病毒，南芥菜花叶病毒，草莓潜隐环斑病毒，李坏死斑病毒、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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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T1912—2010薇萎蔫病毒，蔷薇条纹病毒、烟草环斑病毒。B．3．2主要危害部位：叶片。B．3．3典型症状：一般表现环斑、褪绿、花叶、黄脉、矮化，叶片发育不正常，呈柳叶状，卷曲，植株生长势衰退，萎蔫等。B．3．4发病规律：病毒病主要依靠汁液传染，蚜虫传毒，也通过嫁接传染。B．3．5防治方法：对于病毒尚无特效化学药剂和方法，病毒病害控制只能从预防着手：避免用感病植株作为繁殖材料，建立专门的母本基地，淘汰病株；必要时用热处理，在38℃下保持一个月，有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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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规范性附录)切花月季开花指数标准和采收标准C1切花月季开花指数标准见表C1、嘟C1、陌C2表C1切花月季开花指数标准*花☆敬m≈特《期应jl}施l；崞片略☆橙做．#*m部紧m十镕Am收花瓣仲m粤*可蔫作避距离和tⅢ离i箍外屉托瓣"始橙僦适fm距自运#自就Ⅲme自层花辟"始*做*须就*尽快出售图C1单头切花月季开花指数标准图解凰C2多头切花月季开花指数标准图解C2切花月季采收标准址表(i2。表C2不同等级切花月季采收标准§％《月”花指数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