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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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开平市达豪日化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功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安徽景宏植保有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瑞农植保技术有限公司、佛山市盈辉作物科学有

限公司、江门市植保有限公司、四川国光园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荣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

正业中农高科股份有公司、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宜昌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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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和深入实施科学用药、安全用药的相关要求，

有效推进具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特性的农药替代与淘汰工作，尤其是低毒、不易分解的氟虫胺的替代

工作，提升红火蚁防治效果，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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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红火蚁安全用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防治红火蚁的安全用药规范，包括术语和定义、红火蚁防治原则、防控适期及条件、

综合防控技术、防治药械、环境安全要求以及防控效果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红火蚁的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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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80.149—2009 农药 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二）第 149 部分：杀虫剂防治红火蚁

GB/T 17997 农药喷雾机（器）田间操作规程及喷洒质量评定

GB/T 23634 红火蚁检疫规程

NY/T 2415 红火蚁化学防控技术规程

NY/T 3541 红火蚁专业化防控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红火蚁防治原则

4.1 整体防治原则

以“预防为主、防控结合”的思想为指导，按照因地制宜、点面结合、诱杀为主、科学评价的原

则，构建红火蚁长效防控机制，提升红火蚁防治效果。

4.2 农田防治原则

对于常发的农田耕作区，可以结合农业生产中的其他地栖害虫防治一起进行，减少因红火蚁和其

他地栖害虫防治目标和时期不同，各自施药和重复施药导致成本增加和对生态的过度影响。

5 防治适期及条件

5.1 防治适期

按照 NY/T 2415 防治适期的要求，根据本地气候条件，每年开展 2 次全面防控。第一次防治在春

季红火蚁婚飞前或婚飞高峰期进行，第二次全面防治选择在夏、秋季气候条件适宜时进行。

5.2 天气条件

5.2.1 毒饵诱杀法

应选择天气晴朗或者多云的白天、夜晚，气温 21℃～34℃或者地表温度在 22℃～35℃时为宜，施

药时地表要干燥。洒水后、雨天及下雨前 12 h 内不能投放。毒 饵剂施药时间应根据不同季节而定，

高温季节应在傍晚或上午进行，低温季节在中午进行。可以对单个蚁巢进行处理或发生区普遍撒施毒

饵，也可以根据红火蚁的发生情况两种方法点面结合使用。

5.2.2 粉剂和颗粒剂灭巢法

应选择在天气良好，无风到微风天气情况下使用粉剂，风力过大时不建议使用粉剂法灭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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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气温大于 15℃时使用粉剂法灭巢，施药要快速。

5.2.3 药液杀灭法

应选择天气晴朗或者多云的白天、夜晚施药。

6 综合防控技术

目前，防控红火蚁的方式主要有自主性防控和专业化防控。

6.1 自主性防控人员要求

6.1.1 技能要求：受过防控红火蚁知识培训，持有红火蚁防控岗位证书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等。

6.1.2 防护用品：水鞋或皮鞋、胶手套、防护口罩、红火蚁驱避剂或风油精。

6.2 专业化防控人员要求

专业化防控人员要求等参照 NYT 3541 进行。

6.3 药剂选用原则

选用已获得农药登记且防治对象是红火蚁，生产证件齐全的农药制剂产品，优先选择低毒、低残留、

环境友好型农药产品。具体推荐产品类型见附录 A。

6.4 防控方法

6.4.1 毒饵诱杀法

6.4.1.1 点施毒饵

红火蚁发生程度在二级及以下的发生区，可使用点施毒饵法防治单个蚁巢。将农药饵剂环状或点

状投放于蚁巢外围 50 cm～100 cm 处，对所有可见的活动蚁巢进行防治。根据活蚁巢大小和毒饵制剂

商品使用说明确定毒饵用量， 一般直径在 20 cm～50 cm的蚁巢根据商品标签推荐用量调节使用量；当

蚁巢直径明显大于 50 cm 或小于 20cm 时，增加或减少 1/2 毒饵用量。

6.4.1.2 撒施毒饵

红火蚁发生程度在三级及以上的发生区，可在整个发生区均匀撒施毒饵进行防治。根据活动蚁巢

密度、诱饵法监测到的工蚁密度和毒饵制剂商品使用说明确定毒饵用量，1hm2面积最低用量是防治单

个活蚁巢的推荐用量中间值的 100倍左右。

6.4.1.3 综合施用

在红火蚁严重发生的区域，活动蚁巢密度大、分布普遍时可采用防治单个蚁巢和整个区域相结合的

综合施用法，并适当加大毒饵用量。

6.4.1.4 补施毒饵

根据防控效果，在使用毒饵防控红火蚁2周后，对活动蚁巢与诱集到工蚁的地点再次施用毒饵进行

防治，慢性毒性的药剂可在3周后补施。在活动蚁巢、诱集到工蚁的地点及其附近小区域内采用点施的

方法撒施毒饵。毒饵用量按推荐用量的下限值使用。具体可参照NY/T 2415执行。

6.4.2 粉剂和颗粒剂灭巢法

6.4.2.1 粉剂使用

对单蚁巢进行处理，以蚁巢为中心，先在蚁巢周围撒粉形成毒粉圈，用锄或铲等工具快速破坏蚁

丘，当大量工蚁涌出时，将药剂均匀洒于工蚁身上，最好边松边施药，尽量挖巢挖深些，摊开蚁丘泥

土来施药，尽量让更多数工蚁接触到药物。根据标签推荐用量和蚁巢大小调节使用量，工蚁多、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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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适当增加施药量。

6.4.2.2 颗粒剂使用

施用方法包括 2种，一是先破坏蚁巢，待工蚁大量涌出后迅速将药剂撤施于蚁群上，使尽量多的

蚂蚁接触、粘附粉剂或颗粒剂；二是将药剂均匀地撒布于蚁丘表面和附近区域，根据商品标签说明确

定具体施用方法和使用量。

6.4.3 药液杀灭法

6.4.3.1 灌巢法

使用药液灌巢法处理单个蚁巢。将药剂按照其商品标签说明兑水配制成药液。施药时以活蚁巢为

中心，先在蚁巢外围近距离淋施药液，形成一个药液带，再将药液直接浇在蚁丘上或挖开蚁巢顶部后

迅速将药液灌入蚁巢，使药液完全浸湿蚁巢并渗透到蚁巢底部。根据蚁巢大小确定药液用量，保证充

分湿润全部蚁巢。

6.4.3.2 活动环境喷淋法

将药剂按照其商品标签说明兑水配制成药液，对红火蚁活动环境进行全面喷淋。根据商品标签说

明确定使用量。

6.4.4 检疫杀灭法

6.4.4.1 种苗、花卉、草坪（皮）检疫

红火蚁发生区种苗、花卉、草坪(皮)等物品调出前均须经触杀性药剂浸渍或灌注处理至完全湿润。

具体操作方法可参照 GB/T 23634 执行。

6.4.4.2 垃圾、肥料、栽培介质、土壤检疫

红火蚁发生区垃圾、肥料、栽培介质、土壤等物品调出时须进行检疫消杀，根据标签说明兑水后

用药液对以上物料进行喷淋消杀，边翻动物料边喷淋药液，使物料全部湿润，药液有效成分占总体积

0.001%～0.0025%。

7 防治药械

7.1 毒饵诱杀法、粉剂和颗粒剂灭巢法使用的药械

使用手动或自动播撒机、无人飞机投放毒饵剂可提高工作效率，执行相关规定使用这些设备；使

用喷雾器施药时应符合 GB/T 17997 的规定。

7.2 药液杀灭法使用的药械

使用手动或机动(高压)喷雾器，施药时应符合 GB/T 17997 的规定。

7.3 安全使用技术要求

使用毒饵不要扰动蚁丘；勿将毒饵与其他物质(如肥料)混合使用，并保持毒饵新鲜干燥。使用药

液灌巢法时在灌巢前不要扰动蚁丘。

7.4 废弃物处理

施药后农药包装及使用过的容器要及时回收，统一处理，不应随意丢弃，也不应用作它用。

8 环境安全要求

8.1 在水源保护区、水产养殖区、养蜂区、养蚕区等使用农药防控红火蚁时注意选择药剂种类，避免

对有益生物的杀伤和环境污染。禁止在河塘等水体中清洗施药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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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药剂要存放在阴凉、干燥、通风、防雨处，并防止儿童触及和误食，不能与食品、饮料、粮食、

饲料等同储同运。

8.3 在公共场所、住宅区等人群活动较频繁的发生区域要注意选择使用安全低毒的药剂，施药时要避

开人流高峰，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8.4 在施药区应插上明显的警示牌避免造成人、畜中毒或其他意外。

8.5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禁止接触此类。过敏者禁用此类产品。

8.6 使用时，不要让药剂、药液沾染皮肤和眼睛。 使用后，及时洗手、洗脸，清洗暴露在外的皮肤

和工作服。

8.7 含有吡虫啉、毒死蜱的产品，不能与碱性农药混用。

8.8 禁止毒死蜱在蔬菜上使用。

9 防控效果评价

根据 GB/T 23626 和 GB/T 17980.149-2009 中 5.2 监测红火蚁发生数量、评定防控效果，防控技术

实施后 2周-6 周内对发生区进行全面调查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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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表 A.1 附 录 A

（资料性）

红火蚁防控可选药剂

序号 药剂名称 有效成分 剂型 毒性 施用方法

1 2.15%杀虫饵剂 吡虫啉 饵剂 低毒 20-30 克/巢环状撒施于蚁巢附近

2
45%吡虫•毒死蜱乳

油

吡虫啉

毒死蜱
乳油 中等毒

22-50 克/巢 形成毒土圈后，灌蚁

巢

3 0.015%杀蚁饵剂 多杀霉素 饵剂 低毒
35-50 克/巢 围绕蚁丘撒施一圈，

或点状投饵

4 0.10%杀蚁饵剂 呋虫胺 饵剂 低毒
25-35 克/巢 点施处理，撒施于蚁

丘顶部

5 0.60%杀蚁饵剂
呋虫胺

茚虫威
饵剂 微毒

6-8 克/巢 蚁巢表面及附近，环状

或点状撒施

6 0.05%杀蚁饵剂 氟虫腈 饵剂 低毒
20-30 克制剂/蚁巢环状施于蚁巢附

近

7 0.5%杀虫粉剂 氟虫腈 粉剂 微毒
15-20 克制剂/巢，先撒毒土圈后，

向红火蚁个体均匀撒施

8 0.73%杀蚁饵剂 氟蚁腙 饵剂 低毒
单蚁巢投放 25-50 克，1千克/公顷

撒施

9 1%杀蚁饵剂 氟蚁腙 饵剂 低毒
15-20 克/巢环状撒施，1000-1500

克/公顷撒施

10 1%杀蚁饵剂
氟蚁腙

多杀霉素
饵剂 低毒 25-50 克/蚁巢环状撒施于蚁巢附近

11 0.80%杀蚁饵剂
氟蚁腙

茚虫威
饵剂 低毒 20-25 克/巢 环状或点状撒施

12 0.10%杀虫粉剂
高效氯氰

菊酯
粉剂 低毒 10-20 克/巢，均匀撒施

13 0.20%杀虫粉剂
高效氯氰

菊酯
粉剂 低毒 10-20 克/巢，均匀撒施

14 0.25%杀虫粉剂
高效氯氰

菊酯
粉剂 低毒 15-25 克/巢，均匀撒施

15 0.60%杀虫粉剂 高效氯氰 粉剂 低毒 10-30 克/每巢 环状施于蚁巢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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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剂名称 有效成分 剂型 毒性 施用方法

菊酯

16
5%高效氯氰菊酯可

湿性粉剂

高效氯氰

菊酯

可湿性粉

剂
低毒

600～1200 倍稀释，毒土圈后灌蚁

巢

17
8%高效氯氰菊酯可

湿性粉剂

高效氯氰

菊酯

可湿性粉

剂
低毒

600～1200 倍稀释，毒土圈后灌蚁

巢

18 1%杀蚁颗粒剂

联苯菊

酯、噻虫

嗪

颗粒剂 低毒 60-90 克/巢，均匀撒施

19 0.30%杀虫粉剂 氯氰菊酯 粉剂 低毒 25-33 克/巢 均匀环状或点状撒施

20 0.05%杀蚁饵剂 茚虫威 饵剂 低毒 20-25 克/巢 环状撒施于蚁巢附近

21 0.08%杀蚁饵剂 茚虫威 饵剂 微毒
15-20 克/巢环状撒施，1500 克均匀

撒施

22 0.10%杀蚁饵剂 茚虫威 饵剂 低毒 15-20 克/巢 环状撒施于蚁巢附近

23 0.20%杀蚁粉剂 茚虫威 粉剂 低毒 30-40 克/蚁巢 均匀撒布

24 0.50%杀蚁饵剂 茚虫威 饵剂 低毒 2-3 克/巢 环状撒施于蚁巢附近

25 2%杀蚁饵剂
茚虫威、

吡虫啉
饵剂 微毒 10-20 克/巢 环状撒施于蚁巢附近

26 1.60%杀蚁饵剂
茚虫威、

氟蚁腙
饵剂 低毒

15-20 克/巢，环状或点状投放于蚁

巢表面和周围

27 0.60%杀蚁粉剂

茚虫威、

高效氯氰

菊酯

粉剂 低毒
15-25 克/巢 环状撒布于蚁巢表面

及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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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红火蚁蚁群分级标准

红火蚁蚁群分级标准如下：

0级——无任何虫态存活；

1级——仅有工蚁或蛹和幼虫存活；

2级——有有翅生殖蚁、除蚁后外的其他虫态个体存活；

3级——有蚁后及其他虫态个体存活。


	前言
	引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红火蚁防治原则
	4.1　整体防治原则
	4.2　农田防治原则

	5　防治适期及条件
	5.1　防治适期
	5.2　天气条件
	5.2.1　毒饵诱杀法
	5.2.2　粉剂和颗粒剂灭巢法
	5.2.3　药液杀灭法


	6　综合防控技术
	6.1　自主性防控人员要求
	6.2　专业化防控人员要求
	6.3　药剂选用原则
	6.4　防控方法
	6.4.1　毒饵诱杀法
	6.4.1.1　点施毒饵
	6.4.1.2　撒施毒饵
	6.4.1.3　综合施用
	6.4.1.4　补施毒饵

	6.4.2　粉剂和颗粒剂灭巢法
	6.4.2.1　粉剂使用
	6.4.2.2　颗粒剂使用

	6.4.3　药液杀灭法
	6.4.3.1　灌巢法
	6.4.3.2　活动环境喷淋法

	6.4.4　检疫杀灭法
	6.4.4.1　种苗、花卉、草坪（皮）检疫
	6.4.4.2　垃圾、肥料、栽培介质、土壤检疫



	7　防治药械
	7.1　毒饵诱杀法、粉剂和颗粒剂灭巢法使用的药械
	7.2　药液杀灭法使用的药械
	7.3　安全使用技术要求
	7.4　废弃物处理

	8　环境安全要求
	9　防控效果评价
	根据GB/T 23626和GB/T 17980.149-2009中5.2监测红火蚁发生数量、评定防控
	附 录 B（资料性）红火蚁蚁群分级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