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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要求编写。 

本标准由新乡市农业农村局、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新乡市植保植检站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徐英、郭会芳、石珊珊、冯之杰、苏丽、郎建玲、王爱俭。 

本标准自2020年8月12日制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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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植保无人机安全作业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业植保无人机安全作业技术规程的术语与定义、操作及配药人员、作业区确定、气

象因子、飞防时期、农药配置、飞防作业、飞防完成后工作及防治效果检验。 

本标准适用于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150 kg、空载起飞重量不超过116 kg的农业多（单）旋翼植保无

人机（以下简称植保无人机）进行田间植保作业时的操控、安全、作业流程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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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1—9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2475  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 

MH/T 0017  农业航空技术术语 

NY 608  农药产品标签通则  

NY/T 1775-2009  植保机械操作工 

AC-61-FS-2013-20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 

AC-91-FS-2015-31  轻小无人机运行规定（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7号 农药管理条例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农业植保无人机   

农业植保无人机是通过检测合格的产品，符合 AC-91-FS-2015-31 的相关规定，用于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的远程操控航空植保器械。 

3.2  

气象因子   

与环境温度、湿度、光照、风速、风向、雨、露等气象有关的因素。 

3.3  

药害   

使用农药不当而引起植物发生的各种病态反应。包括由药物引起植物的组织损伤、生长受阻、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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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减产、绝产甚至死亡等一系列非正常生理变化。 

3.4  

喷幅  

指在飞洒作业中，植保无人机在运动方向上的横向覆盖范围的大小。 

4 操作及配药人员 

4.1 操作人员 

4.1.1 操作人员符合 NY/T 1775-2009和 AC-61-FS-2013-20的要求。 

4.1.2 操作辅助人员应掌握飞行操作辅助工作流程和内容。 

4.2 配药人员 

4.2.1 配药人员应熟悉农业植保无人机、农药、农艺相关知识，了解农药制剂，掌握施药剂量、施药

技术和操作方法。 

4.2.2 了解农药风险，掌握自我防护知识，并在发生农药中毒事故时能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5 作业区确定 

5.1.1 飞防前期实施实地勘察，掌握作业区地形、道路、障碍物等情况。 

5.1.2 作业区有适合植保无人机起落场地，用于配药的水质符合 GB 5084的要求。 

5.1.3 作业区应距水源地 300 m外，距养殖区等敏感场所 50 m外。 

5.1.4 作业区无强烈电磁干扰。 

6 气象因子 

6.1 风   

风力 3级以下,风速超过 5 m/s停止作业。注意风向风速，尽量控制农药飞溅到喷洒区域外。 

6.2 温度  

最适宜温度 18 ℃～26 ℃。大气温度超过 32 ℃或低于 5 ℃停止作业。 

6.3 湿度  

喷雾时相对湿度在 30 %～90 %。 

6.4 能见度  

 能见度应大于 300 m。 

6.5 雨雪、雷电、雾霾等恶劣天气禁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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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飞防时期 

7.1 防治适期 

依据农作物重大病虫草害测报技术规范国家（行业）标准开展病虫草害调查及监测预报，根据作物

病虫草发生情况，准确预测病虫草发生危害时期，确定防治适期。 

7.2 防治时间 

夏季防治时间上午 7:30-10:30,下午 16:00-19:00；冬季防治时间 9:00-16:00。应避开阴雨天，确

保作业后 6 h内无降雨。 

8 农药配置 

根据不同作物生长期、病虫草害种类和危害程度、施药面积大小，选择合适的、针对航空植保的药

品、药量以及配药标准。 

8.1 农药选择   

8.1.1 农药使用以增效减量为原则，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的药剂。 

8.1.2 药剂应为悬浮剂或乳油。 

8.1.3 农药符合 NY 608、GB/T 8321.1-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77号的要求。 

8.2 药剂配置  

8.2.1 确认所选用农药的特性、使用方法（病虫草害防治对象、适用作物、喷洒量、稀释倍数、使用

时间、总使用次数、安全间隔期等）、注意事项。 

8.2.2 选择的农药应进行地面试验，确保对喷洒设备和植保无人机机体无明显腐蚀。  

8.2.3 两种以上的农药混配时应了解药剂的理化性质，进行必要的试验，防止农药理化性能改变；混

配农药应充分考虑由于不同农药间的拮抗作用而造成农药药效降低的风险。 

8.2.4 药剂配置应符合 GB 12475的规定。 

9 飞防准备 

9.1 飞防计划 

9.1.1 计划飞防区域、面积、时间、机型、防治对象、采用药物及浓度配比、病虫草情监测调查方法

等。 

9.1.2 规划植保无人机作业参数，包括起降点、飞行方式、飞行速度及高度、喷幅、流量、明确用药

量等。 

9.1.3 制定作业突发情况紧急预案，制定药害预防措施。 

9.1.4 向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报备，接受监督与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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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飞防作业参数 

9.2.1 飞行速度：4 m/s-6 m/s匀速飞行。 

9.2.2 飞行高度：作物上方 1.5 m-2 m，禁止超高空飞行。 

9.2.3 作业喷幅：3 m-6 m。 

9.2.4 喷头流量：800 ml/min-1600 ml/min。 

9.2.5 载荷：5 L-20 L。 

10 飞防作业 

10.1 植保无人机性能检查 

植保无人机外观无明显磨损和缺陷，配套辅助设备齐全。飞防前用清水代替药液，试飞植保无人机，

飞行状况正常，密封处无渗漏，喷雾雾形正常，雾化均匀。严禁植保无人机带病作业，确保安全。 

10.2 飞防要求 

10.2.1 严格按照作业计划和技术要求飞行，防止重喷、漏喷、错喷。 

10.2.2 飞行方向禁止面向人、民宅、河流、障碍物、太阳、高压线架、电线杆等。 

10.2.3 对邻近敏感作物应留出安全距离的缓冲带，下风地带有敏感作物时应停止作业。 

10.2.4 障碍物比较多的区域进行喷洒飞行时，让植保无人机的载重量保持有盈余，飞行前选择好合适

的起降地点。垂直飞行远离障碍物 10 m以上，平行飞行远离障碍物 5 m以上。 

10.2.5 平坦地带的喷洒飞行应遵从横风喷洒原则。喷洒顺序由下风处向上风处进行喷洒飞行，回旋转

弯时禁止喷洒。 

10.2.6 作业过程中，喷头喷雾形态出现异常时及时更换，严禁植保无人机电机温度过高的情况下连续

飞行。密切关注飞行状况，如遇故障，按突发情况预案紧急降落。 

10.2.7 如遇发生影响飞行安全和公共安全的不正常情况时，执行已制定的特殊情况处置预案，引导植

保无人机返航或在安全区域内坠毁。 

10.2.8 防止对喷洒对象外的生物造成影响。充分考虑到家畜、桑蚕、蜂类、渔类等可能危害到的对象。

充分确认喷洒区域周边是否存在有机类作物区域以及其它作物。 

10.2.9 注意周边的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相关地带。充分注意水源地、河流、水库等。充分

注意交通繁忙路段、住宅区等。 

10.2.10 作业过程中，操控人员应着工作服以方便识别，根据实际情况佩戴口罩、防护镜、长袖上衣、

长腿裤等装备。操作员不能穿容易卷入部件的宽松衣服作业，严禁穿拖鞋。关闭通讯设备。 

10.2.11 操控人员及观看人员应与植保无人机保持 10 m以上的安全距离。 

10.2.12 作业时严禁除技术人员以外的其他人操控飞行。 

10.2.13 操作机手精神状态不佳时禁止飞行。严禁酒后操作植保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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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飞防完成后工作  

11.1 废弃物处理 

作业结束后，不得随意丢弃空农药包装，应选择适当地点清洗植保无人机，严防污染水源。剩余药

液和农药废弃包装容器的处理应符合 GB 12475的规定。 

11.2 植保无人机的清洁与保存 

11.2.1 对植保无人机进行清洁，检查性能状况，确保处于最佳状态，整理归类配套设备，并做好设备

使用记录。 

11.2.2 植保无人机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室内，做好防雨防潮等措施，并由专人保管。 

11.3 作业评估 

作业结束后及时建立作业记录表（见附录 A）。对植保无人机作业性能、作业效率、喷洒精准度等

方面进行评估。 

12 防治效果检验 

12.1 作物病虫草害调查方法及发生程度 

作物病虫草害调查方法及发生程度分级应符合相应测报技术规范。飞防后1天，3 天，7 天进行防

效调查，并记录调查结果（见附录B）。对使用的农药品种、用量、喷洒时间等方面的喷洒效果进行综

合评估。 

12.1.1 病害防治效果 

%100



b

cb
a ..................................................（1） 

式（1）中，a:防治效果  b：施药前病情指数或病株率或病叶率  c:施药后病情指数或病株率或病叶率  

12.1.2 虫害防治效果 

防治地下害虫的防效按式（2）和式（3）计算，防治其他害虫的防效按式（4）计算。 

%100
c

b
a .....................................................（2） 

%100



e

fe
d .................................................（3） 

%100



g

hg
d .................................................（4） 

式（2）中，a:被害株率  b：被害株数  c: 调查总株数 

式（3）中，d:防治效果  e:施药前被害株率  f:施药后被害株率 

式（4）中，d:防治效果 g:施药前虫数  h:施药后虫数 

12.1.3 草害防治效果 



DB4107/T 449—2020 

6 

%100



b

cb
a ..................................................（5） 

式（5）中，a:防治效果  b：施药前每平方米杂草株数  c: 施药后每平方米杂草株数 

12.2 经效果检验后，对防效较低地块及时采取补喷或人工补治，确保防效。若发生药害，及时采取补

救措施，适当补肥灌水，促进作物恢复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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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植保无人机作业记录表 

 

记录人:                   作业单位：                      地点：                     日期： 

目标有害生物及生长发育阶段  飞防开始和结束时间  

作物及生长阶段  农药品种和剂量  

作业面积  农药使用总量  

作业时气象条件  单位面积喷量  

植保无人机型号及载药量  使用助剂  

缓冲区资料  飞防手  

突发状况及应急处理： 

审核人： 

 



DB4107/T 449—2020 

8 

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农作物飞防效果调查表 

 

调查人：        调查日期：      飞防日期：        施用农药及药量： 

调查点 调查地点 代表面积 作物及品种 主要防治对象 

飞防效果（%） 

1 天 3 天 7 天 

1        

2        

3        

4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