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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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云南农业

大学、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经济作物工作站、砚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丘北县辣椒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绍祥、赵水灵、袁恩平、张雪廷、刘家迅、梁明泰、邓明华、吕俊恒、桂敏、

李罡、解志强、张才能、罗金超、卢文琴、陈丽、余建萍、杨嘉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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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农产品 丘北辣椒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丘北辣椒生产技术的术语定义、产地环境、定植前准备、栽培模式与密度、田间水肥

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和生产档案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文山地区的丘北辣椒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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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6715.3 瓜菜作物种子 第3部分：茄果类

GB/T 17187 农业灌溉设备 滴头和滴灌管 技术规范和试验方法

GB/Z 26583 辣椒生产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丘北辣椒

在原国家农业部根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批准保护的文山州一市（文山市）七县（丘北县、

砚山县、广南县、富宁县、马关县、麻栗坡县、西畴县）101 个乡镇域范围内如树皮乡、双龙营镇等，

选用优良的丘北辣椒品种，采用合理栽培技术生产加工的丘北辣椒产品。

4 产地环境

宜选择前 2 年～3 年未种植番茄、辣椒等茄科作物，土层深厚、土质疏松、理化性状良好、肥沃、

排灌方便的田、地块；场地环境符合 GB/Z 26583 的要求。

5 定植前准备

5.1 机械选择

5.1.1 起垄打穴覆膜施肥机

符合双行起垄打穴施肥覆膜模式要求。要求拖拉机犁耙间距与垄距相同，能同时完成起垄、打穴、

施肥及覆膜。

5.1.2 定植机或移栽器

作业幅度与垄宽、株行距相对应。

5.1.3 施肥器

符合肥料使用要求。

5.1.4 地膜

银灰·黑聚乙烯地膜，厚 0.01 mm，宽 120 cm。

5.2 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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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茬作物收获后，立即清除前茬作物的残留枝叶，带出田、地外进行无害化处理；再使用机械耕深

翻晒垡，深翻 25 cm～30 cm，备用。

5.3 底肥

5.3.1 撤施

移栽前 5 d～10 d，将已深翻晒垡的地块，每 667 m2用腐熟农家肥 2000 kg～4000 kg 和钙镁磷肥 20
kg～40 kg 混合撤施，旋耕耙细，平整待用。

5.3.2 穴施

移栽前 5 d～10 d，将已深翻晒垡的地块，旋耕耙细；结合整地打穴，每 667 m2用生物有机肥 400 kg～
600 kg 和 N:P:K（15:15:15）45%复合肥 40 kg～50 kg 混合穴施。

5.4 栽培模式与密度

采用双行起垄打穴覆膜单株栽培模式，移栽前 5 d～10 d，选择晴天起垄打穴覆膜。平地采用起垄

打穴施肥覆膜机完成起垄打穴施肥覆膜，山地采用人工起垄打穴施肥覆膜；覆膜后，人工回土于穴塘内，

便于收集雨水；一般垄宽 80 cm，高 20 cm～30 cm，沟宽 50 cm，行距 60 cm，株距 30 cm～40 cm，每

667 m2定植 2500 株～3400 株。

5.5 种苗选择

按市场需求选用抗逆性强、干椒商品性好、品质优良的丘北辣椒品种。壮苗要求株高 15 cm～18 cm，

6 片～8 片真叶，叶色深绿、茎杆粗壮、节间短、根系发达、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

6 定植

6.1 定植时间

根据辣椒上市时间合理安排茬口；在霜期结束后，10 cm 地温稳定在 12℃以上时即可定植；一般是

雨后的阴天、晴天下午四点后定植。

6.2 定植方法

定植前，辣椒苗用 5 mg/L～10 mg/L 萘乙酸（生根粉）+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 4000 倍液蘸根 5 min～
10 min，或用 70%甲基硫菌灵 800 倍液+咪鲜胺 450 g/L 2000 倍液整株喷雾；平地采用小型穴盘苗定植

机定植，山地采用人工或移栽器定植；每垄 2 行，单株定植。

7 田间管理

7.1 节水灌溉

平地结合水源条件，一般采用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每垄铺设 2道滴灌带，滴灌设备符合GB/T 17187
中的要求。选择清晨和傍晚进行灌水。定植后浇定植水，5 d～7 d 后浇缓苗水；之后根据天气，结合施

肥进行灌溉，每次灌溉水量为 3 m3/667 m2～5 m3/667 m2。

7.2 中耕除草

雨季来临注意中耕除草，一般采用人工除草，或在排水沟内铺上防草布抑制杂草生长。

7.3 追肥

a）平地采用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的，一般缓苗后（定植后 7 d～10 d）随水冲施 N:P:K（15:15:15）
45%复合肥一次，每次 5 kg/667 m2～7 kg/667 m2；或用大量元素水溶肥 500 g/L（150:250:100），每次 5
kg/667 m2。坐果期随水冲施 N:P:K（17:17:17）51%复合肥 3 次～5 次，每次 8 kg/667 m2～10 kg/667 m2；

坐果期还可采用植保无人机喷施 0.2%～0.3%磷酸二氢钾溶液。

b）山地或采用人工施肥的，一般在浇水或雨后；采用人工穴施或用施肥器施于辣椒茎基 5 c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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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处。定植后 7 d～10 d，施用 N:P:K（15:15:15）45%复合肥颗粒一次，每次 10 kg/667 m2～15 kg/667
m2；坐果期，施用 N:P:K（17:17:17）51%复合肥颗粒 3 次～5 次，每次 15 kg/667 m2～20 kg/667 m2，

每次穴施肥料后用土覆盖。

8 病虫害防治

8.1 常见病虫害

常见病害有青枯病、疫病、白粉病、病毒病、炭疽病。常见虫害有棉铃虫、蚜虫、蓟马等。

8.2 农业防治

避免前茬地块为茄科类作物，并保持田园清洁。

8.3 物理防治

利用黄板、蓝板、性引诱剂、太阳能杀虫灯等及时诱杀成虫。

8.4 生物防治

建议使用苏云金杆菌、脲菌灵、拟青霉素等生物药剂防治辣椒病虫害；积极保护利用瓢虫、草蛉、

小花蝽等自然天敌，有条件的地方释放人工繁育的天敌。

8.5 化学防治

丘北辣椒主要病虫害化学防治方法见附表 A。

9 采收

辣椒成熟后根据市场需求分期或一次性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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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丘北辣椒主要病虫害化学防治方法

附表A 丘北辣椒主要病虫害化学防治方法

病虫害名称 推荐药剂 用药量（制剂量/667 m2） 使用方法 安全间隔期

青枯病

0.1 亿 CFU/g 多粘类芽孢杆菌细粒剂 1050 g～1400 g 灌根 -

2%春雷霉素水剂 70 mL～80 mL 喷雾 -

20%噻菌铜悬浮剂 70 mL～75 mL 喷雾 10 d

疫病

50%氟啶胺悬浮剂 30 mL～35 mL 喷雾 7 d

80%烯酰吗啉水分散粒剂 20 g～25 g 喷雾 7 d

8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150 g～210 g 喷雾 15 d

白粉病

70% 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70 g～85 g 喷雾 7 d

3 亿 CFU/g 哈茨木霉菌 1800 g～2000 g 喷雾 -

80%波尔多液可湿性粉剂 120 g～135 g 喷雾 -

病毒病

2%香菇多糖水剂 65 mL～80 mL 喷雾 -

5%氨基寡糖素水剂 40 mL～50 mL 喷雾 -

8%宁南霉素水剂 80 mL～100 mL 喷雾 7 d

炭疽病

1.5%苦参·蛇床素水剂 30 mL～35 mL 喷雾 -

25%咪鲜胺乳油 60 mL～100 mL 喷雾 12 d

43%氟菌·肟菌酯悬浮剂 20 mL～30 mL 喷雾 5 d

棉铃虫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40 mL～50 mL 喷雾 7d

5%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30 mL～60 mL 喷雾 5 d

1%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 10 mL～25 mL 喷雾 5 d

蚜虫
l.5%苦参碱可溶液剂 30 mL～40 mL 喷雾 10 d

10%溴氰虫酰胺悬乳剂 30 mL～40 mL 喷雾 3 d

蓟马
10%溴氰虫酰胺悬乳剂 30 mL～40 mL 喷雾 3 d

21%噻虫嗪悬浮剂 10 mL～18 mL 喷雾 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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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内容包括任务来源、标准起草单位和标准编制成员、主要工作过程

（每个阶段草案的形成过程）等。

1.1 任务来源

2023年 12月，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起草单位）申请

《地理标志农产品 丘北辣椒生产技术规程》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团

体标准的立项，2024年 1月，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将其列入 2024

年度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团体标准制订项目计划，批准由文山壮族

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起草单位）负责（牵头）《地理标志农产品 丘

北辣椒生产技术规程》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团体标准的制定。本标

准由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提出和归口。

1.2 标准起草单位和标准编制成员

起草单位：本标准由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牵头，云南省

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云南农业大学、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经济

作物工作站、丘北县辣椒研究所、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等多家单位

共同参与编制。成员详细分工如表 1所示。

表 1 标准编制成员表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梁明泰 男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王绍祥 男 正高级农艺师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标准文稿编写

张雪廷 男 高级农艺师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标准文稿编写

刘家迅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调研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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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敏 女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试验与研究

赵水灵 女 正高级农艺师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资料收集整理

袁恩平 男 高级农艺师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试验与研究

邓明华 男 教授 云南农业大学 调研与协调

吕俊恒 男 副教授 云南农业大学 资料收集整理

解志强 男 农艺师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资料收集整理

李 罡 女 农艺师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资料收集整理

张才能 男 推广研究员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经济作物工作站 调研与协调

罗金超 男 高级农艺师 砚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调研与协调

卢文琴 女 高级农艺师 砚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资料收集整理

陈 丽 女 推广研究员 砚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资料收集整理

余建萍 女 推广研究员 砚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调研与协调

杨嘉欢 男 农艺师 丘北县辣椒研究所 调研与协调

廖春燕 女 法人 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 标准验证

任务分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描述：项目负责人、统筹协调；试验、数据

分析；资料收集整理；标准查重及数据单位矫正；标准文稿编写等。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1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辣椒（Capsicum annuum L.），别名：牛角椒、长辣椒、番椒、海椒、

辣子、菜椒、灯笼椒、辣角、秦椒等，为木兰纲、茄科、辣椒属一年或

有限多年生草本植物。辣椒起源于中南美洲热带地区的墨西哥、秘鲁、

玻利维亚等地，明代万历年间辣椒传入我国，而“丘北辣椒”因产于文山

州丘北县而得名，据丘北县志记载，始种于明末清初公元 1642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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