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优质栽培技术

规程》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任务来源及编制背景

（一）任务来源

广西科技厅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开展《广西耐热朝天

椒新品种选育与优质栽培技术研发》，推动辣椒产业高质量标准化发

展，项目课题组起草《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优质栽培技术规程》。

属于新制定标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提出。

（二）项目背景及目的意义

广西自然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是我国蔬菜十大主产区之一，

蔬菜播种面积位列全国第 3 位，产量位列全国第 6位，规模效益持续

增长，其中冬春蔬菜面积 1500 万亩，秋冬蔬菜调出量占华南重点区

域蔬菜调出量的 60%以上，是我国最大的秋冬菜生产基地和粤港澳地

区的“后菜园”，“菜篮子”地位进一步巩固。蔬菜产业是我区种植

业中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农业支柱产业，是我区重点打造的六大千亿

元产业之一，是我区九张创新发展名片中的重要一环。因此确保蔬菜

产业持续稳定发展是促经济、惠民生、保稳定、促和谐的重大民心工

程。

近年来，广西葡萄产业发展迅速，葡萄种植已成为农民增收和乡

村振兴的重要特色产业。葡萄采收后土地处于空闲，而葡萄采后套种

各种短期蔬菜作物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收入。



与葡萄套种作物宜选择耐低温寡照、低株高类、生长周期短的作物。

在广西，夏秋辣椒定植时间一般在 7月上旬到 8月上旬，正好与葡萄

采收空闲季相接，期间可结合葡萄秋冬管理期特点进行其他作物的套

种，通过优质栽培技术加优良品种还可对下季葡萄产生良好的互作互

促。

葡萄在广西种植面积有近 50万亩，在桂北和桂中南等地均有大面积

种植，葡萄产业作为广西经济贡献较大的产业之一，对稳定产业结构，

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发挥着重要作用葡萄生长存在显著

的季节性，在当季收获完毕到下一季生育期前土地处于空闲状态，葡

萄园处于秋冬管理期，因而套种秋季蔬菜能有效提高复种指数和经济

效益，同时还能充分利用劳动力。因此，葡萄采后套种辣椒不仅可以

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产出，保证农业人员就近就地工作，增加农户收

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可以不断巩固和提升广西“南菜北运”

和“粤港澳大湾区”优质菜篮子基地的地位。葡萄采后套种辣椒技术

能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经济效益显著、市场前景广阔，所以，规范

的葡萄套种辣椒技术推广应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为确保农户增产

增收，有必要制定《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优质栽培技术规程》。通

过标准的制定，可作为标准化葡萄与西兰花产品生产的准绳和检验依

据，以最佳的条件组织生产，从源头上确保产品的质量，促进优质、

高产、低耗，提高蔬菜产值，增加农民收入。虽然广西已经开展了很

多不同作物套种的研究，如香蕉套种绿豆、甘蔗套种西瓜等，但对于

葡萄采后套种辣椒的生产技术仍然匮乏，从产地选择、品种选择、田



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还没有相关的标准，这使得我区大面积正

在进行生产的企业无标准可依，产品质量千差万别，因此有必要针对

我区葡萄套种辣椒种植技术进行标准制定及规范普及。

因葡萄生长存在显著的季节性，在当季收获完毕到下一季枝叶生

长前期尚有较长的休闲季节，如果单种葡萄，则会造成土地利用率不

高，光、温、肥、水和设施资源等浪费很大。而葡萄栽培的全年投入

和管理成本相对较高，果农要为此承担较大的经济负担，不利于收入

水平的提高。因此利用葡萄生长休眠期和生产的空档期，在不影响葡

萄生长发育和葡萄产量、品质的前提下，开发和研究套种栽培技术在

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和促进乡村振兴显得越来越重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食品消

费逐渐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安全型转变。其中，食品安全是食品消费

的前提，受到各级党委、政府及民众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自 2009

年 6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国家不断加大

食品安全监管力度，2017 年更是从国家安全高度治理食品安全，对

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进行监管。人们“民以食为天，食以

安为先”观念得到增强。以标准为种植规范，行业准绳，可以有效规

范产业种植技术实施，减少不必要的化肥农药施用，提高产品质量。

因此，为达到蔬菜提质增效的目标，保障人民的食品安全，构建具有

区域优势特色的，集成提质、增效、节本、高产、可持续发展的广西

葡萄采后套种辣椒技术规程迫在眉睫。

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优质栽培技术规程，针对生产各技术环



节，依托产业生产实际进行重新制订规范。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

院蔬菜研究所经过深入调研，有针对性地总结出一整套从育苗到收获

的有效种植技术，在提高葡萄和辣椒的产量及质量和病虫害防治等提

供指导和参考，对葡萄及辣椒安全高效生产具有重大意义。项目组已

在广西桂林、柳州、南宁和百色等葡萄主产区开展多次试验，对于葡

萄采后套种辣椒的时间、品种、病虫害防控等方面深入了解，掌握了

一手数据，证实了各种栽培种植方法的有效性。为使得制定的标准更

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牵头单位在接下来的标准研制过程

中还会陆续联合辣椒、葡萄生产的龙头企业一起参与本标准的研讨制

定。总之，标准、技术具有可行性。

二、项目编制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团体标准《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优质栽培技术规程》项目任务

下达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编制了

标准编写方案与进度安排，明确团队各人员任务职责，确定工作技术

路线，开展标准研制工作。具体编制工作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

院花卉研究所设施蔬菜研究团队人员组成编制工作组，编制工作组成

员如下：

编制工作组下设三个组，分别是资料收集组、草案编写组、标准

实施组。



资料收集组负责国内外有关葡萄套种蔬菜的文献资料的查询、收

集和整理工作，到避雨葡萄套种辣椒的主产区对葡萄和辣椒的生长调

查分析，对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优质栽培技术进行系统总结。

草案编写组负责起草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和标准编制说明、送

审稿及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包括后期召开征求意见会、网上征求意

见，以及标准的不断修改和完善。

标准实施工作组负责《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优质栽培技术规

程》团体标准发布后，组织相关生产单位、农民开展标准宣贯培训会，

对标准进行详细解读，让相关企业的工作人员了解标准，并依照标准

进行生产，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分析，不断对团体标准提出修正

意见。

（二）收集整理文献资料

标准编制工作组收集了国内有关葡萄采后套种辣椒等相关文献

资料。主要有：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16715.3-2010 瓜菜作物种子 第3部分：茄果类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

NY/T 857 葡萄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NY/T 5088 无公害食品鲜食葡萄生产技术规程（三）研讨确定

标准主体内容



标准编制工作组在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之后，2023年4-5月

召开了标准编制会议对标准的整体框架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对标准的

关键性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经过研究，标准的主体内容确定为品种

选择、种植技术管理、病虫害防治等。

（四）调研、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3 月-5 月，标准起草工作小组深入到广西桂林、柳州等

主产区，对各地的生产企业、种植大户和合作社等进行广泛的实地调

研工作，对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的适应性进行调查分析，同时查阅

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该项技术进行系统总结，形成了标准的基本框

架，并在编制小组前期科研工作基础上开展田间实践，对主要内容进

行了讨论并对项目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

2023 年 6月-10 月，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通过理清逻辑脉络，

整合已有的参考资料中有关套种品种选择、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的基础

上，按照简化、统一等原则编制完成团体标准《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

椒优质栽培技术规程》（草案）。

2023 年 11 月-12 月，准起草小组再次深入生产种植区与有代表

性的企业农户、合作社针对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进行科研调研，进

行标准重复试验，对重复试验及前期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并征求其意

见，收集反馈意见，召开编制工作会议，形成修改意见。

2024 年 1 月，针对反馈意见对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优质栽培

技术规程不断完善标准编制内容，反复修改完善标准草案，并形成团

体标准《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优质栽培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及（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三、标准制定原则

1、实用性原则

本文件是在充分收集相关资料和文献，分析产业当前现状，查阅

现有国家、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结合广西实际情况，符合避雨葡萄

采后套种辣椒生产的实际，有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提高农民经济效

益，对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协调性原则

本文件编写过程中注意了与葡萄和辣椒种植技术相关法律法规

的协调问题，在内容上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协调一致。

3、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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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保

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四、 标准主要内容及依据来源

团体标准《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优质栽培技术规程》主要章节

内容包括：范围、术语和定义、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建立健全生

产档案等。

项目组前期已开展葡萄采后肥料的用量、葡萄整枝方式对辣椒生

产的影响。

1、葡萄采后及时整枝对套种辣椒病虫害的影响



以葡萄采后及时整枝，去除病叶和带病枝条为处理组，未做处理

为对照组 CK，以“泰红霸王”朝天椒为试验材料，在门椒期记录植

株的白粉虱和蚜虫数量，统计疫病发病率。结果表明，经过及时整枝

去除病叶和带病枝条后，处理组疫病发生率为 7.69%，对照组疫病发

生率为 23.08%，处理组发生率降低 15.39%，达显著差异；对照组蚜

虫数量和白粉虱数量分别为 15头和 5 头，处理组蚜虫数量和白粉虱

数量分别为 4 头和 2 头，较对照而言处理组蚜虫和白粉虱危害均显著

降低，详见图 1。因此为保证葡萄采后套种辣椒的产量及品质，葡萄

采后应及时整枝，去除病叶和带病枝条。

图 1 葡萄采后整枝处理对套种辣椒病虫害的影响

2、不同基肥减施量对葡萄采后套种辣椒生长的影响

葡萄采后套种辣椒以当地施肥习惯足额施肥为对照（CK），基肥设置

不同减量 30%（T1）和 60%(T2)，以“泰红霸王”朝天椒为试验材料，

在门椒期记录株高、叶片长度、叶片宽度和叶面积，综合评价植株长

势。T1处理株高、叶片长度和宽度均略小于对照，叶面积高于对照，

但均未达到显著差异；T2处理辣椒植株的株高、叶片长度、宽度和

叶面积均显著低于对照和 T1，详见图 2。因此，当基肥用量减量 30%

aa
a

bb
b

a a



时，对辣椒长势无显著影响。

图 2 不同基肥处理对葡萄采后套种辣椒生长的影响

五、 国内外同类标准制修订情况及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关系

经查阅，国内现有地方标准DB2306/T 146-2021《温室葡萄套种

榆黄蘑栽培技术规程》，DB45/T 2449-2022《木薯间套种辣椒生产技

术规程》。而葡萄秋冬管理期套种辣椒相关技术鲜见报道。因此，依

据广西葡萄采后套种辣椒的特点及各地特定的生态条件，有针对性地

制定《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优质栽培技术规程》非常有必要，将促

进广西种植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六、 标准实施预期的效果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明确了广西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的

原则和要求，详细规范了套种辣椒的标准化种植技术，建立适用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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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范围内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研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广西团体标准《避雨葡萄采后套种辣椒优质栽培技术规程》

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4 年 2 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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