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日光温室辣椒生产标准化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起草组组

成成员及其所做的主要工作等；

辣椒是宁夏蔬菜的主栽种类之一，至 2022年，全区栽培近 18万亩，

其中日光温室 4万亩，平均亩产值 35000元；拱棚 8万亩，平均亩产值 8200

元；露地 6 万亩，平均亩产值 4200 元。自 2016年起至 2022 年期间，宁

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蔬菜团队，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固原市原州区、

西吉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和彭阳县蔬菜产业技术发展中心及宁夏巨丰种

苗公司、宁夏泰金种业有限公司等单位，组织申报并实施了国家大宗蔬菜

体系产业技术体系银川综合试验站、宁夏特色瓜菜产业关键技术创新示范、

宁夏蔬菜高质量发展科技支撑关键技术研发等重大重点项目，针对日光温

室性能优化提升、土壤培肥保育和可持续高效利用、节水与水肥一体化、

辣椒新品种引用与高产高质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专题技术的研发和集

成示范，发表中文核心论文 6篇，SCI2篇；获得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

专利 12项；登记成果 4 项；能够完全支撑制定宁夏地方技术标准《日光

温室辣椒生产标准化技术规程》，以规范和提升宁夏日光温室辣椒生产技

术水平和生产效益。为此，宁夏农林科学院园艺研究蔬菜团队高晶霞副研

究员主笔，组织本单位 2名团队成员及 4个县区农技中心 5技术骨干及 2

个企业负责人，基于已完成的相关技术成果而提出本规程，已列入自治区

2023年度技术标准制定计划。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包括技术指标、参数、公式、

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依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地方

标准修订项目还应当列出和原标准主要差异情况；

1、本标准的编写格式符合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

2、本标准技术要求的确定，是在广泛搜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资料，

参考了大量文献，同时借鉴行业内相关技术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对日光温

室辣椒温室性能提升和主动调控、土壤培肥保育和连作障碍消减、抗病优

质新品种引用、水肥均衡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的试验研究和

应用示范，积累了丰富的实践资料和技术参数，以科研中得出的技术数据

为依据制定了此标准。标准规定了宁夏日光温室辣椒绿色生产标准化技术，

包括品种应用、土壤情况、消解措施、水肥一体化、病虫害防治、采收等

内容。最终形成了适宜宁夏应用的日光温室辣椒绿色生产标准化技术体系，

并在近三年的生产中进行了试验验证，结果表明，该技术符合生产实际、

整装技术成效显著。最终标准编写小组汇总完成了本技术规程。

三、试验验证：包括试验（或验证）准确度、可靠性、稳定性的分析

和说明，试验结果综述等；

本标准所包含全部产品和技术，均自 2020年起，在兴庆区掌政镇五

渡桥村、贺兰县金贵镇金贵村、原州区彭堡镇闫堡村、西吉县绿发蔬菜专

业合作社隆堡基地、彭阳县古城镇温沟村、沙坡头区镇罗镇河沟村，以新

品种、高效滴灌肥和腐殖酸肥及海藻肥，推荐性生物制剂、生物农药及化

学农药，弥粉打药机，涡流干肥施肥灌，日光温室保温被、上风口自动开

合控制器等物化产品，整装示范推广《日光温室辣椒生产标准化技术》，

新产品、新技术覆盖全区日光温室辣椒 70%以上，比常规生产降低水肥农

药量 25%以上，节省劳动力 40%以上，增产 20%以上。

四、知识产权说明：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全部为标准提出单位和团队完成，产权

清晰准确，无其他纠纷，能够全面支持本标准制定。

五、采标情况：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或与国内同类标

准水平的比较；



该规程从栽培品种选择、日光温室性能完善提升、土壤培肥保育和连

作障碍克服、水肥高效利用、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治等方面，结合宁夏的生

产实际，提出了针对每个生产环节的具体操作管理措施，符合实际，适于

现场操作和指导，具有市场化广泛的物化产品，能够保障日光温室辣椒实

现绿色高产高质标准化生产，有利于推进宁夏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

《日光温室辣椒生产标准化技术规程》制定尚未检索到，在我区首次

提出，填补了区内空白。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包括处理过程、依据和结果；

一是贡献与排名，将在起草期间，按贡献大小进行排名，做到贡献与

排名对等，签名确定无异议。

二是检索查重，起草组建严格遵照检索查重管理制度，提供无知识产

权纠纷成果，编制自主知识产权标准。

三是技术方案分歧，将通过组织专家咨询评审会，进行补充完善和修

改统一。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建议审批发布为推荐性标准或强制性标准

的说明及理由；

通过建立《日光温室辣椒生产标准化技术规程》，以其突出的实用性、

可推广性实现大规模的推广应用。使用本规程可切实提升日光温室性能可

控性，降低劳动强度和病虫害发生程度，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投入，保障

稳产、高产和预期经济效益，实现绿色标准化生产，支持农机农艺融合，

对促进宁夏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融入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地方标准。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