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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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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 380年种植历史。“丘北辣椒”因其干椒果实细长，呈线形，果皮鲜

红色或暗红色，果长 5～13cm,果径 0.4～1.2 cm,果形微弯，向上微尖，

果面油亮光滑，有凹凸，品质香辣，辣而不烈，内含蛋白质≥11.4%、维

生素 C≥23mg/100g、辣椒素≥105 mg/100g、粗纤维≥35%及钙、磷、镁

等微量元素，营养丰富,干椒品质上佳，享誉国内外。丘北辣椒的种植投

入相对较少，加工种类多，产业链长，商品率高，市场容量大；十二五

以前，丘北辣椒产业是我州重要支柱产业，全州年播种丘北辣椒面积在

50～100万亩，并涌现“达平”、“云泰”、“同和”、“润辉”等 20多家丘北

辣椒加工、贸易企业，产品畅销四川、湖南、贵州、湖北、山东等 20多

个省市外，还远销香港、新加坡、美国、日本、韩国、墨西哥、泰国、

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继“三七”之后对文山州国民经济贡献大，

兼具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增加就业等功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

础产业，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但是，十二五以后，受外来小米辣、朝天椒品种冲击丘北辣椒种植

面积缩减严重；加上受当地落后生产基础设施、粗放种植方式影响，全

州丘北辣椒生产标准化率低、产量低、病虫危害严重、产品质量追溯难，

地方特色资源优势及品牌优势难以发挥；因此有必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制定适宜当地丘北辣椒的生产管理技术规程，用于指导当地丘北辣椒种

植生产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2 标准制定的意义

文山州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部，西北与东北有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为

屏障，夏季主要受孟加拉湾及北部湾暖湿气流影响，冬季主要受偏西及

西北部干冷气流影响；干湿季分明，冬春干旱夏秋多雨，年降雨量在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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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毫米；5～10月为雨季，雨量占全年雨量的 82%；11月至次年 4月

为干季，雨量占年雨量的 18%。全州 70%的地区属亚热带，30%的地区

属温带，大部分地区太阳辐射能丰富，热量资源充足，干凉和雨热同季，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无霜期长(全年无霜期达 270-350天)，霜雪少。年

平均气温 12.0～23.1℃，≥10℃积温 4500～7500℃，初终间日数 193～

332天，年温差小；自然气候条件优越，适宜丘北辣椒生长。中高海拔

地区可在大春季节生产辣椒，低热河谷地区能在秋冬生产反季节的辣椒。

“丘北辣椒”于 1983年 12月获国家对外贸易部优质产品称号，2012

年 5月获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截止 2023年，全州 20多家丘

北辣椒加工、贸易企业，仅有 4家登记使用丘北辣椒地理标志，品牌效

益带动不明显。在生产上，丘北辣椒育苗技术落后、成本高、成苗率低，

使用化肥、农药使用不合理，农业机械普及率低，种植成本高，使丘北

辣椒种植比较效益低，打击农户种植丘北辣椒积极性；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传统丘北辣椒种植技术模式及现行的文山州地方农业规范《丘北

辣椒综合技术规范》（DG5326/T 2.1～2.3—2012）已经不适宜规范地理标

志产品丘北辣椒标准化生产。因此有必要总结经验，对地理标志农产品

丘北辣椒生产技术规程进行全面的规范，通过标准引领产业发展，全面

提升丘北辣椒生产的技术水平，提高丘北辣椒产品质量与安全，增加椒

农收入；以“凸显技术、彰显品质”为出发点，以具备质量、技术亮点

的团体标准赋予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灵魂，有效促进丘北辣椒品牌的影响

力，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丘北辣椒产业的发展模式。

3 主要起草过程

3.1 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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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提出了撰写《地理标志农产品 丘北辣椒生产技术规

程》的要求。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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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县辣椒研究所等共同成立了《地理标志农产品 丘北辣椒生产技术规程》

起草小组，确定了以梁明泰为组长、王绍祥为副组长，张雪廷、刘家迅、

赵水灵、邓明华、张才能、杨嘉欢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明确了指导思

想、工作原则和任务目标，明确了资料收集、专项调查、文稿起草等工

作计划和任务分工。

3.2 收集资料，实地调研

2024年 1月开始，由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牵头，认真学

习了国家、行业、地方、团体等各层级标准制修订的相关要求，并根据

团体标准制修订的相关要求，着手查阅、收集、整理国内辣椒生产、栽

培方面的相关技术资料，了解最新技术进展；同时走访、调研相关企业

和合作社，深入生产线，了解实际生产情况。为标准大纲的拟定和草案

的起草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

3.3 形成标准初稿

2024年 1 月至 2024年 2 月，起草工作组成员在总结前期研究、查

阅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丘北新政栽培技术进行

了系统总结，确定了《地理标志农产品 丘北辣椒生产技术规程》的基本

内容和编写思路，拟定了起草提纲，经过座谈讨论和网络会商，并于 2024

年 2月下旬形成标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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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标准函审

2024年 4月 16日-22日，召开专家函审会，邀请云南省林业科学院、

云南农业大学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对标准进行审定，形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

3.5 广泛征求意见

2024年 月 日至 2024年 月 日，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中公开

广泛征求意见，并结合反馈意见对标准进行再次修订，完成标准征求意

见稿。

3.6 形成标准送审稿

根据反馈意见逐一对征求意见稿内容进行修改。针对存在的异议，

工作组又进一步进行调研和校正。最终于 2024年 月 日形成标准送审稿。

4 标准制定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4.1 基本原则

本标准的研究与编制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4.1.1 符合性原则

本标准使用时能够与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保持一致，

符合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

4.1.2 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规范是对实际工作成果的总结与提升，保持整体结果合理且

维持原意和功能不变的同时，针对不同的公司和合作社，做到可操作、

可用与实用。

4.1.3 规范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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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份：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

4.2 制定依据

依据《标准化法》、《地理标志标识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标准编写格式、内容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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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B/T 17924-2008《地理标志

产品标准通用要求》。标准中引用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内容与本标准协调一致。

本文件框架结构的编写主要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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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Z 26583 辣椒生产技术规范

4.3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规程的关系

符合相关国家、行业规程的相关规定，能与现行有关的法律、法规

和国家、行业规程相衔接，与相关国家、行业强制性规程无冲突。

5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指标、数据的获得与生产验证

5.1 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根据GB/T1.1-2020的格式编写，主要包含了丘北辣椒生产过

程中的术语定义、产地环境、定植前准备、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

治和采收等内容。

5.1.1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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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丘北辣椒的定义，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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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产地环境：

规定了丘北辣椒生产的田、地选择及前茬作物要求等。

5.1.3 定植前准备

规定了丘北辣椒生产定植前的机械与地膜选择、整地、底肥、栽培

模式与密度及种苗选择等内容。

5.1.4 定植

规定了丘北辣椒生产定植的时间与方法等内容。

5.1.5 田间管理

规定了丘北辣椒生产田间管理的节水灌溉、中耕除草及追肥等内容。

5.1.6 病虫害防治

对丘北辣椒生产常见病虫害的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化

学防治措施进行了规定。

5.1.7 采收

对丘北辣椒的采收方式进行了规定。

5.2 主要指标、数据的获得与生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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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广泛查阅，充分搜集，拟定思路

2024年 1月，自提出撰写《地理标志农产品 丘北辣椒生产技术规

程》以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相关人员率先开始了资料的

广泛查阅和收集工作，认真学习了标准制修订的相关要求，并着手查阅、

收集、整理国内辣椒栽培方面的相关技术资料，了解最新技术进展，拟

定了《地理标志农产品 丘北辣椒生产技术规程》的撰写技术路线与思路，

即：文献查阅——草拟提纲——实际调研——资料汇总——完善提纲

——丰富内容——征求意见——标准完善——标准会审——标准发布。

5.2.2 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实地调研

标准工作小组在电话沟通联系的基础上，拟定实地调查研究方案，

并综合运用田间调查、生产基地走访、座谈访谈、咨询专家等方式，并

结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调查研究，提高标准撰写

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5.2.3主要数据指标综合整理

由于文山各地独特的环境和气候条件，各地种植的丘北辣椒品种不

同、育苗方式不同、大田生产管理措施不同，丘北辣椒的产量、品质各

不相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自 2023年起，开始开展丘北辣

椒新品种、新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工作；丘北县辣椒研究所、砚山县蔬菜

研究所等自 2010年起，开始开展丘北辣椒地方品种提纯复壮、栽培新技

术研究与示范推工作。十一五以前，在各丘北辣椒产区，丘北辣椒主要

使用农家自留品种、品种混杂多样；育苗方式为大春露地育苗；种植方



10

式为露地种植，株行距为 20㎝×30 ㎝、种植密度在 8000－10000株，

干椒产量在 80－120公斤/亩。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各地开始种植提纯

复壮的丘北辣椒地方品种；育苗方式为越冬小拱棚育苗或大春露地育苗；

各产区开始推广机械整地技术、地膜覆盖技术及间套作技术，采用 1.8 m

开厢，覆盖白色地膜，株行距为 30－40㎝×40-50 ㎝，种植密度在 3000

－8000株不等，干椒产量在 120-150公斤/亩。十三五后期以来，各地开

始推广种植丘北辣椒杂交新品种，推广包衣或丸化辣椒种子；育苗方式

为大棚集约化育苗或大春露地育苗；各产区开始推广黑色地膜或银灰色

地膜覆盖技术、机械整地起垄打塘覆膜施肥技术、机械（器）移栽技术、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及间套作技术等，采用机械起垄双行单株地膜覆盖

栽培模式，0.8－1.0 m开厢，株行距为 30-40㎝×50-60㎝，人工或机械

（器）移栽，种植密度在 2500-5000株不等，生产基地安装频振式杀虫

灯、害虫性诱捕器或悬挂黄蓝粘虫板等，干椒产量在 160-200公斤/亩。

2011年，由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向国家农业部申请，于 2012

年 5月，丘北辣椒获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

基于前期生产技术经验、座谈交流、资料查询收集和对比分析，对

全州丘北辣椒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汇编、整理和集成和校正，形成了丘

北辣椒生产栽培技术规程。

6 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该标准知识产权全部归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7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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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无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9 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地理标志农产品 丘北辣椒生产技术规程》作为地方团体标准

发布实施。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中的技术要素是经过系统调研并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制定的。

待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为使标准能更好地发挥技术指导作用，建议相关

部门及时组织各级种植专业户、合作社、企业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

宣传推广标准中各项技术要求，通过标准的推广实施，引导农户、合作

社、企业按照标准进行丘北辣椒的生产管理。与此同时，定期进行监督

和评价，及时收集实施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和反馈，以利于标准的修订

和完善，不断促进丘北辣椒产品质量提升，推进当地丘北辣椒产业的持

续健康发展。

11 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颁布实施后，在标准保护区域内，建议使用该标准，其他标

准特别是目前各家企业使用的不同标准废止或替代，以促进丘北辣椒品

牌化运营及其健康发展。

12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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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农产品 丘北辣椒生产技术规程》标准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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