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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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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DB15/T 978-2016《脱水加工甜椒栽培技术规程》，与DB15/T 978-2016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修改了环境条件（见 3.1）。

b)修改了归口单位。

c)引用的废止标准进行了剔除（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d)修改了 5.2 采收时间。

e)品种选择应增加“干物质含量高”内容（见 4.1.1）。

f)规范全文中单位的书写。

g)壮苗指数对于株高限制范围小，应扩大范围（见 4.1.5.6）。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果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M/TC 2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乌拉特前旗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乌拉特前旗农牧

与科技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鹏程、康立茹、常海文、杨志刚、于传宗、王永、张俊、韩凤英、胡栓红、

韩静、曹海。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6年首次发布为DB15/T 978-201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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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加工甜椒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脱水甜椒的生产基地条件、栽培、采收与贮藏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脱水甜椒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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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5.3 瓜菜作物种子 第 3 部分：茄果类

NY/T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NY/T 2312 茄果类蔬菜穴盘育苗技术规程

3 生产基地条件

3.1 环境条件

应符合 NY/T391 的要求。

3.2 土壤条件

土壤疏松肥沃，耕层深厚，排灌方便，PH值在6.5～7.0，3a～4a未种过茄科、葫芦科作物，土质以

壤土或沙壤土为宜。

4 栽培技术

4.1 育苗

4.1.1 品种选择

选用生理成熟果色泽深红，红色素含量高，干物质含量高，经加工后不易变色或褪色，适合加工需

求的抗病、优质、耐贮运品种。

4.1.2 种子质量

应符合GB 16715.3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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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种子播前处理

4.1.3.1 温汤浸种

将种子在 50℃～55℃的温水中浸种 15min～20min，不停地搅拌，直至水温降至 30℃止，继续浸种

6h～8h。

4.1.3.2 药剂浸种

将种子在冷水中预浸 8h～10h，再用 10%磷酸三钠溶液浸种 20min～30min，捞出冲洗干净。

4.1.4 播种

4.1.4.1 播种日期

3月上中旬播种为宜。

4.1.4.2 播种量

每 667m
2
用种 50g～75g。

4.1.4.3 播种方法

采用穴盘基质育苗，按NY/T 2312方法进行。育苗设施和育苗基质用50%代森锰锌1000倍液进行消毒。

穴盘选用72孔，基质用水拌匀，以手握成团为宜，装盘以自然装满为准，不应局部按压。压印深度一般

为0.5cm～1.0cm，压完印后即可播种，每穴播种一粒，用蛭石将穴孔盖满，并轻轻镇压。播完后将穴盘

依次平放在穴盘架上或地面上，将穴盘基质喷透水。

4.1.5 苗期管理

4.1.5.1 温度

出苗之前，温室内温度白天保持 25℃～30℃，夜间保持 18℃～20℃；苗出齐后，白天 20℃～25℃，

夜间 15℃～18℃。

4.1.5.2 水分

出苗前每天喷水量要少，保证种子周围基质湿润即可。出苗后每天喷水量以穴盘下面的孔出现水珠

为止。定植前减少喷水量，防止幼苗徒长。

4.1.5.3 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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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育苗期间，在保证苗床足够温度的前提下，尽量早揭晚盖覆盖材料，随时清除塑料薄膜上的尘

土，改善苗床光照条件。

4.1.5.4 养分补充

幼苗长至 3 片真叶时，每隔 6d～7d 补充一次 0.3%磷酸二氢钾叶面肥。

4.1.5.5 炼苗

定植前 7d～8d，苗床温度白天控制在 18℃～20℃，夜温控制在 10℃～12℃。

4.1.5.6 壮苗指标

株高 15cm～20cm，茎粗 0.4cm 以上，7 片～8片真叶，节间短，叶色浓绿，叶片厚，根系发达，须

根多，无病虫。

4.2 定植

4.2.1 定植前准备

结合整地每667m
2
施腐熟有机肥4000kg，磷酸二铵30kg，硫酸钾25kg，均匀撒施，再翻耕整平、起

垄覆膜，垄宽50cm,垄高20cm～25cm，沟宽50cm。

4.2.2 定植时间

定植时间在终霜期以后，在 10cm 土温稳定在 15℃左右即可定植。定植应选择晴天进行。

4.2.3 定植苗大小

适宜定植苗为10片～12片真叶，已现蕾。

4.2.4 定植密度

定植大行距60cm，小行距40cm，株距33cm，每垄种植2行，每穴双株，每667m
2
栽4000穴左右。

4.3 田间管理

4.3.1 肥水管理

采用膜下滴灌进行灌溉，定植后立即浇一次透水，5d后再轻浇一次缓苗水。进入开花期，适当进行

蹲苗，控制浇水。当门椒果实达到3cm大小时，开始浇水追肥，每667m
2
随水追施平衡肥（N-P-K=18-18-18）

10kg～15kg；进入结果盛期每隔7d～10d浇一次小水，追施尿素1次～2次，每667m
2
追施尿素10kg；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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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要控制浇水，促进果实红熟。当果实进入转色期，要增施磷钾肥，每667m
2
追施磷钾肥15kg。采收

前2周停止浇水。

4.3.2 中耕培土

缓苗后，需中耕3次～4次，中耕深度和范围以不损伤根系为准。在结果初期封行前，结合中耕，培

土2次以上，防止植株后期倒伏。

4.3.3 其他管理

当第一分枝形成后，把第一分枝以下的叶腋处形成的侧分枝全部去掉。结果后期及时清除其下部的

老黄叶、病叶，并集中深埋。早霜前30d，应及时把各分枝顶部的无效花蕾、幼果全部打掉，保留功能

叶片。

4.4 病虫害防治

4.4.1 农业防治

选用抗病品种，种子和育苗设施严格消毒，培育适龄壮苗；实行严格轮作制度，清洁田园，深翻土

壤，减少病虫源；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和灌水，培育健壮植株。

4.4.2 物理防治

采用频振式杀虫灯或性诱剂等进行防治。

4.4.3 生物防治

积极保护天敌，采用病原线虫、昆虫病毒，使用植物源农药、农用抗生素微生物农药等防治病虫。

4.4.4 化学防治

根据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及时掌握病虫害的发生动态，严格按照NY/T 1276规定，选用高效、低毒、

低残留、与环境相容性好的农药，且不同农药应交替使用。主要病虫害与部分推荐农药品种见表1。

表1 主要病虫害及防治方法

病虫害名称 防治适期 推荐药剂及使用剂量 使用方法 安全间隔期 d

猝倒病 发病初期
72%锰锌·霜脲可湿性粉剂600倍液

30%恶霉灵水剂800倍液
喷雾 ≥7

炭疽病 发病初期
25%炭特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

70%丙森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
喷雾 ≥7

疫病
发病初期或发现中心

病株时

25%甲霜灵可湿性粉剂600倍液

43%瑞毒铜可湿性粉剂500倍液
灌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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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病 发病初期
1.5%植病灵乳剂800倍液

2%宁南霉素制剂800倍液
喷雾 ≥7

细菌性叶斑

病
发病初期

72%农用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

77%可杀得1000倍液
喷雾 ≥7

根腐病 发病初期
50%福美双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

3%恶霉·甲霜水剂600倍液
灌根 ≥7

小地老虎
1～3龄

幼虫期

2.5%溴氰菊酯3000倍液

20%氰戊菊酯3000倍液
喷雾 ≥7

蚜虫
有蚜株率

达15%

2.5%溴氰菊酯3000倍液

50%抗蚜威2000倍液
喷雾 ≥7

烟青虫 幼虫3龄前
2.5%三氟氯氰菊酯乳油4000倍液

20%杀灭菊酯3000倍液
喷雾 ≥7

5 采收与贮藏

5.1 采收标准

门椒达到商品果采收标准时，应及时采收。门椒以上的果实达到生理成熟，即果色完全变红时，应

适时采收。霜前全部采收完。

5.2 采收时间

采摘一般在晴天进行，采收时要避免机械伤害，雨天或雾天不宜采收。

5.3 贮藏

采收的果实应在10h～24h内运入冷藏库。贮藏须在通风、清洁、卫生的条件下进行，严防曝晒、雨

淋、冻害及有毒物质的污染。成熟果适合贮温5℃～7℃，相对湿度为85%～9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