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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提出。

本标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节水灌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研究院、新疆农科院土壤肥料与农业节水研究所、乌鲁木齐市蔬菜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富先、谢香文、陈林、李毳、王龙、丁连军、和瑞、何林望。



DB65/T 3205—2011

1

线辣椒膜下滴灌水肥管理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新疆线辣椒应用膜下滴灌技术进行水肥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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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65/T 3055—2010 大田膜下滴灌工程规划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覆膜种植技术

通过铺设地膜保墒、增加地温，达到提早播种，延长作物生长期，增加有效积温的农业种植技术。

3.2 灌溉制度

作物播种前及全生育期内的灌水次数、每次的灌水日期和灌水定额以及灌溉定额。

3.3 灌溉定额

各次灌水定额之和。

3.4 灌水定额

一次灌水单位灌溉面积上的灌水量。

3.5 灌水周期

两次灌水的间隔时间。

3.6 土壤肥力

土壤为作物正常生长提供并协调营养物质和环境条件的能力。

3.7 基肥

作物播种或定植前结合土壤耕作施用的肥料。

3.8 追肥

是在作物生长期间所施用的肥料。

4 栽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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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辣椒种植模式为机械膜下条播方式。

5 支、毛管铺设和试运行

5.1 毛管铺设

当年线辣椒种植前，按照滴灌工程设计的滴灌带规格和数量购置滴灌带，通过线辣椒滴灌铺膜播种

机一次完成铺带、播种、施肥、覆膜、覆土、镇压工作。

5.2 支管安装

在完成线辣椒铺带、覆膜、播种工作后，采用地表PE支管（或软管）的，取出PE支管，经检查无破

损后，按照其在滴灌系统中位置铺设安装，然后与分干管和滴灌带连接。

5.3 系统试运行

开启水泵，检查滴灌系统工作是否正常，若有漏水现象或其它问题应及时处理，逐级冲洗各级管道，

使滴灌系统处于待运行状态。

6 灌溉管理

6.1 严格按照滴灌系统设计的轮灌方式灌水，当一个轮灌小区灌溉结束后，先开启下一个轮灌组，再

关闭当前轮灌组，谨记先开后关，严禁先关后开。

6.2 应按照设计压力运行，以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6.3 不同区域和不同土壤质地条件下灌溉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情况下，北疆地区全生育期滴灌 10

次～12 次，灌溉定额 3900m3/ hm2～4500m3/ hm2左右；南疆地区滴灌 12次～14 次，灌溉定额 4200m3/ hm2～

4800m3/ hm2左右。灌溉定额随产量增加而有所提高。

6.4 灌溉制度

6.4.1 苗期

直播线辣椒后土壤墒情差时，在播种后及时滴出苗水，灌水定额为225m3/ hm2～300m3/ hm2。

6.4.2 蕾期

线辣椒滴第2水一般在5月下旬，水量300m3/ hm2～375m3/ hm2左右；当线椒有部分植株现蕾时，可

滴水300m3/ hm2～375m3/ hm2左右。

6.4.3 开花-座果期

进入6月中旬，辣椒进入初花期随后挂果，可间隔8d～10d灌一水，水量宜在300m3/ hm2～450m3/ hm2

左右；6月下旬～7月份辣椒座果期，保持土壤湿润状态，一般6d～8d浇一次水，水量300m3/ hm2～375m3/
hm2，视天气及线辣椒长势，需水高峰期5d～7d浇一次水。

6.4.4 成熟期-采收期

线辣椒在成熟后期对水分的需求逐渐降低，可降低灌水的次数和水量，采收前5d～7d停止灌水。

线辣椒全生育期滴灌水量在3900m3/ hm2-4800m3/ hm2左右，滴水10次～1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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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肥管理

7.1 基本原则

通常依据种植线辣椒地块的土壤肥力状况和肥效反应，确定目标产量和施肥量，线辣椒的施肥应采

用有机、无机相结合的原则，同时要注意施肥技术与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尤其要重视水肥联合调

控。

7.2 土壤肥力分级

农田土壤氮水平以土壤碱解氮含量高低来衡量，即小于40mg/kg、40mg/kg~100mg/kg、大于100 mg/kg

分别为低、中、高水平；土壤磷水平以土壤有效磷含量高低来衡量，即小于6mg/kg、6 mg/kg~20mg/kg、
大于20 mg/kg分别为低、中、高水平；土壤钾水平以土壤速效钾含量高低来衡量，即小于90mg/kg、90mg/kg

~180mg/kg、大于180 mg/kg分别为低、中、高水平。

7.3 施肥

7.3.1 基肥

每公顷施入有机肥30000kg～45000kg，过磷酸钙450kg，硫酸钾75kg，尿素75kg。

7.3.2 追肥

7.3.2.1 中、低肥力

门椒果实直径达3cm以上时，及时进行滴水滴肥，每公顷用量磷酸一铵45kg，硫酸钾30kg、尿素30kg。

以后滴一次清水，滴一次肥，前2次滴肥每公顷用量磷酸一铵45kg、硫酸钾45kg、尿素45kg，后2次滴肥

每公顷用量磷酸一铵30kg、硫酸钾45kg、尿素90kg，全生育期共滴肥5次。

全生育期每公顷追施尿素300kg，硫酸钾225kg，磷酸一铵195kg。

7.3.2.2 高肥力

门椒果实直径达3cm以上时，及时进行滴水滴肥，每公顷用量磷酸一铵45kg，硫酸钾30kg、尿素30kg。

以后滴一次清水，滴一次肥，前2次滴肥每公顷用量磷酸一铵30kg、硫酸钾45kg、尿素45kg，后2次滴肥

每公顷用量磷酸一铵15kg、硫酸钾45kg、尿素75kg，全生育期共滴肥5次。

全生育期每公顷追施尿素270kg，硫酸钾225kg，磷酸一铵135kg。

8 配套栽培措施

8.1 栽培要求

宜选择适合土壤肥力好、保水性强、土层深厚的砂壤土，避免重茬地，砂土地或粘性过重的地块。

以机械耙地，达到墒情良好，土地平整、疏松，土块细碎的标准。

8.2 播种

采用滴灌铺膜播种机进行播种，播行宽幅（60+30）cm，播种深度2cm～3cm，覆2cm厚细土，每公顷

播种量18～22.5kg，用细土与种子混播，细土与种子比例为3:1，土壤墒情差时，可在播种后及时滴出

苗水。一般播种后7d～10d就可出苗，要经常检查出苗情况，若烂种、虫咬等情况考虑及时补播。幼苗

出土后及时放苗，在3～4片真叶时定苗，留壮去弱，留健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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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病虫害防治

8.3.1 病害

病毒病：选用抗病品种，轮作倒茬，可用10%磷酸三钠浸种20min～30min，晾干后播种。

疫霉病：亩用辣椒灵10g～15g，兑水50kg喷雾，或用25%甲霜灵可湿性粉剂500～700倍液喷雾。

细菌性角斑病：常用药剂200mg/kg的链霉素液，65%代森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和1∶1∶200的波尔

多液，每7d～10d喷1次，共喷2～3次。

炭疽病：亩用75％甲基托布津175g加杀毒矾125g兑水75kg喷雾，隔5天1次，连用2次。

8.3.2 虫害

线辣椒生产中的主要害虫是地老虎、蚜虫、棉蛉虫、玉米螟和烟青虫。

地老虎防治：进入5月份，用敌百虫撒施或敌杀死喷施辣椒苗和土壤；

蚜虫防治：用避蚜雾、敌敌畏或百虫净混施，苗期及花期喷0.1%～0.3%硫酸锌防治；

棉蛉虫和玉米螟防治：在花期和盛果期用敌杀死或百虫净防治；

烟青虫防治：利用万灵加甲胺磷或万灵2000加杀虫霜、或50％辛硫磷加杀虫霜防治烟青虫等三龄幼

虫；

老鼠防治：线辣椒进入转色期后应及时在田间撒鼠药进行防治。

8.4 生长调节

在花期用2.5×10-6～3.0×10-６防落素喷花，或用2，4－D涂抹花冠基部或柱头，防落花落果。

8.5 冬（春）灌

通常应每年进行冬灌，灌水时间为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灌水定额根据土壤盐分和土质状况确定，

通常为1500m3/ hm2~1800m3/ hm2。

9 其它

9.1 认真做好灌溉与施肥量的记录，记录每次灌水、施肥的时间、用量、肥料种类。

9.2 详细记录主要栽培措施的实施时间、技术措施、用量。

9.3 统计并记录各田块的产量及品质指标。

9.4 每隔三年，在线辣椒收获后取土测定农田 0cm~20cm土层的土壤养分和盐分，确定土壤的肥力等

级、施肥量、冬灌水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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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线辣椒膜下滴灌作物水肥管理技术规程》是根据新疆绿洲农业的发展需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质

量技术监督局的标准编制计划，由国家节水灌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疆）编制而成。

编制的必要性：新疆作为干旱区，蒸发量大，降雨少，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不均衡，灌溉农业是

新疆绿洲农业的主要特征。随着新疆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形成了以线辣椒为主要作物的红色产业。

随着新疆节水灌溉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和线辣椒的品质保障，微灌节水灌溉技术已逐渐成为新疆线辣椒

生产的主要灌溉方式。高效灌溉施肥技术在线辣椒的生产推广应用中，由于滴灌施肥系统没有科学统一

的运行管理标准，建设的线辣椒滴灌工程不能充分发挥先进灌溉施肥技术的效能，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有必要编制《线辣椒膜下滴灌作物水肥管理技术规程》，指导新疆从事线辣椒种植生产的广大农户和团

体，在线辣椒生产过程中科学合理的进行滴灌系统灌溉施肥运行管理，实现线辣椒生产的节水、节肥高

效优质可持续发展目标。

编制过程：编制单位依托本单位承担的各级研究和技术应用推广课题，深入到新疆各地区，对新疆

线辣椒膜下滴灌生产灌溉施肥技术的应用情况和应用现状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同时结合科研项目

的实施，总结新疆灌溉农业发展过程中现代高效灌溉施肥技术应用生产实践和科研的成果与经验，同时

征求农业生产高效灌溉施肥技术推广应用的反馈意见，参考了有关国内外的先进标准，反复商讨，制定

了《线辣椒膜下滴灌作物水肥管理技术规程》自治区地方标准。

技术指标的确定：本标准中各项技术指标是在对全疆各地多年来高效灌溉施肥技术实际应用的成功

经验，结合线辣椒栽培特点进行考察和调研，分析总结省内外高效灌溉施肥技术的科研成果，同时结合

单位承担的有关科研项目实施的阶段性成果以及示范应用情况综合确定。

该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该标准的制定发布有利于推动新疆膜下滴灌线辣椒生产先进高效灌溉、施肥技术的规范应用，节约

水资源，提高肥料利用率，对新疆绿洲农业的高效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