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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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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NY/T９６９—２０１３«胡椒栽培技术规程»,与 NY/T９６９—２０１３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调整了文件适用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１章);

b) 更新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２章);

c)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见第３章,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３章);

d) 增加了种苗繁育和种苗质量(见第５章);

e) 将“园地选择与规划”“垦地”合并为“建园”(见第６章,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４、５章);

f) 修改了种植规格(见６１６,２０１３年版的６３);

g) 修改了幼龄胡椒水肥施用和深翻扩沟方法(见７３４,２０１３年版的７４);

h) 调整了结果植株管理各节顺序(见第８章,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８章);

i) 增加了主要病害危害症状(见９２);

j) 修改了采收标准(见１０２,２０１３年版的１１２);

k) 增加了生产档案(见第１１章);

l) 增加了附录 A胡椒主要病害危害症状(见附录 A);

m) 增加了附录B根结线虫病和花叶病药剂防治方法(见附录B).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垦局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热带作物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建峰、祖超、王灿、李志刚、邬华松、郑维全、高圣风、苟亚峰、刘世超、郝朝运、

范睿、胡丽松.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NY/T９６９—２００６,２００６年为首次发布;
———NY/T９６９—２０１３,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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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栽培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胡椒栽培的产地环境、种苗、建园、幼龄植株管理、结果植株管理、病害防治、采收和生产

档案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胡椒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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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３０９５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５０８４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１５６１８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４２４７８　农产品生产档案记载规范

NY/T５２９５　无公害农产品　产地环境评价准则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４　产地环境

４１　气候条件

以年均温≥２１℃、日最低温＞３℃且基本无霜为宜.

４２　立地条件

靠近水源,地下水最高水位距地表１m 以上.一般选择平地或坡度１５°以下缓坡地,以３°~５°为宜.

４３　环境质量

应选择土层深厚、土质肥沃、结构良好、易于排水、pH５０~７０的沙壤土至中壤土.土壤环境质量应

符合 GB１５６１８的规定.空气质量应符合 GB３０９５的规定.灌溉水质量应符合 GB５０８４的规定.

４４　环境评价

按照 NY/T５２９５的规定执行.

５　种苗

５１　种苗繁育

５１１　苗圃建立

５１１１　宜选择地势平坦、灌溉和排水条件好的静风环境,土层深厚、疏松、肥力中等以上沙质土壤.

５１１２　苗床平整起畦,宽约１２０cm,高约３０cm,畦间距４０cm;以轻壤土、细河沙、椰糠按３∶１∶１比

例混匀作为培养基质;用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６００倍液喷淋插床及四周进行消毒.

５１１３　苗圃上方搭建双层６０％遮光度的遮阳网,距地面高度２０m~２５m.

５１１４　苗床四周挖排水沟,深度约２０cm;设置灌溉设施.

５１２　母株选择

选取种植后１年~３年、主蔓生长健壮、气根发达、无病虫害的胡椒植株作为母株.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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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插条准备

剪蔓前７d~１０d,按封顶后６条~８条主蔓留分枝.在春、秋两季晴天或阴天下午剪蔓.剪蔓时先将

插条主蔓切断,由下而上将主蔓绑绳解开,由下而上逐节将主蔓从支柱剥离,倒提主蔓至园外后,按插条苗

标准进行修剪;插条切口沾１％波尔多液５００倍液消毒.

５１４　扦插方法

按行距约２０cm 将苗床开成４５°斜面,按株距约１０cm 将插条均匀排列在斜面上,气根紧贴斜面,插条

顶端两节分枝露出苗床面,培土压实.

５１５　扦插后管理

淋水保持培养基质湿润;扦插２０d后撤掉一层遮阳网,避免阳光直晒;１个月左右便可出圃.

５２　种苗质量

５２１　基本要求

种苗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主蔓粗壮,枝条饱满,枝叶生长正常;

b) 无明显病虫害为害症状及机械损伤;

c) 叶片数不少于１０片;

d) 顶端枝条不少于２个,腋芽不少于２个;

e) 无检疫性病虫害.

５２２　分级指标

种苗分级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种苗分级指标项目

项目
等级

一级 二级

种苗长度,cm ﹥３５ ３０~３５
种苗直径,cm ﹥０７ ０５~０７
种苗节数,个 ５~７ ４
生根节数,节 ≥４ ３

根平均长度,cm ﹥５０ ３０~５０
　　注:胡椒种苗为插条苗.

６　建园

６１　园地规划

６１１　小区面积

不宜集中连片种植胡椒,每个小区面积以３亩~５亩为宜.

６１２　防护林

小区四周宜设置防护林,林带距胡椒边行植株４５m 以上.主林带位于高处与主风向垂直,植树

５行~７行;副林带与主林带垂直,植树３行~５行.
宜采用适合当地生长的高、中、矮树种混种,距胡椒园较近的林带边行可种较矮的油茶、黄皮和竹柏等

树种,距胡椒园较远的林带可种较高的木麻黄、台湾相思、小叶桉和火力楠等树种.

６１３　道路系统

道路系统由干道和小道互相连通组成.干道设在防护林一旁或中间,宽３m~４m,外部与公路相通,
内与小道相通;小道设在小区四周、防护林带内侧,宽１m~１５m.

６１４　排水系统

排水系统由环园大沟、园内纵沟和垄沟或梯田内壁小沟互相连通组成.环园大沟一般距防护林约

２m,距边行胡椒约１７m,沟宽６０cm~８０cm、深８０cm~１００cm;园内每隔１２株~１５株胡椒开一条纵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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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沟宽约５０cm、深约６０cm.

６１５　灌溉系统

一般每个小区应修建直径３m、深１２m 的圆形水肥池１个,中间隔开成２个小池,分别用于蓄水和

沤肥.推荐铺设水肥一体化管道系统,采用滴灌或微喷进行灌溉.

６１６　种植规格

平地或缓坡地,采用宽窄行套宽窄株错株种植,以行株距２２m×１９m 为基准,宽行距离扩大为

２８m、窄行距离缩小到１６m,宽株距离扩大为２２m、窄株距离缩小为１６m,宽、窄交替,每亩种植密

度约为１５９株.
陡坡地,采用等高起垄单行或双行种植,株行距１８m×(２３~２５)m,每亩种植密度为１４８株~

１６１株.

６２　园地准备

６２１　开垦清理

应清理园区内除留作防护林以外的植物;在定植前３个月~４个月深耕全垦,深度５０cm~７０cm,清
除树根、杂草、石头等杂物.

６２２　起垄修梯田

平地应起垄,垄面呈龟背形,垄高约２０cm,以后逐年加高到３０cm~４０cm.

１０°以下坡地宜修建大梯田,面宽约４４m,向内稍倾斜,在内侧开排水沟,深约１５cm、宽约２０cm,双
行起垄种植,垄高２０cm~３０cm.

１０°以上坡地宜修建环山行,面宽约２２m,向内稍倾斜,在内侧开排水沟,深约１５cm、宽约２０cm,单
行种植.

６２３　开种植沟

种植前２个月挖种植沟,宽约８０cm、深约８０cm,挖沟时应将表土、底土分开放置.

６２４　施基肥

回土时先将表土回至沟的１/３,然后将充分腐熟、干净、细碎、混匀的有机肥按每株胡椒１５kg~２５kg
(过磷酸钙０２５kg~０５kg一起堆沤)与土充分混匀回沟,植穴做成比地面高２０cm 的土堆.

６２５　竖立支柱

一般采用坚固的圆形水泥支柱,长度约３５m,头径１２cm~１５cm、尾径１０cm~１２cm.定植前１个

月内,按种植规格先竖立支柱,支柱种深０８m、地面柱高２７m.

６３　定植

６３１　定植时期

３—４月或９—１０月定植为宜.

６３２　定植方法

胡椒头朝向宽行一侧,在距支柱约２０cm 处挖一“V”形小穴,宽约３０cm,深约４０cm,靠近支柱的坡

面成约４５°斜面;宜采用双苗定植,两条种苗对着支柱呈“八”字形放置.种苗上端２个节露出垄面,根系紧

贴斜面,盖土压紧,在种苗两侧施腐熟有机肥５kg,回土,淋足定根水,在植株周围插上荫蔽物,遮光度

８０％~９０％.

７　幼龄植株管理

７１　查苗补苗

定植后２０d检查种苗成活情况,发现死株应及时补种.

７２　土壤管理

７２１　控草

１个月~２个月采用割草机割除１次,控制杂草高度在１０cm 以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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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　松土

分为深松土和浅松土两种方式.浅松土在雨后结合施肥进行,深度约１０cm;深松土每年１次,在３—

４月或１１—１２月进行,先在树冠周围浅松,逐渐往树冠外围及行间深松,深度约２０cm.

７２３　覆盖

干旱地区或保肥保水能力差的土壤,宜在旱季松土后用椰糠或稻草等覆盖,发生胡椒瘟病时不宜

覆盖.

７３　施肥管理

７３１　施肥原则

勤施、薄施、干旱和生长旺季多施水肥.推荐采用水肥一体化施用技术.

７３２　水肥沤制

水肥沤至搅拌不起气泡即为腐熟,沤制时水肥池上方需进行遮盖.用料见表２.

表２　幼龄胡椒水肥沤制用料

胡椒植龄 用水量,kg
肥料用量,kg

牛粪 饼肥 过磷酸钙 绿肥

１龄

２龄

３龄

１０００
１５０ ５ １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１０ １５ １５０
２５０ １５ ２０ １５０

７３３　施肥方法

１０d~１５d施水肥１次,１龄、２龄和３龄胡椒每次每株施用量分别为２kg~３kg、４kg~５kg和

６kg~８kg;在冠幅外２０cm 处施肥.宽窄行种植模式在窄行中间安装水肥管道,在宽株中间安装滴头或

喷头.等行距种植模式则沿种植行贴近植株安装水肥管道,隔１株胡椒在植株中间安装滴头或喷头.

７３４　深翻扩沟

２龄和３龄胡椒每年春季或秋季结合施有机肥深翻扩沟１次.

７３４１　深翻扩沟施肥位置

见图１.

图１　深翻扩沟施肥位置年际示意图

７３４２　深翻扩沟施肥要求

见表３.

表３　深翻扩沟施肥要

求扩沟位置 扩沟宽度,cm 扩沟深度,cm
每株胡椒有机肥

施用量,kg
施肥方法

　宽行中距植株冠幅外２０cm 挖沟,种植

后前２年每次挖２条沟,第３年挖１条沟
４０~５０ ７０~８０

２０~３０
(含过磷酸钙０３)

　回土至沟的１/３,施入肥

料与土充分混合,回填余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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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水分管理

定植后连续淋水３d,之后每隔１d~２d淋水１次,成活后淋水次数逐渐减少,以保持土壤湿润.

７５　整形修剪

７５１　绑蔓

新蔓抽出３个~４个节时开始绑蔓,以后每隔１０d左右绑１次.绑蔓时将分布均匀的主蔓绑于支柱

上,调整分枝使其自然伸展,一般每２个节绑１道,如选作做种苗的主蔓应每节都绑.

７５２　摘花

应及时摘除抽生的花穗.

７５３　剪蔓

７５３１　时期

宜在３—４月和９—１０月的晴天或阴天下午进行.

７５３２　方法

以培养圆柱形高产树形为目标,多蔓多剪.
第１次剪蔓,定植后６个月~８个月、植株高度约１２m 时进行.在距地面约２０cm 分生有２条结果

枝的上方空节处剪蔓.新蔓长出后,每条蔓切口下选留１条~２条健壮新蔓.
第２、３、４、５、６次剪蔓,在选留新蔓长高１m 以上时进行.在新主蔓上分生的２条~３条分枝上方空

节处剪蔓,每次剪蔓后选留高度基本一致、生长健壮新蔓６条~８条.
封顶剪蔓,即最后１次剪蔓后,新蔓生长超过支柱３０cm 时在空节处剪蔓,在支柱顶端绑好.

７５４　修蔓芽

应按留强去弱的原则对剪蔓后长出的萌芽进行切除,及时除去多余芽和蔓.

７５５　剪送嫁枝

降水量较大地区,可在第２次剪蔓后,新长出枝叶能荫蔽胡椒头时剪除送嫁枝;干旱地区或保肥保水

能力差的土壤,可保留送嫁枝.

８　结果植株管理

８１　土壤管理

８１１　控草

按照７２１的要求执行.

８１２　松土

每年立冬前后和施攻花肥时各进行一次全园松土,先在树冠周围浅松,逐渐往树冠外围深松,深度

１５cm~２０cm.松土时要将土块打碎,并维修梯田和垄.

８１３　覆盖

按照７２３的要求执行.

８１４　培土

降水量较大、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和胡椒瘟病易发区,在暴雨后或每年冬、春季,宜在每株胡椒头培肥沃

新土５０kg,使其呈馒头型,高出畦面约３０cm.

８２　施肥管理

８２１　施肥原则

以有机肥为主,化肥减量施用.推荐采用营养诊断配方施肥及水肥一体化施用技术.

８２２　施肥用量

一个结果周期施肥４次.水肥采用３龄胡椒肥料用量配比.施肥方案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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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施肥时期与用量

施肥时期

施肥阶段 海南 云南
每株胡椒施肥量,kg

攻花肥
６月 ３月 有机肥１５
８月 ５月 水肥１０＋高氮型复合肥(１０Ｇ５Ｇ５)０４~０５

辅助攻花肥 ９月 ６月 水肥１０＋高钾型复合肥(５Ｇ１０Ｇ２０)０３~０４
养果保果肥 １１月 ８月 水肥１０＋高钾型复合肥(５Ｇ１０Ｇ２０)０３~０４
养果养树肥 翌年３月 １２月 水肥１０＋高氮型复合肥(１０Ｇ５Ｇ５)０２~０３

　　注:其他生产区域参照执行.

８２３　施肥方法

有机肥采用机械在宽行中间挖宽６０cm、深６０cm 的施肥沟,将沤制好的有机肥施入并回土.化肥及

水肥采用水肥一体化方法施入.

８３　水分管理

干旱季节,采用水肥一体化设备进行灌溉.雨季来临之前,应疏通排水沟,填平凹地,维修梯田.大雨

过后应及时检查,排除园内积水.

８４　树体管理

８４１　摘花

海南主花期为９月—１１月、云南主花期为６月—８月.主花期之外其他时期抽生的花穗应及时摘除.

８４２　修蔓芽

应及时剪除树冠内部抽出的徒长蔓和植株封顶处抽出的蔓芽.

８４３　换绑加固

及时更换损坏的绑绳.海南产区每年台风来临前１个月,将主蔓绑绳向上或向下移动１０cm~
１５cm.

９　病害防治

９１　防治原则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坚持“农业防治为主,药剂防治为辅”的原则.

９２　防治对象

主要病害包括胡椒瘟病、细菌性叶斑病、根结线虫病、花叶病、枯萎病等,危害症状见附录 A.

９３　农业防治

农业防治如下:

a)　做好园区排水和防护林建设;

b) 培育和种植无病壮苗;

c) 加强田间抚育管理,除草、松土和施肥时不要损伤胡椒头和根,剪除送嫁枝,适当修剪贴近地面的

枝叶,做好田间清洁卫生,及时清除并烧毁枯枝落叶和病死植株的根、蔓;

d) 做好病情调查和病区隔离工作,病害流行季节及时调查病害发生情况,发现病害应及时采用药物

防治,封锁病区,禁止随便进入,疏通排水系统,阻断病菌通过人为和水流传播.

９４　药剂防治

胡椒瘟病、细菌性叶斑病和枯萎病优先选择低毒、高效、低残留、易分解的农药进行防治.根结线虫病

和花叶病药剂防治方法见附录B.

１０　采收

１０１　采收时期

海南采收期为５月—７月,７月底前宜将所有果实采收完毕.云南采收期为３月—４月,４月底前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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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果实采收完毕.一般采果５次~６次,每隔７d~１０d采收１次.

１０２　采收标准

１０２１　用于加工白胡椒和黑胡椒产品

采收前期,每穗果实中有２粒~４粒果变红时即可整穗采摘;采收后期,果穗上大部分果实变黄时即

可整穗采摘.

１０２２　用于加工青胡椒产品

宜采收果仁已经变硬,果皮与果仁不易分离,果皮为青绿色的鲜果.

１０３　采收方法

宜逐行、逐株自下而上整穗采摘,用干净篮子或编织袋盛装.宜在采收当天加工.

１１　生产档案

应按照 GB/T４２４７８的规定建立生产档案,档案包括但不限于胡椒种植各关键控制点的数据记录,肥
料、农药、鲜果等出入库记录,肥料和农药施用记录.记录资料应妥善保存以备溯源,肥料和农药施用记录

应保存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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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胡椒主要病害危害症状

　
胡椒主要病害危害症状见表 A１.

表A１　胡椒主要病害危害症状

病害名称 为害特征图 危害症状

胡椒瘟病

　主要危害叶片、主蔓基部和根系,病叶有黑色、近圆形病斑,病斑边缘

不光滑,呈布料毛边状;主蔓基部及根系感病初期呈碳黑色,天气阴湿

时可见黑色液体流出;后期韧皮部腐烂、剥离,导致植株黄化、枯萎

细菌性叶斑病 　主要为害叶片,叶斑褐色、较小、多角形,边缘带黄色晕圈

根结线虫病
　主要危害根系,受害根部形成不规则、大小不一的根瘤,叶片光泽暗

淡、失绿变黄,植株生长停滞、落花落果

花叶病
　主要危害叶片,新生叶片小、畸形扭曲、叶色黄斑驳,枝蔓节间变短,
花穗短、果粒小、结实少,病株矮小

枯萎病
　主要危害枝蔓和根系,茎蔓和根系维管束呈褐色,病株生长缓慢、叶
片变黄、萎蔫、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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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根结线虫病和花叶病药剂防治方法

　
根结线虫病和花叶病药剂防治方法见表B１.

表B１　根结线虫病和花叶病药剂防治方法

防治对象 推荐药剂及其规格
是否

登记
施药量或稀释倍数 施用方法

安全间隔期

d

最多使

用次数

次

根结线虫病

２０％寡糖噻唑膦微乳剂 是 ７５L/hm２~１５L/hm２

１％阿维菌素颗粒剂 是 ２０kg/hm２~４０kg/hm２

　沿病株冠幅挖环形施药

沟,沟宽１５cm~２０cm、
深约１５cm,每６０d施药

１次,连施２~３次

３０ ３

花叶病 ６％低聚糖素水剂 是 ６００倍~１０００倍

　摘除病叶,整株喷药,每

７d~１０d喷１次,连喷２
次~３次

１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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