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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规程

为了规范在辣椒上实施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辣椒标准化生产管理水平，制订本规程。

1 基本要求

1.1 环境条件

辣椒生产产地环境条件应符合 GB/T18407.1的规定。

1.2 土壤条件

辣椒种植宜选择地势开阔平坦，地块规整，土层深厚，土壤肥沃的壤土或砂壤土的露地，

也可采用大棚保护地栽培。生产基地要求 50亩以上，有清洁灌溉水源保障，有较规整的防

洪排涝沟渠和田间道路条件。

1.3 土壤消毒

每亩建议撒施生石灰 100～150kg进行土壤消毒，具体用量按土壤酸碱度进行土壤调节，

然后翻耕。

1.4 施肥作畦

每亩撒施饼肥 100～150kg，商品有机肥 300 kg，硫酸钾型复合肥（15-15-15）40～50kg，

然后旋耕整地作畦。畦宽 80～120cm，畦高 25～30cm，略呈龟背形，沟宽 30～45cm。采用

膜下滴灌方式，则每畦按种植行应预先铺设 2条滴灌管，再覆盖地膜。

1.5 辣椒定植

选择抗病性强、商品性好、优质高产的辣椒品种育苗，当辣椒苗龄春茬 50～60d，秋茬

25～30d，株高 12～15cm， 6～8片真叶时进行双行定植，行距 50～60cm，株距 40～50cm。

一般大棚每亩种植 1500～2000株，露地 2000～3000株。定植时用专用开穴移栽器沿滴灌带

两侧交叉栽植，栽后灌一次足量的定植缓苗水。

2 水肥一体化系统建设

2.1 系统组成

辣椒种植适宜采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该系统由水源、首部枢纽、输配水管网、灌水器 4

部分组成。一套水肥一体化系统适宜规模 50亩以上 500亩以下，超过 500亩，应分为几套系统

建设。

2.2 系统设计

系统总体设计和主要设备规格按 GB/T 50485《微灌工程技术规范》要求执行，各部分

还应满足下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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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水源

灌溉水选择河水、库水、地下水等，水质应符合《GB 5084 农田灌水质标准》的生食

蔬菜中使用所要求的农田灌溉水质控制标准值。为确保灌溉水量与水质，应建调蓄水池或打

地下水井。

2.2.2 首部枢纽

首部枢纽是整个系统操作控制中心，包括压力设备、过滤设备、溶肥注肥设备、控制测量

设备及设备房。

压力设备。主要包括压力水泵（潜水泵、深水泵、离心泵）、动力机（柴油机、电动机）

等，压力水泵要能满足服务面积的最大需水期流量要求和田间滴灌管（带）入口额定水压要

求。水泵前给水管在蓄水池（或水井）中吸水位置宜高于水池（水井）底部 30 cm以上，防

止淤泥被吸入。

过滤设备。主要有离心式过滤器、网式过滤器、砂介质过滤器和叠片式过滤器。根据水

源的水质确定过滤系统的构成，水质过滤至少采用二级过滤，一般采用砂介质过滤器或离心

式过滤器与叠片式过滤器进行组合。叠片式过滤器以使用 0.125 mm以上精度为宜。泥沙含

量高的，可建蓄水池和沉沙池，先沉淀后加压，后方可灌溉。蓄水池的吸水管末端和肥料母

液的吸肥管末端都宜可用 0.15 mm左右的纱网包裹，防止杂质进入灌溉系统。

溶肥注肥设备。一般由溶肥池或施肥罐与注肥器（泵）组装而成，目前也有自动施肥机

组。完全采用水溶肥料的应当采用施肥罐与注肥器组合或自动施肥机组，而需要应用溶解性

较差的普通肥料的，应采用溶肥池与注肥器（泵）组合。注肥器（泵）注入口应位于二级过

滤器之前或之间，不能位于过滤器之后。

控制测量设备。有控制阀（闸阀、逆止阀、空气阀、水动阀、电磁阀）、流量压力量测

仪表（水表、压力表）等。分自动、半自动和手动控制三种方式，一般采用自动和半自动控制。

设备房为安放首部设备，一般要求邻近灌溉水源，通风透气，建筑面积 30～40 m²。

2.2.3 输配水管网

一般采用三级管网，即干管、支管和滴灌管（带）。干管、支管一般使用 PVC、、PVC-U

管材。种植面积较大、滴灌水肥一体化设施完善的基地，干管、支管采取地埋固定方式。种

植面积小、滴灌水肥一体化设施简便的，干、支管可采用可收放软管置于地表。

2.2.4 灌水器

田间灌水器选用滴灌管（带），规格材质选择以满足最大滴灌用水和均匀性、抗堵性、

经济耐用性好为准。滴灌管（带）一般选择额定压力 0.15～0.2MPa，滴头出水量 1.5～2.5L/h，

滴头间距 20～30cm。首尾水压偏差控制在 20 %以内。



HNZ153-2017

4

2.3 系统安装调试

辣椒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建设先铺设主、干管道，再安装首部系统，最后铺设支管和地

面滴灌管（带），系统设备连接安装参见图 1。主、干、支管道与首部连接好后，先对输水

管道进行冲洗，再连接滴灌管（带）进行试水，检查有无堵漏现象，同时调整减压阀压力，

使之处于设计工作压力范围内。

3 系统操作流程

3.1 滴灌操作流程。

3.1.1 开启前应先关闭施肥罐（器）上的阀门，打开干管排气阀，让泵体充满水，检查电源

为三相 380 V无误，打开滴灌轮灌组（种植小区）支管阀门，启动压力水泵。

3.1.2 启动后检查压力水泵、过滤器应无异响，压力表应在正常工作范围，各输水管网应无滴漏

现象。

3.1.3 需要转换到下一轮灌组时（湿润土层深度为 30 cm），先打开下一轮灌组支管阀门，

再关闭完成了的轮灌小区阀门。

3.1.4 完成一次灌溉任务后关闭压力水泵即可。

3.2 施肥操作流程

3.2.1 施肥前提前配制好滴灌用肥料溶液，肥料溶液配制总浓度一般控制在 10 %以内，注

入主管道稀释后的总浓度控制在 0.5 %左右。采用溶解性较差的肥料，应提前一天准备肥料

溶液，加大稀释用水量和搅拌，取澄清液用于滴灌。

3.2.2 按 3.1.1开启滴灌系统，使设备能正常滴灌。在一个轮灌组滴灌湿润土层深度约 20 cm

时，开启注肥器（泵）开始施肥，直到完成该轮灌小区的“先滴灌-后施肥”程序，再继续下

一个轮灌小区的“先滴灌-后施肥”程序。完成最后一个轮灌小区的滴灌施肥后，应继续滴 10～

15min 清水清洗管道后再关闭系统。如只需要施肥而不需要灌水，则先滴清水 5～10min，

再滴肥液，最后滴清水清洗管道后关机。

4 滴灌施肥

4.1 灌水技术



HNZ153-2017

5

辣椒浇水应均匀，忌忽干忽湿，忌干旱和雨涝栽培。定植后应立即灌定植水 6.0 ～7.0m3/

亩，定植到始花坐果前一般不再浇水，如遇连续高温、干旱则根据墒情轻度浇水。当大部分

门椒坐果后，结束控水，浇第 2次水。此后，大棚栽培辣椒要保持 7～10d滴灌一次水；露

地栽培辣椒根据土壤水分状况确定灌水时期与灌水量，保持畦面不干为宜。进入盛果期后，

气温较高，蒸发量较大，一般 5～7d浇一次水，经常保持畦面湿润状态，以利果实膨大。

4.2 施肥技术

辣椒需肥量大，耐肥能力强，属高氮、中磷、高钾型蔬菜。按亩产辣椒 3000 kg，约需

施纯氮（N）15 kg、磷（P2O5）7.5 kg、钾（K2O）18.0 kg，以基肥与追肥施入。实际施肥

量还应根据土壤养分测定及目标产量的要求调节。

基肥用优质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一般亩施菜枯 100～150kg，商品有机肥 300 kg，

硫酸钾型复合肥（15-15-15）30～40kg。

追肥优先选择营养全面的水溶性肥料，也可采用溶解性较好的单质肥、复合肥进行配制，

最好用速效速溶、安全环保的螯合态高钾型水溶肥。辣椒施肥需要做到一控二促。一控即开

花期控制施肥，以免落花落果；二促即幼果期和采收期要及时追肥，以促进幼果迅速膨大。

幼果期结合灌水施肥 3～4 次，追肥量参见表 2，以促进果实膨大。开始采收至盛果期，主

要抓好“促秧、攻果”，结合滴灌追肥 5～6次，每隔 1周左右滴灌追肥 1次，追肥量参见表 2。

4.3 滴灌施肥方案

表 1：春茬辣椒推荐滴灌施肥方案（目标产量 3000 kg/亩）

生育时期
单次灌水量

（m3/亩）

滴灌次数

（次）

单次施肥量（kg/亩） 施肥次数

（次）N P2O5 K2O

缓苗期 定植-缓苗 6.00 1 - - - -

初花期
缓苗-初花 1.00 1 - - - -

初花-门椒 1.50 1 0.40 0.06 0.48 1

幼果期 门椒-对椒 4.00 3 0.80 0.12 0.96 3

采收期 对椒-采收 6.00 9 1.20 0.18 1.44 6
表 2：秋茬辣椒推荐滴灌施肥方案（目标产量 3000 kg/亩）

生育时期
单次灌水量

（m3/亩）

滴灌次数

（次）

单次施肥量（kg/亩） 施肥次数

（次）N P2O5 K2O

缓苗期 定植-缓苗 7.00 1 - - - -

初花期
缓苗-初花 1.50 1 - - - -

初花-门椒 2.00 1 0.50 0.06 0.60 1

幼果期 门椒-对椒 5.00 3 0.90 0.12 1.00 3

采收期 对椒-采收 7.00 9 1.20 0.20 1.50 6

http://www.guotaibain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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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安全与维护

5.1 压力水泵

压力水泵严禁无水启动。开启前应先打开排气阀，让泵体充满水，检查电源为三相 380

V后才启动。

5.2 过滤器

过滤器的滤盘应定期进行清洗，确保保持主管水流畅通。一般过滤器前后压力相差在

10～60kPa之间，若压力差超 80 kPa，则表明过滤器已被堵塞，要尽快清洗滤盘片。

5.3 溶肥注肥设备

溶肥池、施肥罐在使用前后都要清理废渣，避免杂质和肥料渣堵塞过滤器。

5.4 输配水管道

平时进行滴灌施肥时，应注意输配水管道的巡视，发现漏水要及时修复。每个灌溉施肥

季节结束时，要按轮灌组打开各支管末端堵头，开启水泵进行高压冲洗，排除管路积存物。

5.5 滴灌带

滴肥液前先滴 5～10min 清水，肥液滴完后再滴 10～15min清水，防止肥液结晶堵塞滴

灌孔。发现滴灌孔堵塞，可打开滴灌带末端的封口，用水流冲刷滴灌带内杂物，可使滴灌孔通。

6 档案

档案包括水肥一体化系统设施建设资料和滴灌施肥资料。

6.1 水肥一体化系统设施建设资料

包括系统设计资料、现场布设安装图、设备维修更新记载等。

6.2 滴灌施肥资料

每一茬辣椒滴灌与施肥的量、次数、时期。

7 引用和参考资料

7.1 滴灌水肥一体化

地膜覆盖、滴灌和管道施肥相结合，滴灌和施肥在膜下进行，肥料溶解在水中通过滴灌

系统随水输送到作物根部。

7.2 门椒

门椒是辣椒植株第一朵花长成的果实，着生在辣椒第一次分杈节位。

7.3 对椒

对椒是辣椒植株第二批花结的果实，也就是在分杈后的第一个节位上生长的辣椒。

8 引用和参考资料

GB T18407.1-2001 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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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6715.3-1999 瓜菜作物种子茄果类

GB/T 50485-2009 微灌工程技术规范

GB 5084-2005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13664-2006 低压输水灌溉用硬聚乙烯（PVC-U）管材

GB/T 10002.1-2006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件

SL 207-1998 节水灌溉技术规范

NY/T 2624-2014 水肥一体化技术规范 总则

《南方无公害蔬菜栽培技术》2008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编写单位：湖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湖南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

编写人员：彭福茂、阳小民、殷武平、彭莹。


	辣椒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规程
	1  基本要求
	2  水肥一体化系统建设
	3  系统操作流程
	4  滴灌施肥
	5  系统安全与维护
	6  档案
	7  引用和参考资料
	8  引用和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