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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绿色食品 平桂彩椒生产操作规程》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来源

根据《关于下达2022年第一批广西绿色食品协会团体标准制定项目计

划的通知》文件精神，由平桂区农业农村局提出，广西绿色食品协会、广

西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贺州市农业农村局等共同起草的团体标准《绿

色食品 平桂彩椒生产操作规程》。

二、项目背景及目的意义

彩色甜椒有红、黄、橙、褐、白、紫、黑等多种颜色，未熟时为绿色，

老熟时变成彩色，彩椒经济效益要高出普通甜椒很多。为推进设施蔬菜产

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贺州市平桂区特制定贺平政办发〔2021〕

74号 关于印发贺州市平桂区万亩设施蔬菜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

2023年）。方案要求大力实施特色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高质量建设五年行动、

设施农业推广应用三年行动，实现蔬菜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力争到

2023年沿羊头镇产业路打造1条万亩设施蔬菜产业长廊，建成一个1万亩大

棚蔬菜基地，带动平桂区蔬菜（含食用菌）产量年均增长5%以上，达到35

万吨，产值达20亿元以上，并推进全域绿色化生产。为推动平桂区设施蔬

菜产业发展，平桂区成立了以平桂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区人民政

府联系分管农业农村领导为副组长，区直各有关单位领导为成员的推进万

亩设施蔬菜建设专班，强化统筹协调和服务，把推动贺州平桂区设施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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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业链发展作为县、乡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实绩考核

和全市绩效考评的重要内容。

2018年以来，贺州市平桂区依托大湾区广阔市场，以发展高质高效大

棚蔬菜产业为突破口，出台扶持政策，政府与企业共建，累计投资6亿元，

建成蔬菜大棚6000亩，是目前广西乃至华南地区集中连片规模最大的设施

农业产业园。园区每年以订单形式向大湾区供应辣椒、番茄等时令蔬菜6

万吨，产值2亿元。2020年开始，园区创建贺州市平桂区椒闻天下设施蔬

菜产业示范区，示范区位于平桂区羊头镇大井村，总面积1000亩，以种植

彩椒、水果椒、青皮辣椒等品种为主导，示范区建设了设施完善的标准型

大棚，实现周年生产，每亩大棚年产辣椒6-7吨，产值4～6万元，远远高

于普通的露地栽培。2022年新出台《平桂区设施蔬菜发展扶持政策方案》，

持续加大对设施农业的投入，新增投资4500万元，在产业路沿线新建大棚

1000亩，形成了设施蔬菜产业长廊。目前，平桂区设施农业以每年新增2000

亩的速度快速发展。园区先后注册了“非常桂”、“野里乡”产品品牌，“平

桂彩椒”入选2022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等。园区被认定为供

大湾区菜篮子基地、供港蔬菜备案基地，产品获得圳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

证，所在乡镇羊头镇被评为2021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2022年被

列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为广西当年唯一入围的农业产业园。

彩色甜椒的特征特性和栽培技术与普通甜椒有很大差异，种植前如不

了解栽培技术和特性，很容易造成经济损失。让更多群众能够掌握彩椒种

植技术，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急需制定适合平桂区当地生产《绿色食

品 平桂彩椒生产操作规程》，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保证平桂彩椒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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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效益及产品质量。

三、项目编制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团体标准《绿色食品 平桂彩椒生产操作规程》项目任务下达后，起

草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了起草编写方案与进度安排，明确任

务职责，确定工作技术路线，开展标准研制工作。具体标准编制工作由广

西绿色食品发展站、广西绿色食品协会、广西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贺

州市农业农村局、平桂区农业农村局、贺州市平桂区华瑞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贺州市春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组成标准编制工作组。

编制工作组设三个组，分别是资料收集组、草案编写组、标准实施组。

资料收集组负责国内外有关彩椒绿色栽培技术的文献资料的查询、收

集和整理工作，查阅前人对彩椒绿色栽培技术的研究情况和目前科学界对

彩椒绿色栽培技术的研究进展。

草案编写组负责起草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和标准编制说明、送审稿

及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包括后期召开征求意见会、网上征求意见，以及

标准的不断修改和完善。

标准实施组负责《绿色食品 平桂彩椒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发布

后，组织平桂区彩椒栽培企业、种植户开展标准宣贯培训会，对标准进行

详细解读，让相关人员了解标准，并根据标准对平桂彩椒绿色栽培技术的

产地环境条件、品种选择、种子处理、育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

治、采收等进行规范化操作，保证平桂彩椒的栽培生产质量，并对标准实

施情况进行总结分析，不断对团体标准提出修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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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集整理文献资料

标准编制工作组收集了国内彩椒栽培技术相关文献资料。主要有：

GB 16715.3 瓜菜作物种子 第 3部分：茄果类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655 绿色食品 茄果类蔬菜

NY/T 2118 蔬菜育苗基质

（三）研讨确定标准主体内容

标准编制工作组在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之后，2021 年 6 月，标

准编制工作组召开了标准编制会议，对标准的整体框架结构进行了研究，

并对标准的关键性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经过研究，标准的主体内容确定

为确立了平桂彩椒绿色栽培程序，规定了产地环境、生产技术、采收等操

作指示，描述了生产档案等追溯方法。

（四）调研、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7月，标准起草工作小组进行了广泛实地调研工作，查阅了大

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对平桂彩椒绿色栽培技术的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系统

总结。形成了标准的基本构架，对主要内容进行了讨论并对项目的工作进

行了部署和安排。

2022 年 8月，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之上，通过理清逻辑脉络，整合已有

的参考资料中有关平桂彩椒绿色栽培的技术要求，并结合平桂彩椒绿色栽

培实际要求的基础上，按照简化、统一等原则编制完成团体标准《绿色食

品 平桂彩椒生产操作规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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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12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再次深入区内涉及平桂彩椒绿色栽

培销售的有代表性的农户、企业、科研单位等针对平桂彩椒绿色栽培情况

进行分组实地调研学习。通过实地调研，掌握各地方关于平桂彩椒绿色栽

培的具体技术要求。并实际征求意见，通过收集反馈了大量意见，标准编

制工作组多次召开会议，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和研究讨论。进一步

讨论完善标准草案，形成团体标准《绿色食品 平桂彩椒生产操作规程》（征

求意见稿）和（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四、标准制定原则

（一）实用性原则

本文件是在充分收集相关资料和文献，分析平桂彩椒绿色栽培技术当

前现状，调研各广西彩椒市场情况，在现有国家、行业标准相关彩椒绿色

栽培技术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栽培企业、科研单位等多年的平桂彩椒生产

栽培经验、试验而总结起草的，符合当前彩椒绿色栽培技术发展的方向与

市场需求，有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有利于提高平桂彩椒质量和商品经济

价值，提高农民经济效益，对推动平桂区甚至广西彩椒产业健康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二）协调性原则

本文件编写过程中注意了与彩椒绿色栽培技术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

问题，在内容上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协调一致。

（三）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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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本标准的内容，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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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瞻性原则

本文件在兼顾当前平桂区及广西彩椒市场栽培技术现实情况的同时，

还考虑到了彩椒产业快速发展的趋势和需要，在标准中体现了个别特色

性、前瞻性和先进性条款，作为对彩椒绿色栽培技术发展的指导。

五、标准主要内容及依据来源

本文件确立了绿色食品平桂彩椒生产操作规程，规定了产地环境条

件、品种选择、种子处理、育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等

操作指示，描述了生产档案等追溯方法。

产地环境条件，选择境内无污染源、土壤 pH值为 5.5～7.5,土层深厚

疏松，2 年内未种过茄果类作物的土壤。应符合 NY/T 391 的要求。

品种选择，宜选用果实颜色鲜艳，果肉厚味甜；枝条粗壮，叶片宽大；

耐弱光、抗性强、适合设施栽培及市场需求的品种。种子质量应符合 GB

16715.3 的要求。

育苗，选用温室、智能大棚、塑料大棚、小拱棚等育苗设施。夏秋高

温多雨季节育苗应配有防虫、遮阳降温、避雨等设施。遮阳网的遮光率为

40%～70%，具体视高温强光程度而定。

定植，采用地膜覆盖、水肥一体化进行管理，节水节肥、减少病虫害，

利于降低成本、达到绿色栽培。彩椒采用双行定植，大行距 1.2m～1.5m,

小行距 0.5m～0.6m,株距为 0.35m～0.40 m,每 667 m²定植 2000～2500 株，

利于通风透光。

田间管理主要分为：温度管理、水肥管理、整枝疏果吊蔓等。

温度 定植后至开花结果前，白天气温保持 20℃～25℃，夜温控制在

15～20℃；在彩椒转色期，棚内温度高一点有利于果实的转色，一般白天

温度控制在 28～30℃，夜温控制在 25℃即可，超过 33℃或低于 20℃彩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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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色就会受到影响。

水肥管理 根据彩椒的生物学特性，结果期尤其是转色期，彩椒对钾

肥的需求量远比其他元素要大，因此提早增施钾肥可以促进彩椒果实的生

长，提高果实的质量。尤其是第一茬彩椒生长阶段，因为前期施用的大量

粪肥中，氮含量较多，导致土壤中氮肥含量偏高，而钾肥含量不足，彩椒

果实容易出现发乌不亮的现象。因此，从彩椒坐果后至彩椒转色，增施高

钾型水溶肥和含腐殖酸水溶肥，后期，根据植株长势，适当喷施 0.1％～

0.3％磷酸二氢钾和 0.2％硼肥等叶面肥。

整枝疏果吊蔓 彩椒主枝上有大量的侧枝，导致植株下部正在转色的

果实几乎见不到阳光，光照不足，自然使得转色速度较慢。及时摘除羸弱

侧枝，每株保留 2个或 4个生长健壮的侧枝，并根据植株情况摘去部分叶

片，及时摘掉门椒。每个侧枝第一次坐果数目不超过 3个，及时摘除畸形

果。每周进行一次吊蔓或搭架绑枝。改善果实的通风见光，促进果实着色。

病虫害防治，疫病、炭疽病、病毒病和茶黄螨等是彩椒生产的主要病

虫害。选用无病毒种子，种子消毒；实行与非茄科类作物轮作；地膜覆盖、

高畦栽培；加强田间管理，科学排灌，合理施肥；发现病株及时拔除，摘

去残老病叶，清出田外；加以生物防治及频振式杀虫灯或灯光诱杀等。

采收，彩椒自开花授粉后 60 d～70 d 即可采收，采收时用剪刀或小

刀从果柄与植株连结节处剪切，不可用手扭断，以免损伤植株和感染病害；

采收时间以早上为宜，果实要注意避免被阳光照射，采后贮存在 15 ℃～

16 ℃环境下。

生产档案主要是考虑对整个彩椒绿色栽培的过程的材料应及时建档，

档案的内容包括品种、来源、种植时间、使用肥料等台账的文件、图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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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档案管理人员要求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专人负责。

六、国内同类标准制修订情况及与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关

系

经查阅，国内与彩椒栽培技术有关的标准：内蒙古自治区的 DB15/T

1413-2018 日光温室彩椒栽培技术规程、内蒙古自治区的 DB15/T 994-2016

大棚彩椒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规程、湖北省的 DB42/T 867-2021 辣椒设施

栽培技术规程、山东省的 DB37/T 4111.2-2020 专用棚膜覆盖生产技术规

程 第 2 部分：彩椒，驻马店市的 DB4117/T 298-2020 彩色甜椒日光温室

秋冬茬栽培技术规程，北京市的 DB11/T 231-2004 无公害蔬菜保护地甜椒

生产技术规程。但上述的标准，因气候与生产季节等不同，与平桂彩椒绿

色栽培方式方法技术环节方面有较大区别。根据平桂彩椒质量要求，制定

出一套适合平桂彩椒绿色栽培操作规程，为平桂乃至广西全国彩椒产业绿

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很有必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研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自我承诺

本标准内容与各项指标不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

团体标准《绿色食品 平桂彩椒生产操作规程》

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3 年 3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