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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1.制定标准的目的意义

本标准是对农业行业标准《胡椒栽培技术规程（NY/T

969-2013）》的修订。原标准自发布以来，为我国胡椒标准化发

展提供技术支撑，但随着胡椒产业和热区农业大环境发展，出现

人力和生产资料成本不断增加，以人力为主的水肥施用方法、常

规等行距种植无法进行机械化耕作等是主要原因，以及种苗繁育

方法、种苗标准不明确导致种苗质量参差不齐、树体长势不一致、

易发生连作障碍等问题，主要病虫害防控药剂是否登记、安全间

隔期等未予说明，标准在种苗繁育、种植规格、水肥管理及病虫

害防控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不能适应生产需求，需进行修订。

为通过技术标准化推动我国胡椒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亟需修

订标准，补充完善种苗繁育、种植规格、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栽培

环节标准内容，使各生产环节技术规范更协调适配，适应当前生

产实际，为生产提供可以一以贯之的有效标准化技术支撑。

2.任务来源

本标准编制任务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关于

下达 2023年农业国家和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农

质标函〔2023〕51号）下达，项目编号为 NYB-23041。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起草，主要参

与人员情况见下表：



表1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学历/学位 职称

1 杨建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 副研究员

2 祖 超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 副研究员

3 王 灿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 副研究员

4 李志刚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 副研究员

5 邬华松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本科 研究员

6 高圣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 副研究员

7 苟亚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 副研究员

8 范 睿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 副研究员

9 郝朝运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 研究员

10 郑维全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本科 副研究员

11 胡丽松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 研究员

12 刘世超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 助理研究员

（三）主要工作过程

1. 起草阶段

2023 年 3 月，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下发标准

立项通知。标准立项后，2023 年 4 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

料饮料研究所组织栽培、土壤、植物营养及植保等专业方面科研

人员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制定标准编制方案以及任务分工；2023

年 4月至 5月，标准编制组查阅、收集、整理大量文献资料，召

开标准编制会议，研讨确定标准的整体框架及主体内容，对标准



的关键性或存在争议性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

2023 年 4 月至 8 月，深入学习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农业

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农产发〔2021〕2号）、农业

农村部《关于开展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工作的通知》（农

质发〔2021〕4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

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琼府办〔2022〕13号）、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海南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全产业链

培育发展三年（2022—2024）行动方案》、以及《地方标准制修

订工作规范》（DB46/T 74—2021）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广

泛查阅、收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专家及技术人员调研小组赴

海南和云南胡椒主产区开展关键技术问题调研，及时梳理总结调

研情况，标准起草组在调研基础上编制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而

后经多次修改和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制定过程遵循全面、科学、合理、可行的原则，力求标准文

本结构清楚、准确、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相互协调，易于

理解，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进行编写，与现行

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二）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的章节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产地



环境、种苗繁育、园地建立、幼龄植株管理、结果植株管理、灾

害处理、病虫害防控、采收等 11章内容组成。

本标准代替《胡椒栽培技术规程》（NY/T 969—2013），与

NY/T 969—2013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逻辑性改动外，主要内容

变化及依据如下：

1. 调整了文件适用范围（见第 1 章，2013 版的第 1 章）。

将“园地选择与规划”改为“园地建设”，考虑内容相似性，将“垦

地”列入“园地建设”；将种苗繁育内容单列，主要考虑胡椒种苗

标准化繁育过程中繁育技术对种苗质量及分级具有重要影响，更

会影响种植后高产树形培育及经济寿命。

2. 更新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章，2013版的第 2章）。

删除了《农药安全使用标准》（GB 4285）、《农药合理使用准

则》（GB/T 8321）。

3. 删除了原术语与定义（见第 3 章，2013 版的第 3 章）。

原术语与定义已在生产中使用多年，从业者均已熟知，为减少文

件重复予以删除。

4. 增加了种苗繁育和种苗标准（见第 5章）。将原文件种苗

繁育单列，对繁育过程的母树选取、取蔓、育苗过程、分级标准

等进行了重点规范，为高产树形培育提供保障。

5. 将“园地选择与规划”“垦地”合并为“园地建设”（见

第 6章，2013版的第 4、5章）。“园地选择与规划”“垦地”

是“园地建设”先后两个内容，修改后内容逻辑性更强，有利于



执行。

6. 修改了种植规格（见 6.4，2013 版的 6.3）。传统种植模

式为等行距，整体株行距过大，且胡椒头沿垄走向设置不利于机

械耕作，为适应当前机械化耕作实际，修改种植模式为宽窄行+

宽窄株，胡椒头朝向宽行，实现了机械化耕作，同时增加了单位

面积株数，有利于开展节本增效生产。

7. 修改了幼龄胡椒水肥施用方法和深翻扩沟（见 7.2.3、7.2.3，

2013版的 7.3、7.4）。将幼龄胡椒传统人力开沟的水肥施用方法

改为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改为宽窄行后可以通过机械耕作，深

翻时实现沿垄开沟，因此，将“深翻扩穴”改为“深翻扩沟”；

同时，为使种植户更直观了解和实施随种植年限增加开沟位置变

化，增加了绘图说明。

8. 将结果胡椒化肥及水肥施用方法修改为水肥一体化（见

8.3.2，2013版的 8.11.3）。将结果胡椒化肥及水肥通过开沟施用

修改为水肥一体化，以降低劳动力成本。

9. 增加了病虫害种类及其防治方法（见第 10章，2013版的

第 10章）。根据生产实际增加了枯萎病及粉蚧、丽绿刺蛾等主

要害虫，增加了其防治方法。

10. 增加了采收方法（见 10.3）。采收方法会影响采收进度，

导致落果量增加、产量损失；且采收及时加工对外观品质影响较

大，因此，增加了采收方法。

11. 增加了附录 A、B（见附录 A、B）。为便于病虫害症状



辨认，增加了“附录 A 胡椒主要病虫害症状”，附彩图及症状

说明；根据标准制定中对药剂施用有关要求，增加“附录 B 胡

椒主要病虫害药剂防治方法”，对防治药剂施用方法、安全间隔

期、最多使用次数等进行说明。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1. 试验论证的主体

试验论证的主体为本标准编制主持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香料饮料研究所。

2. 试验验证的方法、手段

试验验证的方法、手段主要包括试验调查、会议研讨、委托

检验、查阅文献、征求意见、标准审定等。

3. 主要试验或验证结果的分析

（1）种苗繁育

对影响胡椒种苗繁育的水肥管理、荫蔽度两个主要因素进行

了试验，以明确种苗繁育期间是否需要施用水肥、适宜荫蔽度为

多少。采用列区试验，对水肥和荫蔽度两个因素，设置了正常施

用水肥、未施用水肥等 2 个水肥处理，0%、10%、30%、50%、

70%等 5个荫蔽度处理，以种苗成活率作为评价指标，经试验观

测，发现正常施用水肥、同时采用 70%荫蔽度为种苗繁育最适宜

条件。



表2 水肥管理及荫蔽度对种苗成活率的影响

水肥管理 0%荫蔽度 10%荫蔽度 30%荫蔽度 50%荫蔽度 70%荫蔽度

施用 76.6% 76.6% 83.3% 86.7% 86.7%

未施用 73.3% 73.3% 80.0% 80.0% 80.0%

（2）种植规格

为验证宽窄行种植模式不降低胡椒产量和品质，在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琼海大路镇胡椒试验示范基地，设置

了宽窄行机械耕作模式和等行距人力耕作模式，以单株产量作为

产量评价指标，以主要品质指标胡椒碱和胡椒油作为品质评价指

标。经试验验证，结果表明，宽窄行机械耕作模式和等行距人力

耕作模式单株产量为显著差异，说明宽窄行种植模式不会降低胡

椒产量（见图 1）；宽窄行机械耕作模式处理下胡椒碱和胡椒油

含量略有下降，但差异不显著，说明宽窄行种植模式不会影响胡

椒品质（见图 2）。以上试验说明，宽窄行种植模式可行。

图1 不用挖掘方式胡椒单株产量



图 2 不同挖掘方式对胡椒碱和胡椒油含量的影响

为摸清宽窄行种植模式下机械耕作效率，为今后机械化耕作

提供依据，也便于该模式能被生产广泛接受，开展了窄行种植模

式下机械开沟与人力开沟工作效率和成本差异试验。经试验发

现，发现机械开沟处理每小时挖穴数量是人力的 5.5倍，比人力

处理效率可提高 450%，效率远高于人力处理；而挖掘成本却远

低于人力处理，比人力处理成本可降低 12%，说明机械开沟显著

降低了劳动力成本（见图 3）。说明，宽窄行种植模式如果采用

机械耕作后生产效率将显著提升，生产成本显著降低，产投比显

著增加，该模式可作为宜机化耕作模式进行生产推广。

图 3 不同挖掘方式效率及成本对比



（3）水肥管理

水肥一体化技术为近年研发新技术，围绕减肥增效，系统开

展胡椒高产生物学基础、养分吸收影响因素及调控和高效施肥技

术等研究。

1）确定不同树龄胡椒根系水平与垂直分布。采用根钻法对

1.5 a、2.5 a、8 a和 15.0 a胡椒根系水平和垂直分布进行分析，

提出了不同树龄主要施肥位置和施肥深度，为肥水一体化滴头设

置、进一步提高水肥利用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图 4）。

图 4 不同树龄胡椒总根长水平分布示意图（A: 1.5 a；B: 2.5 a；C: 8.0 a；D: 15.0 a）

2）构建胡椒水肥一体化技术体系。在高产胡椒养分吸收规

律基础上，分析不同生育阶段养分需求特点，提出胡椒肥水一体

化周年施肥方案。通过两年大田试验发现，在不减产的情况下，

肥水一体化滴灌施肥技术可以节水 18.25%、节肥 29.46%，节省

劳动力 96.43%，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精控肥水确调。



表 3 不同施肥方法的成本对比

（4）病虫害防控

根据目前生产上危害严重程度，本标准确定了胡椒瘟病、细

菌性叶斑病、根结线虫病、花叶病、枯萎病等主要病害，粉蚧、

丽绿刺蛾等主要虫害，并经过长期试验及生产实践检验、校正后

总结形成安全有效防治措施。

（5）采果时期

胡椒植株每抽生一片新叶，就会连带抽生一串花穗，如不进

行适当控制，全年均可开花结果，一年四季都会有少量的胡椒果

实成熟。但为了节约资源和劳动力，利于集中加工，人们会适当

控制胡椒的花期。因为气候原因，海南的胡椒花期一般控制在秋

季（即留秋花），果实成熟期集中在翌年的 5至 7月，也有少部

分至 8月份成熟，但为了方便施肥等农事操作，不影响下一年的

产量，一般要求在 7月底采收完毕；云南一般在春季（即留秋花），

一般要求在 4月底采收完毕。

胡椒鲜果未成熟时表皮是绿色的，果皮呈红色为成熟果的标

灌溉施肥方式
鲜果重

(千克/株)

施肥量

(千克/株)

灌溉水量

(吨/公顷)

劳动时间

(小时/亩)

传统施肥方案 6.02 1.12 549.15 17.08

水肥一体化方案 5.88 0.79 448.95 0.61

相对优势 -2.33% -29.46% -18.25% -96.43%



志。但胡椒花为穗状花穗，一个花穗中的小花，从第一朵开始开

花至整穗开花结束，约需 12 d～19 d，因而胡椒果实在果穗上的

成熟时间是不一致的。若等每穗果实全部变红后采收，则前期成

熟的果实易脱落，造成胡椒损失；如用未成熟胡椒鲜果加工黑胡

椒或白胡椒，产品得率偏低（不足 23%，成熟胡椒鲜果约为

25 %～30 %）。相关研究资料表明，每穗果实中有 2～4粒果皮

变红时（见图 2），其余果实已接近成熟，因此本标准规定了“一

般情况下，果穗上有 2～4粒果实变红时，宜整穗采摘”。

图 5 宜采摘的胡椒果实

（二）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胡椒是世界应用最广泛的香料，也是我国热区重要经济作

物，更是海南、云南等热区乡村振兴重要产业。近年来，我国农

业围绕高品质农产品生产、高质量产业发展目标，不断调整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发展水平。本标准以胡椒栽培技术为核心，

采用了最新科研成果，对各环节进行规范化，技术更加轻简。标

准发布实施后，将有利于提升胡椒标准化栽培技术水平，打造创

新能力强、产业链条全、绿色底色足、联农带农紧的胡椒产业，



促进我国胡椒产业技术提升和有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供产业支撑。初步估计本标准影响力 5年以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立足于我国胡椒生产实际情况，注重产品质量和安全

性，保证标准技术先进性、经济合理性、切实可行及可操作性，

未引用国际和国外标准。

五、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进行编写，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

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实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等）

标准发布后主要开展标准宣贯和相关技术推广应用，主要方

案如下：

（一）标准宣贯

与主产区地方政府、农场和企业联合，在主要种植区域海南

省海口、文昌、琼海、万宁和屯昌等市县，云南省红河、保山和

德宏等州市开展标准宣贯，通过课件培训、实地讲解等多种方式，



使管理部门、推广单位、企业和农户了解标准技术和效益优势，

推动标准落地实施。

（二）标准技术推广应用

采用培训指导与示范推广相结合方式，以海南海口大坡镇、

国营东昌农场、文昌蓬莱镇、琼海大路镇，云南保山市、红河州

绿春县等为核心，示范推广标准技术，以点带面，促进标准的落

实和应用。

（三）建立技术骨干队伍并做好培训

建立以本标准主编单位为主体的技术服务队伍，及时解决标

准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和困难。

（四）标准实施信息反馈

为了全面掌握标准的执行情况，鼓励使用本标准的单位和个

人将本标准的执行情况以及所发现的问题反馈到主管部门或本

标准的主编单位，以便及时发现标准执行中的问题，不断修改完

善，提升标准水平，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协调性和可操

作性。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是对《胡椒栽培技术规程》（NY/T 969—2013）的修

订，发布后建议替代原标准。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