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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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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NY/T 969—2013《胡椒栽培技术规程》，与NY/T 969—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逻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调整了文件适用范围（见第 1章，2013版的第 1章）；

——更新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章，2013版的第 2章）；

——删除了术语与定义（见第 3章，2013版的第 3章）；

——增加了种苗繁育和种苗标准（见第 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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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了种植规格（见 6.4，2013版的 6.3）；

——修改了幼龄胡椒水肥施用方法和深翻扩沟（见 7.2.3，2013版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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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病虫害种类及其防治方法（见第 10章，2013版的第 10章）；

——增加了采收方法（见 10.3）；

——增加了附录 A（见附录 A）；

——增加了附录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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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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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维全、邬华松、高圣风、苟亚峰、刘世超、

郝朝运、范睿、胡丽松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NY/T 969—2006，2006年为首次发布；

——NY/T 969—2013，2015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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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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防控和采收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热引1号胡椒（Piper nigrum L. cv. Reyin No.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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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2816 热带作物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规程 胡椒

NY/T 5010 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产地环境条件

DB 46/T 26 胡椒优良种苗培育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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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气温

以年均温≥21 ℃、日最低温＞3 ℃且基本无霜为宜。

4.2 水源

靠近水源方便灌溉，不宜选用低洼地，最高水位距地表1 m以上。水质应符合NY/T 5010的规定。

4.3 地形

一般选择坡度10°以下缓坡地，以3°～5°为宜。

4.4 土壤

应选择土层深厚、土质肥沃、结构良好、易于排水、pH 5.0～7.0的砂壤土至中壤土。土壤环境质量

应符合NY/T 5010的规定。

5 种苗繁育

5.1 种苗繁育

5.1.1 苗圃建立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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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力中等以上砂质土壤。

5.1.1.2 苗床平整起畦，宽约 120 cm，高约 30 cm，畦间距 40 cm；苗床及周边应全面消毒。

5.1.1.3 苗圃上方搭建遮阳网，遮光度约 90%，遮阳网距地面 2.0 m～2.5 m。

5.1.2 母树选择

选取种植后1～3年、主蔓生长健壮、气根发达、无病虫害的“热引1号”胡椒植株作为母树。

5.1.3 插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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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两季晴天或阴天下午割蔓，割蔓前7 d～10 d，按封顶后6～8条主蔓留分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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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波尔多液等消毒，按照DB 46/T 26的规定执行。

5.1.4 扦插方法

按行距约20 cm将苗床开成45°斜面，按株距约10 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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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扦插管理

淋水保湿；扦插前期遮光度90%左右，15 d后遮光度逐渐调到70％左右，出圃前7 d遮光度调到50％
左右，防阳光直晒；一个月左右便可出圃。

5.2 种苗质量

5.2.1 基本要求

胡椒种苗应符合以下要求：

——叶片数不少于 10片；

——主蔓生根节数不少于 2节；

——主蔓粗壮且无机械损伤，枝叶富有光泽；

——无检疫性病虫害；

——枝条、叶片无病斑，受损叶片数量不超过 10%；

——顶端枝条不少于 2个，枝条饱满腋芽不少于 2个。

5.2.2 分级标准

在符合基本要求前提下，种苗分级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胡椒种苗分级标准

项目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种苗长度/cm ≥35～40 ≥30～35 ＜30
种苗直径/cm ≥0.7 ≥0.5～0.7 ＜0.5

种苗节数/个 ≥5～7 4 ＜4

生根节数/节 ≥4 3 ≤2

根平均长度/cm ≥5.0 ≥3.0～5.0 ＜3.0

6 园地建立

6.1 园地规划

6.1.1 小区面积

不宜集中连片种植胡椒，每个小区面积以3～5亩为宜。

6.1.2 防护林

小区四周宜设置防护林，林带距胡椒边行植株4.5 m以上。主林带位于高处与主风向垂直，植树5～
7行；副林带与主林带垂直，植树3～5行。距胡椒园从近到远进行矮、中、高混种。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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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4 m，外与公路相通，

内与小道相通；小道设在小区四周、防护林带内侧，宽1 m～1.5 m。

6.1.4 排水系统



NY/T 969—20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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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

距边行胡椒约1.7 m，沟宽60 cm～80 cm，深80 cm～100 cm；园内每隔12～15株胡椒开1条纵沟，沟宽

约50 cm、深约60 cm。

6.1.5 灌溉系统

一般每3～5亩小区应修建1个直径3 m、深1.2 m的圆形水肥池，中间隔开成2个池，分别用于蓄水和

沤肥；铺设水肥一体化管道系统，采用滴灌或微喷进行灌溉。

6.2 种植规格

采用宽窄行+宽窄株种植，即：以行株距2.2 m×1.9 m为基准，宽行距离扩大为2.8 m、窄行距离缩小

到1.6 m，宽株距离扩大为2.2 m、窄株距离缩小为1.6 m，宽、窄交替。

6.3 园地准备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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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个月深耕全垦，深度70 cm左右，清除树根、

杂草、石头等杂物。

6.3.2 修建梯田

10°以下坡地宜修建大梯田，面宽约4.4 m，向内稍倾斜，在内侧开排水沟，深15 cm、宽20 cm，双

行起垄种植，垄高20 cm～30 cm；10°以上坡地宜修建环山行，面宽约2.2 m，向内稍倾斜，在内侧开排

水沟，深约15 cm、宽约20 cm，单行种植。

6.3.3 开种植沟

种植前2个月用挖种植沟，宽80 cm、深80 cm，挖沟时应将表土、底土分开放置。

6.3.4 竖立支柱

6.3.4.1 支柱规格

一般采用水泥支柱，圆形，长度约3.5 m，头径≥12 cm、尾径≥10 cm。

6.3.4.2 竖立支柱

定植前1个月内，按种植规格先竖立支柱，支柱种深0.8 m、地面柱高2.7 m，回土。

6.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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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kg～25 kg（过磷酸

钙0.25 kg～0.5 kg一起堆沤）与土充分混匀回沟，扶正支柱继续填土，做成比地面高20 cm的土堆。

6.3.5 平地起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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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定植

6.4.1 定植时期

每年春季（3月至4月）或秋季（9月至10月）定植。春季干旱缺水地区在秋季定植为宜，春季温度

较低地区在初夏定植较好。

6.4.2 定植方法

胡椒头朝向宽行一侧；在距支柱约20 cm处挖一“V”形小穴，宽30 cm，深40 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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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g，回土，淋足定根水，在植株周围插上荫蔽物，

遮光度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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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幼龄植株管理

7.1 水分管理

7.1.1 淋水保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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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查苗补苗

定植后20 d检查种苗成活情况，发现死株应及时补种。

7.2 施肥管理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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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遮盖，具体方法见表2。

表 2 幼龄胡椒水肥沤制方法

胡椒植龄 用水量 肥料用量

1龄
1000 kg

牛粪150 kg、饼肥5 kg、过磷酸钙10 kg、绿肥150 kg
2龄 牛粪200 kg、饼肥10 kg、过磷酸钙15 kg、绿肥150 kg
3龄 牛粪250 kg、饼肥15 kg、过磷酸钙20 kg、绿肥150 kg

7.2.2 施用方法

勤施、薄施、干旱和生长旺季多施水肥，应符合以下要求：

——施用量：10 d～15 d施水肥 1次，1龄、2龄和 3龄胡椒每次每株施用量分别为 2 kg～3 kg、4
kg～5 kg 和 6 kg～8 kg；

——施用方法：在冠幅外 20 处施肥；宜采用水肥一体施用技术，在窄行中间安装水肥管道，在宽

株中间安装滴头或喷头。

7.2.3 深翻扩沟

种植 1 年后至植株封顶前，每年春季或秋季结合施有机肥深翻扩沟 1 次，见图 1 和表 3。

图 1 胡椒深翻扩沟施肥位置年际示意图

表 3 胡椒深翻扩沟施肥方法

位置 规格 每株施肥量 施肥方法

宽行中距植株冠幅外20 cm挖沟；种植后前

两年每次挖两条沟，第三年挖一条沟。

沟宽40 cm～50 cm、

深70 cm～80 cm。

牛/羊粪堆肥20 kg～30 kg、堆

沤的过磷酸钙0.3 kg。
回土至沟的1/3，施入肥料

充分混合，回填余土。

7.3 土壤管理

7.3.1 除草

1～2个月用割草机对园内高出地面10 cm以上杂草割除1次，保持园内杂草处于低矮状态。

7.3.2 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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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深松土和浅松土。浅松土在雨后结合施肥进行，深度约10 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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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m。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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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胡椒瘟病发生时不

宜覆盖。

7.4 修剪整形

7.4.1 绑蔓

新蔓抽出3～4个节时开始绑蔓，以后每隔10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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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2个节绑1道，做种苗的主蔓应每节都绑。

7.4.2 摘花

应及时摘除抽生的花穗。

7.4.3 剪蔓

7.4.3.1 时期

宜在3～4月和9～10月的晴天或阴天下午进行。

7.4.3.2 方法

以培养圆柱形高产树形为目标，多蔓多剪，应按以下要求操作：

——第 1次剪蔓：定植后 6～8个月、植株高度约 1.2 m时进行。在距地面约 20 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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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条健壮新蔓；

——第 2、3、4、5、6次剪蔓：在选留新蔓长高 1 m以上时进行。在新主蔓上分生的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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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条；

——封顶剪蔓：最后 1次剪蔓后，新蔓生长超过支柱 30 cm时在空节处剪蔓，在支柱顶端绑好。

7.4.4 修芽

应按留强去弱的原则对剪蔓后长出的萌芽进行切除，留6～8条粗壮、高度基本一致的主蔓，及时切

除多余芽和蔓。

7.4.5 剪送嫁枝

降雨量较大地区，可在第2次剪蔓后，新长出的枝叶能荫蔽胡椒头时剪除送嫁枝；干旱地区或保肥

保水能力差的土壤种植胡椒，可保留送嫁枝。

8 结果植株管理

8.1 土壤管理

8.1.1 松土

每年立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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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m～20 cm。松土时要将土块打碎，并维修梯田和垄。

8.1.2 覆盖

同7.3.3。

8.1.3 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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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土50 kg，使其呈馒头型，高出畦面约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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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水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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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园中积水。

8.3 施肥管理

8.3.1 施肥用量

一个周期施肥4次，施肥时期和施肥量见表4。

表 4 胡椒推荐施肥时期和施肥量

施肥时期 每株胡椒施肥量

攻花肥
主花期前3个月的下旬 干肥15 kg
主花期前1个月的下旬 水肥10 kg、高氮型复合肥0.4 kg～0.5 kg

辅助攻花肥 第1次施肥后1个月 水肥10 kg、高钾型复合肥0.3 kg～0.4 kg
养果保果肥 第2次施肥后1个半月 水肥10 kg、高钾型复合肥0.3 kg～0.4 kg
养果养树肥 第3次施肥后3-4个月 水肥10 kg、高氮型复合肥0.2 kg～0.3 kg

8.3.2 施肥方法

应符合以下要求：

——干肥：用机械在宽行中间挖宽 60 cm、深 60 cm的施肥沟，将沤制好的有机肥施入、回土；

——化肥及水肥：采用水肥一体方法施入。

8.4 树体管理

8.4.1 摘花

除主花期外其余季节抽生的花穗都应及时摘除。

8.4.2 修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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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 换绑加固

每年台风来临前1个月，将主蔓绑绳位置向上或向下移动10 cm～15 cm，及时更换损坏的绑绳。

9 灾害处理

9.1 肥害

9.1.1 水肥、化肥引起的肥害

先挖开肥沟，用水冲洗，肥沟干后回新土压实。

1.1.1 干肥引起的肥害

按以下方法处理：

——清除肥料：挖开肥穴，清除肥料，用水冲洗肥穴；

——切除烂根：切除受害根系，用 1︰2︰100的波尔多液喷洒切口；

——填新土：待肥穴干后，填进新土，并培高胡椒头的土，多埋进 2～3 节主蔓；

——加强管理：根据地下部腐烂情况，适当采摘叶片、花穗和果穗。

9.2 水害

9.2.1 加深排水沟

加深园区大小排水沟，降低地下水位。

9.2.2 剪除烂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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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天土壤温度适宜时，将受害严重植株距胡椒头50 cm处的土壤挖开，仔细检查地下蔓和下层根系，

切除腐烂的蔓、根。切口用波尔多液涂封，干后填进新的表土并踏紧，并培高胡椒头的土，多埋进2～3
节主蔓。

9.2.3 适当修剪

根据地下部分的切除程度，适当修枝，摘除部分叶、花、果，并进行荫蔽，加强管理。

9.3 寒害

9.3.1 清除园区枯枝落叶

受寒后，应在晴天土壤干燥后，及时清理枯枝落叶。

9.3.2 修剪受害枝蔓

天气回暖后，应及时剪除受害枝蔓。

9.3.3 施肥

结果植株应在天气回暖后及时施保果壮果肥，每株可施氯化钾0.15 kg，复合肥0.15 kg～0.2 kg；幼

龄植株应在天气回暖后及时施水肥和复合肥（每株0.05 kg～0.1 kg）。

9.3.4 挖除死株并及时补种

寒害致死的植株，应在土壤干燥后及时挖除，并彻底清除根、枝、蔓和叶等杂物，土壤曝晒3个月

后再补种。

9.4 风害

9.4.1 支柱被风吹斜的胡椒：及时扶正支柱，将土填实，淋 25%的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 5 kg。

9.4.2 封顶处脱离支柱或主蔓脱离支柱的胡椒：剪除受损主蔓或枝条，用尼龙绳重新绑好。

9.4.3 支柱断倒的胡椒

按以下方法处理：

——支柱接近地面断倒：支柱接近地面断倒后，若大部分主蔓完好，先解开绑绳（顶端的绑绳保

留），将主蔓剥离断柱，挖出断柱，换上新柱，再用支架将主蔓扶起，移动靠近新支柱，用

尼龙绳将主蔓绑到新支柱上，淋 25%的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 5 kg；若大部分主蔓受损，

抢救不成可放弃，并清除，准备补种；

——支柱中间断倒：部分主蔓受损，可在受损位置（以主蔓受损最低的位置为标准）将主蔓剪掉，

挖出断柱，换上新柱，将保留的下段主蔓绑到新柱上，淋 25%甲霜灵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 5 kg。

10 病虫害防控

10.1 防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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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绿刺蛾等主要害虫。

10.2 防治原则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坚持“农业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治理原则。

10.3 农业防治

做好小区排水和防护林建设；培育和选用无病壮苗；加强抚育管理，按照NY/T 2816的规定执行。

10.4 药物防治

优先选用生物源农药和矿物源农药。主要病虫害症状参见附录A，化学防治方法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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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采收

11.1 采收时期

主花期为春季的采收期为当年12月至次年1月；主花期为夏季的采收期为次年3月至4月；主花期为

秋季的采收期为次年5月至7月。整个采收期采果5～6次，每隔7 d～10 d采收1次，主花期前1个半月应将

所有果实采摘完毕。

11.2 采收标准

采收前期，每穗果实中有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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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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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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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胡椒主要病虫害症状

表A.1为胡椒主要病虫害症状。

表 A.1 胡椒主要病虫害症状

防治对象 危害特征图 为害症状

胡椒瘟病
主要为害叶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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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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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为害根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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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为害叶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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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为害枝蔓和根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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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蚧
主要为害根部。幼虫及雌成虫寄生于根部，轻则长势衰退，重则烂根至

整株枯死。

丽绿刺蛾 主要为害叶片。幼虫、成虫啃食叶肉，仅剩叶柄和叶脉，造成长势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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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胡椒主要病虫害药剂防治方法

表B.1为胡椒主要病虫害药剂防治方法。

表 B.1 胡椒主要病虫害药剂防治方法

防治对象 推荐药剂及其规格
是否

登记
稀释倍数 防治方法

安全间隔期

（d）
最多使用

次数

胡椒瘟病

68%精甲霜·锰锌可湿性粉剂

25%甲霜·霜霉威可湿性粉剂

50%烯酰吗啉可湿性粉剂

否

否

否

1 000～1 500
1 000～1 500
1 500～2 000

地上部，整株喷药，以有药液

刚滴下为宜；地下部，每株每

次淋施5 kg～7.5 kg。每7 d～
10 d施用1次，连续2～3次。

10 3

细菌性叶斑病
2%春雷霉素水剂

77%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

否

否
1 000～1 500 整株喷药，每7 d～10 d喷1次，

连续3～5次；
20 3

根结线虫病 10%噻唑膦颗粒剂 否
20 kg/hm2～30

kg/hm2

沿病株冠幅挖环形施药沟，沟

宽15 cm～20 cm、深约15 cm，

每60 d施药1次，连施2～3次。

30 3

花叶病 30%唑·铜·吗啉胍可湿性粉剂 否 500～700 摘除病叶，整株喷药，每7 d～
10 d喷1次，连续2～3次。

10 3

枯萎病

45%噁霉灵·溴菌腈可湿性粉剂

45%噁霉灵可湿性粉剂+多菌灵

可湿性粉剂（1:1）

否

否

1 000～1 500
800～1000

沿病株冠幅淋药，每株每次淋

药3 kg～5 kg，每7 d～10 d淋
药1次，连续2～3次。

20 3

粉蚧 5%高效氯氟氰菊酯水乳剂 否 500～800
沿主根淋药，每株2 kg～3 kg，
每10 d～15 d灌1次，连续用药

2～3次。

15 3

丽绿刺蛾
20%除虫脲悬浮剂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否

否

1 000～1 500
1 500～2 000

每5 d～7 d喷1次，连续喷药

2～3次。
20 3a

注：因登记药剂缺乏，补充一些未登记、田间使用效果较好且经植保部门推荐的药剂供参考，并根据琼农便函〔2023〕
224号文件对药剂登记情况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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