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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作为茄科植物，根系不发达，既不耐旱也不耐

涝，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一般适宜生长在年平均气温

23℃的地方，且喜欢干爽的天气。因此，辣椒种植要严

格控制种植环境的温度，辣椒种子发芽温度需要控制在

25 ～ 30℃之间，才能保证辣椒种植的成活率。种植期

间，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辣椒的健康生长，尤其在

结果期，如果长时间受到高温影响，土壤温度过高，辣

椒根系会直接诱发毒素病和日灼病，辣椒果实会出现提

前脱落现象，从而影响辣椒种植产量。所以，种植人员

在种植辣椒时，要严格遵循辣椒的生物学特性，选择合

适的种植时间，并采取科学的种植管理技术，为辣椒生

长提供健康、优良的生长环境，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

一、辣椒栽培技术田间管理的作用
辣椒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农作物，长期食用对人

体健康有益。辣椒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很好地预防感

冒以及流感。目前，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辣椒种类，无

论是颜色还是形状上，都有所差异。不同品种的辣椒在

售卖的过程中，消费人群也不同。相关种植人员应满足

人们对辣椒的实际需求，并且进行针对性培育。需要注

意的是，在种植辣椒的过程中，针对不同品种要采用不

同栽培技术，才可以促进辣椒健康生长，提高辣椒的品

质和产量辣椒种植技术的使用，可有效减少种植投入成

本，给农户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现代化农业建设进程

加快，为了种植更高品质的辣椒，要对农业种植的栽培

技术以及管理技术进行深入研究。集中解决不同种植阶

段的种植风险以及难点，例如在种植过程中针对病虫

害、水肥管理等环节，应充分结合不同的种植情况，采

用针对性处理手段，这样才能保障辣椒健康生长，并得

到有效管控。在田间管理过程中，需要采取动态化管理

方式。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田间管理可以充分发挥出

信息技术的优势，在田间使用一些先进机械设备和信息

技术，这样才可以采集到更多辣椒生长信息，并集中管

理和栽培，提升辣椒种植水平。

二、辣椒优质高产栽培技术
（一）种子选择

辣椒的种类较多。在选种前，需全面考虑市场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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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获得市场认可、提高经济收益作为种子选择的主

要条件。同种类的辣椒在品质方面也会存在差异，导致

其产量不同。因此，在选择辣椒种子类型时，需倾向

于选择早熟和具有更高抗病虫害能力的种子类型。该类

型的种子在低温环境下也具有较高的适应性，更容易保

存。此外，在育苗阶段，可倾向于选择在温室环境种

植，以此来保证种子的顺利生长。在栽培期间，也需综

合考虑不同的因素。如光照条件是否充足、种植区域的

完整性、田间管理的科学性、温室是否存在交叉感染的

风险等。保证上述条件达到要求后，便可提高种子的种

植效果。

（二）科学整地

科学的整地技术能够改善种植区域内的土壤结构，

为辣椒健康生长创造优质的土壤条件。整地时，要结合

当地实际气候特点、地理条件以及土质状况选择不同的

整地方法。在开展翻耕工作时，要将种植区域内比较大

块的土壤进行碾碎，并通过平整处理的方法，增强土壤

的疏松程度以及通透性，一般翻耕深度为 25 ～ 30cm左

右，并结合翻耕深度在种植区域内进行土地翻垄。另

外，辣椒种植切忌连作，种植区域内不能与同科作物进

行连作。在整地时要施加适量的基肥，主要以农家有机

肥为主，并与土壤搅拌均匀，以保证种植区域内土壤肥

力充足。

（三）做好催芽育苗工作

选好辣椒品种后，要合理选择催芽方式。首先可将

辣椒种子在阳光下暴晒 2d，杀灭种子表面的细菌。育

苗前可以对其进行消毒处理，用高锰酸钾 1000 倍液进

行浸泡，约半小时后取出，清水冲洗干净，并用温水浸

泡。之后进行壮苗培育工作，可在壮苗培育前，湿透苗

床，同时对苗床进行保湿增温。可在培育土壤中加入

50%疫霜锰锌、30%杀菌剂和 40%多菌灵的混合物，均

匀铺洒到苗床上，将其置于 30℃条件下进行保湿催芽，

一般 5 ～ 7d后长出 0.5cm的芽即可以进行播种。采用日

光温室的方式进行播种，一般可在每年 7月下旬播种。

种植工作完成后，可及时覆盖地膜。待苗木出土率高于

70%时，即可以揭去地膜。出苗后白天棚室温度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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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 28℃，夜晚温度为 15 ～ 17℃。为了避免辣椒

长势过旺，导致辣椒徒长，还应及时采取有效的控旺措

施。辣椒长势过旺一般是由于叶旺根浅、根系难以发达

生长。定植缓苗后进行控水蹲苗，不仅可以促进辣椒壮

根，还可以避免由于水分过多导致幼苗疯长。辣椒生长

前期适当多施氮肥，有助于促进地上茎叶生长，中后期

需控制氮肥施用量，増施磷钾肥，有助于促进辣椒果实

生长发育。

（四）定植技术

当辣椒种子出芽并长出 6片左右真叶时，即可开展

定植工作。定植时当地气温应该要控制在 15℃以上，

温度过低，会导致辣椒幼苗被冻伤或冻死的情况，影响

到辣椒幼苗的存活率。辣椒种植产量与种植密度息息相

关，因此，要选择合理的种植密度，实现辣椒高产。一

般而言，早熟的辣椒品种种植行间距要控制在 50～ 60cm

左右，株间距则控制在 25 ～ 30cm最为适宜，且 1穴 1

株，栽 2500 ～ 3000 株/667m2。而晚熟的辣椒品种行间

距要控制在 65cm左右，株间距控制在 55cm，如果种植

区域内的土壤肥力充足则可以适当的进行密植。

（五）调整植株生长

现阶段，在种植过程中，为了提升辣椒的生长效

果，需要对植株的损耗情况进行针对性调整，以此提升

植株生长效率。例如，需要定期对辣椒植株进行修剪，

利用一些塑料绳对辣椒枝条进行牵引，让辣椒始终保持

在较为合理的形态下生长。结合辣椒的生长状态，调节

塑料绳的长度、高度，及时去除辣椒下部的一些枝叶，

避免过分吸收辣椒养分，影响果实生长。在修剪过程

中，要及时观察辣椒养分以及水分的情况，在修剪后，

让辣椒保持健康的生长状态。

（六）田间管理

具体来说，在这一阶段，辣椒种植者需要进行三次

中耕，第一次应该是在辣椒苗移栽后的初始阶段，此次

中耕的目的是清除土地表面与辣椒争夺营养物质的野

草。第二次中耕应在定植后，封行之前，目的是在消除

野生植物的同时松土，避免土地中形成土块影响辣椒的

营养吸收效率。需要强调的是，种植者必须保证此次翻

耕的深度为地下 5 ～ 6cm。第三次中耕时间应定在封行

前期，在进行这次中耕时，相关种植者应将翻耕深度上

调至 10cm，并且在根部培土，降低辣椒苗被风雨摧毁的

可能性。在盛果期，种植者们需要完成的田间管理措施

主要包括：第一，及时对成熟的辣椒进行采摘，避免其

腐烂在田间地头；第二，追加大量的水及肥料，避免辣

椒果实在成熟的关键时期因缺乏足够的水分及营养物质

而失去实用价值。需要强调的是，种植辣椒要想满足果

实对营养物质及水分的需求就需做到在采摘果实前的 2h

内向田地中添加足量的磷钾肥且每隔 7～ 10 天向田地间

添加浓度为 0.5%的磷酸二氢钾液，而后根据实际情况增

加水分。

三、辣椒田间管理措施
（一）重视辣椒栽培种植土壤

种植辣椒需要较为理想的土壤条件。种植者需倾向

于选择营养丰富的土壤，前一茬未种植过辣椒的土壤更

为适宜。辣椒的根系不够发达，对土壤和水源的要求也

较高，通常可选择具有良好排水条件的区域进行种植。

且在种植前，需对土壤的酸碱度进行测量，尽量选择微

酸性的土壤，而不能使用碱性土壤。由于碱性土壤中产

生虫卵的概率较高，因此会提高病害发生的可能性，为

后续辣椒的生长埋下隐患。

（二）科学追肥

定植完成后还应及时检查幼苗的成活率，并适时

补栽。当移栽 10 ～ 15d后，辣椒进入开花坐果期，此

时应及时科学追肥，为幼苗提供充足肥料。当单株坐

果 5 ～ 6个小时，兑水 1000kg，浇施 45%硫酸钾复合

肥 10kg/667m2。移栽一个月后，辣椒大量分枝，开花

挂果，隔 10d，兑水 2000kg，浇施 45%硫酸钾复合肥

20kg/667m2，一般应施加 4 ～ 5次。7月上旬至 8月上

旬时，辣椒开始采果，营养消耗较大，为了延长结果

期，增加结果量，还应施加采果肥，间隔 15d，兑水

2000kg，施加 51%硫酸钾复合肥 10kg/667m2。

（三）合理控制温度

辣椒在种植期间可选择露天环境，也可在大棚种

植。农民的经验更倾向于选择大棚环境种植辣椒。由于

大棚环境的温度相对稳定，在辣椒生长初期，种子发芽

所需的环境温度在 23 ～ 30℃范围。如果辣椒在发芽期

间，周围的环境温度低于 15℃，则辣椒无法正常发芽。

辣椒苗在开花和结果时，所需的周围温度在 20 ～ 25℃

范围。如果温度超过上述范围，便会同步提高土壤的温

度，尤其在强光环境下，辣椒苗便无法健康生长，容易

产生日灼病。相反，温度过低也会损坏辣椒苗。

（四）提升种植人员的技术水平

在实际辣椒栽培过程中，种植人员的技术水平对种

植效果有密切的影响，种植人员的技术能力影响着辣椒

的产量。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当地缺少专业的种植技术

人员，对农民的种植指导工作十分缺乏，使农民不了解

科学的种植技巧，在品种选择、育苗以及田园管理和病

虫害的治理工作中不明确重点技术及相关注意事项，使

其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多种方法上、时间上、量化

上的错误，影响种植质量及效果，图 1辣椒优质高产栽

培技术。因此，应当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提升其科学

种植意识，转变以往的种植理念，在新时期的种植工作

中运用先进的、科学的农业技术和设备，完成辣椒种植

工作，并引进专业的种植技术人才，对当地的种植工作

进行细致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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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辣椒优质高产栽培技术

（五）合理的摘心、整枝、打杈

打杈最选择晴天进行，这样能促进蔬菜伤口快速愈

合，减少茎秆腐烂现象的发生。尽量在浇完水后的 3～ 4

天后打杈，避免伤口流水量加大，影响愈合速度。西葫

芦、番茄、黄瓜等蔬菜，茎蔓含水量较高，打杈时，不

宜从叶柄或瓜须处打杈，应留 3cm左右残茬。整枝打杈

后，及时的用甲托 300 倍、松脂酸铜 300 倍和乙烯 1000

倍涂抹伤口，辣椒、茄子等叶片较多、打杈摘心多的蔬

菜可用嘧菌酯、百菌清或DT等喷雾预防病虫害，防止伤

口感染。

（六）建立完善的种植管理制度

当地政府部门及农业生产部门应当建立完善的管理

制度，保证农民在种植过程中按照合理的时间点种植，

并完成各阶段的种植工作。相关部门应当加强专业种植

的宣传力度及监管力度，对农民的工作效果进行监督，

及时发现农民种植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相应帮助，针

对种植人员的实际种植问题，给予合理的指导，保证每

户种植工作的效果良好，并对人们的问题进行详细耐心

解答。按时举办相应技术培训活动，促进种植人员参

与，建立完善的网络系统，将相关农产品信息、种植技

术与市场环境等情况良好体现。

（七）中耕除草

人工中耕除草针对性较强，可通过轮作、种绿肥、

休耕等措施，清除株间残枝病叶。通过前茬作物甘蓝、

马铃薯、芜菁等对杂草的抑制作用，防治杂草。或可喷

施酸度为 4% ～ 10%的食用酿造醋，抑制幼小杂草。

也可在播种前用浅松机进行机械浅松除草，松土深度

5 ～ 6cm。通过浅松，一年生的杂草 70%左右被除死，

剩下一些难除的杂草，苗期人工除草即可。

（八）综合应用防治措施

在以往农业种植中，主要通过喷洒化学农药的方式

来防治病虫害，但是若长时间使用化学农药，就会出现

生态失衡的问题，还会加剧病虫害的发生，带来更严重

的后果。喷洒农药虽然见效较快，但是会有较多的农药

残留在农作物上，不利于农作物质量安全，同时会影响

人类健康。此外，长时间使用化学农药会污染土壤及水

源，不利于农业生态平衡。要想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就要进行用药技术指导，推动农药减量行动。山东菏泽

加大农药安全作用技术的宣传和培训力度，采用多种形

式，普及科学用药和施药机械使用知识，提升农民的安

全用药意识，提高全市安全用药水平，控制作物药害和

农药残留，确保农业生产安全。例如牡丹区皇镇街道办

开展科学使用农药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

资料、张贴农药使用宣传画报、口头解答群众问题等方

式，切实提高了经销商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提高了群

众农药应用风险防范意识。在防治工作中应尽可能避免

运用化学农药，侧重于运用物理防治方式，例如在种植

园中饲养食用害虫的家禽，也可以在园内布置诱虫灯，

在其周边设置纱网捕杀害虫，提升防治工作效果。此

外，运用性诱剂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其技术原理就是

人工仿生假的雌性害虫，释放性信息素，进而引诱及捕

获雄性害虫成虫，减少田间害虫数量，降低成虫交配

率，进一步控制害虫基数。最后，可以用生态工程技

术，利用害虫天敌实施防治，不仅能够提高农作物产

量，还能促进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辣椒作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尤其

是对于辛辣味爱好者，更是必不可少的一类调味品。然

而，辣椒种植中往往会受到气候环境、病虫害的影响，

导致整体质量和产量较低，影响种植户的经济收入水

平。因此，为解决这一问题，种植户在进行辣椒种植

时，要选用科学合理的种植技术，做好田间管理，为辣

椒生长提供健康、舒适的生长环境。同时采用现代化技

术对病虫害进行防治与管理，针对病虫害的生活习性，

选择对应的化学药剂，以增强治疗效果，提高辣椒种植

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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