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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朝天椒化肥减施增效栽培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朝天椒化肥减施增效栽

培方法，包含以下操作步骤：(1)种植朝天椒前轮

作一茬玉米，玉米成株后整株打碎还田；(2)翻耕

土壤前撒施生石灰，然后深翻土壤并将土壤打碎

整平；(3)起畦；(4)以下肥料按顺序全部施入条

形沟做基肥，有机肥，生物菌肥，高氮控释肥、高

钾控释肥；(5)始花、盛花及盛果期，喷施叶面肥，

盛果期用水肥一体化追施3～4次水溶肥，其他按

照常规管理。本发明应用水肥一体化进行施肥，

几乎不用人工，大大节约了劳动力成本，“有机肥

+生物菌肥+控释肥+叶面肥+水溶肥”配合使用，

可减少化学肥料的用量10﹪～20﹪，产量增加

3﹪～5﹪，提高经济效益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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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朝天椒化肥减施增效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操作步骤：

（1）种植朝天椒前轮作一茬玉米，玉米成株后整株打碎还田；

（2）翻耕土壤前撒施生石灰，然后深翻土壤并将土壤打碎整平；

（3）起畦；

（4）以下肥料按顺序全部施入条形沟做基肥，有机肥1.00~1 .20  t  /667  m2，生物菌肥

15.00~20.00  kg/667  m2，高氮控释肥30.00~40.00  kg/667  m2、高钾控释肥30.00~40.00 

kg/667  m2；所述的高氮控释肥为N:P:K=22:7:11的控释肥，所述的高钾控释肥为N:P:K=12:

11:18的控释肥；

（5）始花、盛花及盛果期，喷施叶面肥，盛果期用水肥一体化追施3~4次水溶肥，每次

3.00~5.00  kg/667  m2，间隔7~10  d，其他按照常规管理，所述的水溶肥为N:P:K=19:19:19

的水溶肥，所述的叶面肥为0.2%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其中，始花、盛花及盛果期，叶面喷施叶

面肥各1次，每次用量90  g/667  m2。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朝天椒化肥减施增效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翻耕

土壤前撒施生石灰50~70  kg/667  m
2。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朝天椒化肥减施增效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按照

包沟1.5  m起畦，畦高30~40  cm，畦中间开20~30  cm深的条形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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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朝天椒化肥减施增效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作物种植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朝天椒化肥减施增效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朝天椒(Capsicum  annuum  L.var.conoides)是辣椒的一个变种，富含辣椒素、维

生素C、辣椒红素等，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工业价值。朝天椒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干椒

品种，栽培面积约25万hm2，占全国辣椒种植总面积的25﹪左右，与线椒、羊角椒并成我国三

大干椒品种。朝天椒的经济效益高，每667m2产干椒300～350kg、鲜椒产量1500～2500kg，产

值4500元左右，种植朝天椒已成为农户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但近年来，朝天椒在种植

的过程中存在化肥过量施用、施肥结构不平衡等突出问题，导致土壤板结、盐渍化、酸化等，

不仅经济效益难以提高，还污染环境，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制约了土壤和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

[0003] 为了实现蔬菜化肥减施增效，前人开展了平衡施肥、有机肥替代、秸秆还田、新型

肥料、肥料机械深施和水肥一体化等减肥技术的研究，虽然对蔬菜化肥减施增效有一定促

进作用，但由于各地土壤基础肥力、生产条件不同，不同蔬菜作物需肥量和需肥规律不同，

通过上述技术研究取得的数据不能广泛指导全国各地蔬菜生产，因此需要针对朝天椒开展

化肥减施增效技术研究。朝天椒是连续采收的蔬菜作物，需肥量大，农户为了获得高产长期

大量施肥，随着劳动力和农资成本的不断增加，朝天椒的经济效益日益下滑，生态环境急剧

恶化。如何提高朝天椒的经济效益并改善生态环境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难题。化学肥料减施

是解决该问题的根本措施，同时化肥减施也是产业需求和农业部2020年行动方案要求。因

此操作简单，化肥减施增效的朝天椒栽培方法将具有巨大的市场和农业生产应用前景。

[0004] 公开于该背景技术部分的信息仅仅旨在增加对本发明的总体背景的理解，而不应

当被视为承认或以任何形式暗示该信息构成已为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所公知的现有技术。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上述技术问题，发明一种朝天椒化肥减施增效栽培方法，旨在得到一

种提高土壤孔隙度和肥料利用率，减少化学肥料用量的朝天椒栽培方法。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朝天椒化肥减施增效栽培方法，包含以下操作步骤：

[0008] (1)种植朝天椒前轮作一茬玉米，玉米成株后整株打碎还田；

[0009] (2)翻耕土壤前撒施生石灰，然后深翻土壤并将土壤打碎整平；

[0010] (3)起畦；

[0011] (4)以下肥料按顺序全部施入条形沟做基肥，有机肥1.00～1.20t/667m2，生物菌

肥15 .00～20 .00kg/667m2，高氮控释肥30 .00～40 .00kg/667m2、高钾控释肥30 .00～

40.00kg/667m2，施完基肥后再栽种朝天椒；

[0012] (5)始花、盛花及盛果期，喷施叶面肥，盛果期用水肥一体化追施3～4次水溶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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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3.00～5.00kg/667m2，间隔7～10d，其他按照常规管理。

[0013] 作为优选，步骤(2)中翻耕土壤前撒施生石灰50～70kg/667m2。

[0014] 作为优选，步骤(3)中按照包沟1.5m起畦，畦高30～40cm，畦中间开20～30cm深的

条形沟。

[0015] 作为优选，步骤(5)中始花、盛花及盛果期，叶面喷施叶面肥各1次，每次用量90g/

667m2。

[0016] 作为优选，所述的叶面肥为磷酸二氢钾叶面肥。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8] 本发明应用水肥一体化进行施肥，几乎不用人工，大大节约了劳动力成本，“有机

肥+生物菌肥+控释肥+叶面肥+水溶肥”配合使用，可减少化学肥料的用量10﹪～20﹪，产量

增加3﹪～5﹪，提高经济效益10﹪以上。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应当理解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受具体

实施方式的限制。实施例中选用的玉米种子为市售，单价20元/200g，朝天椒品种是艳美；有

机肥为市售，单价1.20元/kg；高氮控释肥(恩泰克高氮控释肥(N:P:K＝22:7:11))和高钾控

释肥(恩泰克高钾控释肥(N:P:K＝12:11:18))是德国巴斯夫股份公司生产，单价分别是5.5

元/kg和6.00元/kg；生物菌肥、大量元素水溶肥(N:P:K＝19:19:19)，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均

是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单价分别为3.00元/kg、10.00元/kg和30.00元/

kg；普通复合肥(N:P:K＝15:15:15)为市售，单价3.40元/kg；磷酸二氢钾叶面肥也是市售所

得。

[0020] 实施例1

[0021] 一种朝天椒化肥减施增效栽培方法，操作步骤如下：

[0022] (1)随机选择面积为40m2的田块，种植朝天椒前轮作一茬玉米，用种量1500g/

667m2，玉米成株后整株打碎还田；

[0023] (2)翻耕土壤前撒施生石灰70kg/667m2，然后深翻土壤并将土壤打碎整平；

[0024] (3)按照包沟1.5m起畦，畦高40cm，畦中间开30cm深的条形沟；

[0025] (4)以下肥料按顺序全部施入条形沟做基肥，有机肥1 .20t/667m2，生物菌肥

20.00kg/667m2，高氮控释肥30.00kg/667m2、高钾控释肥30.00kg/667m2；

[0026] (5)始花、盛花及盛果期，叶面喷施0.2％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各1次，每次用量90g/

667m2，盛果期用水肥一体化追施4次水溶肥，每次5.00kg/667m2，间隔7～10d，其他按照常规

管理。

[0027] 对比实施例1

[0028] 一种朝天椒栽培方法，操作步骤如下：

[0029] (a)随机选择面积为40m2的田块，翻耕土壤并撒播玉米，用种量1500g/667m2，玉米

成株后打碎还田。玉米从播种至还田只需浇水即可；

[0030] (b)撒施生石灰70kg/667m2，有机肥1200kg/667m2，普通复合肥50kg/667m2，然后翻

耕土壤并将土壤打碎整平；

[0031] (c)按照包沟1.5m起畦，畦高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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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d)盛花期追肥1次，普通复合肥10kg/667m2，盛果期追肥4次，普通复合肥10kg/

667m2，每次间隔10～15天，其他按照常规管理。

[0033] 上述实施例1和对比实施例1中玉米是2015年10月18日播种，2016年11月28日打碎

还田，朝天椒是2015年11月3日播种，2015年12月12日定植，水溶肥可用水肥一体化追肥，普

通复合肥水溶性差，有渣易堵塞滴袋，只能人工追肥。

[0034] 产量、商品果率测定

[0035] 在果实成熟时，采集实施例1和对比实施例1的朝天椒，记录果实产量。朝天椒按果

型顺直、长度≥5.5cm，重量＞3.0g的作为商品果，不符合此条件的作为次品果。

[0036] 试验结果如下：实施例1田块产量64 .76kg，平均单果重3 .21g，商品果产量

47.05kg，商品果率72.65﹪；对比实施例1田块产量61.38kg，平均单果重3.11g，商品果产量

40.19kg，商品果率65.48﹪。实施例1比对比实施例1田块产量提高5.51﹪，商品果产量提高

17.07﹪，商品果率提高7.18﹪，结果表明：在减少化肥用量20﹪的情况下，朝天椒的总产

量、商品果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表明化肥减施增产效果好。

[0037] 投入产出分析：

[0038] 1 .投入成本，除去相同成本部分，实施例1与对比实施例1最主要的成本差异在肥

料和人工，以每667m2为单位对比成本。

[0039] (1)肥料成本，实施例1:有机肥1200kg*1.2元/kg＝1440元，生物菌肥20kg*3元/kg

＝60元，高氮控释肥30kg*5 .5元/kg＝165元，高钾控释肥30kg*6元/kg＝180元，叶面肥

0.09kg*30元/kg*3＝8.1元，水溶肥20kg*10元/kg＝200元，共2053.1元；对比实施例1:有机

肥1200kg*1.2元/kg＝1440元，普通复合肥100kg*3.4元/kg＝340元，共1780元；

[0040] (2)人工成本：实施例1:喷施叶面肥0.5工/次*3次*80元/工＝120元，水肥一体化

追施水溶肥0.25工/次*4次*80元/工＝80元，共200元；对比实施例1:人工追施普通复合肥

1.5工/次*5次*80元/工＝600元。实施例1肥料和人工成本为2253.1元/667m2，对比实施例1

肥料和人工成本为2380元。

[0041] 2.产出情况：以每667m2为单位对比产值，实施例1:产值784.56kg/667m2*6.0元/kg

＝4707.36元；对比实施例1产值670.17kg/667m2*6.0元/kg＝4021.02元，实施例1比对比实

施例1增收686.34元。

[0042] 综上实施例1比对比实施例1增收(4707.36‑2253.1)‑(4021.02‑2380)＝813.24，

增效20.22﹪。

[0043] 结果表明，应用本技术栽培朝天椒既可减少20﹪的化肥用量，又有较好的增产增

效效果。

[0044] 实施例2

[0045] 一种朝天椒化肥减施增效栽培方法，操作步骤如下：

[0046] (1)随机选择面积为40m2的田块，种植朝天椒前轮作一茬玉米，用种量1500g/

667m2，玉米成株后整株打碎还田；

[0047] (2)翻耕土壤前撒施生石灰50kg/667m2，然后深翻土壤并将土壤打碎整平；

[0048] (3)按照包沟1.5m起畦，畦高30cm，畦中间开20cm深的条形沟；

[0049] (4)以下肥料按顺序全部施入条形沟做基肥，有机肥1 .00t/667m2，生物菌肥

15.00kg/667m2，高氮控释肥40.00kg/667m2、高钾控释肥40.00kg/66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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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5)始花、盛花及盛果期，叶面喷施0.2％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各1次，每次用量90g/

667m2，盛果期用水肥一体化追施3次水溶肥，每次3.00kg/667m2，间隔7～10d，其他按照常规

管理。

[0051] 对比实施例2

[0052] 一种朝天椒栽培方法，操作步骤如下：

[0053] (a)随机选择面积为40m2的田块，翻耕土壤并撒播玉米，用种量1500g/667m2，玉米

成株后打碎还田。玉米从播种至还田只需浇水即可；

[0054] (b)撒施生石灰50kg/667m2，有机肥1000kg/667m2，普通复合肥50kg/667m2，然后翻

耕土壤并将土壤打碎整平；

[0055] (c)按照包沟1.5m起畦，畦高25cm；

[0056] (d)盛花期追肥1次，普通复合肥10kg/667m2，盛果期追肥4次，普通复合肥10kg/

667m2，每次间隔10～15天，其他按照常规管理。

[0057] 上述实施例2和对比实施例2中玉米是2016年10月21日播种，2016年11月30日打碎

还田，朝天椒是2016年11月7日播种，2016年12月15日定植，水溶肥可用水肥一体化追肥，普

通复合肥水溶性差，有渣易堵塞滴袋，只能人工追肥。

[0058] 产量、商品果率测定

[0059] 在果实成熟时，采集实施例2和对比实施例2的朝天椒，记录果实产量。朝天椒按果

型顺直、长度≥5.5cm，重量＞3.0g的作为商品果，不符合此条件的作为次品果。

[0060] 试验结果如下：实施例2田块产量72 .32kg，平均单果重3 .38g，商品果产量

52.21kg，商品果率72.19﹪；对比实施例2田块产量68.44kg，平均单果重3.23g，商品果产量

44.01kg，商品果率64.30﹪。实施例2田块比对比实施例2田块产量提高5.67﹪，商品果产量

提高18.63﹪，商品果率提高7.89﹪，结果表明：在减少化肥用量11﹪的情况下，朝天椒的总

产量、商品果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表明化肥减施增产效果好。

[0061] 投入产出分析：

[0062] 1 .投入成本，除去相同成本部分，实施例2与对比实施例2最主要的成本差异在肥

料和人工，以每667m2为单位对比成本。

[0063] (1)肥料成本，实施例2:有机肥1000kg*1.2元/kg＝1200元，生物菌肥15kg*3元/kg

＝45元，高氮控释肥40kg*5 .5元/kg＝220元，高钾控释肥40kg*6元/kg＝240元，叶面肥

0.09kg*30元/kg*3＝8.1元，水溶肥9kg*10元/kg＝90元，共1803.1元；对比实施例2:有机肥

1000kg*1.2元/kg＝1200元，普通复合肥100kg*3.4元/kg＝340元，共1540元；

[0064] (2)人工成本：实施例2:喷施叶面肥0.5工/次*3次*80元/工＝120元，水肥一体化

追施水溶肥0.25工/次*3次*80元/工＝60元，共180元；对比实施例2:人工追施普通复合肥

1.5工/次*5次*80元/工＝600元。实施例2肥料和人工成本为1983.1元/667m2，对比实施例2

肥料和人工成本为2140元。

[0065] 2.产出情况：以每667m2为单位对比产值。实施例2:产值870.6kg/667m2*8.0元/kg

＝6964.8元；对比实施例2产值733.87kg/667m2*8.0元/kg＝5870.96元，实施例2比对比实

施例2增收1093.84元。

[0066] 综上实施例1比对比实施例1增收(6964.8‑1983.1)‑(5870.96‑2140)＝1250.74，

增效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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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结果表明，应用本技术栽培朝天椒既可减少11﹪的化肥用量，又可增加产量和经

济效益。

[0068] 实施例3

[0069] 一种朝天椒化肥减施增效栽培方法，操作步骤如下：

[0070] (1)随机选择面积为40m2的田块，种植朝天椒前轮作一茬玉米，用种量1500g/

667m2，玉米成株后整株打碎还田；

[0071] (2)翻耕土壤前撒施生石灰60kg/667m2，然后深翻土壤并将土壤打碎整平；

[0072] (3)按照包沟1.5m起畦，畦高35cm，畦中间开25cm深的条形沟；

[0073] (4)以下肥料按顺序全部施入条形沟做基肥，有机肥1 .10t/667m2，生物菌肥

17.50kg/667m2，高氮控释肥35kg/667m2、高钾控释肥35kg/667m2；

[0074] (5)始花、盛花及盛果期，叶面喷施0.2％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各1次，每次用量90g/

667m2，盛果期用水肥一体化追施3次水溶肥，每次5.00kg/667m2，间隔7～10d，其他按照常规

管理。

[0075] 对比实施例3

[0076] 一种朝天椒栽培方法，操作步骤如下：

[0077] (a)随机选择面积为40m2的田块，翻耕土壤并撒播玉米，用种量1500g/667m2，玉米

成株后打碎还田。玉米从播种至还田只需浇水即可；

[0078] (b)撒施生石灰60kg/667m2，有机肥1100kg/667m2，普通复合肥50kg/667m2，然后翻

耕土壤并将土壤打碎整平；

[0079] (c)按照包沟1.5m起畦，畦高25cm；

[0080] (d)盛花期追肥1次，普通复合肥10kg/667m2，盛果期追肥4次，普通复合肥10kg/

667m2，每次间隔10～15天，其他按照常规管理。

[0081] 上述实施例3和对比实施例3中玉米是2017年10月25日播种，2017年12月4日打碎

还田，朝天椒是2017年11月10日播种，2017年12月18日定植，水溶肥可用水肥一体化追肥，

普通复合肥水溶性差，有渣易堵塞滴袋，只能人工追肥。

[0082] 产量、商品果率测定

[0083] 在果实成熟时，采集实施例3和对比实施例3的朝天椒，记录果实产量。朝天椒按果

型顺直、长度≥5.5cm，重量＞3.0g的作为商品果，不符合此条件的作为次品果。

[0084] 试验结果如下：实施例3田块量68.15kg，平均单果重3.26g，商品果产量49.88kg，

商品果率73.19﹪；对比实施例3田块产量64.35kg，平均单果重3.17g，商品果产量41.13kg，

商品果率63.92﹪。实施例3比对比实施例3田块产量提高5.91﹪，商品果产量提高21.27﹪，

商品果率提高9.28﹪，结果表明：在减少化肥用量15﹪的情况下，朝天椒的总产量、商品果

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表明化肥减施增产效果好。

[0085] 投入产出分析：

[0086] 1 .投入成本，除去相同成本部分，实施例3与对比实施例3最主要的成本差异在肥

料和人工，以每667m2为单位对比成本差异。

[0087] (1)肥料成本，实施例3:有机肥1100kg*1.2元/kg＝1320元，生物菌肥17.5kg*3元/

kg＝52.5元，高氮控释肥35kg*5.5元/kg＝192.5元，高钾控释肥35kg*6元/kg＝210元，叶面

肥0.09kg*30元/kg*3＝8.1元，水溶肥15kg*10元/kg＝150元，共1933.1元；对比实施例3: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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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肥1100kg*1.2元/kg＝1320元，普通复合肥100kg*3.4元/kg＝340元，共1660元；

[0088] (2)人工成本：实施例3:喷施叶面肥0.5工/次*3次*80元/工＝120元，水肥一体化

追施水溶肥0.25工/次*3次*80元/工＝60元，共180元；对比实施例3:人工追施普通复合肥

1.5工/次*5次*80元/工＝600元。实施例3肥料和人工成本为2113.1元/667m2，对比实施例3

肥料和人工成本为2260元。

[0089] 2.产出情况：以每667m2为单位对比产值。实施例3:产值831.75kg/667m2*8.0元/kg

＝6654元；对比实施例3产值685.84kg/667m2*8.0元/kg＝5486.72元，实施例3比对比实施

例3增收1167.28元。

[0090] 综上实施例3比对比实施例3增收(6654‑2113.1)‑(5486.72‑2260)＝1314.18，增

效23.95﹪。

[0091] 结果表明，减少15﹪的化肥用量，朝天椒增产增效效果好。

[0092] 轮作玉米并秸秆还田可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并提高土壤肥力，减少化学肥料的用

量；施用有机肥可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肥力，提高土壤孔隙度和肥料利用率，减少

化学肥料的用量；生物菌肥可提高化肥利用率，有效地分解土壤中的氮、磷、钾等元素，提高

土壤肥力，减少化学肥料的用量；控释肥可减少化肥的气态和淋洗损失，提高化学肥料利用

率，节省氮肥用量30﹪～50﹪，控释肥可控制养分释放规律与作物养分吸收相一致，一次性

施肥满足农作物整个生长季的需求，减少施肥次数，节省劳动力成本；叶面肥可及时、快速

的补充养分，养分吸收快、利用率高且稳定，施用方便，可减少化肥用量；水溶肥可以完全溶

解于水中，能被作物的根系和叶面直接吸收利用，有效吸收率高达到80﹪～90﹪，而且肥效

快，可解决高产作物快速生长期的营养需求，水溶肥施用方便，利用率高，有效减少了化肥

使用量。本申请采用上述技术，一步一步相互作用并且协同，才最终得出减肥增效的技术效

果。

[0093] 本申请减肥增效具体机制是轮作玉米并秸秆还田及使用有机肥都可以提高土壤

孔隙度和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理化性状，为作物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条件。由于土壤透气性

提高，作物根系活性提高，养分吸收效率增强，有效降低土壤养分流失，从而减少化肥用量。

有机肥+生物菌肥+控释肥+水溶肥+叶面肥的综合施肥模式，使得有机无机肥肥效相互促进

并且协同，大大提高了有机无机肥的利用率，保障了作物在作物整个生长季持续提供养分，

大大减少施肥次数，结果期施用叶面肥可快速补充养分，及时补充养分弥补作物因大量坐

果而导致的根系养分吸收不足，盛果期用水肥一体化施用水溶肥并喷施叶面肥可满足作物

连续结果所急需的大量养分，弥补基肥因养分释放缓慢导致的根系养分吸收不足，而且水

肥一体化又几乎不用人工，大大降低人工成本，因此应用上述技术不仅有效减少了化肥的

用量，还提高了经济效益。

[0094] 前述对本发明的具体示例性实施方案的描述是为了说明和例证的目的。这些描述

并非想将本发明限定为所公开的精确形式，并且很显然，根据上述教导，可以进行很多改变

和变化。对示例性实施例进行选择和描述的目的在于解释本发明的特定原理及其实际应

用，从而使得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并利用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示例性实施方案以及

各种不同的选择和改变。本发明的范围意在由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形式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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