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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农业背景下辣椒高效栽培技术探析

杨秀琴
贺兰县立岗镇人民政府�宁夏�银川�750200

摘�要：辣椒作为比较重要的蔬菜作物、调味品，深受消费者所欢迎。但关于辣椒的种植、栽培也需相关技术人

员进一步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目的即针对数字化农业背景下辣椒高效栽培技术进行简单探析。文章首先从数字化

农业的基本概述入手，具体分析辣椒生长特性及其价值、接下来分析辣椒高效栽培方法，在此基础上，从而提出相对

应的应用策略。通过分析上述内容，旨在保证辣椒高效生产，扩大种植人员的经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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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辣椒属于我国主要的经济作物，具备丰富的

种植历史，也是农业结构的重要基石。当前现代化信息

技术不断发展，各类先进种植技术也陆续涌现到市场

上，在辣椒种植过程中，基于数字化农业背景下，通过

创新种植技术、栽培方法，扩大辣椒生产规模，提高辣

椒种植质量。但目前数字化农业建设发展进程缓慢，不

同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发展差距，尤其针对辣椒高效栽培

技术还需进一步调整、创新，旨在实现辣椒品质、效益

双重发展。

1��数字化农业的基本概述

何为数字化农业，即在农业经济种植过程中借助现

代化信息技术，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保证农业高效生

产，提高农业种植品质，帮助种植人员获得更多价值、

利益。数字化背景下，农业生产期间，相关人员通过多

元化技术的应用，如遥感、计算机通信、自动化设备等

技术，并对照具体专业知识、技能，选择适合农业种植

的技术，经过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应用对应技术[1]。

数字化农业除了通过对应技术指导农业高效发展之

外，也能对农业未来发展情况提出具体的参考意见、建

议。例如：相关工作人员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了解

中国经济作物种植情况，对农作物种植所在地的气候环

境、土壤条件等进行分析，选择合适种植区域进行种

植，提高经济作物种植质量。

以数字化作为背景，农业化发展特征更显著，如体

系化、企业化、规模化等，而这其中，以最后一项特征

尤为明显。例如：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以数字化为背

景，由规模化农机器具演变而来，在大规模农田生产阶

段，此设备能够充分发挥最大化作用，突出规模效应。

2��辣椒生长特性及其价值

2.1  生长特性
辣椒属于一年、多年生草本植物，也是浅根作物，

辣椒茎秆为直立的木质，主茎长至一定数量后，出现侧

枝，故辣椒也属于双子叶植物，辣椒即近似线形（细笔

角形）的浆果，由于所种植的辣椒品种不同，故其果实

大小、形状也存在较大差异[2]。辣椒一般生长在比较温

暖、湿润的环境，如果温度较低，无法促进种子萌发。

在其生长过程中，也会经历发芽、开花、坐果、结果，发

芽阶段，以温度20-30℃为最佳，日照时长12—16h，生长
过程中，种植人员应注意灌溉，且保证土壤肥力。整个

生长阶段，辣椒应获得充足的光照，便于开花、结果。

切记，辣椒旱不得、涝不得，以免发生倒伏的情况。

2.2  价值
辣椒，也叫辣子、辣角、海椒，营养、药用价值比

较丰富。在全部蔬菜中，辣椒维生素C含量较多，约为茄
子的36倍、西红柿的9倍。除了维生素C含量较高之外，
维生素B、胡萝卜素、钙、铁等微量元素也比较高，相较
于普通蔬菜，路丁含量也比较多，且其还具备人体所需

要的磷、铁等矿物质元素。现代药理表明，人们食用一

定量的辣椒也可以起到食疗的效果。由于辣椒也称之为

“红色药材”，能够刺激口腔、胃肠，促进血液循环，

具备发热功效，能够驱寒、除湿，对心脏起到全面保护

功能，其所具备的辣椒素也可以控制血糖，换言之，经

常食用青椒者，胆结石患病率较低。

3��辣椒高效栽培方法

3.1  壮苗培育
3.1.1  播期
参考当地气候、设施情况，适当进行早播，通常比

当地春天大棚提前10—15d，而针对保护地，种植时间
为：12月中下旬—次年1月中上旬。

3.1.2  种子处理
播种之前，建议晾晒2—3d种子，将其放在55℃温水

中浸泡15min，或者使用10%的磷酸三钠浸泡20min，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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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洗干净之后，将其放在30℃的培养基内催芽，待70%
种子露白时进行播种，若育苗条件适中，消毒后，直接

播种[3]。

3.1.3  配制基质
以穴盘育苗为主，可以使用商品性育苗基质直

接进行育苗，比如配制基质，草炭：珍珠岩：蛭石 =
3∶1∶1，按照上述体积比进行配置，基质添加氮磷
钾三元复合肥（15-15-15）2-3kg/m3，均匀搅拌多菌灵

（250g，50%），完成杀菌工作，喷水搅拌均匀，确保基
质含水量为大约60%，多采用手握成团、落地即散为主，
并将配好的基质使用薄膜密封，时间2d，之后将其装盘
处理。

3.1.4  播种
以72孔的穴盘进行辣椒育苗，将穴盘（已经装好基

质）叠放在一处，按压到深1cm的播种穴，播1粒/穴，覆
盖湿润井内，并将蛭石进行消毒，刮平之后放在苗床上，

再盖一层薄膜，使其温度、湿度适中，提高出苗率。

3.1.5  苗期管理
播种之后—出苗阶段，白日温度为28-30℃，夜晚温

度为18-20℃，多数幼苗出土后，将薄膜撕掉，苗齐后，
做好通风降湿工作，此时白日温度控制在22-28℃，夜晚
温度控制在15-18℃。幼苗生长过程中，使用百菌清可
湿性粉剂、稀酰甲霜灵分散剂交替喷雾，以免出现猝倒

病、立枯病等病虫害。在幼苗长3-4片真叶后，每1-2周
喷施磷酸二氢钾（0.3%）1次。保证整个苗期基质湿润，
定植之前1d，做好灌溉工作，提高起苗率。幼苗长4-5片
真叶，茎秆粗壮，株高12-15cm，茎粗0.4-0.5cm，可以定
植。定植前1周，增加通风范围，控制温度，白日温度18-
20℃，夜晚温度≥ 10℃，开展低温炼苗。

3.2  田间管理
3.2.1  株苗施肥
幼苗种植期间，在其长势稳定10d时，须对株苗施

加对应肥料，保证辣椒健康生长，使其获得足够多的养

分。针对肥料选择，建议种植人员优先选择尿素，或者

挑选钙元素含量较多的肥料。开始施加肥料前，若辣椒

种植区域杂草过于旺盛，种植人员应做好除草工作，防

止辣椒生长期间无法汲取肥料、养分[4]。在幼苗开花、结

果时，辣椒需要汲取大量肥料、养分，故建议种植人员

选择三元复合肥。在花朵凋零过程中，种植人员应喷洒

硼氢化钾溶液，采摘2次辣椒之后，种植人员参考辣椒实
际情况，再一次追加肥料，保证辣椒养分供应良好提高

辣椒生产产量。

3.2.2  调整植株

种植人员需要第一时间将植株的第1花序（门椒）下
方的侧枝、不定芽等进行清理，在其上侧的枝条，应在

采摘青果的初期阶段，放任其自由生长；在辣椒生长中

后期，及时将病株去掉，摘掉病叶、病果以及下方的老

叶、黄叶，确保田间具备良好的通风性[5]。为了避免植株

倒伏，建议使用细竹竿对其进行固定，或者在边沟左右

侧使用细竹竿作为支架。

3.2.3  中耕除草
下雨之后、浇水后，或者发现土壤板结后，种植人

员应对输送的土壤进行中耕，为辣椒根部正常发育创造

良好条件，增强辣椒营养吸收度。中耕之后，种植人员

应整平地面，以免有风天气将土里的水分吹走，影响辣

椒生长所必备的湿度。

3.3  修枝整形
辣椒现蕾期到初花期，应对植株开展修枝整形工

作，去掉基部侧枝侧芽，保留顶芽的优势，通常都是保

留1个主干，2~3个侧枝，将下面的腋芽去掉，剪掉内膛
芽、弱枝、残枝，提升辣椒植株的通透性。针对3级以上
分枝，建议留下2叶打尖，新长出的枝条，留下1果、2叶
打尖，便于主枝生长，膨大果实。在此过程中，须进行1
次中耕除草，促进植株新芽生长。

4��数字化农业背景下辣椒高效栽培技术应用路径

4.1  应用于辣椒选种
在国内南方、北方地区均已经种植辣椒，且种植范

围比较宽泛，且不同地区均已经培育多元化的辣椒品

种，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所流行的辣椒品种朝着多样性发

展。换言之，辣椒选种为比较重要的环节。在选种时，

建议参考市场动态行情变化，并对照当地降水、日照、

土壤、地形、地势等，由于辣椒喜爱太阳光，但无法受

到太阳的直接暴晒，耐寒、旱性能较差。对照多元化的

辣椒种子类型，品种存在差异，故其生长时对日照、气

候、地形、肥料、养分等条件的需求也存在差异。故选

择辣椒品种时，相关工作人员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了

解人们对辣椒的需求，确定市场辣椒售卖是否已经达成

饱和；或者利用大数据系统，对辣椒种植规模、日后发

展方向进行研究，研究时相关工作人员也应参考当地的

农业经济发展规划，便于其指导辣椒生产。尤其在种植

辣椒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借助计算机信息技术检测土

壤肥力情况，参考肥力、气候等情况，判断此片区域土

壤是否种植辣椒，并为其挑选适合此区域种植的辣椒品

种，有针对性地选种，加快选种效率。

4.2  应用于栽培环境
基于数字化农业背景下，为了扩大辣椒生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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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恰当的种植区域尤为重要。通常种植人员优先选择

温室大棚，但不管室内还是室外，均须种植人员加大

环境的关注。数字化农业助力相关工作人员合理调整育

苗环境，种植人员在育苗基地，选购相对成熟的苗木，

将其种植在合适位置，从而将其发展适合辣椒育苗的生

产基地。苗木种植、育苗期间，相关种植人员也可以采

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比如：辣椒开始播种前，种植人员

采用定制法，对营养土基质配方进行调配，参照固定的

配方配置，选择合适的辣椒品种，并为其提供良好的生

长环境。在辣椒苗生长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以数字化

技术对光照、温度、湿度进行调控，尤其对于先进化大

棚，以自动化法调控温度、光照，为辣椒秧苗提供良好

的成长环境，加快辣椒秧苗成熟进程。

4.3  应用于苗木管理
种植规模化辣椒，万万不能缺少数字化技术。针对

现代化辣椒栽培基地，对辣椒进行浇水时，以喷淋系统

为主，定时浇水。相关工作人员借助湿度监测仪对大棚

内部的湿度进行监控，一旦湿度＜标准值，立即开启自

动喷淋系统，促使空气中的湿度增加。对于光照条件，

也可以参考上述技术，利用相关设备自动控制大棚内光

照覆盖面积，确保光照和辣椒所适应的要求相契合。但

目前智能化还未完全普及，但相信日后通过加大发展数

字化农业技术研究力度，使其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普

及。以智能化设置为依托，可以减少工作人员的工作

量、工作负担，保证栽培辣椒更智能化、自动化。另

外，通过数字化农业技术，采摘辣椒时，省时、省力。

由于采摘辣椒频率比较高，采摘辣椒过程中，也采用自

动化、半自动化技术，而机械化农机的研制，以计算机

通信、红外线成像为辅助技术，可自动化采摘辣椒。

4.4  应用于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属于辣椒栽培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种植辣椒过程中，所出现的病虫害如猝倒病、疫病、

灰霉病、蚜虫病等。辣椒所经历的生长环节不同，上述

病虫害出现也有不同，且对于辣椒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也

和当地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故相关工作人员在

防治病虫害时，多采用预防为主的原则，对于不同生长

过程所发生的病虫害类型，提早进行防治。

辣椒病虫害的预防方法多元化，在过去，相关工作

人员多以喷洒农药法进行，而针对现代化农作物栽培，

生物防治的应用率也随之提高。例如：相关工作人员可

将病虫害的天敌引入栽培基地，但应注意天敌的数量。

在辣椒种植基地中，相关人员多采取传统农药喷洒+生物
防治法，以综合防治为主，而且所喷洒的农药多以农药

配比进行调配，采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喷洒更均匀，从

而实现良好的防治效果。最后，当前新型病虫害防治方

法较多，如红外线、噪声等，均为数字化农业背景下所

出现的技术，且应用效果比较明显。

结束语：综上所述，当前人们饮食方式发生更改，

对于辣椒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扩大市场购买量，且多

数地区已经开展规模化栽培，为了提高辣椒种植质量，

基于数字化农业背景下，相关种植人员借助计算机科

技、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对辣椒种植过程

中，通过虫情测报仪、智能数据采集仪、多功能气象站

等智能化设备，检测温湿度，做好病虫害预防信息播报

工作，远程为辣椒浇水、施肥等，提高辣椒育苗效率，

为高效辣椒种植技术的推广、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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