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朝天椒夏季洪涝气候灾害 

防灾减灾手册 
 

河南省年平均降水量约为 1000 毫米，南部及西部山地较多，大别山区可达 1100 毫

米以上。全年降水的 50%集中在夏季 7～8 月份，常有暴雨发生。对朝天椒生长造成一

定不利影响。夏季发生洪涝灾害后，辣椒植株容易发生倒伏，遇到轻度洪害，可以恢复

长势，重度的话会永久萎蔫逐渐干枯死亡，造成绝收。 

最近一段时间，因台风等气象原因，河南省出现强降雨天气，给河南省各主产区正

在生长的朝天椒带来不利影响，极易发生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生理性病害以及土传病

害等多种病害。为了确保朝天椒健康生长，各产区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保证灾害降到最低，具体防护措施如下。 

辣椒遭受洪涝灾害情况 

1、雨前防护 

及时关注气象条件，提前挖好排水沟，疏通沟渠，特别要注意不仅疏通自己田间的

排水沟渠，还要让它们与大的沟渠和河流相连通，防雨水倒灌。 

2、及时排涝，开沟沥水 

在降雨停止后，田间有积水时及时排出，降低地下水位，加速表土干燥，减少根系

受损，防止对辣椒造成不可逆伤害，以保持根系有良好的通透性，保证辣椒正常生长。



对于已经积水并排出地表水的田块，要开深沟沥出多余的地下水，可用钩机每 3～5m 开

一条深 0.5m、宽 30cm 的深沟，防止渍水。同时进行喷水洗叶，摘除残枝病叶，减少植

株养分消耗。 

3、中耕培土，降低土壤湿度 

雨后放晴之后，及时进行中耕培土，改善土壤的通气性，防止大雨之后土壤板结，

根系呼吸作用降低，功能受阻。通过中耕，破除土壤板结，改善土壤通气状况，降低土

壤湿度，恢复根系活力，为辣椒生长创造较为适宜的土壤环境。中耕应近根处浅，行间

深，避免伤根。中耕培土有利于排水，又促进根系生长发育，同时有固定植株的作用，

防止植株倒伏，一般培土高度在 3cm 左右。中耕还具有消灭杂草的作用。结合中耕，注

意培土，促发新根。有条件的可以增施草木灰，既可降低土壤湿度，又可增加土壤养分。 

4、合理整枝保证通风透光 

辣椒雨后整枝时，及时去除老病残枝，摘除下部老叶、病叶，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

件，并促进上部枝叶生长和果实伸长膨大。大雨伴随大风，常造成植株倒伏，必须抢时

扶正，并适当培土护根。 

5、及时追肥保产 

由于暴雨过后田间肥料流失较严重，加之辣椒根系受淹后活力下降，吸收肥水能力

降低，要及时进行叶面追肥。建议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植物免疫蛋白、云大—120、

芸苔素内脂等，补充营养，增强作物抗逆能力，促进作物快速恢复。隔 7～10 天喷 1 次，

连喷 2～3 次，以提高产量，防止植株早衰或畸形果发生。  

6、调理根系，根部施肥 

由于涝害会导致根系沤根，切不可立即进行根系施肥，必须待土壤已干，植物恢复

生长后，再进行养根及速效追肥。根据不同田块灵活掌握肥料的追施量，受涝严重、肥

料流失较多的地块要适当多补，反之则少补，一般每亩追施尿素 5～10kg、过磷酸钙 10～

15kg。同时进行叶面喷肥。建议使用黄腐酸盐冲施肥或腐殖酸冲施肥进行冲施或滴灌，



可有效促进生根，提高肥料吸收利用率，弥补化肥养分单一的缺陷，降低缺素症。 

7、受灾严重地块，及时补种减损失 

植株部分或全部淹毁的地块，在积水过后，应及时清理田间植株和杂草，进行土壤

消毒处理，墒情合适时翻耕整地，及早补种改种。对有上市价值的辣椒，要及时采收、

抓紧上市，减轻菜农经济损失。对已经绝收的菜田，可根据种植习惯和市场行情及时抢

播速大白菜、萝卜、等速生夏秋菜。也可以种植牧草、青贮玉米改良土壤。   

8、及时防病治虫 

大雨过后空气和土壤长期潮湿，高温高湿的环境有助于病菌孢子萌发和病菌菌丝的

快速生长，能迅速侵入寄主，极易造成辣椒真菌、细菌混合感染及病虫害的侵染。可全

田喷施一些广谱性杀菌剂，如 75%的代森锰锌水分散粒剂 150～200 克/亩、或 80%的多

菌灵水分散粒剂 62.5～80 克/亩或 20%噁霉灵˙乙蒜素 60～70 克/亩等，促进植株恢复正

常生长发育。 

雨后出现根系窒息现象，生理性障碍，免疫力下降，局部或全部根系发生病变，晴

天后会出现辣椒萎蔫、青枯的现象，及时喷施噻唑类有机铜杀菌剂，20%噻菌酮悬浮剂

75～100 克/亩或 3%的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或 100 亿芽孢/克枯草芽孢杆

菌可湿性粉剂 50～60 克/亩加赤霉素或吲哚乙酸或芸苔素内酯等进行喷施和灌根，3 天

后再用一次，效果良好。 

同时注意防治蚜虫、红蜘蛛、烟青虫、棉铃虫等虫害以及根腐病、枯萎病、疫病、

炭疽病、病毒病、疮痂病等病害。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适时防病治虫，控制

病虫害暴发流行。具体病害虫害发生症状及对应药剂见下图。   



夏季雨后易发病害 

 

辣椒炭疽病 

 

 

辣椒枯萎病 

 



辣椒根腐病 

 

 

 

辣椒疫病 

 



辣椒疮痂病 

 

 

辣椒病毒病 



蚜 虫 

在初发阶段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或 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或 10%虫螨灵 3000 倍液，或 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 15～20 克/亩，2.5%高效

氯氟氰菊酯乳油 20～40 毫升/亩，1.3%苦参碱水剂 30～40 毫升/亩，10%烯啶虫胺水

剂 10～20 毫升/亩，5%啶虫脒乳油 50～80 克/亩，40%呋虫胺可溶粉剂 15～25 克/亩，

25 克/升联苯菊酯乳油 20～40 毫升/亩等均匀喷雾，交替使用，每隔 7～10 天 1 次，

连续 2 次。 

 

红蜘蛛 

可用选用 50%溴螨酯乳油 1000～2000 倍液，或 20%双甲脒乳油 1000～1500 倍

液，20%哒螨灵可湿性粉剂 3000～4000 液，或 25%三唑锡可湿性粉剂 2000～3000

液喷雾。掌握正确的喷药方法，不需要整体喷药。红蜘蛛点片发生初期，用喷雾器

喷 1 个农药包围圈，圈的范围稍微大于害虫发生的范闱，然后对圈内辣椒植株进行

大剂量喷药。 



 

烟青虫 

使用药剂，毒杀幼虫在准确测报基础上，重点抓好花蕾至幼果期的防治。根据

防治指标（有虫株率 2%），及时在 1～2 龄幼虫期用药，将幼虫杀死在蛀果前。可

每亩用 1%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 1000 倍，可用 2.5%溴氰菊酯乳油 2000 倍，

2.5%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 2000 倍，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500 倍，用 4%茚虫威微

乳剂 12～18 克/亩等喷雾防治。施药以上午为宜，重点喷洒植株上部，轮换用药，减

缓害虫产生抗药性。 

 

  

棉铃虫 

在卵或初孵幼虫盛期，田间喷施 25 克/升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 40～60 毫升/亩，

200 克/升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6.7～13.3 毫升/亩，0.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

乳剂 120～160 毫升/亩，25 克/升联苯菊酯乳油 100～140 毫升/亩，15%茚虫威悬浮

剂 25～40 毫升/亩，10%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14～18 毫升/亩等化学农药。在

进行喷雾防治时，还要针对不同时代的危害特点，采用相应的喷雾方法。为避免或

延缓抗药性的产生，要注意多种药剂交替轮换使用。 



朝天椒病虫害防治安全用药表 



 

 

 

注：*指目前尚无安全间隔期，**为土壤处理剂，请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规定的操作规程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