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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育种目标

贵州是全国辣椒重点产区，具有深厚的食辣传

统及广阔的消费市场，辣椒产销规模常年位居全国

首位[1-2]。随着贵州省社会经济的发展，辣椒产业消

费水平、消费层次不断提升，彩色辣椒既可作为观

赏植物用于打造大田、盆栽景观，形成新的消费热

点，果实成熟后又能用于加工，能进一步拓宽辣椒

种植增收渠道、延长产业链条，是适应市场需求、助

农增收、提高产业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3-5]。目前，

我国的彩色辣椒种质资源多引自国外，国内具有地

方特色的彩色辣椒品种较少[6-10]。贵州省辣椒研究

所以创制具有贵州地方特色的彩椒品种为目标，采

用三系杂交育种手段，育成了果色独具多种彩色变

色过程的簇生朝天椒黔辣 14 号。

2 选育过程

2.1 母本来源及特性

母本 1997A 是以自有的不育系 7204A 为不育

源，利用回交转育方法获得的辣椒核质互作雄性不

育系，属于花粉败育型。保持系 1997B 是 2007 年

从遵义收集的簇生朝天椒分离选育出的簇生白色

二环系与 7204A 回交 5 代于 2012 年春季转育而

成，中熟，全生育期 180 d 左右，株高 67 cm，株幅

51 cm，果实簇生向上、细锥形，果长 6.9 cm，果肩宽

度 1.5 cm，单果质量 5.45 g，青熟果浅黄色，老熟果

橙色。抗烟草花叶病毒、黄瓜花叶病毒和疫病。

2.2 父本来源及特性

父本 6-15-3C 是 2003 年从我国台湾引进的 F1

代彩色辣椒，经 F2和 F3代分离出 142 个单株系，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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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黔辣 14 号是以胞质雄性不育系 1997A 为母本、恢复系 6-15-3C 为父本组配而成的三系杂交种。该品种始

花节位 24 cm，中熟，生育期 180 d，果实簇生朝天，锥形，果长 5.3 cm，果肩宽 1.6 cm，单株结果数 115 个，平均单果质

量 5.4 g，667 m2产量超过 1200 kg，青熟果浅黄色，老熟果鲜红色，果色变化多样，观赏性强，可作为景观植物用于大

田栽培或盆栽，适合贵州地区春季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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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7 代自交分离并经定向系统选育，于 2012 年春

季育成的青熟果浅黄色、老熟果橘红色的锥形簇生

朝天椒恢复系。该恢复系表现为早熟，全生育期

170 d 左右，株高 45 cm、株幅 46 cm、果长 5.1 cm、果

肩宽度 1.7 cm、单果质量 5.3 g、味辣、连续坐果率

高。对炭疽病和疫病表现抗性。

2.3 选育经过

2012 年冬季在海南乐东配制各类杂交组合 50

余份，2013 年春季在贵州遵义进行筛选试验，组合

1997A×6-15-3C 表现最优，定名为黔辣 14 号；2013

年冬季在海南乐东进行品种比较试验，2014－2015

年在贵州省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进行区域试验，

2016－2017 年在贵州进行生产试验，该组合表现稳

定性好、一致性突出、抗病性好。2020 年通过农业

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登记编号：GPD 辣椒

（2020）520642。

3 试验结果

3.1 品种比较试验

2013 年冬季在海南乐东开展品种比较试验。9

月中旬播种，10 月中旬定植。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小区面积为 10.8 m2，双行单株，每小区种 45 株，设

置 3 次重复，以锥形椒品种遵辣 6 号为对照品种。

试验结果（表 1）表明，黔辣 14 号始花节位 24 cm、

生育期 180 d、株高 54 cm、株幅 47 cm、果实锥形、簇

生向上，青熟果浅黄色、老熟果鲜红色，符合观赏辣

椒株型矮小、果实紧凑集中、果色多变等特点[11，12]，

观赏性强，果长 5.3 cm，果宽 1.6 cm，单果质量

5.4 g，单株挂果数 115 个，667 m2产量 1 226.7 kg，较

对照极显著增产 20.1%。

表 1 黔辣 14 号品种比较试验结果

Table 1 Cultivar comparison of Qianla No. 14

品种

Cultivar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

（CK）

始花

节位

First

flower

node

24

28

生育期

Growth

period/

d

180

192

株高

Height/

cm

54

72

株幅

Crown

diameter/

cm

47

62

青熟果

颜色

Green

fruit

color

浅黄色

Light-

yellow

绿色

Green

老熟果

颜色

Mature

fruit

color

鲜红色

Scarlet

深红色

Deepred

着生

类型

Biotype

簇生向上

Fasciculate

upward

散生向上

Scattered

upward

果长

Fruit

length/

cm

5.3

6.6

果宽

Fruit

width/

cm

1.6

1.6

单果

质量

Single

fruit mass/

g

5.4

5.3

单株

挂果数

Fruits

number per

plant

115

94

产量

Yield/

（kg·667 m-2）

1 226.7**

1 021.3

比 CK+

More

than

CK/

%

20.1

注：**表示与对照在 0.01 水平差异极显著。下同。

Note：**Represent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1 level. The same below.

3.2 区域试验

2014—2015 年春季，黔辣 14 号在贵阳、遵义、

毕节、安顺、黔西南、黔南等地参加区域试验，露地

栽培，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小区 10.8 m2，3 次重

复，以遵辣 6 号为对照品种，田间管理措施一致，采

收青熟果进行测产。试验结果（表 2）表明，黔辣 14

号在各个试点的产量均极显著高于对照，增幅在

20.29%~37.12%之间，平均 667 m2 产量 1 279.8 kg，

比对照增产 24.6%。

3.3 生产试验

2016－2017 年，黔辣 14 号在贵州贵阳市、遵义

市、毕节市、安顺市、黔西南州和黔南州进行生产示

范，累计示范面积 249.5 hm2，表现为观赏性强、稳定

性好、一致性突出，667 m2产量超过 1200 kg。

3.4 抗病性检测

2015－2016 年由贵州省辣椒研究所对黔辣 14

号进行抗病性调查，疫病抗性调查方法参照苗期接

种法[13]进行，即采用无菌基质育苗，每个品种 30 株，

3 次重复，接种 8 d 后调查发病情况[抗性评价标准

为：高抗（HR），病情指数≤10；抗病（R），10<病情指

数≤30；中抗（MR），30<病情指数≤50；感病（S），病

情指数>50]。炭疽病抗性参照果实针刺接种法[14]进

行，即每个品种采集 12 个辣椒果实，接种 7 d 后调

查发病情况。抗病性分级标准为：免疫（I），病情指

数=0；高抗（HR），1≤病情指数≤10；抗病（R），10＜

病情指数≤20；中抗（MR），20＜病情指数≤30；感病

（S），病情指数＞30。检测结果（表 3）表明，黔辣 14

号疫病、炭疽病的病情指数均低于对照，表现为

抗炭疽病和疫病，抗病能力强于对照遵辣 6 号（中

抗疫病、炭疽病）。

严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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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品质检测

2016 年由贵州省辣椒研究所依据现有报道方

法[15]对黔辣 14 号进行品质检测，结果表明，黔辣 14

号维生素Ｃ含量（w，后同）229.3 mg·100 g-1，辣椒素

含量 40.4 mg·100 g-1，高于遵辣 6 号（维生素Ｃ含量

201.4 mg·100 g-1，辣椒素含量 34.2 mg·100 g-1）。

4 品种特征特性

黔辣 14 号属有限生长型，中熟品种，全生育期

180 d，株型紧凑，株高 54 cm、株幅 47 cm，叶片绿

色，花瓣白色，果实簇生向上、细锥形，果长 5.3 cm、

果肩宽 1.6 cm，单株结果数 115 个，平均单果质量

5.4 g，在成熟过程中果色逐步呈浅黄色、橘黄色、橘

红色、鲜红色的彩色变色过程，极具观赏性，适合贵

州春季盆栽及大田栽培（见彩插 4）。

5 栽培技术要点

5.1 大田栽培

（1）播种：2 月底至 3 月初播种，漂浮盘育苗

667 m2 用种量 20 g。（2）整地：667 m2 施用腐熟圈肥

2500 kg、钙镁磷肥 30 kg、氮磷钾三元复合肥

30 kg 作为底肥。（3）移栽：4 月下旬至 5 月初移栽。

1.2 m 连沟开厢，厢面 70 cm，地膜覆盖，单株双行定

植，移栽行距 50 cm，株距 30~35 cm，667 m2 定植

3000~3200 株，定植当天浇 1 次定根水（667 m2根施

2 kg 尿素加杀虫剂）。（4）追肥：移栽后 7 d，667 m2追

施尿素 2 kg 作为提苗肥；移栽后 45 d，667 m2 追施

钾肥 5 kg、尿素 5 kg 作为坐果肥，盛花期叶面喷施

锌肥和硼肥各 2 次。（5）田间管理：及时中耕除草，果

实成熟后要及时采收，注意防治辣椒常见病虫害。

5.2 盆栽

（1）花盆准备：盆高 25 cm 左右，口径 20 cm 左

表 2 黔辣 14 号区域试验结果

Table 2 Regional trials of Qianla No. 14

年份

Year

2014

2015

平均

Average

试点

Test

location

贵阳

Guiyang

遵义

Zunyi

毕节

Bijie

安顺

Anshun

黔西南

Qianxinan

黔南

Qiannan

贵阳

Guiyang

遵义

Zunyi

毕节

Bijie

安顺

Anshun

黔西南

Qianxinan

黔南

Qiannan

品种

Cultivar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产量

Yield/

（kg·667 m-2）

1 278.4**

1 022.4

1 304.2**

1 068.3

1 294.1**

1 075.8

1 277.5**

1 018.4

1 244.6**

1 020.6

1 303.2**

1 110.1

1 294.6**

1 024.8

1 264.2**

1 032.8

1 204.6**

948.4

1 254.9**

995.2

1 288.1**

939.4

1 303.2**

1 110.1

1 279.8**

1 027.4

比 CK+

More than CK/

%

25.04

22.08

20.29

25.44

21.95

21.90

26.33

22.41

27.01

26.10

37.12

21.90

24.60

表 3 黔辣 14 号抗病性调查结果

Table 3 Disease resistance results of Qianla No. 14

年份

Year

2015

2016

品种

Cultivar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黔辣 14 号

Qianla No. 14

遵辣 6 号

Zunla No. 6（CK）

疫病 Blight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17.1

32.1

19.5

30.4

抗性

Resis-

tance

R

MR

R

MR

炭疽病 Anthracnose

病情指数

Disease

index

14.4

20.8

15.8

24.2

抗性

Resis-

tance

R

MR

R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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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盆内装木浆棉无纺布种植袋，袋高 20 cm 左右，

袋口上设若干吸水条，袋内设装固定网，网中心设 1

个种植孔。（2）培养基准备：市售盆栽基质、市售有

机肥和三元复合肥。（3）椒苗移植：将有机肥与盆栽

基质按体积比 1∶20 进行混合后放入种植袋中，高

度 3~5 cm 时，均匀加入 4.5 g 三元复合肥，然后加

盆栽基质至盆口 6~7 cm，放入固定网，再将辣椒苗

根部对准固定网种植孔，加入盆栽基质至距盆口 3~

5 cm，最后将吸水条向中间平铺，再加入盆栽基质

至距花盆上端 1 cm 后用手轻压。（4）后期管理：花

盆放入托盘上，灌水入托盘至基质充分吸水为止，

置于阳台、庭院等阳光充足处。开花前每隔 20 d 施

尿素 4.5 g 于盛满水的托盘中，辣椒初花期喷施

0.2%硼肥水溶液 1 次，开花和青熟果成熟后追施

9 g 尿素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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