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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型辣椒轻简化高产制种技术

韩梅梅　张自坤　常培培　张禄祺　张绍丽　李腾飞　王静静　王友平　段青青
（山东省德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德州 253000）

摘要：传统辣椒制种技术费工、费时，通过引进机械化播种、半自动喷灌系统、机械化移栽、水肥一体化、无人机喷防、喷射

授粉等技术，集成一套加工型辣椒轻简化高产制种技术体系，为加工型辣椒优势产区规模化制种提供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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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Capsicum annuum L.）为茄科辣椒属一年

生草本植物，其果实富含维生素、辣椒色素等成分，

是美食佳肴中的重要调味品。我国辣椒种植面积常

年稳定在 210 万 hm2 以上，已成为国内种植面积最

大的蔬菜作物，加工辣椒种植面积占辣椒种植总面

积的 50%[1]。辣椒除鲜食外，还可以初加工成辣椒

干、辣椒油、辣椒酱、辣椒粉，深加工成辣椒红素、辣

椒碱和辣椒精等高附加值产品 [2]。加工型辣椒种植

效益高、产业链条长，随着辣椒初、深加工产能的增

加，专用加工型辣椒促进了辣椒产业的快速发展，但

制种劳动力成本却成为制约我国加工型辣椒产业发

展的瓶颈 [3]。针对加工型辣椒优势产区的产业需求，

在规模化制种过程中开展轻简化制种，已成为降低

制种成本、提高制种质量和制种效率的重要手段。

山东武城辣椒栽培历史悠久，是山东省加工

型辣椒生产用种的主要来源地。“武城辣椒”是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被中国蔬菜流通协会评

为“全国十大名椒”，其中德红 1 号、英潮红 4 号、北

京红备受消费者青睐。本文针对气候、土壤等生产

现状，结合多年在该区域开展的辣椒制种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集成一套加工型辣椒轻简化高产制种

技术体系，以期降低辣椒规模化制种劳动强度和成

本、提高规模化制种效率。

1　繁种田选择
繁种田要求地势平坦、土层深厚、排水方便，以

沙壤土或壤土为宜，富含有机质。露地制种、繁种田

应连片种植，隔离带使用 60 目防虫网棚或在周边

设置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并与其他辣椒繁种田

保持间隔 500m 以上，以远离传粉媒介较多或有蜜

源植物的地块。前茬作物是茄子、番茄、辣椒、花生、

马铃薯的地块不宜作为繁种田。

2　集约化育苗
2.1　品种选择　根据加工型辣椒产业、市场和区域

需求，选择性状优良、配合力强、前瞻性好的父母本

组合，以选育多抗、高辣、优质的专用加工型辣椒新

品种为繁种目标。

2.2　机械化播种　3 月上旬日光温室育苗。根据父

母本花期调整父本的播种时间，要求父本花期早于

母本，可同期播种；父母本花期差异不大时，父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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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d 播种；父本花期晚于母本时，父本提前 20d 播

种。采用半自动化或全自动化机械干籽点播的方式

播种，使用 72 孔或 128 孔穴盘单穴单粒播种，压穴

深度 0.5~1.0cm，点播后覆盖厚度≤0.5cm 的育苗基

质，并与穴盘面齐平。播种后将穴盘平放在育苗架

上，微喷浇透水催芽。

2.3　苗期管理　苗出齐后及时调整风口控制棚

内温湿度，白天温度以 15~35℃为宜，夜间温度以

≥12℃为宜，相对湿度以 60%~80% 为宜；为防止幼

苗徒长，白天光照时间应≥8h。根据穴盘基质湿度

及时采用半自动喷灌系统喷水，做到均匀、喷透，穴

盘基质水分含量宜保持在 70% 左右。幼苗不同发

育阶段采用半自动喷灌系统进行水肥喷雾。苗期病

虫害防治以预防为主，选用抗病毒病的加工型辣椒

品种，育苗设施、基质应进行消毒；病虫害初期及时

喷药 2~3 次，每次间隔 4~6d。

3　定植
3.1　整地起垄　上茬作物清理后，及时深耕晾晒。

定植前 15d 左右每 667m2 撒施腐熟农家肥 5000kg、
硫酸钾型复合肥 50kg 后进行机械旋耕，旋耕深度

≥12cm。使用起垄覆膜滴灌一体机按 120cm 起垄、

铺设滴灌带、覆膜、覆土，垄宽 80cm，沟宽 40cm，垄

高 20cm，覆银灰色地膜。

3.2　机械化移栽　4 月末至 5 月上旬根据天气和

土壤墒情适时移栽，同时考虑加工型辣椒父母本幼

苗生长情况选择分期定植或同期定植。父母本一般

按 1∶4~6 的行比进行等行距定植，父本种于制种田

一侧。苗龄 50~55d、7~8 片真叶时开始炼苗，炼苗

后带穴盘运往繁种田。使用辣椒移栽机取苗、定植、

覆土、压实，根据父母本种植密度调整株距，株距以

20~35cm 为宜，栽植深度 3~7cm。辣椒移栽机作业

行走速度≤0.3m/s，栽植频率宜在 40 株 /min 左右；

机械移栽后及时检查漏栽情况，并进行人工补栽。

4　田间管理
4.1　水肥一体化管理　繁种田采用膜下滴灌水肥

一体化管理方式。缓苗期灌水不宜过多，定植穴半

径 15cm 处土壤干燥时应及时补水。为促进加工

型辣椒根系发育，应适度蹲苗，蹲苗结束后及时灌

水。加工型辣椒进入始花期、盛花期要增加灌水量，

每 667m2 叶面喷施 0.15kg 磷酸二氢钾 3~4 次。整

个生育期膜下灌水 12~14 次，每 667m2 膜下滴灌

水溶性氮肥 8.00~10.00kg、磷肥 7.67~8.33kg、钾肥

4.67~5.00kg，适量补充硼、锌微量元素肥料。

4.2　整枝清杂　门椒现蕾后及时打掉分枝以下的

侧枝，优化辣椒植株整体营养分配，避免侧枝生长影

响整株的生长发育。整个生育过程根据父母本植株

形态特征、花和果实特征，分多次淘汰机械混杂的变

异株和非父母本类杂株。

4.3　防治病虫害 
4.3.1　绿色防控　辣椒病虫害防治应坚持“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以“提质增效、减量控害”为宗旨。

采用生态调控和理化诱控为核心，辅助化学防治的

措施，如可采用玉米作为隔离带，有效防治辣椒日灼

病、疫病，减轻小地老虎的危害。辣椒定植后，田间

安装黄色、蓝色粘虫板，诱杀白粉虱、蚜虫、蓟马等害

虫，粘板以东西向为宜，随植株生长调整高度，粘虫

板粘度下降或粘满灰尘和虫体时要及时更换。

4.3.2　无人机防治病虫害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原则。针对繁种田不同生育期的病虫害发生

情况，以杀虫剂、除菌剂和营养液按一定比例合理配

置，并将配好的药液装入无人机。专业技术人员操

控携带病虫害防治药液的无人机在繁种田上空匀速

飞行，使农药均匀洒落在辣椒叶上。

5　授粉
5.1　母本处理　加工型辣椒从四门斗开始授粉，原

因是其第 3~5 层花朵杂交坐果率高 [4]。开始授粉时，

清理掉母本发育不良的枝条，摘除开放的花朵和已

坐辣椒果实。根据加工型辣椒生长环境条件，授粉

时间一般在 20~25d，每株授粉 40~50 朵花，保证坐

果数≥25 个。授粉结束 7d 左右进行摘心，继续摘

除花朵和自交果，保证已杂交辣椒果实获取充分的

营养，确保辣椒种子纯度。 
5.2　采集父本花粉　授粉前 1d 集中采摘即将开放

的父本大花蕾，用镊子取出花药后放入培养皿中，再

放入干燥器爆粉。第 2 天将培养皿中的花粉倒入

80~100 目筛子，轻轻抖动筛出花粉，将花粉倒入干

燥离心管中密封贮藏于 2~5℃环境中。收集的花粉

最好在当天使用，贮藏时间不宜超过 2d。
5.3　去雄　授粉前 1d 下午将花冠颜色变白且第 2
天将要开花的花蕾徒手去雄。去雄前应先用 75%

的酒精对手进行消毒，然后左手捏住花萼，右手用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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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 月 15 日至 10 月 30 日播种。选择地势平坦、排

水良好的田地，肥力喜中等偏上，不宜在排水不良的

低洼地种植。不宜连作，应轮作，前茬可选择玉米、

大豆、小麦等作物。 
5.2　播量与播法　在北方种植可平作条播，播种

行距为 15cm，覆土深度为 1~3cm，每 hm2 播种量为

120kg。在云南种植可间隔 2~3m 开厢沟用于灌水，

在厢面上平播。亚麻播前用 0.3% 的炭疽福美或

70% 多菌灵或 70% 甲基托布津进行药剂拌种，可预

防苗期病害。

5.3　施肥　根据土壤肥力具体情况适当施肥，通

常每 hm2 施用磷酸二铵 150~225kg、磷酸二氢钾

75~150kg。 
5.4　除草　苗高 5~10cm 时使用化学药剂除草。

对苍耳、苋菜、刺菜、灰菜等双子叶杂草，每 hm2 可

用 56% 二甲四氯钠粉剂 750~900g 防除；对稗草、

狗尾草、糜子、野燕麦等单子叶杂草，可用 10.8% 高

效盖草能乳油 900~1000mL 或 10% 精喹禾灵乳油

1000~1200mL 防除。

5.5　收获　适时收获是保证丰产丰收和提高纤维

品质的关键。在亚麻成熟过程中应经常观察，根据

茎、叶、蒴果的变化准确掌握亚麻的工艺成熟期，做

到适时收获。亚麻工艺成熟期的主要特征：一是有

1/3 的亚麻蒴果变成黄色或黄褐色；二是麻茎下部有

1/3 变为黄色；三是麻茎下部叶片有 1/3 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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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食指、中指捏住花冠轻轻扭动，便可将花瓣和雄

蕊摘除 [5]。徒手去雄速度快、效率高，为保证杂交种

纯度，一定要确保去雄前未散粉。

5.4　喷授粉　加工型辣椒宜于 6：00-10：00 授粉，温

度控制在 20~25℃之间。为提高授粉质量和授粉效率，

最好采用喷粉器授粉，喷射时将喷粉器喷头对准去雄

的柱头即可。授粉时及时挂牌标记，若授粉后下雨则

需要重复授粉。授粉结束后及时拔除父本植株。

6　采收入库
当挂牌标记的加工型辣椒杂交果实红熟后及

时分批采收，采收后装入纱网袋中置于阴凉干燥处，

忌放于水泥地上暴晒。杂交果采收后于晴天集中使

用专用辣椒粉碎机粉碎，用水快速漂洗后晾晒种子。

种子置于阴凉干燥处，待含水量≤7% 时筛掉杂质、

瘪籽、霉变种，然后将种子密封在有干燥剂的塑料袋

中，放入种子柜进行保存，一般为一库一种，并安排

专人管理。

7　制种归档
繁种田生产过程中应如实记载田间管理情况、

授粉日期、授粉质量、杂交种名称、采收日期、种子质

量，之后形成生产、制种档案，归档 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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