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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Capsicum annuum L.）属常异花授粉蔬菜
作物，鲜食口感好营养丰富，深受人们的喜爱。辣
椒一代杂交品种已广泛应用于生产，但杂交品种需
要人工去雄、授粉，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制种
成本较高。如何提高杂交制种的产量和质量，降低
辣椒种子生产成本，是杂种优势利用的基础性工
作［ 1 -3］。辣椒杂交制种的产量构成主要取决于单位
面积株数、单株坐果数、单果籽粒数、千粒重等。
质量主要由种子净度、水分、发芽率、纯度等因素
影响。辣椒杂交制种过程中杂交坐果数、千粒重、
种子的发芽率等与温度、湿度以及植株的营养状况
等都息息相关［4 - 6］。科学合理的施肥不仅可以提高
辣椒制种产量，而且可以提高种子质量。不同施肥
方式对蔬菜制种产量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这在很
多文献中已有报道，但对辣椒制种产量提高的具体
施肥措施却鲜有报道。一般情况下，合理的施肥管

理，对提高制种产量会有一定作用，为此，我们在
张掖市甘州区试验观察了施肥对辣椒制种产量的影
响，现总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指示制种辣椒品种为甘科 5号。供试肥料为尿
素（含N 46%）、磷酸二铵（含N 18%，P2O5 46%）、普
通过磷酸钙（含 P2O5 14%）、硫酸钾（含 K2O 51%）、
氮、磷、钾三元复合肥（N -P2O5-K2O为 15-15-15）。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 2014年在张掖市甘州区蔬菜制种基地
进行。供试土壤为砂壤土，前茬作物西瓜。土壤耕
层含有机质 11.0 g/kg、速效氮 36.9 mg/kg、有效磷
32.7 mg/kg、速效钾 106.2 mg/kg，pH为 8.2。
1.3 试验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共设 5个处理，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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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pper Ganke 5 is used as test material，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ertilizer treatments on hybrid seed yield and
quality are studi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base application N 142.5 kg/hm2，P2O5 328.5 kg/hm2 and K2O 76.5 kg/hm2，dressing
the second level fruit setting and the end of hybrid pollination N 135.0 kg/hm2、P2O5 135.0 kg/hm2 and K2O 135.0 kg/hm2，
respectively made the 1 000-grain weight，germination energy and germination percentage increased. The yield is the highest，which
is 181.25 kg/hm2，increased by 81.93 kg/hm2，the yield increase rate being 82.5% higher than of the check no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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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小区面积 8.8 m2（8.0 m×1.1 m）。处理 A底
肥施 N 129.0 kg/hm2、P2O5 294.0 kg/hm2、K2O 76.5
kg/hm2，分别于对椒坐果后及辣椒杂交授粉结束后
追施 N 146.3 kg/hm2、P2O5 146.3 kg/hm2、K2O 146.3
kg/hm2。处理 B底肥施 N 142.5 kg/hm2、P2O5 328.5
kg/hm2、K2O 76.5 kg/hm2，分别于对椒坐果后及辣
椒杂交授粉结束后追施 N 135.0 kg/hm2、P2O5 135.0
kg/hm2、K2O 135.0 kg/hm2。处理 C 底肥施 N 156.0
kg/hm2、P2O5 363.0 kg/hm2、K2O 76.5 kg/hm2，分别
于对椒坐果后及辣椒杂交授粉结束后追施 N 123.8
kg/hm2、P2O5 123.8 kg/hm2、K2O 123.8 kg/hm2。处理
D 底肥施 N 169.5 kg/hm2、P2O5 397.5 kg/hm2、K2O
76.5 kg/hm2，分别于对椒坐果后及辣椒杂交授粉结
束后追施 N 112.5 kg/hm2、P2O5 112.5 kg/hm2、K2O
112.5 kg/hm2。处理 E为对照（CK），不施肥。试验
于 2月 25日穴盘育苗，5月 3日定植，株、行距
为 35 cm×55 cm。栽培管理方法参照辣椒茄子育
苗及杂交制种技术规程［ 7］。6月 10日杂交授粉，
9月 20日收获。
1.4 产量测定及质量分析

辣椒成熟后，各处理随机取样 20株，测定产
籽量、千粒重、发芽率和产量，计算其平均值。
数据均采用 SPSS 19.0和 Excel 201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8 - 9］。

发芽势=（7 d内发芽种子粒数/供试种子粒数）
×100%
发芽率=（发芽种子粒数 /供试种子粒数）×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辣椒制种产量的影响

由表 1可以看出，不同处理的 F1种子产量均
高于对照，其中以处理 B最高，为 181.25 kg/hm2，
较 CK增产 81.93 kg/hm2，增产率 82.5%；处理 D
居第 2，为 162.84 kg/hm2，较 CK增产 63.52 kg/hm2，
增产率 64.0%；处理 C、A分别较 CK增产 62.9%、
58.2%。对产量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处理 B
与其余处理之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处理 D、处
理 C、处理 A之间差异不显著，均与 CK差异极显
著。表明在辣椒杂交制种时，不同的肥料处理均
能提高辣椒杂交制种产量。

2.2 不同处理对辣椒种子生活力的影响

千粒重是辣椒种子饱满度的重要指标，种子的
饱满程度直接影响种子的发芽势和发芽率。从表 2
可以看出，辣椒种子千粒重以处理 B最高，为 9.1
g，较 CK增加 2.1 g。处理 B与处理 D之间差异达
显著性水平，处理 A、B、C之间无显著差异，与
CK之间差异均达显著水平。发芽势以处理 A最高，
为 98%，较 CK高 17百分点；处理 B、处理 C、处
理 D均较 CK高 16百分点。发芽率处理 B、处理
C、处理 D均为 99%，较 CK高 17百分点。

3 小结与讨论
1）试验结果表明，辣椒甘科 5号母本在张掖市施
肥量为基施 N 142.5 kg/hm2、P2O5 328.5 kg/hm2、
K2O 76.5 kg/hm2，分别于对椒坐果后及辣椒杂交授
粉结束后追施 N 135.0 kg/hm2、P2O5 135.0 kg/hm2、
K2O 135.0 kg/hm2 时，千粒重、发芽势、发芽率表
现良好，产量最高，为 181.25 kg/hm2，较不施肥
处理增产 81.93 kg/hm2，增产率 82.5%。说明在辣
椒制种过程中施肥不能过量，应合理安排肥水，
以提高单果籽粒，增加制种产量。
2）辣椒杂交一代种子生产普遍存在产量较低的问
题。在诸多影响因子中，辣椒植株的营养生长状
况对制种产量的高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施肥
不得当，植株不易坐果，籽粒不饱满，导致制种
产量低［ 10］。合理的施肥管理不仅可以提高种子的
产量，而且可以改善种子质量，提高种子活力［ 11］。
何建华等对杂交粳稻新组合常优 5号进行了不同
施氮总量和氮磷钾配比处理，证实施氮总量的提
高会导致千粒重的下降，从而降低制种产量［ 12］。
陆瑾等研究了厚皮甜瓜制种田不需增施钾肥，适
当增施钙肥可适当提高种子产量和质量［ 13］。但盲
目加大或减少化肥用量，不仅满足不了植物对养
分的需求，而且还会导致制种产量的降低。
3）本试验还表明，基肥处理不同，追肥后总施肥
量基本相同条件下，制种产量仍表现出较大差异。
说明肥料在辣椒营养生长阶段起着关键作用，花
芽分化是否正常，将直接影响座果率、单果籽粒
数，从而影响后期的制种产量。即使在生殖生长
阶段再额外追肥，也不能有效提高辣椒的制种产

处理 小区平均产量
（g/8.8 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对照增产
（kg/hm2）

增产率
（%）

A 138.3 157.16 b B 57.84 58.2
B 159.5 181.25 a A 81.93 82.5
C 142.4 161.82 b B 62.50 62.9
D 143.3 162.84 b B 63.52 64.0

E（CK） 87.4 99.32 c C

处理 千粒重
（g）

发芽势
（%）

发芽率
（%）

A 8.9 ab 98 98
B 9.1 a 97 99
C 8.9 ab 97 99
D 8.6 b 97 99

E（CK） 7.0 c 81 82

表 1 不同处理辣椒制种的产量

表 2 不同处理对辣椒种子生活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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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年对兰州市南北两山面山地被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南北两山分布地被植物共 85
种，分属 24个科 65个属，优势种群为禾本科、菊科、豆科和藜科等。低矮灌木 20种、草本 64种（1-2年生草
本地被植物 56种，多年生草本地被植物 8种）、藤本地被 1种。地被植物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垂直结构较为
简单，树种单一，灌木、草本的配置缺乏自然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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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植物是指低矮、能覆盖地面、具有一定观
赏价值的多年生植物，这些植物可构成植物群落底
层，凡能覆盖地面的植物均称地被植物。除草本以
外，木本植物中之矮小丛木，偃伏性或半蔓性的灌
木以及藤本均可作园林地被植物用［1］。赵锡惟对地
被植物生长性状补充为低矮、枝叶密集、成片栽
植、具有较强扩展能力，能迅速覆盖地面，既用于

大面积裸露平地或坡地，也可用于林下空地［2］。地
被植物种类可分为草本地被植物、藤本地被植物、
蕨类地被植物、矮竹地被植物和矮灌木地被植物 5
类［3］。兰州市南北两山经过多年的造林绿化，植被
呈现多样化，使原生植被植物群落的科、属、种数
增加，种类成分变化表现出明显的进展演替趋
势［4］。近年来，兰州市在城市绿地建设中越来越注

量。种子发芽率的高低主要由种子的营养状况决
定，外观上表现为种子是否饱满。
4）辣椒杂交制种过程是一个由诸多因子影响的复
杂过程，不同的气候条件、植株的营养状况、人
工操作的熟练程度、品种组合的特征特性，都将
影响到制种产量的高低。而在一些人为可控的因
子中，如何合理安排施肥措施，使各肥料间达到
合理配比，控制落花落果的发生，提高单株坐果
数、单果籽粒数及千粒重，都将对辣椒制种产量
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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