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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赏辣椒（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ｖａｒ．ｆａｓｃｉｃ－
ｕｌａｔｕｍ）属 茄 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辣 椒 属（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观果类蔬菜，多年生草本常做一年生栽培。
观赏辣椒起源于南美洲热带，１５世纪西班牙探险

家将辣椒首次变成商品，横渡太平洋传至东南亚，
然后传到了中国［１］。由于其株型 矮 小 适 于 盆 栽，
且色泽鲜艳，果实造型奇特，常用作花坛布置，具

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深受广大市民喜爱。近年来，
观赏辣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引种、栽培技术和新

品种选育等方面，但其园林应用的研究报道并不

多。该研究对观赏辣椒在引种、种子萌发、栽培技

术、花芽分化、遗传育种、抗逆性、组培快繁技术和

市场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指出存

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发展前景，以期为观赏辣椒

研究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１　观赏辣椒的引种栽培研究

引进国外优良的观赏辣椒品种，不仅 可 以 极

大地丰富国内观赏辣椒市场，还可以推动我国观

赏辣椒育种进程的发展［２］。近年 来，国 外 在 观 赏

辣椒的新品种培育方面成果显著，已选育出许多

优质的观赏辣椒品种，一些品种在市场上已进行

规模化生产［２］。喻忠刚等［３］对七彩椒进行引种驯

化栽培，将其从盆中移至大田，不仅增加了大田的

栽培物种，还发现引入大田栽培对观赏辣椒有丰

产效果。李敏侠等［４］对国外引进 的２７份 观 赏 辣

椒种质资源进行筛选，培育出１５份性状优良的观

赏辣椒种质资源。张宇斌等［５］对２２份 观 赏 辣 椒

引种栽 培，筛 选 出 最 具 观 赏 价 值 的３个 品 种：
‘Ｐｕｒｐｌｅ　Ｆｌａｓｈ’‘Ｂｌａｃｋ　Ｐｅａｒｌ’和‘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陈

凌［６］以美国泛美公司育出的４种观赏辣椒为材料

进行引种栽培试验，从而丰富了当地观赏辣椒种

质资源。

２　观赏辣椒的种子萌发研究

观赏辣椒主要为种子繁殖，这种繁殖 方 法 具

有种子 较 小、购 买 价 格 较 高、发 芽 较 困 难 等 特

点［７］。生产中，可以通过改变观赏 辣 椒 种 子 的 萌

发条件来提高种子发芽率。万群等［７］以“樱 桃 五

彩椒”种子为试验材料，通过改变浸种时间和催芽

温度，筛选出“樱桃五彩椒”种子发芽的最适条件



为：浸种７ｈ，催 芽 温 度２８℃。除 外 部 环 境 条 件

外，植物体内的脂肪酸含量与种子的萌发关系也

十分密切。李海燕等［８］为探究亲本与Ｆ１ 代 种 子

中脂肪酸含量与种子萌发的关系，以６个品种的

观赏辣椒亲本以及试材亲本组配产生的３个Ｆ１
代种子为试验对象进行探究，结果表明３个Ｆ１ 代

种子萌发率均低于其亲本，而脂肪酸总含量却是

Ｆ１ 代种子高 于 亲 本。龚 记 熠 等［２］研 究 了６种 美

国观赏辣椒的种子萌发特征，通过测定种子的发

芽率、发芽势、发 芽 指 数 和 平 均 发 芽 天 数，发 现６
个辣椒品种的４项指标均表现出明显差异，其中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Ｅｍｂｅｒ’的４项 指 标 均 优 于 其 它５个

品种。

３　观赏辣椒的栽培技术研究

只有系统了解辣椒的植物学特性及其对环境

条件的要求，才能较好地掌握从辣椒的播种育苗

到田间管理等方面的栽培技术要点［９］。把握好栽

培的每个环节，可使观赏辣椒的品质得到保障，并
能延长其寿命，使其能够更好的满足人们的观赏

需求［１０］。观赏辣 椒 的 栽 培 研 究 主 要 包 括 品 种 比

较、基质选择和栽培设施等。

３．１　品种比较

观赏辣椒品种多样，不同品种的观赏 辣 椒 形

态从果形到叶形都有很大的差异，其果色也缤纷

多彩。目前对观赏辣椒品种的研究有很多。谭志

刚等［１１］对“紫弹头”“葡萄球果”“五彩宝石”等２８
个观赏辣椒 品 种 进 行 了 比 较。郑 积 荣 等［１２］报 道

的观赏辣椒品种有“喝彩椒”“好时椒”“紫炎椒”等

１３个品种。杨 宇 杰［１３］则 对“风 铃 椒”“太 空 芝 麻

椒”等８个 品 种 进 行 了 介 绍。李 谋 智［１４］从１９个

品种中筛选出５个观赏价值较高的品种，并对筛

选出的５个优良品种的外形特征进行了具体的评

价。杨莎等［１０］报 道 的 观 赏 辣 椒 品 种 有“紫 珠 椒”
“指天椒”等５个 品 种。陈 文 胜 等［１５］对“彩 星 椒”
“红星椒”等５个品种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

３．２　基质选择

栽培基质 的 选 择 是 植 物 能 否 健 康 生 长 的 关

键［１６］。选择合适的栽培基质有利于提高产量，减

少病 害 的 发 生。李 邵 等［１６］用 硅 藻 土、草 炭、蛭 石

和珍珠岩４种基质按不同比例配方栽培五彩椒，

表明硅藻土是一种性状良好的基质添加成分，其

吸水保水 性 能 均 优 于 蛭 石 和 珍 珠 岩。李 春 艳［１７］

对３个彩椒品种用珍珠岩、草炭和蛭石的混合基

质进行栽培，分别从产量、商品性状和抗病性对这

３个品种进行评比。张丽娟等［１８］用５种不同的基

质对观赏辣椒进行栽培试验，对基质的理化性状、
植株生长指标、光合指数、根系活力进行了比较分

析，筛 选 出 最 适 盆 栽 观 赏 辣 椒 的 栽 培 基 质 为 苦

豆子。

３．３　栽培设施

秦森 等［１９］用 引 进 的 新 型 桶 式 无 土 栽 培 装 置

在拱棚内对观赏辣椒进行了栽培试验，结果表明

该装置有省水、节肥、节省基质、活动性好等众多

优点，而且栽培的观赏辣椒成功率高、易管理、长

势旺。

４　观赏辣椒的花芽分化研究

观赏辣椒的开花结果数量是决定其观赏价值

的重要指 标［２０］。花 芽 分 化 是 植 物 由 营 养 生 长 期

进入生殖生长期的转折点，良好的花芽分化不但

可以保证花芽的质量和数量，对提高果实产量和

品质也具 有 重 要 意 义［２１］。氮 素 水 平 的 高 低 在 很

大程度上 影 响 着 观 赏 辣 椒 的 花 芽 分 化。ＰＰ３３３和

ＧＡ３ 对幼苗 进 行 处 理 会 改 变 观 赏 辣 椒 花 芽 分 化

期氮 素 含 量［２０］。韩 素 芹 等［２０］以“五 彩 椒”为 试

材，探讨了观赏辣椒穴盘苗氮素的转运分配规律

和花芽分化机理，试验结果表明在花芽分化前后，
生长中心发生了转变，花芽分化前的生长中心主

要以根系为主，花芽分化后的生长中心会逐渐转

移到地上部的顶芽和叶片，氮素水平低时则更有

利于花芽分化。

５　观赏辣椒的遗传育种研究

种质资源的搜集、鉴定以及遗传多样 性 分 析

是培育新 品 种 的 基 础［２２］。目 前 观 赏 辣 椒 遗 传 育

种研究主 要 集 中 在 遗 传 多 样 性 分 析 和 新 品 种 选

育上。

５．１　遗传多样性分析

遗传多样性是衡量生物多样性的重 要 因 素，

是物种进化的基础和本质［２２］。遗传多样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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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植 物 种 质 资 源 的 收 集、保 存 和 鉴 定 有 重 要 意

义［２２］。分子标记 是 分 析 种 质 资 源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有效方法之一，标记量大，但费用较高，受环境限

制，在田间很难操作［２３］。
雷进生［２２］采用形态 学 标 记 和ＲＡＰＤ标 记 对

已收集到的６７份观赏辣椒的种质资源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６７份材料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同时建

立观赏辣椒 的 植 物 学 性 状 数 据 库 和ＲＡＰＤ标 记

的ＳＡＳ数据库。蒋向辉等［２３］通过ＲＡＰＤ标记分

析了湖南９个地区的观赏辣椒遗传多样性，对观

赏辣椒植株的高度、果长等植物学性状的形态指

标进行观察记载，植株的ＲＡＰＤ分子标记多态位

点多、有效等位基因频率高，适合观赏辣椒种质资

源的区分与鉴定。余文中等［２４］对收集到的５０份

观赏辣椒材料的性状做了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

显示供试的５０份观赏辣椒的子叶颜色、株型、叶

色等质量性状和生育期、株高、叶长等数量性状均

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５．２　育种技术

５．２．１　常规制种

观赏辣椒的市场推广及规模化生产导致生产

上对种子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制种技术的应用在

一定程度 上 可 以 保 证 种 子 的 供 应 量。秦 晓 萍［２５］

在观赏辣椒制种方面做了详细阐述，包括培育壮

苗、土地准备、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去除

杂株病株和收获留种等方面。

５．２．２　杂交育种

杂交技术是育种工作的传统方法之 一，以 基

因型不同的品种进行交配形成杂种，通过培育选

择获得性状优良的新品种。它是培育新品种的主

要途径，是近 代 育 种 工 作 最 重 要 的 方 法 之 一［２６］。
利用杂交育种的方法，对引进的品种进行试种、观
察、初步筛选，连续自交纯化等一系列步骤，获得

性状表现 良 好、有 较 高 观 赏 价 值 的 观 赏 辣 椒［４］。
李敏侠等［４］以国外引进的２７份观赏辣椒为试材，
筛选培育出性状优良的观赏辣椒种质资源１５份，
并通过杂交育种选育出“佛珠”“佛冠”“紫珍珠”和
“紫霞 光”４个 观 赏 辣 椒 杂 交 种，并 进 行 了 推 广

应用。

５．２．３　诱变育种

用射线辐射处理种子会造成种子发生可遗传

变异，是培育新品种的一种方法。同时也会对其

后续的生长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改变其种子发芽

率、植株地下部或地上部的长势等。强继业等［２７］

用６０Ｃｏ－γ射线辐射观赏辣椒 种 子，分 析 其 发 芽 情

况及其对幼苗长势的作用，试验结果表明，６０　Ｃｏ－γ
射线辐射处理对观赏辣椒种子的出芽率作用不显

著；射线处理会抑制幼苗前期的生长，但在后期会

加快其生长速度。

６　观赏辣椒的抗逆性研究

６．１　耐荫性

观赏辣椒是典型的喜光植物，在光照 不 足 或

较弱的情况下，会抑制其叶片的光合作用，限制观

赏辣椒果实 的 生 长，从 而 影 响 其 株 型 的 美 观［２８］。

许红娟［２８］设 置 不 同 光 照 强 度，对‘ＧＳ２’‘ＧＳ３－１’

２个观赏辣椒品种的耐荫性进行了分析，并设置食

用辣椒‘Ｐ１０１’为对照，结果表明，适合观赏辣椒生

长发育光照强度需要在２２３μｍｏｌ·ｍ
－２·ｓ－１以上，

观赏辣 椒 和 食 用 辣 椒 的 耐 荫 顺 序 为‘ＧＳ３－１’＞
‘ＧＳ２’＞‘Ｐ１０１’。

６．２　耐热性

观赏辣椒为喜温性植物，适宜生长的 温 度 范

围２５～３０℃。高温严重影响植株的开花过程，引
起授 粉 受 精 不 良，导 致 坐 果 率 下 降、挂 果 时 间 缩

短，对 其 观 赏 价 值 影 响 极 大［２９］。目 前 已 有 报 道

称，外源ＳＡ可以有效得缓解黄瓜幼苗因高温 胁

迫造成的生长抑制作用［３０］。蓝茂锋［３１］以 观 赏 辣

椒为材料，探讨施用ＳＡ和Ｃａ２＋ 后对高温胁迫下

观赏辣 椒 的 影 响。研 究 结 果 表 明，不 同 浓 度 的

ＳＡ和适宜浓度的Ｃａ２＋ 均可提高观赏辣椒的耐热

性，同时，施用 外 源ＳＡ和Ｃａ２＋ 还 可 以 促 进 观 赏

辣椒种子的萌发。

７　观赏辣椒的组培快繁技术研究

７．１　外植体培养

李凤兰等［３２］以“五彩樱桃椒”为试材，从外植

体、消毒时间、诱导培养基和分化培养基的选择等

方面进行筛选，最终找出“五彩椒”种苗最佳诱导

条件。蒋向辉 等［３３］对 观 赏 辣 椒 一 步 成 苗 诱 导 条

件进行探讨，筛选出观赏辣椒一步成苗的最适培

养基配方，并成功获得了移栽后的成活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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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花药培养

花药培养作为一种有效的辅助育种 方 法，受

到人们的重视［３４］。通过在培养基上培养花药后，
可得到单倍体植株，再经加倍得到遗传稳定的符

合育种目标的优良品种，也可作为育种的中间材

料缩短 育 种 年 限，从 而 提 高 育 种 效 率［３４］。申 雪

颖［３４］以４个观赏辣椒品种为材料，研究了不同温

度处理、植物生长调节剂种类和浓度以及椰乳对

不同基因型的观赏辣椒组织褐化、胚状体诱导、花
药膨大和愈 伤 组 织 诱 导 的 影 响。结 果 表 明，４个

品种经温度预处理后的花药培养与对照有明显差

异；植 物 生 长 调 节 剂 水 平 在 ＫＴ　１．０ｍｇ·Ｌ－１、
６－ＢＡ　０．５ｍｇ·Ｌ－１和 ＮＡＡ　０．５ｍｇ·Ｌ－１，愈 伤

组织和胚状体诱导率都达到最高；基因型不同的

观赏辣椒的胚状体诱导率差异很大，花药膨大率

相对较高的基因型其胚状体诱导率也较高。

７．３　观赏辣椒的开花诱导

开花是有 花 植 物 发 育 过 程 中 十 分 重 要 的 阶

段，同时也是植物复杂的形态建成过程。这一过

程是在植物体内外因子的共同作用、相互协调下

完成的［３５］。刘科新等［３５］通过一系列试 验 探 讨 了

外源激素６－ＢＡ、ＫＴ、ＡＢＡ和ＰＰ３３３对 观 赏“五 彩

椒”在试管内开花的影响，并得最佳花蕾诱导处理

为ＰＰ３３３０．３ｍｇ·Ｌ－１预处理和ＫＴ　１．０ｍｇ·Ｌ－１

处理，其 形 成 花 蕾 株 率 可 达９３．３％；其 次 是 预 处

理０．１ｍｇ·Ｌ－１　ＡＢＡ、诱 导 处 理１．０ｍｇ·Ｌ－１

ＫＴ，形成花蕾株率为８０．０％。　

８　观赏辣椒的应用

观赏辣椒作为观叶、观果类蔬菜，果形奇特美

观，果色丰富多彩。既可做蔬菜食用，也可以美化

环境，因 此 有 较 高 的 应 用 价 值［３６］。王 学 工 等［３６］

对观赏辣椒的应用开发前景进行探讨，认为观赏

辣椒可以用于美化环境、礼品蔬菜、辣椒工艺品、
辣椒加 工 产 品 以 及 医 药 化 工 产 品 等。陈 红 娜

等［３７］对观 赏 辣 椒 的 应 用 做 了 相 关 报 道，结 果 表

明，观赏辣椒不仅可以用于室内和庭院的摆放，还
可以当做学校植物科普实物教材，又能用于观光

景区的花坛布置。

９　存在问题及未来展望

通过上述观赏辣椒研究进展的报道，发 现 目

前观赏辣椒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内外新品种介绍、
栽培技术与管理、生理指标测定等方面，极少涉及

到观赏辣椒的分子育种研究。因此，收集国内外

优质种质资源，采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选育品种

多样、颜色丰富、抗逆性强、观赏价值高、适合市场

需求的新品种已成为今后观赏辣椒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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