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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目标一

湘研辣椒商业化育种体系





2、对标主流

每个品种跟相对应市场主流品种进行对标
具有显著的1-2个自身优点

1、稳定输出

每个试验年度输出成熟品
种5～10个，进入市场

4、品种保护

通过生产和技术创新对新品种保护

3、销售目标

单个品种
3年内市场上销售额达到100万元



育种流程化二

湘研辣椒商业化育种体系



体系流程图



分工职责图



1、资源创新—市场导向、目标聚焦

l 辣椒研究方向：

①符合公司整体战略，中长期目标；

②确定辣椒育种未来3-5年的研究重点方向。

l 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辣椒育种的具体目标：

①半年调整一次；

②根据重要程度分好主次。



1、资源创新-方法多样、精准高效

l DH（单双倍体）系培养。1-2年快速纯化材料

l 传统分离纯化材料，3年6代可以纯化（长沙-三亚-长沙）

l 不育系筛选，包括CMS及GMS

l 分子辅助育种，快速鉴定育性、抗病性或抗逆性，抗疫病及抗炭疽病

l 组合的设计及配置。三亚，长沙、山东、新疆



2、组合筛选团队—层层筛选，千里挑一

l 辣椒分类：朝天椒-线椒-牛角椒-泡椒-高辣高红

l 时间顺序：初选组合-复选组合-决选组合-推广组合-品种登记-品种保护

l 对标最好：市场上最好的对照（圣尼斯，先正达，瑞克斯旺等）

l 高效筛选：选好对照、运用统计学方法、通过育种软件（隆思源品种筛

选APP）



3、品种生产团队—严密保护，保驾护航

l 决选组合小面积品种生产：配合力测试，产量和质量评估

l 亲本扩繁及鉴定：不育系及自交系的扩繁

l 品种生产：选择适宜基地生产（基地及季节）

l 父本保护生产：父本集中种植，液氮保存花粉技术

l 杂交种子纯度鉴定：实验室分子鉴定，大田鉴定

l四保一控：保数量、保质量、保亲本、保时效，控成本



育种规模化三

湘研辣椒商业化育种体系



1、人员规模化



2、试验规模化

10个

1500份

1000份



3、基地规模化

青州、原平、石河子、遵义等



育种信息化四

湘研辣椒商业化育种体系



1、“隆思源”育种软件

主要应用在组合筛选方面实现了信息化：



1、“隆思源”育种软件

手机APP展示



2、“隆平高科科研试验平台与种质实物管理系统”

对所有的资源进

行了分类管理，

查找辣椒资源快

捷，及时更新了

库存变化，还能

进行简单统计。



2、“隆平高科科研试验平台与种质实物管理系统”



育种新技术五

湘研辣椒商业化育种体系





1、DH系培养技术在育种中应用

供体材料的选择

培养过程的技术改进

改进后历年出胚比较

取得的成绩

外部的支持



1.1DH系培养技术团队的介绍

l 时间：2011年5月开始研究，至今12年

l 建设：专门建设了200平米的实验室

l 人员：3人

l 类型：除高辣椒素含量辣椒外，其他类型

均能培养出



1.2DH系供体选择及培养过程技术改进

供体材料的选择

优秀的F1

选择后的F2，F3的迅速纯化；

优良性状的杂交聚合后的优良性状聚合固定

 不同供体基因型用不同配方的培养基

 炼苗及加倍技术的改进

 成苗栽培技术的改进

培养过程的技术改进



1、辣椒花药培养技术体系完善，出胚率大幅度提高，

由原来的0.5%提高到5%左右；

2、突破了辣椒花药培养基因型的限制，获得大量的

辣椒DH优良株系；获得纯系材料3500余份，实现了

纯系材料的快速创制。

1.3、DH培养结果



3、2022年春、秋季试验辣椒花药

培养共获得6种类型，60个品种的分

离后代；

4、选育出DH品种四个，湘辣1199，

长兴八号，湘辣735及湘涮辣八号。

1.3、DH培养结果



获得多抗优良辣椒育种材料或亲本

待改良骨干亲本 与抗疫病、根结线虫、病毒病抗源及恢复系材料添加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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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F1

目标优良单株

BC4F1

X

BC2F1

目标优良单株

待改良骨干亲本

待改良骨干亲本

待改良骨干亲本

双单体培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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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重要性状连锁或功能

标记

X

X

X

抗疮痂病标记

恢复基因标记

抗TSWV标记

抗 TMV 标记

抗 CMV 标记

抗 线虫  标记

抗 疫病  标记

2、分子标记技术在育种中的应用





邹院士农大团队
支持研究内容

01 辣椒抗病性分子辅助育种：疫病、炭疽病及病毒病等，开发SNP标记；

02 辣椒抗虫害分子辅助筛选：抗白粉虱、抗蓟马等；

03 辣椒抗逆性方面的需求：耐寒性（低温寡日照下能正常坐果）耐盐碱，耐高温能力；

04 辣椒次生物质代谢机理研究及富集材料的选育：辣椒素，辣椒红色素及辣椒芳香类物质;

05 辣椒不育基因与苗期表型性状的连锁标记研究：CMS及GMS；

06 辣椒远缘杂交利用：辣椒5个栽培种优势利用。（与农大宋勇教授团队）



2.比较熟练的应用的分子标记技术介绍

2.1抗疫病标记的研究

2.2抗炭疽病标记的研究

2.3抗病毒病的研究



2.1抗病性分子标记

（1）抗疫病标记的研究，开发SSR分子标记筛选材料，与田间检测结果吻合率90%。



（1）抗疫病标记的研究，辣椒抗疫病分子标记辅助筛选图



2.2、抗炭疽病标记的研究



100bp

   T14      T13    T12     T11      T10     T9      T8       T7      T6     T5      T4       T3       T2      T1            

标记名称： SCAR-InDel
鉴定依据：抗病片段大小为100bp，而感病片段为90bp
鉴定结果：T4为抗病单株，T1-3、T5-14为感病单株

2.2、抗炭疽病标记的研究
根据文献《A new approach to quantify anthracnose symptoms in inoculated Capsicum spp. Fruits》提出的
量表，以采用孢子悬浮液接种后9d的辣椒病斑大小，分析其辣椒品种的抗病性。



2.3、抗病毒病标记的研究

抗CMV

抗TMV



2.3、分子标记育种湘研取得的成绩

LGC Genomics SNPline平台

KASP技术鉴定辣椒功能基因位点:
疫病 (CaDMR1; Phyto5NBS1 )
疮痂病 (Bs1、Bs2、Bs3 )
烟草花叶病毒TMV (L1～L4 )
辣椒雄性不育恢复基因（Rf ）

1、根据功能基因连锁标记，开发了辣椒抗病性紧密连锁的分子标记8个，提高聚合育种选择效率。并已规模化

应用于材料，品种的精准筛选。平均准确率达到90%以上，选择效率提高10倍以上。

2、利用优化后的辣椒花药培养和分子标记多性状聚合育种技术，创制出聚合抗病抗逆性状、高产优质自交系

及不育系30个。







l 收获数量：

总计获得 54907 个多态性区域段，包含

约 58126 个 SNPs。

l 覆盖率：

基因组 50Kb 窗口覆盖率 96.6%。

l 灵活度高：

设计可拆分的5K和50K组合使用



l 信息丰富：辣椒 50K 芯片设计数据来源 300多 

份高质量重测序数据，位点信息丰富。

l 全基因覆盖：经过筛选后能够对全基因有着非

常好的覆盖率。

l 应用性广：模拟群体测试，兼容群体多样性及

材料特性位点，能够很好用于群体遗传学研究及分

子育种工作。



品种保护六

湘研辣椒商业化育种体系



1、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l 已获得9个证书：星秀、湘辣712、湘辣丘香、

湘辣18号、湘辣54、圆珠三号、湘辣722、

湘辣731、湘辣2205；9个在销售品种已获得证书。

l 正在申请：还有47个品种正在申请中。



1、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2、生产保护

l 母本采用不育系技术——包括CMS及GMS 



2、生产保护

l 父本异基地生产



2、生产保护

l 国外生产辣椒种子

Ø劳动力便宜，但是劳动

效率不高。

Ø气候适宜辣椒生产，但

是栽培技术缺乏 。

Ø制种技术缺乏，种子质

量差，需要持续投入。



       湘研辣椒商业化育种8年，我们保持了销售收入10-15%的科研

投入，育种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业绩连续8年取得较快增长，2022

年成为农业农村部辣椒育种攻关牵头单位，我们将不辱使命，继续

在辣椒商业化育种上发力，为中国辣椒种业贡献更多力量！



找准方向
兴趣与努力同等重要

邹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