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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汤艳娟

7月21日上午，潼南区宝龙镇严寨村的村集
体辣椒基地里，一大早从主城赶来的辣椒专家黄
启中正在进行“田间课堂”教学，指导椒农管护“艳
椒435”。

40岁村民范小英是“田间课堂”的忠实学
员。她在这个辣椒基地务工两年了，每次得知专
家要来基地开课，她都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学习。
这不，范小英在基地学了技术后，在自己地里也种
植了2亩辣椒，这两年都获得丰收。

“去年，我在基地务工赚了11000元，自家种
的辣椒也卖了12000元。”范小英高兴地对重庆
日报记者说：“多亏这些专家经常来讲课，他们教
的种植技术简单又实用，我们这里的老人都能一
学就会。”

72岁的村民范淑荣也是黄老师的学生。去
年，他的一亩辣椒产量1900公斤，数全村第一名，
收入近9000元。

范淑荣感激地对黄启中说：“关键是你们的这
个‘艳椒’品种好，不愁卖。”

“为了助推小辣椒成为山区脱贫大产业，我们
用‘田间课堂’等多种形式，已在重庆推广‘艳椒’
系列辣椒达25万亩。”黄启中说。

“田间课堂”
推广新品种植

一粒辣 种 十年绽芳华
——重庆农科人培育的“艳椒425”成为重庆火锅底料的“秘密武器”

相关新闻>>>

⬅黄启中（左二）在潼南区宝龙镇严寨村开展“田间课堂”。
记者 汤艳娟 摄/视觉重庆

“艳椒425”特点
产量高 单果平均重5到6
克，与传统的朝天椒相比，单
果重增加25%左右，果长增加
60%左右。干椒亩产量超过
350公斤，比传统的朝天椒产
量高一倍以上。

耐瘠薄 十分适宜在西南
地区土壤贫瘠、保水保肥能
力差的丘陵山地，以及栽种
前期低温寡日、结果期高温
伏旱的地区发展种植。

辣度高 味道属于极
辣 型 ，辣 度 达 到

35000SHU、脂肪含量
达14.8%，在熬制重

庆火锅底料时，比传
统朝天椒减少用

料40%，仍能保
持火锅的辣味

和香味。

□本报记者 汤艳娟

7月23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龙河村辣椒
基地一派火热，冒着酷暑的村民们麻利地为辣椒树
绑上“拐杖”，将压弯了枝头的大个头朝天椒“扶”起
来。

大约十天之后，这一个个朝天椒就将由深绿色逐
步变成紫红色再变成大红色,进入今年的第一次采收
期。丰收在望，在持续到11月初的采收期内，这里的
每亩辣椒地将产出1600公斤朝天椒。

这一棵棵健壮又高产的朝天椒，是重庆市农业科
学院的科学家们潜心钻研十年，选育出的国内第一个
单生朝天椒杂交新品种——“艳椒425”。

如今，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选育的“艳
椒”系列辣椒新品种，已成为我国朝天椒育种界的标杆
品种。而重庆依托“艳椒”系列发展起的干制辣椒产
业，也成为山区增收致富的“红色产业”。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了重庆农业科学院的辣
椒试验田、踏访了山区的辣椒地头，了解到选育“艳椒”
系列辣椒品种背后的故事。

“艳椒425”的横空出世，在国内辣椒科研领域引起轰动。不过，接
下来的成果转化之路并没想象中的顺利。

吕中华首先给当年“怼”自己的石岭社区送去了3公斤“艳椒425”
种子，并安排黄启中驻扎现场负责示范种植60亩。

“你这个也叫朝天椒？朝天椒能长这么长？有这么大的果？是美
人椒吧！”有村民对新品种的产品介绍持怀疑态度，在黄启中的示范地
旁种植了5亩常规朝天椒。

整地划厢，施肥覆膜，竹竿扶苗……黄启中在地里忙活了两个月
后，他的“艳椒425”表现出令人欣喜的长势：辣椒苗长成78厘米高，与
隔壁传统品种高出30厘米；新品种辣椒树每窝约挂果160个，而隔壁
传统品种挂果不到一半数量。

当年底一算亩产量，“艳椒425”达1500多公斤，比传统品种高出
750公斤！

“你们的承诺兑现了！真牛！”当年“怼”人的秦大启竖起了大拇指，
第二年便发动村民到示范基地学习技术，种下“艳椒425”320亩。

2009年，石柱辣椒采购现场会在龙沙镇长坪村召开，小天鹅集团
和德庄集团的负责人第一次见识了“艳椒425”的辣度后，当场决定采
购这个品种辣椒作为其火锅底料的主打原料。

“艳椒425”的成功选育，开启了重庆大果朝天椒创新之路。在快
马加鞭进行品种与应用时，他们未停下品种创新的脚步，
针对不同的加工用途和区域市场，先后培育出了“艳椒
426”“艳椒435”“艳椒465”“艳椒485”等4个品种。

其中，2019年通过国家品种登记的“艳椒435”，以
其硬度好、辛辣、大果型、抗病抗逆力强等优势，成为目前
重庆市场最受欢迎的高辣椒素品种。同年，“艳椒435”
成功申报重庆市蔬菜作物唯一突破性品种后补助
项目，获得重庆市财政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加速
了“艳椒”系列品种的推广进程。

几年里，重庆市农科院派出团队先后
在重庆及贵州、湖北等16个省市建立了
100多个示范推广基地，让小辣椒成为
山区脱贫的大产业。

目前，“艳椒”系列品种在重庆山
区多点开花，带动8万农户种植25
万亩“艳椒”，并支撑重庆加工型辣椒
从 2008 年的 15万亩发展到 2019
年的近50万亩。其中，仅石柱县就
通过种植“艳椒”系列品种，带动
1.6万农户增收8000万元，实现
了“种椒3亩，脱贫1户”。

“我们虽将青春年华倾注
在了‘艳椒’上，但当初选择农
业科研的初心依旧坚定。新
时代，新任务，新挑战，未来
的科研仍旧任重而道远。”黄
任中说，当前我市干制辣椒
生产缺口仍然很大，干制辣
椒产业存在生产水平仍
然较低等问题。因此，
我市还需加大新技术
推广、增强基础设施
投入、提高单位
面积产出等，助
力干制辣椒产业
迈向新征程。

“怼”人村民心服口服——

重庆8万椒农种下25万亩“艳椒”

从无到有选育新品种，并非易事，存在太多不确定
性。

当时，国外进口的朝天椒多为小果簇生品种，存在种
子价格高、簇生不易采摘、人工成本高等现象。吕中华等
三人带领辣椒团队深入朝天椒主要生产区域和消费市场
调研后，明确选育的新品种要具备四个特点：产量高，抗
性好，果要大、易采摘。

育种成功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发现或创造出优
异的育种材料。可是，偌大的中国土地上，到底哪里有这
样潜在的育种材料呢？通过怎样的方式找到优良杂交种
的父本、母本呢？

“我们决定从基础性工作做起，跑遍中国辣椒生产区
收集育种材料。”1999年至2000年，当时还是小伙子的
黄任中、黄启中，坐绿皮火车转公共汽车再搭拖拉机、摩
托车，深入河南、陕西、贵州、福建等地山区，挖掘到了
400余份珍贵的辣椒育种材料。

然而，在重庆的气候条件下，一年只能种一季辣椒开
展观察研究。为了如期完成“军令状”，团队启动了南繁
加代计划：每年9月派人到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开辟辣
椒试验田，开展育种材料创新与品种选育工作。

2001年，黄任中授命孤身一人前往海南开展辣椒
育种观察、评价、鉴定，从播种到种子收获的整个轮回，
他在试验田整整蹲守了185天。“我生怕培育的‘宝贝’
有半点闪失。”黄任中说：“由于当时只顾着在试验田埋
头苦干，以至于发生了‘911’事件，我都是在事后一周
得知的。”

虽然蹲守185天的日子紧张而忙碌，但细心的黄任
中在田间发现了一份“异类”朝天椒材料：它不是普通的
子弹头朝天椒，而是长牛形的朝天椒，其果长最多可达到
16厘米，是子弹头朝天椒的3倍。

黄任中欣喜不已，赶紧做了产量比较、抗性鉴定、品
质检测等实验，发现这份材料的抗逆性、抗病性强，耐瘠
薄，很适合作母本。不过，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不辣，果
肉厚，硬度稍差。他兴奋地判断：如果这份材料性状稳
定，就可以选择一个高辣、硬度好、肉薄的材料作父本，那
么配出长果、高辣、抗性好的杂一代品种不是指日可待了
吗？

2002年春天，黄任中带着这个“异类”朝天椒品种的
120余粒种子回到重庆种植，可令大家沮丧的是，这份朝
天椒材料出现分离情况，结出的辣椒一半朝上一半朝下。

失败，并没有让团队泄气，大家重整旗鼓继续开展自
交纯化，最终于2004年培育出达到配制组合标准的母
本。同时，他们还找到了高辣、硬度好、肉薄的簇生朝天
椒特异材料作为父本，于当年冬天在海南配制了朝天椒
新组合。

接下来的几年里，经过与传统朝天椒展开多年多点
的对比试验，科学家们培育的新组合显示出梦寐以求的

“四大数据”：一是高产，每个果重约5~6克，单株可挂果
150~200个，1株可产0.5公斤多辣椒；二是高辣高脂肪，
其辣度达到35000SHU、脂肪含量达14.8%；三是抗性
好，耐瘠薄，可粗放种植于山区，植株高达80厘米；四是
干制率高，1.9~2.1公斤鲜辣椒可干制0.5公斤辣椒干。

2004年，科学家们给他们培育的单生朝天椒杂交新
品种取了一个火辣辣的名字：“艳椒425”。

后来，为加速“艳椒425”的推广应用，辣椒研发团队
又在重庆、贵州、云南、四川等地通过多生态试验示范，并
于2008年通过了重庆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专家鉴
定，获得重庆市种子管理站颁发的品种证书。

2009年，“艳椒425”申请国家作物品种权保护。至
此，历经十年，我国终于育成第一个单生朝天椒杂交新品
种——“艳椒425”！

搞育种要有前瞻性——

南繁加代选育优良新品种

“艳椒425”选育团队的核心科学家主要有三人，
重庆农业科学院辣椒专家吕中华及其学生黄任中、黄
启中，三人在我国辣椒育种界均颇有名气。如今，吕中
华已退休，黄任中、黄启中分别担任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重
庆综合试验站站长。

1999年的一个夏天，三人作为科技特派员到石柱
县龙沙镇石岭社区教授村民科学管理当时种植的常规
辣椒品种时，时任该村村支书秦大启的一席话令教学
现场气氛陷入尴尬。

“你们专家教的管理技术是很好，可这种常规品种
也太难伺候了，我们几天不来地里，辣椒就生病了，产
量也做不起来，太打击信心了。”秦大启毫不客气地发
起牢骚：“要是有适合我们本土山区的朝天椒品种就好
了，特别是那种不得病、产量高、易管理的辣椒，你们科
学家能帮我们搞出来吗？”

“目前，朝天椒品种都是靠进口，我们国内还没有
自主选育而成的杂交朝天椒品种。”被“怼”的吕中华特
别理解秦大启的心情，他热血上涌，当场拍着胸脯作出
承诺：“大家想要的那种杂交辣椒品种，我相信，过不了
几年，我们一定能选育出来。”

彼时，重庆辣椒种植以鲜食品种为主，加工型辣
椒主要用农户自留种，少量进口簇生朝天椒品种价
格昂贵，但产量和商品率低。当时，国内辣椒育种主
要关注鲜食品种，很少有人尝试选育本土的朝天椒
杂交品种。不过，随着重庆火锅、泡菜、榨菜等加工
产业逐渐兴起，重庆市场对加工型辣椒需求增大，吕
中华带领的研发团队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藏的广阔
市场前景。为此，团队将主要精力投在选育中国自
己的朝天椒杂交品种上。

“村民‘怼’我们，我们接受！作为科研人员没有自
己的科研成果，下去培训讲课总是推荐别人的品种，心
里都是虚的。”黄任中说，“虽然鲜食辣椒当时是主流品
种，但我们搞育种就要有前瞻性，自主创新培育加工型
辣椒品种。我们要用科技去引领市场，而不是被市场
撵着走。”

当年底，三人立下“军令状”：十年内，一定要选育
出适合中国本土的优秀朝天椒杂交品种。不过，秦大
启“怼”大家的那一番话，像一根针扎在三人心头。十
年内，究竟能否兑现承诺，他们心里也没底。

专家田间授课遭“怼”——

“能不能搞出适合本土的朝天椒”

编后>>>

□倪训强

十年磋磨，一剑光寒。
十年，当年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已是颇有

名气的农科专家。十年，他们挥洒的汗水落
进泥土里生根发芽，绽放芳华。

“艳椒425”的培育成功，让人喜悦，更让
人感动。喜悦的是，新品种让山区农民有了
勤劳致富的好项目，种植的辣椒产量大增，效
益成倍增长，农民实现脱贫致富，山区乡村也
找到了适合贫瘠土壤条件的农业产业之路。

感动的是，重庆农科人把责任安放在农民的期
盼里，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我们要为科研人员的专注与坚韧点赞！十
年青春，寂寂无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牵挂
辣椒种”，做农业科研辛苦枯燥，科研人员必须
要排除杂念。重庆农科院的专家们甘坐冷板

凳，沉下心来做学问，耐住寂寞搞科研。
我们要为科研人员的热血与担当点赞！面对

农民的期盼，他们热血上涌，拍响了胸脯。为了兑
现对农民的承诺，他们走出实验室，只身来到炎热
的海南岛，在试验田里一蹲就是185天，他们用滚
烫的心，火热的干劲，把冷板凳坐热。

我们要为科研人员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点赞。
当鲜椒还是占据主流市场时，他们从实际出发，不
盲从，不跟风，踏踏实实培育研发适合本土发展，
抗病性强、产量高、耐瘠薄的加工型辣椒品种，硬
生生打开了一个新市场。

对科研人员来说，做出对社会有价值的科研
成果无疑是幸福的，正因为他们将事业植根于大
地，青春才会在奋斗中闪光。

甘坐冷板凳 沉心搞科研

⬆黄任中（左）与黄启中在实验室检查辣椒花药培养情况。
（重庆市农科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