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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 ９３ 份贵州地方辣椒资源的品质性状进行了分析ꎬ结果表明:粗纤维含量在 ２２. ９９％ ~ ４４. ０６％ 之间ꎬ牛角椒含量

最高ꎬ为 ３３. ７１％ ꎻ粗脂肪含量在 １１. ４９％ ~ ２７. ４６％之间ꎬ锥形椒含量最高ꎬ为 ２１. ５５％ ꎻ蛋白质含量在 １２. ８１％ ~ ２２. ９７％之间ꎬ
指形椒含量最高ꎬ为 １８. ７８％ ꎻ辣椒素含量在 ０. ２８ ~ ７. ６１ ｍｇ / ｇ 之间ꎬ指形椒含量最高ꎬ为 ４. ４７ ｍｇ / ｇꎻ４ 个指标的平均隶属度值

在 ０. ２１ ~ ０. ６８ 之间ꎬ超过 ０. ６０ 的辣椒资源有 Ｓ１０６、Ｓ１０３、Ｓ０７２ 和 Ｓ０１６ꎻ聚类分析表明ꎬ９３ 份辣椒资源按平均隶属度大小可分

为四大类型ꎬ即高品质型、中品质型、一般品质型和特殊品质型ꎮ 贵州地方辣椒种质资源品质性状分析可为辣椒种质资源的

创新利用、新品种的选育奠定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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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又名海椒、辣子、番椒ꎬ茄科辣椒属ꎬ一年或

多年生草本植物ꎮ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 ＩＢ￣
ＰＧＲ) 确定辣椒有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 Ｌ. ꎬ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ｂａｃｃａｔｕｍ Ｌ. ꎬ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Ｊａｃｑ. ꎬ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ｆｒｕ￣

ｔｅｓｃｅｎｓ Ｌ. 和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Ｒｕｉｚ ＆ Ｐａｖ. 等 ５ 个栽

培种ꎬ其中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 Ｌ. 是主要的栽培种[１]ꎮ
辣椒是营养极其丰富的蔬菜ꎬ是人们不可或缺的鲜

食蔬菜和最重要的调味品ꎬ同时还是重要的工业原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８ 卷

料ꎬ其深加工产品辣椒素、辣椒红素在特种用漆、医
药等方面都有特殊的用途ꎮ 贵州是辣椒种植大省ꎬ
种植面积在 ３５０ 万亩以上ꎬ在长期自然和人工选择

下ꎬ形成了许多优良的地方资源ꎮ 同时ꎬ贵州也是辣

椒加工大省ꎬ油辣椒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７０％ ꎬ辣
椒已成为助推贵州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的

重要经济作物之一ꎮ
作物种质资源品质性状鉴定评价是作物种质

资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优异资源挖掘和

利用的基础[２] ꎮ 目前ꎬ研究者对辣椒种质资源的

研究ꎬ主要集中在形态分类、抗病性、耐逆性、农艺

性状等方面[３￣９] ꎮ 而关于辣椒品质特性方面的研

究ꎬ大多是针对少量品种进行的测定[１０] ꎬ或是栽培

方式对辣椒品质的影响[１１￣１２] ꎬ对大批量的辣椒种

质资源品质性状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少有报道ꎮ

为了更好地了解贵州辣椒资源品质特点ꎬ本研究

利用资源圃保存的 ９３ 份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收集纯化的

贵州地方辣椒资源ꎬ对其粗纤维、粗脂肪、蛋白质、
辣椒素等品质指标进行分析ꎬ以期为今后进行辣

椒种质资源的创新利用、新品种的选育提供可靠

的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实验所用辣椒材料全部来自贵州省辣椒研究所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收集并进一步纯化的品种或资源ꎬ共
计 ９３ 份ꎬ分别来自贵州省 ９ 个地州市ꎮ 其中:果形

羊角形的 １６ 份ꎬ锥形的 １９ 份 (含珠子形和灯笼

形)ꎬ线形的(含细线形)２７ 份ꎬ牛角形的 ２４ 份ꎬ指形

的 ７ 份(表 １)ꎮ

表 １　 ９３ 份辣椒资源分布与果实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９３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ｐｐｅｒ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来源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果形

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ｅ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来源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果形

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ｅ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来源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果形

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ｅ

Ｓ００１ 湄潭县 珠子形 Ｓ０３５ 赫章县 牛角形 Ｓ０７４ 德江县 锥形

Ｓ００２ 桐梓县 羊角形 Ｓ０３６ 凯里市 线形 Ｓ０７６ 德江县 锥形

Ｓ００３ 道真县 锥形 Ｓ０３７ 仁怀县 锥形 Ｓ０７７ 德江县 牛角形

Ｓ００４ 绥阳县 羊角形 Ｓ０３８ 三都县 线形 Ｓ０７８ 德江县 牛角形

Ｓ００５ 遵义县 羊角形 Ｓ０３９ 花溪区 线形 Ｓ０７９ 德江县 锥形

Ｓ００６ 遵义县 羊角形 Ｓ０４０ 绥阳县 锥形 Ｓ０８０ 德江县 线形

Ｓ００７ 大方县 线形 Ｓ０４１ 仁怀县 锥形 Ｓ０８１ 石阡县 牛角形

Ｓ００８ 赫章县 牛角形 Ｓ０４２ 务川县 牛角形 Ｓ０８３ 石阡县 牛角形

Ｓ００９ 兴仁县 指形 Ｓ０４３ 道真县 锥形 Ｓ０８４ 德江县 锥形

Ｓ０１０ 毕节市 线形 Ｓ０４４ 道真县 锥形 Ｓ０８５ 锦屏县 牛角形

Ｓ０１３ 罗甸县 指形 Ｓ０４５ 盘县 羊角形 Ｓ０８６ 江口县 牛角形

Ｓ０１４ 花溪区 线形 Ｓ０４７ 兴仁县 锥形 Ｓ０８７ 松桃县 牛角形

Ｓ０１５ 剑河县 指形 Ｓ０４８ 花溪区 羊角形 Ｓ０８８ 松桃县 牛角形

Ｓ０１６ 剑河县 指形 Ｓ０５０ 铜仁市 牛角形 Ｓ０８９ 松桃县 牛角形

Ｓ０１７ 剑河县 羊角形 Ｓ０５１ 遵义县 细线形 Ｓ０９０ 绥阳县 灯笼形

Ｓ０１９ 从江县 指形 Ｓ０５２ 绥阳县 锥形 Ｓ０９１ 务川县 线形

Ｓ０２０ 施秉县 细线形 Ｓ０５３ 绥阳县 锥形 Ｓ０９３ 务川县 羊角形

Ｓ０２１ 台江县 羊角形 Ｓ０５４ 绥阳县 锥形 Ｓ０９４ 道真县 牛角形

Ｓ０２２ 雷山县 线形 Ｓ０５５ 绥阳县 羊角形 Ｓ０９５ 道真县 牛角形

Ｓ０２３ 锦屏县 牛角形 Ｓ０５６ 三都县 羊角形 Ｓ０９６ 道真县 线形

Ｓ０２４ 黄平县 细线形 Ｓ０５７ 罗甸县 羊角形 Ｓ０９７ 道真县 锥形

Ｓ０２５ 沿河县 牛角形 Ｓ０５８ 石阡县 线形 Ｓ０９８ 道真县 锥形

Ｓ０２６ 三都县 线形 Ｓ０６２ 湄潭县 线形 Ｓ０９９ 习水县 牛角形

Ｓ０２７ 独山县 牛角形 Ｓ０６３ 湄潭县 锥形 Ｓ１００ 罗甸县 羊角形

Ｓ０２８ 独山县 线形 Ｓ０６６ 三都县 细线形 Ｓ１０１ 瓮安县 线形

Ｓ０２９ 独山县 线形 Ｓ０６７ 惠水县 羊角形 Ｓ１０２ 剑河县 线形

Ｓ０３０ 独山县 线形 Ｓ０６８ 印江县 线形 Ｓ１０３ 台江县 羊角形

Ｓ０３１ 花溪区 牛角形 Ｓ０６９ 印江县 牛角形 Ｓ１０４ 三都县 细线形

Ｓ０３２ 独山县 线形 Ｓ０７０ 印江县 牛角形 Ｓ１０５ 沿河县 牛角形

Ｓ０３３ 赫章县 牛角形 Ｓ０７２ 雷山县 指形 Ｓ１０６ 剑河县 指形

Ｓ０３４ 花溪区 线形 Ｓ０７３ 从江县 线形 Ｓ１０７ 剑河县 羊角形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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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方法

所有辣椒材料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采用漂浮育

苗技术进行播种ꎬ穴盘规格 １６０ 穴ꎬ每穴 １ 粒ꎮ 播种

前ꎬ所有种子用 ０. ２％的高锰酸钾浸泡 １５ ｍｉｎꎬ清水

洗净ꎬ晾干备用ꎮ
试验在贵州省辣椒研究所科研基地进行ꎬ土地

平整、黄壤土、肥力中等ꎮ 定植前ꎬ每 ６６７ ｍ２施入奥

林丹复合肥(Ｎ∶ Ｐ∶ Ｋ ＝ １５∶ １５∶ １５)５０ ｋｇꎬ沟施ꎬ厢面

宽 ８０ ｃｍꎬ沟宽 ４０ ｃｍ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定植于大

田ꎬ厢面双沟定植ꎬ每穴定植 １ 株ꎬ株距 ４０ ｃｍꎬ每个

品种定植 ５０ 株ꎮ
选取生长一致的辣椒植株 ２０ 株ꎬ采收第 ３、４

层充分红熟且无病虫害的果实ꎬ不设重复ꎮ 经

８０ ℃热风烘至恒重ꎬ去掉果柄粉碎后分别过 ４０
目、８０ 目筛子ꎬ并保存于避光的干燥器内ꎬ用于测

定品质指标ꎮ
蛋白质采用全自动凯式定氮仪(ＵＤＫ １５９)进行

测定ꎻ粗脂肪采用粗脂肪测定仪(ＳＺＦ￣０６Ａ)进行测

定[１３]ꎻ粗纤维采用粗纤维测定仪进行测定( ＣＸＣ￣
０６)ꎻ辣椒素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安捷伦 １２９０)进
行测定[１４]ꎮ

品质评价采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函数值法[１５]ꎬ
以蛋白质、粗脂肪、粗纤维、辣椒素等指标进行综合

评价ꎮ
隶属函数值计算公式[１６￣１７]:

Ｒ(Ｘ ｉ) ＝ (Ｘ ｉ － Ｘｍｉｎ) /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式中 Ｘ ｉ为指标测定值ꎬＸｍｉｎ、Ｘｍａｘ为所有参试材

料某一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ꎮ
如果为负相关ꎬ则用反隶属函数进行转换ꎬ计算

公式为:
Ｒ(Ｘ ｉ) ＝ １ － (Ｘ ｉ － Ｘｍｉｎ) /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１. ３　 数据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ＳＰＳＳ２０. ０ 汉化版、ＤＰＳ ｖ７. ０５
版进行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贵州地方辣椒资源品质分析

９３ 份贵州地方辣椒资源辣椒品质分析结果如

表 ２ 所示ꎬ各品质性状在不同材料间的差异较大ꎮ
粗纤维的平均含量为 ３２. ６５％ ꎬ是 ４ 个品质性状中

含量最高的一个ꎬ之后依次是粗脂肪、蛋白质、辣椒

素ꎮ 不同辣椒材料间品质性状的变异系数不同ꎬ其
中以辣椒素含量的变异系数最大ꎬ达到 ８０. ７１％ ꎬ最
大值是最小值的 ２７. １８ 倍ꎬ而粗纤维、粗脂肪、蛋白

质的变异系数较低ꎬ依次为 １０. ２５％ 、１７. ５２％和 １０.
１４％ ꎬ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２ 倍左右ꎮ

表 ２　 辣椒种质资源品质检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ｐｐｅｒ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性状

Ｔｒａｉｔ
粗纤维(％ )
Ｃｒｕｄｅ ｆｉｂｅｒ

粗脂肪(％ )
Ｃｒｕｄｅ ｆａｔ

蛋白质(％ )
Ｐｒｏｔｅｉｎ

辣椒素(ｍｇ / ｇＤＷ)
Ｃａｐｓａｉｃｉｎ

最大值 Ｍａｘ. ４４. ０６ ２７. ４６ ２２. ９７ ７. ６１

最小值 Ｍｉｎ. ２２. ９９ １１. ４９ １２. ８１ ０. ２８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３２. ６５ １９. ３０ １６. ７２ １. ７０

标准差 ｓ ３. ３５ ３. ３８ １. ７０ １. ３７

变异系数(％ )ＣＶ １０. ２５ １７. ５２ １０. １４ ８０. ７１

辣椒素为总辣椒素含量ꎮ 下同　 Ｃａｐｓａｉｃ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ｐｓａｉｃ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２. ２　 不同果形辣椒资源品质差异

为了方便统计ꎬ将 ９３ 份辣椒材料的果实形状大

致分为羊角形、锥形、线形、牛角形和指形ꎬ将各果形

的所有测定值归为一个样本进行方差分析ꎮ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ꎬ不同品质性状在不同果形中的差异不

同ꎮ 粗纤维含量在不同果形中的大小顺序为牛角

形 >羊角形 >线形 > 锥形 > 指形ꎬ但彼此之间差异

不显著ꎻ粗脂肪含量在不同果形中的大小顺序为锥

形 >羊角形 >指形 >牛角形 >线形ꎬ锥形与线形、牛
角形之间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ꎻ蛋白质含量在不

同果形中的大小顺序为指形 > 锥形 > 羊角形 > 线

形 >牛角形ꎬ指形与锥形、羊角形、线形、牛角形之间

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ꎬ而锥形、羊角形、线形、牛角

形之间的差异不显著ꎻ辣椒素含量在不同果形中的

大小顺序为指形 >羊角形 > 线形 > 锥形 > 牛角形ꎬ
指形与锥形、羊角形、线形、牛角形之间的差异达到

极显著水平ꎬ而锥形、羊角形、线形、牛角形之间的差

异不显著ꎮ
另外ꎬ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ꎬ指形椒的辣椒素含

量最高ꎬ牛角形的最低ꎬ总体表现出“果小味辣”的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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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ꎬ与传统认识上“小辣椒辣、大辣椒不辣”的说

法相一致ꎮ 但是从变异系数上发现ꎬ各果形辣椒素

的变异系数都很大ꎬ以锥形椒的最大ꎬ达到７１. ７４％ ꎬ

最小的为牛角椒ꎬ也有 ４３. ６７％ ꎬ说明不同果形中辣

椒素含量的变化较大ꎬ果形不能绝对反映出辣椒素

的含量ꎮ

表 ３　 不同果形辣椒种质资源品质检测结果及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ｅｐｐｅｒ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ｅ

果形

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ｅ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粗纤维(％ )
Ｃｒｕｄｅ ｆｉｂｅｒ

粗脂肪(％ )
Ｃｒｕｄｅ ｆａｔ

蛋白质

(％ )
辣椒素(ｍｇ / ｇＤＷ)

Ｃａｐｓａｉｃｉｎ

羊角形

Ｃｌａｗ ｓｈａｐ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３２. ８６ａ ２０. ９１ａＡＢ １６. ７６ｂＢ ２. １ｂＢ

标准差 ｓ ３. ５２ ３. ４９ １. ３７ １. ３６

变异系数(％ )ＣＶ
极差 Ｒａｎｇｅ

１０. ７０
１６. ３５

１６. ７１
１４. ０５

８. １８
５. ９３

６４. ８
４. ６４

锥形

Ｃｏｎ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３１. ８８ａ ２１. ５５ａＡ １６. ７９ｂＢ １. ３４ｂＢ

标准差 ｓ ３. ６３ ３. ０１ １. ６０ ０. ９６

变异系数(％ )ＣＶ
极差 Ｒａｎｇｅ

１１. ４０
１４. ４４

１３. ９５
９. ９３

９. ５５
７. ０２

７１. ７４
３. １１

线形

Ｌｉｎｅａｒ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３２. ５０ａ １７. １７ｃＣ １６. ５２ｂＢ １. ３９ｂＢ

标准差 ｓ ３. ３３ ２. ４９ １. ３０ ０. ８６

变异系数(％ )ＣＶ
极差 Ｒａｎｇｅ

１０. ２４
１２. ９６

１４. ５１
９. ９８

７. ８４
４. ９７

６１. ８３
４. １１

牛角形

Ｃｏｗ ｈｏｒｎ ｓｈａｐ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３３. ７１ａ １８. ７０ｂｃＢＣ １６. ５１ｂＢ １. ２５ｂＢ

标准差 ｓ ３. ０９ ３. ０２ １. ７８ ０. ５５

变异系数(％ )ＣＶ
极差 Ｒａｎｇｅ

９. １６
１５. ２３

１６. １５
１１. ３７

１０. ７６
８. ２８

４３. ６７
２. ０９

指形

Ｆｉｎｇｅｒ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３１. ４０ａ １９. ８６ａｂＡＢＣ １８. ７８ａＡ ４. ４７ａＡ

标准差 ｓ ２. ９７ ３. ５６ ２. ５１ ２. ５９

变异系数(％ )ＣＶ
极差 Ｒａｎｇｅ

９. ４５
８. ２０

１７. ９４
９. ６４

１３. ３９
６. ６１

５８. ００
６. ０３

表中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ꎻ大写字母表示极显著水平(Ｐ < ０. ０１)ꎮ 下同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 ０. ０５)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Ｐ < ０. ０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２. ３　 不同辣椒材料品质性状的隶属函数分析

为了综合评价辣椒的品质ꎬ借助模糊数学隶属

函数分析法ꎬ对各辣椒材料的粗纤维、粗脂肪、蛋白

质、辣椒素等 ４ 个品质指标的隶属度进行计算ꎬ然后

取 ４ 个指标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平均隶属度使

用(表 ４)ꎮ
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４ 个指标的平均隶属度在

０. ２１ ~ ０. ６８ 之间ꎬ综合品质差异较大ꎮ 平均隶属度

超过 ０. ６０ 的辣椒资源有 Ｓ１０６、Ｓ１０３、Ｓ０７２ 和 Ｓ０１６ꎻ
排名前 １０ 位的辣椒材料有 １８ 份ꎬ依次为 Ｓ１０６、
Ｓ１０３、 Ｓ０７２、 Ｓ０１６、 Ｓ０７３、 Ｓ０７４、 Ｓ１０７、 Ｓ０６９、 Ｓ０１５、
Ｓ０１７、 Ｓ０４５、 Ｓ０４４、 Ｓ０８４、 Ｓ０５０、 Ｓ０５３、 Ｓ０４７、 Ｓ０７６、
Ｓ００９ꎮ 其中ꎬＳ０７２、Ｓ０１６ 并列第 ３ꎬＳ０７４、Ｓ１０７、Ｓ０６９
并列第 ５ꎬＳ０１５、Ｓ０１７ 并列第 ６ꎬＳ０４５、Ｓ０４４、Ｓ０８４ 并

列第 ７ꎬＳ０５３、Ｓ０４７、Ｓ０７６、Ｓ００９ 并列第 ９ꎬＳ０９８、Ｓ１００

并列第 １０ꎮ
采用欧氏距离、组间连接法ꎬ利用 ＳＰＳＳ 数据处

理软件对 ９３ 份辣椒资源的平均隶属度进行系统聚

类ꎬ聚类结果如图 １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在欧氏距离

８. ３ 处ꎬ可以将 ９３ 份辣椒资源聚为四大类群ꎮ 第Ⅰ
类群有 １７ 份材料ꎬ分别为 Ｓ００９、Ｓ０１５、Ｓ０１７、Ｓ０１９、
Ｓ０４４、 Ｓ０４５、 Ｓ０４７、 Ｓ０５０、 Ｓ０５３、 Ｓ０６９、 Ｓ０７３、 Ｓ０７４、
Ｓ０７６、Ｓ０８４、Ｓ０９８、Ｓ１００、Ｓ１０７ꎬ占 １８. ３％ ꎻ第Ⅱ类群

有 ４０ 份材料ꎬ占 ４３. ０％ ꎻ第Ⅲ类群有 ３２ 份材料ꎬ占
３４. ４％ ꎻ第Ⅳ类群有 ４ 份材料ꎬ分别是 Ｓ０１６、Ｓ０７２、
Ｓ１０３、Ｓ１０６ꎬ占 ４. ３％ ꎮ 结合表 ５ 可以看出:四大类

群的平均隶属度大小顺序为第Ⅳ类群 >第Ⅰ类群 >
第Ⅱ类群 >第Ⅲ类群ꎬ彼此之间差异达到极显著水

平ꎮ 第Ⅰ类群的粗脂肪含量最高ꎬ蛋白质与辣椒

素含量次高ꎬ贵州食辣习惯以香为主ꎬ辣味次之ꎬ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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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辣椒资源品质的平均隶属度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ｐｐ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平均

隶属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ｄｅｇｒｅｅ

排名

Ｒａｎｋｉｎｇ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平均

隶属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ｄｅｇｒｅｅ

排名

Ｒａｎｋｉｎｇ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平均

隶属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ｄｅｇｒｅｅ

排名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Ｓ００１ ０. ３７ ２０ Ｓ０３５ ０. ２４ ３１ Ｓ０７４ ０. ５５ ５

Ｓ００２ ０. ３９ １８ Ｓ０３６ ０. ３ ２７ Ｓ０７６ ０. ４９ ９

Ｓ００３ ０. ３７ ２０ Ｓ０３７ ０. ３２ ２５ Ｓ０７７ ０. ４１ １６

Ｓ００４ ０. ４３ １４ Ｓ０３８ ０. ２５ ３０ Ｓ０７８ ０. ３７ ２１

Ｓ００５ ０. ４２ １５ Ｓ０３９ ０. ３３ ２４ Ｓ０７９ ０. ４４ １３

Ｓ００６ ０. ３１ ２６ Ｓ０４０ ０. ４ １７ Ｓ０８０ ０. ３３ ２４

Ｓ００７ ０. ３２ ２５ Ｓ０４１ ０. ４１ １６ Ｓ０８１ ０. ４１ １６

Ｓ００８ ０. ３８ １９ Ｓ０４２ ０. ４４ １３ Ｓ０８３ ０. ３４ ２３

Ｓ００９ ０. ４９ ９ Ｓ０４３ ０. ４４ １３ Ｓ０８４ ０. ５２ ７

Ｓ０１０ ０. ４１ １６ Ｓ０４４ ０. ５２ ７ Ｓ０８５ ０. ３ ２７

Ｓ０１３ ０. ４５ １２ Ｓ０４５ ０. ５２ ７ Ｓ０８６ ０. ３５ ２２

Ｓ０１４ ０. ２５ ３０ Ｓ０４７ ０. ４９ ９ Ｓ０８７ ０. ３ ２７

Ｓ０１５ ０. ５３ ６ Ｓ０４８ ０. ４４ １３ Ｓ０８８ ０. ２５ ３０

Ｓ０１６ ０. ６３ ３ Ｓ０５０ ０. ５１ ８ Ｓ０８９ ０. ３１ ２６

Ｓ０１７ ０. ５３ ６ Ｓ０５１ ０. ３９ １８ Ｓ０９０ ０. ３４ ２３

Ｓ０１９ ０. ４６ １１ Ｓ０５２ ０. ４ １７ Ｓ０９１ ０. ３９ １８

Ｓ０２０ ０. ３８ １９ Ｓ０５３ ０. ４９ ９ Ｓ０９３ ０. ３４ ２３

Ｓ０２１ ０. ４４ １３ Ｓ０５４ ０. ４５ １２ Ｓ０９４ ０. ４１ １６

Ｓ０２２ ０. ３６ ２１ Ｓ０５５ ０. ３７ ２０ Ｓ０９５ ０. ４２ １５

Ｓ０２３ ０. ４２ １５ Ｓ０５６ ０. ４４ １３ Ｓ０９６ ０. ３５ ２２

Ｓ０２４ ０. ３９ １８ Ｓ０５７ ０. ３３ ２４ Ｓ０９７ ０. ４５ １２

Ｓ０２５ ０. ４３ １４ Ｓ０５８ ０. ４３ １４ Ｓ０９８ ０. ４７ １０

Ｓ０２６ ０. ４４ １３ Ｓ０６２ ０. ３１ ２６ Ｓ０９９ ０. ３２ ２５

Ｓ０２７ ０. ３４ ２３ Ｓ０６３ ０. ３６ ２１ Ｓ１００ ０. ４７ １０

Ｓ０２８ ０. ４１ １６ Ｓ０６６ ０. ４３ １４ Ｓ１０１ ０. ３１ ２６

Ｓ０２９ ０. ２８ ２９ Ｓ０６７ ０. ３９ １８ Ｓ１０２ ０. ２８ ２９

Ｓ０３０ ０. ３ ２７ Ｓ０６８ ０. ３４ ２３ Ｓ１０３ ０. ６４ ２

Ｓ０３１ ０. ２１ ３２ Ｓ０６９ ０. ５５ ５ Ｓ１０４ ０. ４５ １２

Ｓ０３２ ０. ３５ ２２ Ｓ０７０ ０. ３８ １９ Ｓ１０５ ０. ２５ ３０

Ｓ０３３ ０. ２９ ２８ Ｓ０７２ ０. ６３ ３ Ｓ１０６ ０. ６８ １

Ｓ０３４ ０. ２４ ３１ Ｓ０７３ ０. ５６ ４ Ｓ１０７ ０. ５５ ５

因此将第Ⅰ类群定义为高品质类型ꎻ第Ⅱ类群各项

指标居中ꎬ没有特别突出的品质ꎬ将其定义为中品质

类型ꎻ第Ⅲ类群的粗纤维含量最高ꎬ其他各项品质含

量最低ꎬ将其定义为一般品质类型ꎻ第Ⅳ类群的粗纤

维含量最低ꎬ蛋白质与辣椒素含量最高ꎬ但由于其辣

椒素含量远远高于其他类型ꎬ食用人群较少ꎬ产量

低ꎬ生产上并没有推广种植ꎬ仅仅是少数人对辣味的

嗜好而自愿种植ꎬ不流入市场ꎬ因此将其定义为特殊

品质类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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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辣椒资源品质性状的聚类分析图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ｐｐ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　 讨论

通过对 ９３ 份贵州地方辣椒资源的粗纤维、粗
脂肪、蛋白质、辣椒素等 ４ 个品质指标的分析ꎬ粗
纤维含量在 ２２. ９９％ ~ ４４. ０６％ 之间ꎬ不同果形中

的差异不明显ꎬ以牛角椒最高ꎬ平均值为３３. ７１％ ꎻ
粗脂肪含量在 １１. ４９％ ~ ２７. ４６％ 之间ꎬ不同果形

中的差异明显ꎬ以锥形椒最高ꎬ平均值为 ２１. ５５％ ꎻ
蛋白质含量在 １２. ８１％ ~ ２２. ９７％ 之间ꎬ不同果形

中的差异明显ꎬ以指形椒最高ꎬ平均值为 １８. ７８％ ꎻ
辣椒素含量在 ０. ２８ ~ ７. ６１ ｍｇ / ｇ 之间ꎬ以指形椒的

辣椒素含量最高ꎬ与其他果形的差异达到极显著

水平ꎬ平均值为 ４. ４７ ｍｇ / ｇꎻ４ 个指标中以辣椒素的

变异系数最大ꎬ其次依次为粗脂肪、粗纤维和

蛋白质ꎮ
濮冶民等[１８]根据辣椒素的含量将辣椒分为特高

( >１. ００％)、高(０. ７１％ ~ １. ００％)、较高(０. ４１％ ~
０. ７０％ )、中等(０. １１％ ~ ０. ４０％ )、较低(０. ０１％ ~
０. １０％ )、特低( < ０. ０１％ )６ 个等级ꎬ９３ 份贵州地方

辣椒资源的辣椒素分布在高、较高和中等 ３ 个等级

上ꎬ没有特高的资源ꎬ今后应该加强对特高辣椒素含

量资源的引进与筛选ꎬ为工业辣椒品种的选育奠定

材料基础ꎮ
隶属函数分析提供了一条在多指标测定基础上

对供试材料进行综合评价的途径ꎬ可以克服仅利用

少数指标进行评价的不足ꎮ 通过计算 ４ 个品质指标

的平均隶属度ꎬ９３ 份辣椒资源的平均隶属度在

０. ２１ ~０. ６８ 之间ꎬ相差 ０. ４７ꎬ资源间差异较大ꎬ聚类

分析表明ꎬ９３ 份辣椒资源可以分成四大类型ꎬ即高

品质型、中品质型、一般品质型和特殊品质型ꎮ 在育

种过程中ꎬ可以将特殊品质型与一般品质型的辣椒

资源进行杂交改良ꎬ从后代中选育出品质佳、辣味适

中、产量好的辣椒新品种ꎮ
本文仅研究了同一生态条件下不同产地辣椒资

源的品质特征ꎬ而生态环境和作物品质之间有一定

的相关性[１９]ꎬ加之贵州农业立体气候特征明显ꎬ不
同地区气候差异较大ꎬ不同生态环境下ꎬ辣椒的品质

表现不一ꎬ关于不同生态条件下不同辣椒品种的品

质特征及不同栽培措施对辣椒品质的形成尚需作进

一步的试验和研究ꎮ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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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同类型辣椒品质与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ｅｐｐｅｒ

类群

Ｔｙｐｅ

材料

数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平均隶属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ｄｅｇｒｅｅ

粗纤维(％ )
Ｃｒｕｄｅ ｆｉｂｅｒ

粗脂肪(％ )
Ｃｒｕｄｅ ｆａｔ

蛋白质(％ )
Ｐｒｏｔｅｉｎ

辣椒素

(ｍｇ / ｇＤＷ)
Ｃａｐｓａｉｃｉｎ

第Ⅰ类群

Ｆｉｒｓｔ ｔｙｐｅ
１７ ０. ５１ ± ０. ０３ｂＢ ３１. ７５ ± ２. ８８ｂＡ ２２. ２３ ± ３. １６ａＡ １７. ９８ ± １. ２５ｂＡ ２. ３５ ± １. ５６ｂＢ

第Ⅱ类群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ｙｐｅ
４０ ０. ４１ ± ０. ０３ｃＣ ３２. １６ ± ３. ３１ｂＡ ２０. ０６ ± ２. ４６ｂＢＣ １６. ６２ ± １. ４４ｃＢ １. ４９ ± ０. ９３ｃＢ

第Ⅲ类群

Ｔｈｉｒｄ ｔｙｐｅ
３２ ０. ３０ ± ０. ０４ｄＤ ３４. ０８ ± ３. ２５ａＡ １６. ５２ ± ２. ６８ｃＣ １５. ８９ ± １. ４４ｃＢ １. １６ ± ０. ６０ｃＢ

第Ⅳ类群

Ｆｏｕｒｔｈ ｔｙｐｅ
４ ０. ６５ ± ０. ０２ａＡ ２９. ９７ ± ２. ９０ｂＡ ２１. ３６ ± ０. ５６ａＡＢ １９. ０１ ± ２. ８３ａＡ ５. ３３ ± ２. ４６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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