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生是吉林省主要的经济作物，近年来发展

迅速，2009 年面积达到 12.3 万 hm2[1]，成为继大豆

后的第二大经济作物。但长期以来，单产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2009 年只有 2 490 kg/hm2，只达到全国

平均水平(3 660 kg/hm2)的 74.1%。分析花生低产

原因有 3 个方面：生态因素、生产因素、技术因素。
在诸技术因素中，种植方式占有重要因素。针对技

术问题，于 2009～2010 年进行了花生不同种植

方式评价试验，以期寻找生产上增产高效种植模

式。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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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辽市红旗镇官井村，土壤类型为沙壤土，地

势平坦，肥力中等一致，前茬为玉米，是花生主产

区。
1.2 试验品种

当地主推品种白沙 1016。
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大区对比法，不设重复，秋季采用棋

盘法取样，晒干室内考种测重。试验设 4 个处理，

即 A：130 cm 大垄 3 行种植；B：90 cm 大垄 双行

种植；C：45 cm 小垄窄行种植；D：65 cm 常规垄种

植 (CK)。种植密度：A、B、C 采用 13 穴 /m2，穴距

17 cm，每穴 2 粒；D 采用 10 穴 /m2，穴距 15 cm，

每穴 2 粒。
1.4 试验施肥

施农家肥 40 000 kg/hm2，尿素 75 kg/hm2，磷

酸二胺 300 kg/hm2，硫酸钾 150 kg/hm2 或 45%复

合肥 750 kg/hm2。所有肥料作底肥一次施入。
1.5 试验播种

开沟等距穴播，播种深度 4 cm，播后及时镇

压。播后 3 d 用 95%乙草胺 1 500 mL/hm2 封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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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种植方式对主要经济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处理 主茎高(cm) 总分枝数(条) 单株饱果数(个) 单株生产力(g) 百果重(g) 百仁重(g) 出米率(%) 产量(kg/hm2) 增产(%)
A 36.7 8 12 14 171.8 68.7 70 4 110.0 22.9
B 37.1 8 14 16 180.4 70.0 71 4 395.0 31.4
C 36.2 7 12 14 161.3 66.1 69 3 615.0 8.1
D 36.0 7 13 15 169.7 67.9 70 3 345.0 -

表 3 不同种植方式效益比较 元 /667m2

项目
成本

收入 净增效益
肥料 农药 机械 种子 合计

A 120 10 20 170 320 822 153
B 120 10 20 170 320 879 210
C 120 10 20 170 320 723 54
D 120 10 20 125 275 669 -

注：肥料为 45%复合肥，2 400 元 /t；种子 10 000 元 /t；荚果市场价为 6 000 元 /t。

表 1 不同处理间生育期比较 月·日

处理 播种期 出苗期 开花期 下针期 成熟期 收获期
A 5·18 5·30 6·20 7·08 9·18 9·23
B 5·18 5·30 6·20 7·08 9·18 9·23
C 5·18 6·01 6·21 7·09 9·18 9·23
D 5·18 6·01 6·21 7·09 9·18 9·23

草。中耕管理同大面积生产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生育期比较

通过表 1 可以看到，各处理间生育进程差异

只有 1 d，随着后期气温的升高，生育进程没有表

现差异，说明不同种植方式对花生生育进程基本

没有影响。

2.2 不同种植方式对主要经济性状及产量的影响

通过表 2 分析得出，在主要经济性状中，处理

B 最好，A、C、D 没有大的区别；C 表现较小的百

果重和百仁重，可能与 C 垄窄不耐旱有关。在产

量性状中，A、B、C 均表现增产潜力，增产顺序为

B＞A＞C，B 最大达到 31.4%，其次为 A22.9%，C
也达到 8.1%。说明 A、B、C 3 种种植方式，在生产

中均是可行的。

2.3 不同种植方式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表 3 比较看，处理 B 的净增效益最高，

达 3 150 元 /hm2，其次为处理 A 为 2 295 元 /hm2，

处理 C 也达到 810 元 /hm2。说明 3 种不同种植方

式下效益是增加的。

3 结 论

3.1 3 种处理方式的优缺点

3 种处理方式都是根据缩垄增行、增加密度的

增产原理而表现增产的。处理 A 虽然保墒性较好，

但从单株生长环境看，中间一行处于肥、水、光的竞

争劣势而表现荚果果小、秕果多，且机械不配套，收

获易落果等缺点；处理 C 因保墒性能差，适合在灌

溉条件较好的地块种植；处理 B 具有充分利用边行

效应[2]、合理密植、蓄水保墒、单株肥水光分配均匀、

易收获、农机易配套、操作简单等优点。
3.2 3 种不同处理增产增效效果

3 种不同处理较常规种植方式均有增产增效

效果，但差距较大。从试验角度看，各处理间优先

顺序为处理 B＞处理 A＞处理 C＞处理 D。结合

生产习惯和机械配套等因素，生产上适宜推广 90
cm 大垄双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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