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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结合吉林省花生产区气候特点以及在播种、杂草防治、收获晾晒、摘果等各生产环节技术要求，按照精

播节本、不机械损伤种粒；化学除草，减少田间操作；皮带传送起秧、按序铺放、降低损失；干湿茎秆摘果及时快速完成收

获等节本高效的生产要求，分析总结适宜机械和高效生产模式,为花生种植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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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uitable production machinery of peanut in Jilin province was discussed in the paper according to cli⁃
m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in the production stages including sowing, weed control, harvesting
and drying, pick peanuts.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of reduce cost and efficient, including accurate
sowing and no mechanical damage; we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reduce mechanical
walking; belt conveyor peanut digger to dig peanut plants and laid in order, for reduce loss and improve efficiency; to
pick peanut of stem whether or not dry in order to finish the harvest in time, we analyzed suitable and supporting ma⁃
chinery and summarized the efficient production modes of peanu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eanut gr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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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吉林省花生种植面积逐年增加，已经

成为我国花生的重要产地 [1]。花生生产环节用工

集中，劳动强度大，特别是春季需要抢墒播种、秋

季需要抢收等生产要求，已制约吉林省花生产业

的进一步发展，机械化高效生产势在必行。

1 吉林省花生状况

1.1 气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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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花生产区处于北纬 43°18'～46°18',东
经 121°38'～131°19',地处北温带 ,接近亚寒带。全

省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为 2～6℃,年活动积温

平均在 2 700～3 200℃·d。初霜期一般在 9月下

旬 ,终霜在 4月下旬至 5月中旬。夏季降水量占全

年的 60%以上 ,4～5月降水量仅占全年的 13%。
因此春旱发生频率很高 ,尤其西部地区有“十年九

春旱”之说。自然灾害以低温冷害、干旱、洪涝、

霜冻为主,其次有冰雹及风灾。

1.2 花生面积情况

根据中国种植业信息网农作物信息库统计

（见表 1），2006年吉林省花生种植面积 11.3万
hm2，全国排名第 11 位，到 2016 年种植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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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7万 hm2，全国面积排名上升至第 7位，是 2006
年的 1.8倍多，面积增长迅速，种植规模越来越

大，传统的低效率、高成本种植方式已经无法满

足产业发展需要，利用机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成本是发展趋势。特别是在我省的气候条件下，

适宜生产机械显得尤为重要，是我省花生安全生

产、产业发展的有利保障 [2]。

2 生产中主要问题及适宜机械选择

2.1 播种

2.1.1 生产特点

花生用种量大，一般情况下四粒红用种量

150 kg/hm2左右，种子粒大的花生用种量 175～
190 kg/hm2，成本较高；种子大小不一，形状不规

则，机械分种易造成分种不均，难以精准控制；花

生种皮极容易脱落、破碎，机械分种经常加重种

皮损伤，易遭受病菌侵染、地下害虫侵害，造成缺

苗断垄。

我省春季降雨量很小，一旦降雨达到满足播

种条件，农民经常抢墒播种。

2.1.2 适宜机械选择

按照降低种子使用量，减少种子破碎率以及

播种适应性强的要求，结合抢墒播种要求，选择

气吸式单粒播种。通过负压吸附种粒，不伤种，

对种子形状没要求，并且能够实现单粒精播。

利用机械精播可以减少种子损伤，节约种子，

与一般播种量相比节省用种量 20%，其作业效率

是人工作业的 20倍以上。

2.2 杂草防治

2.2.1 生产特点

在花生栽培过程中，除草贯穿于每个生产环

节。吉林省花生主产区主要草害有 10余种，分属

10余科，以禾本科为主，其发生量占花生田杂草

总量的 60%以上，其次是菊科、苋科、藜科、大戟

科杂草和苘麻、马齿苋等，均为一年生杂草 [1]。与

其它作物比较，花生植株矮小，田间杂草生长快，

除草次数多，应该及时防治。

人工喷药效率低，经常由于天气原因导致除

草不及时而采用人工拔草，费工费力，增加额外

投入；一般喷药机作业面小，田间作业过多，造成

土壤板结，不利于花生下针结果。

2.2.2 适宜机械选择

结合花生农艺要求选用悬挂喷杆式喷雾机。

悬挂喷杆主要特点是通过伸展喷杆，作业宽度可

达 8～10 m，效率高，减少喷洒趟数；成本较低，适

宜矮秆作物。田间作业每分钟可以行走 50～80
m，是人工作业的 50倍以上，与一般喷药机相比，

减少喷药趟数 1倍以上。

2.3 起秧、晾晒

2.3.1 生产特点

吉林省花生主要有多粒型的四粒红和珍珠豆

型的白沙系列 [4]。花生品种的株型特征、植株高

度、果柄强度、结果范围等直接影响到机械收获

的效果 [5]。多粒型的四粒红花生属于早熟花生，

植株比其它类型高大，株型倾侧 [6]，后期倒伏，结

果发散，易掉果；珍珠豆型的白沙系列株型直立，

结果集中，生育期稍长，收获时植株、荚果含水量

大，田间晾晒时间长。

吉林省花生收获期适宜时间短。花生收获需

要经过起秧、田间晾晒、摘果等过程。花生收获

期间早霜没有绝对规律，要注意避开低温收获，

以免造成冻害。同时还要注意连续的阴雨天气，

要保证花生有一定的晾晒脱水、果仁和果皮分离

的安全时间，避免果仁果皮一体直接遭受低温冻

害 [7]。因此要适时进行抢收，保证充足的晾晒时

间。

2.3.2 适宜机械选择

按照减少果实机械损伤、落果少，对株型、结

果范围要求低、能够一次完成起挖、抖土、放铺、

晾晒等损失小、效率高的生产要求，选择采用皮

带传送、圆盘旋转摆秧、悬挂式连接的起收机。

该类型机械能够将花生（包括株型直立、倒伏花

生）从土壤起出、振动去土、去土后的花生植株有

序地横向放成条铺，可两垄合一垄进行收获作

业，利用皮带传送，减少链条传送损伤荚果，田间

操作灵活，作业效率高，符合抢收条件。利用该

表1 全国部分省花生种植面积及排名

省份

河南

山东

河北

广东

四川

安徽

江西

湖北

广西

吉林

2006年
面积（万 hm2）

91.93
78.12
37.76
30.82
24.09
17.84
15.2
14.01
13.86
11.3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1

2016年
面积（万 hm2）

112.82
73.97
34.23
36.90
26.44
18.31
16.38
20.61
22.13
20.67

排名

1
2
4
3
5
9
10
8
6
7



1期 苏江顺等：吉林省花生适宜机械生产模式探讨 3

型机械对土壤、品种类型适应性强，果实损失减

少 20%左右，效率是人工作业的 20倍以上。

2.4 摘果

2.4.1 主要问题

人工摘果耗时费工，效率低下；一般机械摘果

需要植株干透才能进行，晾晒时间较长。近几

年，花生晾晒期间连续阴雨天气较多，对花生摘

果造成一定的影响，直接影响到花生品质和价

格，也给第二年留种花生带来安全隐患。

2.4.2 适宜机械选择

选用篦梳式类摘果原理的摘果机，可以摘干

湿茎秆荚果，能够保证在连续阴雨天气到来之前

茎秆不完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也能摘果，及时完成

田间收获。另外机械要保证田间移动方便，便于抢

收。

3 主要技术要点及效益分析

3.1 播种

3.1.1 播种时间

地温连续 5 d稳定在 12～15℃时，一般在 5月
15日即可播种，抢墒播种要注意连续低温阴雨天

气，播前灌水都要等地温上来以后再播种。地膜

覆盖栽培可提前 10 d左右播种，依具体天气情况

而定。

3.1.2 播种密度

一般大花生的播种密度为 21万～23万株/hm2

（单粒播种，下同），小粒花生的播种密度为 22万～

24万株/hm2。根据土壤肥力的差异，播种密度可

以做出相应的调整，好的密度大一些，差的密度

小一些。

3.1.3 播种深度

一般在 5 cm左右。地温较低或土壤湿度大

的地块可适当浅播，但最浅不得小于 3 cm；反之

可适当加深，但不得超过 6 cm。同时遵循“干不

种深，湿不种浅”的原则。

3.2 杂草防治

3.2.1 除草剂选择

花生播后苗前使用精异丙甲草胺（商品名金

都尔）等封闭药进行封闭，每公顷用金都尔 750～
900 mL，对水 450～600 kg，均匀喷雾，可防除多种

一年生杂草，在田间持效期为 50～60 d。
中期如果禾本科杂草较多可选用精喹禾灵

等，每公顷用 5%乳油 0.75～1.0 L，加水 450 L于
杂草 3～5叶期茎叶喷雾处理。如果阔叶杂草较

多，可选用苯达松，在花生 2～5叶期，每公顷用液

剂 2～3 L，对水 30 L茎叶处理。对于禾本科杂草

和阔叶杂草都较多的地块，可以复合使用两种类

型的药剂。

3.2.2 喷施时间

封闭药在播种后距离出苗 3～4 d，土壤潮湿

状态下，选择无风、无雨天，或者傍晚进行喷施。

除草剂在花生生长中期使用，约 7月 10日左右，

方法同封闭药喷施。

3.3 起秧、田间晾晒

应根据花生生育情况和天气条件来确定花生

收获期，我省一般在 9月中旬以后。当植株上部

叶片变黄，中、下部叶片由绿转黄，大部分荚果的

果壳硬化、脉纹清晰、种仁子粒饱满、种皮呈现本

品种特有光泽时，表明花生已到成熟期，应及时

起秧、晾晒。

3.4 摘果

植株晾晒至果针干脆即可进行摘果。如果近

期无雨，可晾至植株干脆。摘下的花生荚果还要

进行后期晾晒。

3.5 效益分析

花生适宜机械生产，不仅减轻劳动强度，省工

省时，节本增效，满足我省春季需要抢墒播种、秋

季需要抢收等生产要求，而且还解决了我省花生

面积逐年增加、劳动力紧缺、生产效率低的发展

瓶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相当可观。花生机

械播种降低作业成本 60元/hm2，精播每公顷节约

种子 480元，其作业效率是人工作业的 20倍以上；

悬挂喷杆式喷雾机效率是人工作业的 50倍以上；

皮带传送、圆盘旋转摆秧机械起秧、晾晒降低作

业成本、减少损失 65元/hm2，效率是人工作业的

20倍以上；机械摘果降低作业成本 750元/hm2，效

率是人工作业的 20倍以上。4项累计每公顷可增

收节支 3 480元。适宜生产机械作业效率不仅提

升明显，而且满足高效、节本、及时的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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