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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高油酸花生耐低温高产栽培技术：利用高磷化肥做底肥和种子包衣技术，提高高油酸花生种子耐低

温能力；开花期叶面喷施硼肥和磷酸二氢钾，生育后期叶面喷施硝酸钙和磷酸二氢钾是高油酸花生耐低温高产栽培关键

技术。总结了高油酸花生中耕除草、病虫害防治、收获注意事项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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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Yiel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High Oleic Acid Peanut in Low Tempera⁃
tur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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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d high yield cultivation techniques of high oleic acid peanut in low temperature envi⁃
ronment. High-phosphorus fertilizer was used as base fertilizer and seed coating technology was used to improve the
low temperature resistance of high oleic peanut seeds. Leaf surface was sprayed to boron fertilizer＋KH2PO4 in flow⁃
ering period and Ca(NO3)2＋KH2PO4 in mature which improved low temperatures resistant. At the same time, the
techniques of weeding, pest control and harvest of high oleic acid peanut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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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 (Arachis hypogaea L.)是世界范围内重要

的油料和经济作物之一 [1]。我国花生种植面积约

为 7 500万亩，占世界花生种植面积的 20%。在国

内大宗油料作物中，单位面积产量、产油量、种植

效益以及国际市场竞争力等均具有明显比较优

势 [2]。目前国内食用油过度依赖进口，油脂供给

安全问题凸显，进一步发展我国花生生产，拓宽

花生种植区域是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提高

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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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地处我国高纬度地区，低温冷害是常

发生的自然灾害；同时吉林省也是我国重要的花

生生产大省，年均种植面积 400万亩左右 [4]。吉林

省生态条件十分适于花生生产，太阳辐射和光照

条件适宜，干燥的气候环境不利于病虫害的发

生，不产生黄曲霉，为花生绿色产品生产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是我国重要的优质花生产业带。

我国第一个高油酸花生品种是锦州农科院

2005年审定的锦引花 1号 [5]，截止到 2016年 12月
底，国内共育成了 35个高油酸花生品种，通过全国

或省级审（鉴）定。其中 16个为百仁重大于 80 g的
大粒品种，其余 19个为小粒品种。我国高油酸花

生育种研究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油酸花生面

积和总产将进一步增加，呈现取代普通花生之势。

吉林省高油酸花生种植在近几年增长较快 [6]，

但是高油酸花生与普通花生在栽培技术上有较大

区别 [4]，主要表现在高油酸花生耐低温能力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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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花生。在播种出苗期，正常栽培条件下，普

通大果花生只需要 5 cm土温达到 15℃就可以播

种，普通小果花生 5 cm土温达到 12℃就可以播

种 [7-8]；高油酸花生 5 cm土温达到 18℃以上才可以

播种。在收获期，高油酸花生最低气温必须高于

8℃[9]，这是与普通花生在收获期最大区别 [10]。因

此非常有必要构建一套高油酸耐低温高产栽培技

术来指导高油酸花生生产。

1 播种前准备

1.1 整地

整地是高油酸花生生产环节中的重要环节，

整地好坏决定了机械化花生播种质量。一般要求

深翻地在 20 cm左右，耙平，然后起垄。吉林省花

生耕作模式主要以垄作为主，秋打垄，垄距一般

在 50～60 cm之间，以 60 cm垄距为主。化肥一般

作为底肥一次施用。施肥深度一般在 10 cm为

宜，不宜过深。每公顷用生物有机肥 750 kg，尿素

200～250 kg，二胺 300～350 kg，硫酸钾 200～250
kg，过磷酸钙 400～500 kg。高油酸花生种子不耐

低温，增施磷肥有利于提高种子耐低温能力；浅

施肥有利于花生荚果对养分的吸收。

1.2 选种

选择高油酸花生品种，不覆膜时选用生育期

在 124 d左右的高油酸花生品种为宜；覆膜时选

用生育期 128 d左右花生品种为宜。高油酸花生

出苗期耐低温能力弱，一般需要土壤 5 cm温度稳

定在 18℃，所以选取低温条件下出苗能力强的高

油酸品种是吉林省高油酸花生获得高产的关键。

1.3 种子准备

选择饱满高油酸花生种子，摊薄晾晒 2～3 d，
这个环节有利于高油酸花生种子出苗。花生剥壳

不宜过早，最好手工剥壳，有利于出全苗、出健

苗。高油酸种子包衣最好选用卫福花生种衣剂，

同时在种衣剂中按每公斤花生籽仁加 25 mg
ABT4号生根粉包衣。包衣最好做到一边包衣一

边播种。种子包衣剂的使用主要根据土壤墒情决

定，土壤墒情差可以不包衣，仅用生根粉拌种。

2 播种

2.1 播种方法

按照吉林省生产实际，一般采用机器开沟播

种，播种深度控制在 4～5 cm为宜。播深与土壤

墒情密切相关，土壤墒情好时，播种深度浅一些，

墒情不好时适当深一些；土壤湿度过大时不能播

种。高油酸花生种子发芽需要温度高，浅播有利

于拿全苗。地膜覆盖时，因为膜上覆土，播种深

度掌握在 3～4 cm为宜；土壤墒情好，播种深度可

以控制在 2～3 cm。
2.2 播种密度

高油酸大果花生适当密播，减少单株花生结

果数，提高饱果数，有利于提高花生商品质量和产

量。高油酸小果花生按照品种特性，合理安排播种

密度。一般情况下大果花生直立型 10 000～11 000
穴/667 m2为宜，小果花生9 000～10 000穴/667 m2。

2.3 播种时期

高油酸花生品种种子耐低温能力差，出苗所需

温度一般为 18℃左右，合理的播种时期是高油酸花

生品种一次播种拿全苗的关键。通过高磷肥料和

种子包衣剂使用，一般情况下当土壤温度稳定在

15℃时播种，不覆膜条件下，吉林省常年在 5月 20
日左右播种，覆膜条件下，在 5月 13日左右播种。

3 田间管理

3.1 水分管理

高油酸花生水分管理是获得高产的关键。苗

期严重缺水，影响花生前期植株生长，造成高油

酸花生前期生长迟缓，适度干旱有利于高油酸花

生根部发育。吉林省花生开花期一般在 6月下旬

到 7月中旬，常年这个时期为吉林省雨季，一般情

况下这个时期不缺水，通过多年统计，平均每隔

3.5年会出现低温冷害现象，高油酸花生花期授粉

所需最低温度为 23℃，低温花生授粉率下降，造成

减产，持续阴雨，平均温度低于 23℃，叶面喷施硼肥

加上 3‰磷酸二氢钾，有利于提高高油酸花生单株

结果率；花期缺水，高油酸花生授粉率下降，影响产

量。下针到成熟期是高油酸花生需水最大的时期，

这个时期缺水，荚果饱满度降低，严重影响产量。

3.2 病虫草害防治

不覆膜条件下中耕除草，深锄 2～3遍即可或

苗后使用精禾喹灵兑苯达松除草，覆膜条件下，

在播种时同时喷施乙草胺封闭覆膜即可。

吉林省处在高纬度地区，高油酸花生病虫害

较少。病害主要以早斑病、网斑病为主，在 8月中

旬喷施甲基托布津、代森锰锌、多菌灵等 1～2次
可以有效防治。花生虫害表现为蚜虫和红蜘蛛

等，选择多硫化钡可湿性粉剂进行喷雾处理，可

以有效防治。近些年地下害虫金针虫和蛴螬发生

严重，在秋打垄时用 5%辛硫磷颗粒剂与底肥混匀

起垄，可以有效防治地下害虫。

3.3 化控与生长后期低温冷害防治

吉林省高油酸花生适宜株高 35～40 cm，当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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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于 40 cm时，必须进行化控，最好叶面喷施壮

宝安 1～2次，也可以利用多效唑处理，严禁过量

使用多效唑；吉林省自然条件下，一般年份在 8月
中旬气温明显下降，提高高油酸花生耐受低温能

力非常关键，在 8月初利用 1%硝酸钙和磷酸二氢

钾叶面喷施 2次，每次间隔 10天左右，可以与叶

面病害防治共同喷施。

4 高油酸花生收获期低温冷害防治

高油酸花生成熟标准是底部叶片脱落，上部

叶片变黄，荚果大部成熟，此时可以收获。收获

须注意选择连续 5～7天最低温度 8℃以上晴天，

有助于脱水，增强后期荚果耐低温能力；晾干后

果实保存温度不宜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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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 页）水稻品种加工品质得到改善与此存

在一定联系。前人研究 [12-14]认为：水稻茎秆抗折

力与倒 3节间长呈显著负相关，倒 3节间长的品

种抗倒伏能力较弱。本研究中，稻米倒 3节间逐

渐变长，但倒 3节间粗增加并不明显。因本实验

未涉及倒伏指标，对水稻抗倒伏能力是否减弱有

待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从品质方面来看，2000～2016年水稻加工品

质及外观品质均得到一定程度改善。诸伟明等 [15]

研究认为：垩白度和和垩白粒率高是制约黑龙江

省水稻品质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2011～2016
年审定的品种显著降低了垩白度和垩白粒率，说

明降低垩白度和垩白粒率是当今育种家选择的重

点，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提高水稻食味品质是近

年来研究热点，2011～2016年水稻食味评分得到

了一定提高，但提高程度不大。食味好坏直接关

系到消费者能否接受并且能客观评价稻米品质优

劣 [16]，因此在今后的育种工作中，提高黑龙江省水

稻食味评分仍是育种选择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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