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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花生新品种吉花 13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利用扶余四粒红为母本，白沙 1016为父本人工有性杂交选

育而成。 2015～2016年吉林省花生区域试验中平均公顷产量 2 979.33 kg，比对照扶花 1号增产 5.31%，籽仁粗脂肪

49.44%，粗蛋白 28.49%。DUS测试结果显示吉花 13与近似种有明显差异，同时具备一致性、稳定性。转基因检测结果表

明吉花 13为非转基因花生品种。2018年通过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登记编号GPD花生(2018)22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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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 Report of the High Protein Multi-grain Variety Jihua 13
LIU Hailong, WANG Shaolun, SUN Xiaoping, CHEN Xiaoshu, LYU Yongchao, GAO Huayuan*, ZHOU Yuping,
LI Chunyu, ZHU Xiaomin, NING Qia
(Peanut Research Institute, Jil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Gongzhuling 136100, China)
Abstract：Jihua 13, a new peanut variety, was bred by Peanut Research Institute of Jil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using Fuyusilihong as female parent and Baisha 1016 as male parent. From 2015 to 2016, the average
yield of peanut in Jilin Province was 2 979.33 kg/ha, which was 5.31% higher than that of Fuhua 1, 49.44% of crude
fat and 28.49% of crude protein. DUS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Jihua 13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similar spe⁃
cies, and had consistency and stability. Transgenic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Jihua 13 was a non transgenic peanut va⁃
riety. Transgenic test result showed that Jihua 13 non-transgenic peanut variety. In 2018, it passed the registration
of non major crop varieties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with the registration number of GPD pea⁃
nut (2018) 22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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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 (Arachis hypogaea L.)因其高产优质、高

效的经济效益，成为我国单产、总产和出口创汇

最高的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是我国优质食用植

物油和优质食用植物蛋白的重要来源。吉林省花

生播种面积 26.7万 hm2[1]。多粒型花生是吉林省

特色品种，主要用于出口、食品加工、婚庆庆典

等，吉林省种植面积约为 8.7万 hm2[2]。因多粒型

花生品种难以育成，致使品种更新速度非常缓

慢，生产上仍以种植农家种扶余四粒红及其系选

品种为主。这些品种使用时间长，产量低、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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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杂严重，已经不适宜吉林省多粒型花生生产，

吉林省多粒型品种急需更新换代 [2-7]。吉林省农

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利用扶余四粒红与白沙

1016杂交选育出高产、多粒型花生新品种吉花

13，满足了吉林省多粒型品种更新换代需求。该

品种具有产量高，稳产性好，蛋白质含量高，抗黑

斑病、褐斑病，高抗网斑病等特点。

1 选育经过

2009年以扶余四粒红为母本，白沙 1016为父

本，经人工有性杂交改良系谱法选育而成，组合

号为“2009-5”。选育过程如图 1所示。

2009年冬季海南种植 F1代，淘汰假杂种后混

收；2010年在低世代扩繁圃种植 F2代，根据田间

长势长相和室内考种，选择优良单株和组合混

系，对杂交后代采用改良系谱法选择；2010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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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海南南繁 F3代，优良单株材料和组合混系在杂

种圃单粒点播去杂去劣；2011年在鉴定圃种植 F4

代；2011年冬季南繁扩繁提纯，2012年将第 23株
行升入选种圃进行产量初评，系谱为测 2009-5-
23；2012～2013年进行品系比较试验，2013～2014
年进行省内多点试验，提纯并扩繁原种。2015～
2016年参加吉林省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2018
年通过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登记

编号GPD花生(2018)220290。
2 产量表现

吉花 13在 2015、2016年连续二年参加吉林省

区域试验（表１），二年区域试验 10个点，6个点次

增产，增产率 60%，二年平均公顷产量 2 979.33 kg，
比对照扶花 1号平均增产 5.31%。2015年吉林省区

域试验 5个点，3个点次增产，点次增产率 60%，平均

公顷产量 2 546.43 kg，比对照扶花 1号平均增产

3.94%。2016年吉林省区域试验 5个点，3个点次

增产，点次增产率 60%，平均公顷产量 3 412.22
kg，比对照扶花 1号增产 6.67%。

表1 2015～2016年吉花13产量结果

年份

2015

2016

总平均

试验地点

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花生所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所

吉林省双辽市花生研究所

吉林省扶余县永平农业站

吉林省洮北区林海镇农业站

平均

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花生所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所

吉林省双辽市花生研究所

吉林省扶余县永平农业站

吉林省洮北区林海镇农业站

平均

公顷产量（kg）
2 370.60
2 925.00
2 736.67
2 277.70
2 422.20
2 546.43
3 180.56
4 575.00
3 622.22
2 494.44
3 188.89
3 412.22
2 979.33

比对照增减（%）
5.23
4.78
-5.63
-1.80
21.96
3.94
26.10
7.02
-2.03
-7.80
14.12
6.67
5.31

对照（扶花 1号）公顷产量（kg）
2 252.80
2 791.67
2 900.00
2 319.40
1 986.10
2 449.99
2 522.22
4 275.00
3 697.22
2 705.56
2 794.44
3 198.89
2 8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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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US 测试与转基因检测结果

3.1 DUS测试结果

吉花 13与近似种有明显差异，同时具备一致

性、稳定性。

3.2 转基因检测结果

样品中未测试出 CaMV35S、NOS终止子、bar
或 pat基因、Cry1Ab/Ac蛋白；测试结果为阴性。

4 特征特性

4.1 主要性状表型

吉花 13花生属于早熟半直立型多粒型花生

品种，全生育期 121.8 d。疏枝型，主茎高 39.95
cm，侧枝长 42.06 cm。总分枝 6.44个，单株结果数

18.66个，叶片倒卵形，淡绿色，花冠黄色，连续开

花，下针集中，结实率高，不易落果，荚果串珠型，

籽仁柱形、红色，百果重 148.25 g，百仁重 56.89 g，
公斤果数 752.05个，公斤仁数 1 874.1粒，单株生

产力 22.03 g，出仁率 67.45%。
4.2 品质性状

经农业农村部谷物及制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哈尔滨）测定：籽仁粗蛋白含量 28.49%，粗脂肪

含量 49.44%。
4.3 抗病鉴定 （下转第 144 页）

图1 吉花13选育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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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降低农业风险，积极推广农业保险，保障

农户家庭收入。通过引入农业保险减轻自然灾害

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保障农民生产经

营收益，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建立相对

独立的农业经营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长期的农

业低息贷款，帮助农户获得扩大规模经营所需资

金；深化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强化管理模式，积极

拓展业务范围，在充分了解农户需求意愿的基础

上，实现金融资源合理配置。

（4）加速推进农地流转，鼓励粮农适度规模经

营。耕地面积作为农业生产过程中最主要的生产

要素，直接影响农户融资金额，同时，农户融资能

进一步扩大家庭耕地面积。当地政府要鼓励农户

进行农地流转，提高规模经营意识，在保证粮食

生产经营效率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

（5）规范产区农地流转市场，完善流转机制。

建立区域范围内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息发布

机制，通过加强教育宣传等形式提升农民的土地

商品意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户完整的

农地产权，提高土地的潜在价值，带动区域农地

流转价格提升；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地

流转与农机具购置补贴，以保证农户收益，促进

粮食主产区农地的有序流转，促成科学合理的农

地流转价格机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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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田间自然发病情况：抗黑斑病、褐斑

病，高抗网斑病。

5 栽培要点

选择土层深厚、耕作层肥沃的沙壤土，地势平

坦，排灌方便，前茬作物最好为禾谷类作物。秋

整地，翻耙耢一体作业。一般为 5月中旬播种；播

前 10 d将种子分级清选，晒种包衣。合理密植可

发挥品种增产潜力。密度在每公顷 11万～12万
穴，每穴 2粒。每公顷施农家肥 30 000 kg，同时施

用磷酸二铵 225～300 kg、尿素 75～120 kg、硫酸

钾 225～255 kg，或高浓度复合肥 750 kg，所用肥

料做底肥一次性施入。生育期间应及时进行中耕

除草和防治病虫害，尤其注意蛴螬类害虫和叶斑

病等叶部病害的防治；开花下针后期结荚初期或

主茎高 35 cm时注意化控，防止徒长、倒伏，适时

收获，防止发芽和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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