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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吉林省花生近十年的种植面积、种植品种、栽培技术等生产现状及花生产业发展的调查，分析吉林省花生

产业发展的特点，花生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吉林省花生产业未来绿色高效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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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peanut planting area, planting varieties, cultiv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pro⁃
duction status and peanut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Jilin Province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anut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Jilin Province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peanut production were analyzed, and the sug⁃
gestions for green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peanut industry in Jilin Province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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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之

一，除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外的各省区市

均有花生商品化栽培，其中年种植面积超过 100
万亩的省份有 14个 [1]。近十年来全国花生种植面

积呈小幅增长态势，从 2010年的 6 561.0万亩增长

到 2019 年的 7 047.0 万亩，十年增长 7.41%。目

前，中国花生种植面积仅次于印度，居全球第二

位，约占全球花生种植面积的 19%[2]。

随着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花生单产水平持

续提高，全国从 2010年的亩产 230.7公斤上升到

2019年的 249.1公斤，十年增长 7.98%，是全球平

均单产的 2.5倍左右，居世界先进水平。在花生生

产大国中仅次于美国 [3]。

全国花生总产从 2010年 1 513.6万吨增长到

2019年的 1 737.9万吨，十年增长 14.82%。目前，

花生总产占全球的 40%左右，已连续 27年居世界

花生生产国第一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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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西部是花生主产区，具有悠久的栽

培历史。近年来，随着生产技术的提升和种植规

模的扩大，花生已成为吉林省主要作物 [4]。花生

产业的健康发展对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吉林省

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对

白城、洮北、大安、前郭、扶余、双辽、公主岭等吉

林省花生主产区生产、加工、收购、种植合作社等

进行了产业调研，以期促进吉林省花生产业健

康、稳定持续发展。

1 吉林省花生产业概况及产业发展

特点

1.1 花生产业产前、产中环节发展壮大迅速

1.1.1 吉林省出产花生品质优良，种植面积稳步

增长

吉林省地理环境条件优良，处在高纬度花生

带，是花生新产区，无黄曲霉毒素污染，是我国高

档花生生产理想地区，我国花生出口主要产地，

花生种植比较效益优势明显，市场价格的相对稳

定和销路通畅，促进了花生种植面积的稳步增

长。近年来花生市场出现供需两旺态势。

2019年秋松原市、白城市市场花生荚果每公

斤价格“四粒红”“9616”“308”分别为 6.0~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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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4元、5.2~5.6元；四平市市场花生荚果“308”
每公斤价格为 5.6~6.0元。2020年同品种花生荚

果每公斤价格上涨 0.4~1.0元。花生价格呈平稳

上升趋势。

据国家统计局（2010~2019）统计，吉林省花生

种植面积由 2010年的 203万亩增加到 2019年 352
万亩，增加了 1.7倍。由占全国花生总面积 3.10%
跃升至 5.10%（图 1），发展态势良好。2018年全国

花生面积增多的省份主要为河南、吉林两省。

1.1.2 良种良法推广加快了花生产业发展壮大

由于花生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省委省政府

和业务主管部门高度重视，2013年省编办批复成

立专业研究队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

所；实施吉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工作（包

括花生专项），同时在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四平综

合试验站项目稳定支持下，开展了花生种质资

源、花生育种、花生栽培与耕作、花生植物保护等

领域的研究。引进一批国外优质高产抗逆种质资

源；创制一批优质种质资源，先后育成了 20余个

花生新品种；开展了“深浅轮耕耕作技术、有机肥

培肥技术、品种优化技术、氮磷钾平衡施肥技术”

为核心技术的花生大面积丰产高效栽培技术研

究；制定了中等肥力土壤花生产量 4 500 kg/hm2综
合栽培技术规程，开展了花生高产攻关试验田创

建研究，2018年经专家鉴定，产量达到每亩荚果

509.6 kg，创造了吉林地区花生高产纪录。开展了

花生病、虫、草害研究工作，明确了发生种类和危

害发生规律，研究集成了防控技术规范。

针对吉林省花生产区生态条件和种植制度，

开展了花生玉米带状轮作技术研究。2015~2016
年 [5]通过设置 6种种植模式，花生单作、玉米单作、

花生 ||玉米间作行比 4∶4、5∶5、6∶6、4∶6，研究对花

生、玉米产量及其土地当量比的影响。结果表明

6︰6模式可以提高农田的时间效率，且综合效益

最高，LER>1。2017年 [6]对 31个花生品种和 4个玉

米品种进行了最适种植品种筛选。建立了带状轮

作栽培模式下的品种筛选指标体系，综合植株性

状和产量，多粒型花生不适合花生玉米间作模式

种植，适合 6∶6间作模式的花生品种有 14个，玉

米品种为吉单 558。同时制定并发布了吉林省地

方标准《花生间作玉米机械化栽培技术规程》[7]。
针对花生苗期耐低温鉴定技术开展了相关研

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制定了吉林省地方标准《花生

耐低温鉴定评价技术规程 第 1部分 发芽至苗

期》[8]，建立了花生耐低温鉴定方法及耐低温种质筛

选方法，为稳粮增油多元化种植提供理论依据。

1.2 花生产后环节薄弱，市场分散、企业规模小、

品牌效应差，附加值低

吉林省花生采后收购市场分散、企业规模小。

白城市花生收购主要集中在洮北区的三合乡、林

海镇、平安镇，大安的舍力镇，洮南市农贸产品交

易中心；松原花生收购主要集中在扶余市增盛镇

和三井子镇；四平市双辽、公主岭地区由于距离

辽宁省昌图县傅家镇花生集散地距离较近，当地

的花生主要以花生荚果的形式销往该地区。以扶

余市三井子镇市场为例，现年贸易量达数十万

吨，是东北最大的花生商品集散地之一，收购范

围辐射到新疆、内蒙古、黑龙江部分地区，有花生

相关的企业 400多家，但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相互

压价，无序竞争，优劣混杂，没有形成品牌效应。

吉林省花生加工企业刚刚起步；流通环节缺

少规模企业，技术落后，花生果主要根据客商需

求，以荚果、籽仁或炒货简单粗加工后产品形式

销往全国各地；短缺大中型花生综合利用型企

业，花生副产品果壳、秸秆利用率低。花生高附

加值产品有待开发。

2 吉林省花生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2.1 品种区划及新品种保护问题

2.1.1 品种区划问题

吉林省属于高纬度早熟花生产区，常规种植

情况下，适宜品种少，种植多年的四粒红系列品

种杂化、种性退化现象严重。目前，吉林省栽培

的花生品种多、杂、乱；缺少优质、高产、特色适宜

的当家优良品种；为了追求产量，各产区普遍存

在盲目跨区调种种植现象，多引种山东、河南等

地的大花生品种，生育期过长，需要覆膜种植；个

别初霜早的年份，因达不到生育期要求，荚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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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吉林省花生种植面积及占全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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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成熟，影响品质和产量，大大影响了花生种

植效益。近年来跨区调种比例较大，风险很高；

另外，面积大发展年份以商品花生充当种子现象

时有发生，芽势芽率等质量无法保障，品种混杂，

种植者和种子经销商司法纠纷常年发生 [9-10]。
2.1.2 花生新品种保护问题

花生新品种选育周期长，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但由于自交作物，在现有政策

下，知识产权保护困难，严重挫伤育种者的积极

性，对品种更新影响很大。

2.2 气候对产量和品质影响问题

2.2.1 播种期低温冷害影响保苗率

吉林省在 5月上中旬早春低温时有发生，很

多种植者由于忽视品种特性和气候情况保不住

苗，近几年来播种后出现低温烂种毁地现象时有发

生，挫伤了生产者积极性；特别是种植高油酸品种

风险更大。据调查，2017、2018、2019三年均发生

因低温冷害，花生田大面积发生烂种毁地现象。

2.2.2 收获期早霜危害影响品质和留种

吉林花生产区属于高纬度生态区，秋季早霜

对花生收获影响巨大，特别是加工品质和外观品

质及自留种问题。我省花生收获期常在 9月中下

旬至 10月初，正是季节交替变温多发期，常低温

多雨，这种天气条件给花生田间晾晒带来一定困

难，无法保证降到安全水分以下储藏。有时又遇

急剧霜冻，对留种花生伤害较大，在贮藏过程中

易出现霉变、伤热等情况，下年春季播种常会出

现发芽率低、芽势弱、根腐病大发生等情况；而对

商品果，严重影响其商品性，冻米价格通常是正

常米价格的 40%~60%，经济效益大打折扣。据生

产调查，2018年由于早霜低温，造成 15%左右的

花生果受冻，种植者收入损失严重。

2.3 环境破坏问题

2.3.1 地膜污染环境和土壤

由于花生收购中多以量为主，以质论价为辅，

为此种植者以追求高产为目标。花生又是喜温连

续开花作物，生育期长的品种，达到生长要求条

件产量就高，为此种植者多跨区调种进行覆膜种

植，追求高产量高效益。地膜覆盖形成普遍认

识。这在松原市、白城市是普遍现象。大量覆膜

造成环境污染严重；地膜残留污染土壤，人工捡

拾田间残膜效率低、强度大，成本越来越高，长期

如此土壤污染严重，生态效益下降。

2.3.2 产后粗加工，粉尘污染和安全隐患凸显

由于我省花生加工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产

品主要根据客商需求，以荚果、籽仁或炒货简单

粗加工后产品形式销往全国各地。在销售旺季，

以销售花生仁为主的产区，小型粗加工作坊式企

业为了堆放、收货、运输方便，集中在公路沿线、

村屯，用简单设备剥壳生产果仁，简单包装后销

售。生产方式粗放，机械启动后灰尘漫天，能见

度差，空气污染严重，安全隐患凸显。

2.3.3 水土流失问题

花生收获后地上部分连带果实一起拔起，使

得收获后的花生地表覆盖率几乎为零，尤其我省

西部花生产区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冬春季节风

多风大、气候干燥，收获后的花生地土壤比较疏

松，裸露的地表风蚀严重，表土流失，地力下降。

2.3.4 连作问题

近年来因花生价格平稳上升，种植积极性高

涨，花生连作是普遍现象，造成病虫害发生率高，

产量降低，品质下降。长此以往，势必影响产业

发展和市场竞争力。

3 花生产业发展建议

3.1 宏观政策方面

3.1.1 制定落实国家支持花生产业发展配套政策

花生是重要油料作物、经济作物，也是重要杂

粮作物。因此，应站在国家粮油战略安全高度认

识花生产业的发展。把花生纳入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根据国家政策，制定吉林省中长期花生产业

扶持、振兴政策措施，将花生生产纳入良种补贴

范围，加大良种补贴强度，推行花生最低保护价

收购政策，减少市场波动。

3.1.2 加大科技投入，为花生产业的持续发展提

供技术支撑

在吉林省农业重点研发计划中，加强花生科

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把花生资源创新、品种改良、

生产技术、贮藏、加工等制约花生产业发展的关

键技术攻关列入研发规划。加强花生科技创新平

台建设，促进花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提升“四

粒红”花生品牌作用，为花生产业的持续发展提

供技术支撑。

3.1.3 加强品种区试、种子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

花生是自花作物，种子的特殊性，监管难度

大。种子自留、跨区调种现象非常普遍，增加面

积种子紧缺时，以商品果代替种子现象时有发

生。2017至 2019年连续三年都发生了因种子问

题出现出苗率低，大面积补种、毁地改种等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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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农现象，加强对花生种子市场的监管，加强品

种区试试验和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花生

产业健康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同时对种植者加强

种子质量方面的宣传和培训工作十分必要。

3.1.4 重视产后环节扶持力度，延长产业链，增加

附加值

吉林省花生产后环节滞后，综合利用和加工

能力与发展面积产量不匹配，花生几乎以原料或

粗加工品售出，产值低，产业链短。急需出台相

应支持政策，引资引智花生综合利用型加工龙头

企业，合理布局，延展花生产业链，提升加工技术

和产品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

3.2 生产技术方面

3.2.1 加快花生新品种培育和绿色栽培技术集成

与示范

针对我省高纬度低温生态区特点和优质、高

产、特色品种少的现状，围绕吉林省花生产业需

求，大力开展花生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创

制与新品种选育工作，重视专用型、特用型品种

的培育。加快花生轮作间作技术、花生“节本增

效、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为核心的绿色栽培

技术集成与示范，挖掘土壤生产潜力、农艺增产

潜力、质量提效潜力，降低水土流失，综合提升花

生生产水平，实现花生产量、效益双增收。

3.2.2 重视机械化生产的研发工作

花生生产属于高强度、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

种植模式由于效率低，劳动强度大，无法满足我省大

面积生产需求，必须研制开发从播种、植保、采收到

烘干全生产链的机械化设备设施与配套技术，这对

我省花生安全高效生产，进一步推动花生产业升级，

促进花生产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特别是采收后脱水干燥技术迫在眉睫，急需解

决，避免丰产不丰收事件再发生。

3.2.3 重视绿色安全生产工作

我省花生生产出现供销两旺状况，已成为我

国花生出口主要原料基地。但是近些年来，为了

追求产量和效益，生产上开始使用矮壮素、膨大

素类生长调节剂来提高花生产量。由于频繁使

用，国内某些花生产区部分出口花生产品已检测

出矮壮素残留超标限制出口，对此我省应引起高

度警醒，加强产中环节监管，防止对我省花生产

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对地膜污染土壤和环境问题，应重视品种改

良，加强新品种研发力度，培养出优质、高产、特

色、高效适宜我省种植的优良品种是解决的治本

途径。目前，建议使用 0.007 mm以上厚度的膜覆

盖，秋季收获时，抗拉强度大，不易老化，破碎率

低，在土壤中残留少，提高回收利用率，有利资源

再利用，从而降低地膜对土壤和环境污染程度。

3.2.4 推广花生玉米带状轮作技术，促进耕作制

度改革

吉林省既是玉米主产区也是花生主产区，作

物生产区地域广阔、适宜机械化作业，每种作物

都有较大面积的种植，而同一作物的单一种植模

式导致土壤退化、土壤肥力下降、病虫害多发等

问题发生，因此，生产上需打破固有种植模式，建

立新的复合生态系统。

多年科学实践证明，在吉林省干旱半干旱生

态区，花生 ||玉米带状轮作是一种既适合生态条件

又适合种植制度的典型的禾本科与豆科轮（间）

作模式，可充分发挥须根系与直根系、高秆与矮

秆、需氮多与需磷钾多的互补效应，具有高产高

效、共生固氮、资源利用率高、改良土壤环境、增

强群体抗逆性等优点，能充分利用空间和不同层

次的光能。不仅稳定了玉米产量，增加了花生产

量，也是发展绿色农业的高效种植模式，同时还

解决了农业生产上存在的三方面主要问题。一是

能有效缓解粮油争地、人畜争粮矛盾。二是缓解

种地与养地不协调，固氮固碳，减少碳氮排放，提

升地力质量。三是减轻病害发生，减少化肥农药

施用，保护生态环境。花生玉米带状轮作种植是

未来种植业优势发展趋势之一，是可持续发展绿

色种植模式的一个重要方向。

3.2.5 重视花生病虫草害防治工作

近几年来，由于花生面积的不断扩大，土地流

转和耕作制度不完善，主产区连片、多年连作大

面积种植非常普遍，再加上气候等因素，花生地

上、地下病虫草害发生危害也必将不断加重，目

前发现的病害主要有褐斑病、黑斑病、网斑病、茎

腐病、荚果腐烂病、焦斑病、疮痂病、菌核病和根

腐病等 9种；发现的虫害种类主要有蛴螬、地老

虎、蚜虫、斜纹叶蛾、甜菜夜蛾、小造桥虫、大灰象

甲和双斑荧叶甲等 8种；发生的杂草有马唐、稗

草、狗尾草、苋、鸭舌草、小藜、马齿苋、反枝苋、铁

苋菜、苦苣菜、苘麻等。为此，重视花生病虫草

害，加强预测和防治工作十分必要 [4]。
参考文献：
[ 1 ] 禹山林 .中国花生品种及其系谱 [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2008：5-9.
[ 2 ] 万书波 .中国花生栽培学 [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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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亲文化、禅宗文化、东坡文化和生态文化“八大

名片”，统筹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机遇与全域

旅游开发和建设之间的关系，做好顶层设计。

第二，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创新全域旅游

综合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把全域旅游与乡村振

兴、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大别

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有机结合，做好各类不同规

划之间的衔接，充分发挥全域旅游的示范带动作

用，促进城乡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

第三，以提升发展质量为目标，立足革命老区

资源优势和文化特色，走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以

黄冈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抓

手，推动乡土文化和全域旅游的深度融合，增强

全域旅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切实提高全域旅游

的发展质量和水平。

第四，以基本条件建设为支撑，进一步完善与

旅游服务相关的住宿、餐饮、通讯、购物等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全域旅游的承载

力，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在乡村

的集聚、扩散，激活乡村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为

黄冈市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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