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贮藏温度对吉林省花生种子萌发影响研究

杨翔宇 1，张语桐 2，宁 洽 1，吕永超 1，韩 育 1，孙晓苹 1，刘海龙 1*，张连喜 1*
（1.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吉林 公主岭 136100；2.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长春 130033）

摘 要：为种子加工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寻找吉林省冬季酷寒天气下花生种子最佳贮藏方式。此试验采用裂区设计对不

同贮藏方式的花生籽仁（18 ℃、4 ℃、-18 ℃ 3个温度处理）与荚果（18 ℃、4 ℃、-18 ℃与变温 4个温度处理）的发芽势、发芽

率进行分析，并对不同保存方式花生籽仁和荚果的电导率进行测定，探寻不同贮藏方式下发芽率、发芽率的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在吉林省冬季寒冷天气下，花生籽仁贮藏在 4~18 ℃的环境下，更有利于提高花生芽势，也能降低种子企业贮

藏成本，因此在 4~18 ℃环境下保存花生籽仁是吉林省花生种子贮藏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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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Storage Temperature on Seed Germination of High Oleic
Acid Peanut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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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seed processing enterprises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and high germination seeds, to find the best
storage of peanut seeds in winter weather in Jilin Province. In this experiment, the germination potential and germi⁃
nation rate of peanut kernel and pod (18 ℃, 4 ℃, -18 ℃ and variable temperature) under different storage methods
(18 ℃, 4 ℃, -18 ℃) were analyzed by split-zone design, and discusses the conductivity of seed kernel and pod in
different storage methods to find the rules of germination rate and germination rate under different storage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old winter weather of Jilin Province, seed kernel storage in 4-18 ℃ environment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e the peanut bud potential and reduce the storage cost of seed enterprises. Therefore, pre⁃
serving peanut seed kernel is the best way for peanut storage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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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是中国重要的油料和经济作物，同时中

国也是世界上花生主产国之一。2012年以来全

国平均花生种植面积在 467万公顷以上，占世界

花生种植总面积的 20%，平均年产量 1 700多万

吨，占世界年均花生总产量的 45%。根据国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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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数据显示，吉林省花生种植面积由 2002年 4.3万
公顷增加到 2020年的 24万公顷，翻了 5.5倍，已成

为吉林省第二大油料作物。近年来，随着吉林省种

植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入推进，正迅速向中国花生优

势产区发展[1-6]，吉林省作为新兴的花生主产区，是

中国重要的绿色优质花生产业带。

吉林省冬季气候寒凉、多雪，花生荚果不能露

天贮藏。目前吉林省花生种子生产企业都采用荚

果贮藏方式，但由于花生荚果容重低，占地面积

大，贮藏是吉林省加工企业最大成本支出，花生

种子在冬季贮藏在寒冷的环境条件下，也容易引

起发芽率降低，特别是高油酸花生种子。因此，

寻找新的贮藏方式，在降低贮藏费用的前提下，

保证种子发芽率是吉林省花生种子企业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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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对不同贮藏方式花生籽仁与

荚果的发芽势、发芽率进行分析，并对不同保存

方式籽仁和荚果的电导率进行测定，找寻不同贮

藏方式下发芽率、发芽率的变化规律，为种子加

工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寻找吉林省冬季酷寒天气

下花生种子最佳贮藏方式 [7-11]。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试验所用花生品种为：花育 910、花育 9111、
花育 9128、花育 9129、花育 9130、P19-24、P19-36、
花育 9120、花育 9132、P19-82、吉花 25、吉花 27、
花育 9131、NF21-263、NF21-184，由吉林省农业科

学院花生研究所提供。

1.2 试验设计

1.2.1 花生籽仁发芽势与发芽率裂区试验

采用两因素裂区试验：A（贮藏方式）因素为

主处理，设 3个水平，即：A1为 18 ℃、A2为 4 ℃、A3
为-18 ℃保存；B（品种）因素为副处理，设 13个水

平，B1（P19-82）、B2（花育 9131）、B3（花育 9130）、B4
（P19-36）、B5（花育 9132）、B6（花育 9120）、B7（花育

9128）、B8（P19-24）、B9（花育 910）、B10（花育

9129）、B11（吉花 27）、B12（吉花 25）、B13（花育

9111）。
1.2.2 花生荚果发芽势与发芽率裂区试验

采用两因素裂区试验：A（贮藏方式）因素为

主处理，设 4个水平，即：A1 为 18 ℃、A2为 4 ℃、A3
为-18 ℃保存、A4为企业保存方式（实际为变温保

存方式）；B（品种）因素为副处理，设 13个水平，

B1（P19-82）、B2（花育 9131）、B3（花育 9130）、B4
（P19-36）、B5（花育 9132）、B6（花育 9120）、B7（花育

9128）、B8（P19-24）、B9（花育 910）、B10（花育

9129）、B11（NF21-263）、B12（NF21-184）、B13（花育

9111）。
挑选不同贮藏方式、大小均匀的饱满花生种

子各 20粒，分别称重测体积后，置于垫有吸水纸

的培养皿中，用清水浸泡 3.5 h，72 h计算发芽势，

120 h计算发芽率。

发芽势=(3天发芽粒数/供试种子总数)×100%
发芽率=(5天发芽粒数/供试种子总数)×100%

1.3 相对电导率测定

通过对花生籽仁、荚果进行裂区试验后，挑选

结果中 6个有代表性的供试材料，设置 18 ℃、

4 ℃、-18 ℃ 3个处理，对花生荚果、籽仁做相对电

导率试验。

用电导率仪测定种子浸出液电导率。分别取

各处理的种子 30粒称重，用自来水冲洗后，再用

无离子水冲洗 2遍 (不超过 2 min)，用滤纸吸干后，

放入洁净的三角瓶内，加 200 mL无离子水，测定

溶液电导率 E1，恒温 20 ℃浸泡种子 24 h后，测定

溶液电导率 E2，同时测定煮沸后溶液电导率 E3。
相对电导率=[(E2－E1)/(E3－E1)]×100%

1.4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DPS 7.05和 Excel 2007分析及

制图，利用 Turkey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花生籽仁发芽势与发芽率

2.1.1 2021 年花生籽仁不同环境下发芽势分析

由表 1可知，主因素 A（不同贮藏方式）达到

显著水平，说明贮藏方式对花生发芽势影响很

大；因素 B（品种）达到极显著水平，说明花生品种

间差异大；因素 A与因素 B达到极显著水平，说明

在吉林省不同的花生品种，对贮藏方式的影响是

不同的。要根据花生品种不同，选择最佳贮藏方

式，这对吉林省花生种子企业造成极大的成本压

力，选择最低成本、通用的贮藏方式对于种子企

业非常重要。

由表 2可知，18 ℃与 4 ℃贮藏对花生籽仁发

芽势影响无差异，在-18 ℃时对花生籽仁影响显

表 1 2021年花生籽仁贮藏裂区设计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区组

籽仁贮藏方式(A)
误差

品种(B)
A×B
误差

总和

注：“*”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下同

平方和

0.004 3
0.120 6
0.030 1
0.420 6
0.471 1
0.500 6
1.547 2

自由度

2
2
4
12
24
72
116

均方

0.002 1
0.060 3
0.007 5
0.035 0
0.019 6
0.007 0

F值

8.015

5.04
2.823

P值

*

**
**



6期 杨翔宇等：不同贮藏温度对吉林省花生种子萌发影响研究 49

达到显著水平。另外 6个品种发芽势均低于平均

水平发芽势 2.69%~24.36%。
18 ℃与 4 ℃条件下贮藏花生籽仁可以保证较

好的发芽势，均好于-18 ℃的贮藏环境。-18 ℃条

件下贮藏花生品种吉花 25籽仁，出现极值发芽势

58.33%，因此花生籽仁在-18 ℃条件下贮藏存在

一定风险，在 4~18 ℃条件下贮藏花生籽仁，可较

好地保证花生品种的发芽势。

2.1.2 2021 年花生籽仁不同环境下发芽率分析

由表 4可知，主因素 A（不同贮藏方式）达到

显著水平，说明贮藏方式对花生发芽率影响很

大；因素 B（品种）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花生品种间

差异大。

由表 5可知，18 ℃、4 ℃与-18 ℃ 3种贮藏方式

对花生籽仁发芽率影响差异不大，在 18 ℃时对花

著，这说明花生籽仁应在 4 ℃以上贮藏，对花生发

芽势影响小，花生籽仁最佳保存方式应为 18 ℃。
由表 3可知，在 18 ℃贮藏方式下，有 6个品种

发芽势大于等于平均水平发芽势，其中 P19-82、

花育 9131、花育 9130的发芽势分别比平均水平

发芽势提高 12.22%、7.78%、6.11%，达到显著水

平。另外 7个品种发芽势均低于平均水平发芽

势-0.55%~-10.00%。
在 4 ℃贮藏方式下，有 7个品种发芽势大于平

均水平发芽势，其中 P19-82、P19-36的发芽势分

别比平均水平发芽势提高 10.77%、9.10%，达到显

著水平。另外 6个品种发芽势均低于平均水平发

芽势-2.56%~-10.90%。
在-18 ℃贮藏方式下，有 7个品种发芽势大于

平均水平发芽势，其中花育 9131、P19-82的发芽

势分别比平均水平发芽势提高 17.31%、15.64%，
表 3 2021年花生籽仁不同贮藏方式新复极差分析

18 ℃贮藏

处理

P19-82
花育9131
花育9130
P19-36
花育9132
花育9120
花育9128
P19-24
花育910
花育9129
吉花27
吉花25
花育9111
平均

发芽势

均值

99.44%
95.00%
93.33%
90.56%
88.89%
87.22%
86.67%
86.11%
84.44%
83.33%
81.11%
80.56%
77.22%
87.22%

5%
水平

a
ab
abc
bcd
bcde
bcde
bcde
bcde
cdef
def
ef
ef
f

1%
水平

A
AB
AB
ABC
ABCD
BCD
BCD
BCD
BCD
BCD
CD
CD
D

4 ℃贮藏

处理

P19-82
P19-36
P19-24
花育9130
花育9120
吉花25
花育9128
花育9132
花育9129
花育9131
花育9111
花育910
吉花27

均值

100.00%
98.33%
93.33%
93.33%
93.33%
93.33%
91.67%
86.67%
86.67%
85.00%
81.67%
78.33%
78.33%
89.23%

5%
水平

a
a
ab
ab
ab
ab
ab
bc
bc
bc
c
c
c

1%
水平

A
AB
ABC
ABC
ABC
ABC
ABCD
ABCD
ABCD
BCD
CD
D
D

-18 ℃贮藏

处理

花育9131
P19-82
花育9128
花育9130
花育9132
花育9120
花育910
P19-24
P19-36
花育9129
吉花27
花育9111
吉花25

均值

100.00%
98.33%
93.33%
88.33%
86.67%
86.67%
85.00%
80.00%
78.33%
78.33%
75.00%
66.67%
58.33%
82.69%

5%
水平

a
a
ab
bc
bc
bc
bcd
cd
cd
cd
de
ef
f

1%
水平

A
AB
ABC
ABCD
ABCD
ABCD
BCD
CDE
DE
DE
DE
EF
F

表 4 2021年花生籽仁贮藏发芽率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区组

籽仁贮藏方式（A）
误差

品种（B）
A×B
误差

总和

平方和

0.014 9
0.020 3
0.004 4
0.129 8
0.144 7
0.369 0
0.683 1

自由度

2
2
4
12
24
72
116

均方

0.007 5
0.010 2
0.001 1
0.010 8
0.006 0
0.005 1

F值

9.161 0

2.111 0
1.176 0

P值

*

*
不显著

表 2 2021年花生籽仁贮藏主裂区新复极差分析

贮藏方式

18 ℃
4 ℃
-18 ℃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不同大写字母表示

差异极显著（P<0.01），下同

均值

89.74%
89.23%
82.69%

5%水平

a
a
b

1%水平

A
A
A

表 5 2021年花生籽仁不同贮藏方式新复极差分析

贮藏方式

18 ℃
4 ℃
-18 ℃

均值

94.23%
92.31%
91.03%

5%水平

a
ab
b

1%水平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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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发芽率，其中 P19-82、花育 9131的发芽

率均比平均水平发芽率提高 7.31%，达到显著水

平。另外 5个品种发芽率低于平均水平发芽率

1.02%~16.02%。
3种贮藏条件下，平均发芽率差异不大，虽然

出现一个极值 P19-24的发芽率为 75%，但整体发

芽率变化差异不大。由此可知，不同贮藏方式保

存花生籽仁对其发芽率影响不大。

2.2 花生荚果发芽势与发芽率

2.2.1 2022年花生荚果不同环境下发芽势分析

由表 7可知，主因素 A（不同贮藏方式）达到

显著水平，说明荚果贮藏方式对花生发芽势影响

很大；因素 B（品种）达到极显著水平，说明花生品

种间差异大。

由表 8可知，在 18 ℃贮藏花生荚果发芽势最

优，4 ℃与-18 ℃的影响差异不大，而企业保存方

式（变温）最差。恒温好于变温，18 ℃恒温优于

4 ℃与-18 ℃两种方式。

由表 9可知，在 18 ℃贮藏方式下，有 8个品种

发芽势大于平均水平发芽势，其中花育 9128、
NF21-263的发芽势分别比平均水平发芽势提高

22.95%、14.61%，达到显著水平。另外 5个品种发

芽势低于平均水平发芽势 0.39%~28.72%。
在 4 ℃贮藏方式下，有 7个品种发芽势大于平

均水平发芽势，其中花育 9129、花育 9132、花育

生籽仁影响显著，这说明花生荚果应在 18 ℃温度

下贮藏，对花生发芽率影响小，对花生籽仁最佳

保存方式应为 18 ℃。
由表 6可知，在 18 ℃贮藏方式下，有 7个品种

发芽率大于平均水平发芽率，所有参试品种均达

到显著水平。另外 6个品种发芽率低于平均水平

发芽率 0.90%~5.90%。
在 4 ℃贮藏方式下，有 8个品种发芽率大于平

均水平发芽率，其中 P19-82的发芽率比平均水平

发芽率提高 7.69%，达到显著水平。另外 5个品种

发芽率低于平均水平发芽率 0.64%~10.64%。
在-18 ℃贮藏方式下，有 8个品种发芽率大于

表 6 2021年花生籽仁贮藏发芽率新复极差分析

18 ℃贮藏

处理

花育910
花育9128
花育9132
P19-82
花育9131
花育9130
花育9120
花育9111
P19-24
P19-36
花育9129
吉花25
吉花27
平均

均值

96.67%
96.67%
96.67%
96.67%
96.67%
95.00%
95.00%
93.33%
93.33%
93.33%
91.67%
91.67%
88.33%
94.23%

5%
水平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1%
水平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4 ℃贮藏

处理

P19-82
吉花25
花育9120
花育9131
P19-36
花育9129
花育9128
花育9111
花育9130
P19-24
花育910
吉花27
花育9132

均值

100.00%
96.67%
96.67%
95.00%
95.00%
95.00%
93.33%
93.33%
91.67%
90.00%
86.67%
85.00%
81.67%
92.31%

5%
水平

a
ab
ab
abc
abc
abc
abcd
abcd
abcd
bcde
cde
de
e

1%
水平

A
AB
AB
AB
AB
AB
AB
AB
ABC
ABC
BC
BC
C

-18 ℃贮藏

处理

P19-82
花育9131
花育9130
吉花27
花育9128
吉花25
花育9120
P19-36
花育9111
花育9132
花育9129
花育910
P19-24

均值

98.33%
98.33%
96.67%
95.00%
93.33%
93.33%
93.33%
91.67%
90.00%
88.33%
85.00%
85.00%
75.00%
91.02%

5%
水平

a
a
ab
ab
abc
abc
abc
abc
abc
bc
c
c
d

1%
水平

A
A
AB
AB
AB
AB
AB
AB
AB
AB
BC
BC
C

表 8 2022年花生荚果贮藏主裂区新复极差分析

贮藏方式

18 ℃
4 ℃
-18 ℃

变温保存

均值

0.587 2
0.491 0
0.488 5
0.359 0

5%水平

a
ab
ab
b

1%水平

A
AB
AB
B

表 7 2022年花生荚果贮藏发芽势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区组

荚果贮藏方式（A）
误差

品种（B）
A×B
误差

总和

平方和

0.011 2
1.026 5
0.351 1
1.479 8
1.126 4
2.336 0
6.331 1

自由度

2
3
6
12
36
96
155

均方

0.005 6
0.342 2
0.058 5
0.123 3
0.031 3
0.024 3

F值

5.847

5.068
1.286

P值

*

**
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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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0 的发芽势分别比平均水平发芽势提高

17.82%、17.82%、11.15%，达到显著水平。另外 6个
品种发芽势低于平均水平发芽势 5.52%~15.52%。

在-18 ℃的贮藏方式下，有 6个品种发芽势大

于平均水平发芽势，其中 P19-82、NF21-263的发

芽 势 分 别 比 平 均 水 平 发 芽 势 提 高 24.23%、
10.90%，达到显著水平。另外 7个品种发芽势低

于平均水平发芽势 2.43%~15.77%。
在企业保存方式（实际为变温保存方式）贮藏

的花生品种，有 4个品种发芽势大于平均水平发

芽势，其中花育 9120、P19-82、NF21-263的发芽势

分别比平均水平发芽势提高 29.10%、27.43%、
15.77%，达到显著水平。另外 9个品种发芽势低

于平均水平发芽势 0.9%~17.57%。
在 18 ℃贮藏条件下各参试品种平均发芽势

58.72%，在 4 ℃贮藏条件下各参试品种平均发芽

势 48.85%，在-18 ℃贮藏条件下各参试品种平均

发芽势 49.10%，在企业保存方式（实际为变温保

存方式）贮藏条件下各参试品种平均发芽势

35.90%。由此可知，在 18 ℃条件下花生荚果保存

的贮藏方式，能够有效保证花生的发芽势，4 ℃
与-18 ℃条件下贮藏，对花生发芽势影响不大，企

业贮藏方式（变温保存）的发芽势仅为 35.90%，发
芽势最低。

2.2.2 2022年花生荚果不同环境下发芽率分析

由表 10可知，主因素 A（不同贮藏方式）达到

显著水平，说明贮藏方式对花生发芽率影响很

大；因素 B（品种）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花生品种间

差异大。

表 10 2022年花生荚果贮藏发芽率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区组

荚果贮藏方式（A）
误差

品种（B）
A×B
误差

总和

平方和

0.003 0
0.032 8
0.008 1
0.053 6
0.088 7
0.193 9
0.380 1

自由度

2
3
6
12
36
96
155

均方

0.001 5
0.010 9
0.001 4
0.004 5
0.002 5
0.002 0

F值

8.052

2.212
1.22

P值

*

*
不显著

由表 11可知，4种贮藏花生荚果的方式对花

生发芽率影响差异较小，花生荚果最佳保存方式

应为 18 ℃。

由表 12可知，在 18 ℃的贮藏方式下，有 9个
花生品种发芽率大于平均水平发芽率，其中花育

9111、花育 9129、花育 9130、P19-82、花育 9120、花
育 9131均比平均水平发芽率提高 1.82%，达到显

著水平。另外 4个品种发芽率低于平均水平发芽

率 1.41%~6.41%。

表 9 2022年花生荚果贮藏发芽势新复极差分析

18 ℃

处理

花育9128
NF21-263
花育9129
NF21-184
P19-82
花育9130
P19-36
花育9132
花育9120
花育9111
花育9131
花育910
P19-24
平均

均值

81.67%
73.33%
71.67%
70.00%
66.67%
61.67%
60.00%
60.00%
58.33%
51.67%
40.00%
38.33%
30.00%
58.72%

5%
水平

a
ab
ab
ab
abc
bc
bc
bc
bc
cd
de
de
e

1%
水平

A
AB
ABC
ABC
ABC
ABC
BCD
BCD
BCDE
CDEF
DEFG
FG
G

4 ℃

处理

花育9129
花育9132
花育9130
P19-82
花育9128
NF21-184
花育9120
花育9111
P19-36
NF21-263
花育910
花育9131
P19-24

均值

66.67%
66.67%
60.00%
56.67%
56.67%
53.33%
50.00%
43.33%
41.67%
38.33%
35.00%
33.33%
33.33%
48.85%

5%
水平

a
a
ab
abc
abc
abcd
abcde
bcde
cde
de
e
e
e

1%水

平

A
A
AB
ABC
ABC
ABCD
ABCD
BCD
BCD
BCD
CD
CD
CD

-18 ℃

处理

P19-82
NF21-263
P19-36
花育9120
花育9130
花育9132
花育9129
花育9128
NF21-184
花育9111
P19-24
花育910
花育9131

均值

73.33%
60.00%
56.67%
55.00%
53.33%
50.00%
46.67%
46.67%
45.00%
41.67%
40.00%
36.67%
33.33%
49.10%

5%
水平

a
ab
abc
bcd
bcd
bcde
bcde
bcde
bcde
bcde
cde
de
e

1%
水平

A
AB
ABC
ABC
ABC
ABC
BC
BC
BC
BC
BC
BC
C

企业保存方式（实际为变温保存方式）

处理

花育9120
P19-82
NF21-263
花育9111
NF21-184
花育9128
花育9130
P19-36
花育9131
花育910
花育9132
花育9129
P19-24

均值

65.00%
63.33%
51.67%
36.67%
35.00%
35.00%
33.33%
30.00%
28.33%
28.33%
23.33%
18.33%
18.33%
35.90%

5%
水平

a
a
ab
bc
bc
bc
bc
c
c
c
c
c
c

1%
水平

A
A
AB
BC
BC
BC
BC
BC
BC
BC
C
C
C

表 11 2022年花生荚果贮藏主裂区新复极差分析

贮藏方式

18 ℃
4 ℃
-18 ℃

企业保存方式

均值

0.980 8
0.975 6
0.956 4
0.944 9

5%显著水平

a
ab
bc
c

1%极显著水平

A
AB
A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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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的贮藏方式下，有 8个品种发芽率大于

平均水平发芽率，其中花育 9128、花育 9132、花育

9131均比平均水平发芽率提高 2.44%，达到显著

水平。另外 5个品种发芽率低于平均水平发芽率

0.89%~4.23%。
在-18 ℃的贮藏方式下，有 8个品种发芽率大

于平均水平发芽率，其中花育 910、花育 9129、花
育 9132、P19-24、P19-36、花育 9120均比平均水平

发芽率提高 2.69%，达到显著水平。另外 5个品种

发芽率低于平均水平发芽率 0.64%~7.31%。
在企业保存方式（变温保存方式）下，有 8个

品种发芽率大于平均水平发芽率，其中花育

9130、P19-82 均比平均水平发芽率显著提高

5.51%，达到显著水平。另外 5个品种发芽率均低

于平均水平发芽率 4.49%。
虽然 4种保存花生荚果的方式对花生发芽率

影响不大，但根据数据可知，18 ℃保存花生荚果

的条件下花生的发芽率最高，-18 ℃保存条件下出

现极值NF21-263（88.33%），生产中会有一定风险，

而企业使用的变温保存方式平均发芽率最低。

2.3 不同贮藏方式种子电导率变化

挑选花育 910、花育 9111、花育 9128、花育

9129、P19-24、P19-36这 6个花生品种为供试材

料，18 ℃、4 ℃、-18 ℃ 3个处理，荚果、籽仁两种

类型，做平均相对电导率试验。

由图 1可知，在 18 ℃贮藏条件下，花生荚果平

均相对电导率为 33.51%、籽仁平均相对电导率为

30.50%；在 4 ℃的贮藏条件下，花生荚果平均相对

电 导 率 为 40.89%、籽 仁 平 均 相 对 电 导 率 为

38.22%；在-18 ℃的贮藏条件下，花生荚果平均相

对电导率为 50.44%、籽仁平均相对电导率为

47.86%。供试材料在 18 ℃的贮藏条件下，花生荚

果与籽仁的平均相对电导率最低；而在-18 ℃的

贮藏条件下，平均相对电导率最高，存在无种用

价值种子的可能性最大。

3 讨 论

从上述结果分析可知，花生籽仁贮藏平均发

芽势：在 18 ℃贮藏条件下各参试品种平均发芽势

为 87.22%，在 4 ℃贮藏条件下各参试品种平均发

芽势为 89.23%，在-18 ℃贮藏条件下各参试品种

表 12 2022年花生荚果贮藏发芽率新复极差分析

18 ℃贮藏

处理

花育9111
花育9129
花育9130
P19-82
花育9120
花育9131
P19-36
花育910
NF21-263
花育9128
花育9132
P19-24
NF21-184
平均

均值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8.33%
98.33%
98.33%
96.67%
96.67%
95.00%
91.67%
98.08%

5%
水平

a
a
a
a
a
a
ab
ab
ab
ab
ab
bc
c

1%
水平

A
A
A
A
A
A
A
A
A
AB
AB
AB
B

4 ℃贮藏

处理

花育9128
花育9132
花育9131
花育9129
花育9130
花育9111
花育9120
NF21-184
P19-82
P19-24
P19-36
花育910
NF21-263

均值

100.00%
100.00%
100.00%
98.33%
98.33%
98.33%
98.33%
98.33%
96.67%
96.67%
96.67%
93.33%
93.33%
97.56%

5%
水平

a
a
a
ab
ab
ab
ab
ab
abc
abc
abc
bc
bc

1%
水平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18 ℃贮藏

处理

花育910
花育9129
花育9132
P19-24
P19-36
花育9120
花育9130
花育9111
花育9128
P19-82
NF21-184
花育9131
NF21-263

均值

98.33%
98.33%
98.33%
98.33%
98.33%
98.33%
96.67%
96.67%
95.00%
93.33%
93.33%
90.00%
88.33%
95.64%

5%
水平

a
a
a
a
a
a
a
a
ab
abc
abcd
bcde
ce

1%
水平

A
A
A
A
A
A
AB
AB
ABC
ABC
ABC
BC
C

企业保存方式

（实际为变温保存方式）

处理

花育9130
P19-82
花育9128
花育9132
花育9129
P19-24
花育9120
花育9131
NF21-263
NF21-184
花育9111
花育910
P19-36

均值

100.00%
100.00%
98.33%
98.33%
96.67%
95.00%
95.00%
95.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4.49%

5%
水平

a
a
a
a
a
ab
ab
ab
b
b
b
b
b

1%
水平

A
A
A
A
AB
AB
AB
AB
B
B
B
B
B

图1 不同贮藏条件下花生荚果、籽仁的平均相对电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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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发芽势为 82.69%；花生荚果贮藏平均发芽

势：在 18 ℃贮藏条件下各参试品种平均发芽势为

58.72%，在 4 ℃贮藏条件下各参试品种平均发芽

势为 48.85%，在-18 ℃贮藏条件下各参试品种平

均发芽势为 49.10%，在企业保存方式（实际为变

温保存方式）贮藏条件下各参试品种平均发芽势

为 35.90%；明显籽仁贮藏的发芽势更高，说明籽

仁贮藏方式更有利于花生提高发芽势 [12-15]。

4 结 论

在吉林省冬季寒冷天气下，籽仁贮藏在 4~
18 ℃的环境下，更有利于提高花生发芽势，也能

降低种子企业贮藏成本，因此保存花生籽仁是吉

林省花生贮藏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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