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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是我国花生的主要产区 ,近年来 ,花生种

植面积稳定在 100 万 hm2 左右 ,产量达到 300 万 t

以上 ,均占全国花生的 1/5以上。在河南省 ,花生是

继小麦 、玉米之后的第三大农作物 ,其花生种植面积

超过 1.33万 hm2 的县(市)就有 24个 ,正阳县花生

种植面积达到 6.67万 hm2 以上 ,是全国花生第一

种植大县。在全国油料生产百强县中 ,河南省占了

21个 ,居前 5位的 ,河南省占 2个 ,正阳县位居全国

第一 ,这些油料生产大县 80%以上是花生生产大

县 ,因此 ,发展花生生产不但对于河南省农村经济的

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于

全国的花生生产乃至油料的生产影响重大。

随着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国内市场的变

化 ,对花生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优化品种布局 ,

实行区域化种植 ,规模化 、标准化生产 ,不断提高花

生的产量和品质 ,加快花生产业化进程 ,是充分发挥

河南省花生产业优势 ,促进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 、企

业增效 ,实现花生生产跨越式发展和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措施。

1　河南省花生品种利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1　河南省花生种植区划

河南地处中原 ,光热资源丰富 ,全省各地均有花

生种植 ,根据各地不同的气候 、生态特点及耕作方式

等 ,按照我国的花生种植区划 ,河南分别处于我国的

黄河流域花生产区和长江流域花生产区的 4个亚区

内 ,即华北平原花生亚区 ,主要指黄河以北地区;黄

淮平原花生亚区 ,主要指淮河以北的豫东南地区;陕

豫晋盆地花生亚区 ,主要指豫西地区;长江中下游平

原丘陵花生亚区 ,主要指豫南地区 。

1.2　河南省各花生产区的种植特点

根据目前河南省花生种植的品种类型 ,大致可

以划分为 2个区域 ,即大果花生产区和小果花生产

区 。大果花生产区包括华北平原花生亚区和黄淮平

原花生亚区的沙颍河以北的地区 ,东西以京广铁路

为界;小果花生产区包括陕豫晋盆地花生亚区 、长江

中下游平原丘陵花生亚区和黄淮平原花生亚区的沙

颍河以南的地区。

河南省花生栽培方式主要有春播(包括地膜覆

盖)、麦垄套种(油菜茬)和夏直播 ,麦垄套种是河南

省花生种植的主要方式 ,占花生播种面积的 60%以

上 ,春播和夏直播分别占 15%左右 。在大果花生产

区 ,除部分沙滩地花生作春播外 ,主要以麦垄套种花

生为主 ,部分为麦后直播或花生+西瓜等的间作方

式 。在小果花生产区 ,丘陵旱薄地春播花生较多;南

部平原 ,麦后直播 、麦垄套种平分秋色;西 、北部平

原 ,麦垄套种是主要栽培方式 ,部分为麦后直播 。

1.3　河南省花生品种利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1980 ～ 1990年 ,栽培技术的改进和杂交育成品

种的推广促进了河南省花生生产的迅速发展 ,面积 、

单产稳步提高;2000年后 ,河南省花生生产发展的

势头减缓 ,单产徘徊 , 虽然一批如豫花 10 号 、豫花

14号 、豫花 15 号 、远杂 9102 、远杂 9307 、濮科花 1

号等优质专用花生品种的选育成功和推广 ,且面积

逐步扩大 ,但由于近 20年来河南省花生生产的过快

发展与新品种 、新技术研究 、推广的滞后 ,花生生产

上品种多 、乱 、杂的现象仍无大的改观 ,一些 10年

前 ,甚至 20年前的品种仍在生产上应用。在大果花

生产区 ,有豫花 7号 、海花 1号 、豫花 1号 、开农 27 、

开农 8号 、豫花 2号 、徐州 68-4 等近 30 个品种在

生产上种植 ,其中 ,豫花 7 号 、海花 1 号等品种在生

产上面积较大 ,总体来讲 ,这些品种普遍存在生育期

偏长 、商品率低 、内在品质差等问题 ,不能满足麦垄

套种耕作方式及市场的需求;在小果花生产区 ,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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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1016占主导地位 ,但仍有天府 3号 、豫花 4号 、协

抗青 、鲁花 3号 、抗青 10等 20多个品种在生产上种

植 ,这些品种除普遍产量水平较低外 ,抗逆性差 ,特别

是白沙1016高感青枯病 、叶斑病 ,倒伏严重 ,或生育

期偏长 ,夏直播花生品质 、商品性下降 ,与生产 、市场

极不适应。上述品种在生产上的大面积种植和无序

的品种布局 ,不但严重影响花生产量的提高 ,而且也

造成了花生品质的下降 ,制约了河南省花生生产的进

一步发展和花生种植综合效益 的进一步提

高。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花生加工业的发展 ,油用

型 、食用型 、出口型等优质专用型花生生产的发展已

成为目前花生生产的必然趋势 ,建立专用型花生生

产基地 ,实现优良品种种植的区域化和规模化 ,有利

于适应市场需求 ,提高花生产品质量 ,保证产品的稳

定性和一致性 ,提高产品竞争力 ,促进花生生产的良

性发展。

2　优质专用花生新品种简介

近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各研究单位

及时调整花生科研方向 ,加大了优质专用花生新品

种的选育力度 ,已选育出一些类型不同的优质专用

花生新品种。这些品种不仅品质优良 ,而且产量高 、

综合抗性强 ,通过在生产上的示范与推广 ,越来越受

到生产者和厂商的高度重视。

2.1　油用型品种

2.1.1　早熟 、高油花生新品种豫花 15号　2000 ～

2001年分别通过河南省 、安徽省 、北京市和国家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已先后被列入国家农业

科技跨越计划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和国家农业

高技术产业化项目。该品种为普通型大果 ,其脂肪

含量 55.46%～ 56.67%,高于一般大果型品种 2 ～ 4

个百分点 ,蛋白质含量 25.93%。该品种高产 、稳

产 ,在参加的所有试验中 ,籽仁比对照品种增产均在

10%以上 ,高的达到 20%以上;高产示范 ,每公顷产

量达到 8 572.5 kg ;该品种耐涝性好 ,抗倒伏能力

强 ,高抗网斑病 ,抗叶斑病 ,在成熟时仍能保持青枝

绿叶;其早熟性好(生育期 115 d 左右),饱果率高 ,

商品性好 ,适宜于麦垄套种和春播种植 。

2.1.2　高油 、抗病 、白沙型花生新品种远杂 9102　

2001 ～ 2002年分别通过河南省和国家审定 ,已被列

入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 。该品种属珍珠

豆型 ,含油量 57.4%左右 ,蛋白质含量 24.15%左

右 。该品种高抗花生青枯病 ,抗叶斑病 、锈病 、网斑

病和病毒病;外观品质优良 ,籽仁饱满 ,整齐度好 ,荚

果 、籽仁符合出口标准 。在河南省区域试验及生产

试验中 ,比对照种白沙 1016增产 20%,高产示范 ,

单产达到 6 900 kg/hm2;该品种生育期短 ,夏播生

育期 110 d左右 ,不仅适合于麦垄套种 ,而且是麦后

夏直播的理想品种 。

2.2　食用型品种

豫花 10号于 1997年通过河南省审定 。该品种

粗蛋白含量 31.10%,粗脂肪含量 46.64%,蛋白质

含量超过优质花生品种标准 ,为高蛋白品种 。豫花

10号为直立疏枝大花生 ,麦套生育期 120 d 左右。

出苗整齐 ,苗期长势强 ,后期不早衰 , 3粒荚果率高。

该品种对病毒病 、枯萎病 、锈病 、叶斑病抗性较好。

为大果高产品种 ,丰产性好 ,特别适宜春播 ,亦可麦

套种植 。该品种分枝较少 ,适宜密植 。

2.3　出口型品种

2.3.1　白沙型花生新品种豫花 14 号　1999年通

过河南省审定 , 2001 年通过国家审定 ,2001年被列

入国家农业科技跨越计划 。该品种蛋白质含量

28.94%,亚油酸含量高达 42.58%,荚果美观 ,籽仁

色泽鲜艳 、光亮 ,比白沙 1016更有光泽 ,粒形更圆 ,

符合小果花生出口标准 ,更有利于花生食品加工;经

试验 ,比对照白沙 1016增产 13.65%。该品种高抗

青枯病 ,生育期 110 d左右 ,不仅适合于麦垄套种 ,

而且是麦后直播的理想品种 。

2.3.2　濮科花 1号　2003年通过河南省审定 。在

河南省麦套区试中 ,比对照豫花 8号增产 9.32%;

在河南省生产试验中 ,增产 10.1%。蛋白质含量

24.80%,粗脂肪含量 53.72%,其中 ,油酸 48.12%,

亚油酸 29.39%,油酸/亚油酸比值为 1.64 ,耐贮性

好 ,适宜出口 。该品种为大果型品种 ,产量较高 ,高

抗锈病 ,适宜作麦套和春播使用 。

2.3.3　白沙型花生新品种远杂 9307　远杂 9307

于 2002 年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在全国花生区试中 ,籽仁产量比对照白沙 1016增产

14.15%;在全国花生生产试验中 ,增产 15.93%;在

大面积示范中 ,单产突破 6 000 kg/hm2 。远杂 9307

属珍珠豆型品种 ,籽仁蛋白质含量为26.52%,脂肪

含量为 54.07%,其中 ,油酸含量为 40.4%,亚油酸

含量为 39.6%。远杂 9307高抗青枯病 ,抗叶斑病 、

网斑病和病毒病。该品种夏播生育期 110 d左右 ,

适宜于河南及北方花生产区各条件下种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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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棉五号是开封市农林科学研究所利用杂种优

势育种技术培育而成的杂交棉新品种 ,该品种产量

高 ,增产潜力大 ,稳产性好 ,纤维品质优良 ,抗枯萎

病 ,抗黄萎病。2003年通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委员会审定 ,同年获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

目支持 ,并得到河南省科技厅“中加力”重点资助 。

2003年 ,在河南省各主产棉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

1　开棉五号的生育特点

1.1　出苗快 ,苗期生长稳健

开棉 5号子指 10.3 g 。种子吸水力强 ,萌发速

度快 ,当 10 cm 地温稳定在 14 ℃时 , 7 d左右即可出

苗。子叶和真叶颜色深绿 ,茎叶生长健壮 ,在黄河流

域棉区现蕾时株高一般在 45 cm 左右 。地上 、地下

部生长均衡 ,苗期抗病性强。

1.2　中期发育快 ,开花结铃集中

开棉五号现蕾后杂种优势明显 ,生长速度加快 ,

植株高大 。果枝始节位 6.5节左右 。现蕾 、开花 、结

铃集中 ,结铃性强 ,脱落率低 ,对产量形成十分有利 。

1.3　后期早秋桃多

开棉五号杂种优势强 ,后期结铃较多。一般年

份早秋桃比常规棉品种单株可多结铃 8 ～ 10个 。

2　配套栽培技术

2.1　前期

2.1.1　施足底肥　每公顷施优质农家肥 30 000 ～

35 000 kg ,饼肥 750 ～ 900 kg ,尿素 375 kg ,过磷酸

钙 900 kg ,硫酸钾300 kg ,硫酸锌15 kg ,硼砂15 kg 。

2.1.2　适期播种 , 适当稀植　开棉五号生育期

130 d左右 ,属于中早属品种 ,适期播种至关重要。

直播棉田 ,应掌握在 5 cm 地温稳定在 14 ～ 16 ℃时

播种。地膜覆盖田 ,播种时间应在 4 月上旬为宜。

育苗移栽的时间应在 4月底至 5 月初 ,不宜过早或

过晚。因开棉五号的株型较大 ,单株结铃能力强 ,应

根据地力情况适当稀植 ,中等肥力地块每公顷留苗

33 000 ～ 37 500 株 , 高水肥地块每公顷可留苗

27 000 ～ 30 000株 。

2.1.3　采用地膜覆盖 ,促苗早发　无论是直播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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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南省优质花生品种布局的建议

3.1　京广铁路以东 ,沙颖河以北春播花生区

以豫花 15号 、濮科花 1 号 、豫花 10 号为主 ,搭

配豫花 11号 、豫花 7号等 ,并加大对开农 30 、开农

37等新育成品种的推广力度 。这样可以更好的发

挥品种的增产潜力 ,并做到出口与油用兼顾。

3.2　京广铁路以东 ,沙颖河以北麦套花生区

以种植豫花 15号 、濮科花 1号为主 ,搭配豫花

8号 、豫花 11号等。对新审定的品种豫花 9331 、豫

花 16号等进行试种。主要以油用或出口型品种为

主。

3.3　京广铁路以东 ,沙颖河以北夏直播花生区

由于该区长期以来以种植大果型品种为主 ,因

此 ,该区夏直播花生以种植豫花 9327 、豫花 6号等

早熟 、高产型品种为主 ,搭配远杂 9102 、豫花 14号 、

远杂 9307等 ,也可以适当种植豫花 15号 。

3.4　京广铁路以西 ,沙颖河以南小果花生区

该区因受市场和种植习惯的限制 ,大果型品种

的推广受到限制 ,长期以来一直以珍珠豆型品种为

主 ,因此 ,该区应以种植远杂 9102 、豫花 14号 、远杂

9307等白沙类型的品种为主 。春播区 ,可适当引进

豫花 9327 、豫花 15号等中大果型品种进行示范 ,以

进一步提高该区的花生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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