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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素配施对重茬地花生增产防病的效果

朱书伟 ,朱　旭 ,王宏豪 ,王清华
(南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 河南 南阳 473000)

摘要:针对重茬地花生病害严重的问题 ,进行了 N , P , K与 Ca , Mo ,B配施对重茬地花生增产防病

的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N , P ,K 与 Ca , Mo ,B配施比传统的 N , P , K 三元素配施增产 21.3%,且对

根腐病 、茎腐病 、青枯病均有抑制效果 ,但对根腐病 、茎腐病的抑制效果优于青枯病 ,对初花期后青

枯病的抑制效果强于苗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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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是河南省的主要油料作物 ,也是食品加工的

主要原料。随着种植业结构调整和种植花生比较效

益的增加 ,农民种植花生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花生种

植面积逐渐扩大 ,但面积增大的同时连作重茬现象日

益突出 ,重茬已造成花生病害严重 、产量降低。重茬

地花生一般根系发育不良 ,茎秆细弱 ,节间细长 ,分枝

数少 ,病害严重 ,死苗率高。据试验 ,花生连作两年 ,平

均减产 19%;连作 3年 ,平均减产 30%以上。为此 ,研

究了多元素配施对重茬地花生增产防病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于 2005年在南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

地进行。试验田为黏土 ,肥力中上等 , 花生连作 3

年。试验设两种施肥处理:N , P ,K , Ca , M o ,B 配施

(A 1);N , P , K 配施(A 2)。供试花生品种为白沙

1016。试验采用小区对比法 ,随机排列 ,小区面积

42 m2 ,3次重复。播种密度为 12万穴∕ hm2 。生育

期间对各处理根腐病 、茎腐病 、青枯病发病株数进

行观察记载 ,分别于 6月 25 日 , 7月 25 日 , 9 月 10

日进行病害调查。收获后进行考种。

2　结果与分析

2.1　多元素配施对重茬地花生病害的抑制效果

由表 1可知 ,在重茬 3年的地块 ,各生育时期 ,

多元素配施处理花生的根腐病 、茎腐病 、青枯病的发

病率均低于三元素配施处理 ,但对根腐病 、茎腐病的

抑制效果优于青枯病;对苗期青枯病的抑制效果不

明显 ,但初花期后抑制效果明显增强 。

表 1　多元素配施对 3 种花生病害发病率的影响 (%)

施肥
根腐病

06-25 07-25 09-10

茎腐病

06-25 07-25 09-10

青枯病

06-25 07-25 09-10

A 1 1.93 2.73 3.13 1.87 2.47 2.80 0.73 1.40 2.07

A 2 5.00 7.80 8.73 3.73 5.73 6.80 0.80 3.13 3.67

2.2　多元素配施对花生主要农艺性状和产量的影响

由表 2可知 ,多元素配施处理花生生育期延长

4d ,分枝数增多 1 .3 个;叶色深绿 ,节间短而粗 ,株

高偏低 ,不早衰 ,不倒伏;饱果率 、百果重 、百仁重明

显提高 ,花生果的品质明显优于三元素配施处理;荚

果产量提高 21 .3%。

表 2　多元素配施对花生主要农艺性状和产量的影响

处理
生育期

(d)
主茎高

(cm)
总分枝数

(个)
结果枝数

(个)
饱果率

(%)
百果重

(g)
百仁重

(g)
出仁率

(%)
荚果产量

(kg/ hm 2)

A 1 102 39.3 10.3 7.3 60.3 162.5 50.9 73.9 4 571.7

A 2 98 40.2 9.0 6.7 53.7 155.6 48.0 70.6 3 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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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花生地膜覆盖高产栽培技术

张英杰 ,胡予军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 , 湖北 襄樊 441021)

摘要:黑花生具有高蛋白 、高精氨酸 、高硒 、高钾等特性 ,在保健食品 、医疗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开发

前景 。要充分发挥黑花生增产增收潜力 ,必须严格选地 、精细整地 、施足底肥 、采用地膜覆盖栽培 、

搞好各时期的田间管理 、适时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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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粒花生是一种含有高蛋白 、高精氨酸 、高硒 、

高钾 、高黑色素的优良品种。高精氨酸含量

3.62 mg/g , 比普通花生高 23.9%,钾 、锌 、硒含量

分别为 7 mg/g , 0.037 mg/g 和 0.083 mg/g ,分别比

普通花生高 19%, 48%和 101%。其特殊的营养在

维持人体的生长发育 、机体免疫 、心脑血管保健等方

面有较大作用 ,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黑色食品 。

为充分发挥黑花生的生产优势 ,在借鉴他人经验的

基础上 ,通过两年的生产实践 ,总结出黑花生地膜覆

盖高产栽培技术 。

1　地块选择

黑花生对土壤要求不严格 ,适宜在 pH 5.5 ～

7.2的各种土壤种植 , 但以土层深厚 、排灌方便 、肥

力较好 、地势平坦 、上砂下黏为最好 ,要求旱能浇 、涝

能排 ,耕层深度在 30 cm 以上 ,有机质含量 5 ～ 10

g/kg 。花生忌重茬 ,轮作换茬才能高产。一般轮作

周期 1 ～ 2年 ,以防止花生病害严重发生导致减产。

2　整地施肥

地膜花生生长过程中中耕次数少 ,播前更应细

耕多耙 ,力求达到地面平整细碎 、无大土块 、上虚下

实 、底墒足 、表墒好的质量标准。施肥应依据土壤肥

力和黑花生需肥规律及地膜栽培的特点 ,做到经济

用肥 ,重施底肥 ,中后期根据长势适量追肥。据试

验 ,当施钾量为 150 kg/hm 2 , N , P , K 配合比例为

2∶1∶2时 ,花生产量最高 。另据试验 ,用荆门康阜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生态源牌生物基质

6 000 kg/hm
2
作基肥 ,可使黑花生增产 10%以上。

亦可每公顷施优质农家肥 4.5万 kg ,尿素 225 ～ 300

kg 或复合肥 750 kg , 过磷酸钙 450 kg , 氯化钾

150kg ,酸性土壤注意配合施石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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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 ,对重茬 3年的花生 ,采用 N , P ,

K ,Ca , M o , B 多元素配施 ,其抗病及增产效果比传

统的 N , P ,K 三元素配施均明显提高 ,且其生物学

及经济性状均有改善 ,较好地解决了重茬花生病害

严重 、产量较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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