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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区花生机械起垄栽培新品种筛选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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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 7 个花生新品种进行机械起垄栽培比较试验，考察经济性状和实收产量。表明：1、远杂 9307

综合表现最好，可用作大别山区花生起垄栽培品种。2、中花 413 实产最高但青枯病发生较重，建议在大别山非青

枯病疫区慎重推广；对照鄂花 6号产量稳定，青枯病发病轻，可在大别山区继续种植。3、豫花 9326空秕荚果多，

表现较差，不宜在大别山区用作起垄栽培花生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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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验目的

了解参试品种在机械起垄栽培模式下的产量情况等种植表现，为大别山区大面积推广机械起垄栽培技术提供品种应用依

据。

2、试验方法

2.1试验品种

中花 21、中花 413、远杂 9307、豫花 9326、濮花 28、鄂花 7号、鄂花 6号（对照）。

2.2试验地点

麻城市乘马岗镇颜家河村百亩畈，河流冲积平原，沙壤土，肥力中等，冬闲。

2.3试验设计

随机区组排列，设 3个重复，小区面积（3×7）21平方米，每小区 4垄，垄宽 0.75米包沟，小区宽 3米，长 7米，四周设

保护行。

2.4栽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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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试验于整地时亩施丰源牌花生专用复合肥（N：P：K=8：15：12）30 公斤作底肥，于 4 月 21 播种，每垄种两行，株

距为 0.2 米，行距 0.4 米，共种 36 穴，每垄共 72 穴，穴播 2 粒种仁，垄种 144 粒种仁，每小区 576 粒种仁。种子用拌种剂优

拌拌种，标准剂量。按标准剂量喷施除草剂异丙甲草胺除草。全生育期相同栽培管理。

2.4.2试验记载出苗期、出苗率、病虫危害情况。成熟时每小区取 10株考察经济性状，记实收产量，并测理论单产。

3、试验分析

3.1出苗率

（见表 1）以 5月 23日调查为准，濮花 28最低仅 68.46%，次低中花 21为 76.97%，且两品种都低于对照鄂花 6号（81.37%）；

其余品种都高于对照，出苗率最高的远杂 9307为 86.57%，其次鄂花 7号 84.95%），再次豫花 9326为 83.39%，第 4中花 413为

82.47%。

从 5月 12日、5月 23两次调查结果分析远杂 9307、中花 413两品种出苗快而整齐。中花 21出苗率低可能与种子质量差有

关。

3.2株平总分枝数

（见下表）濮花 28最多 10.5条，其次中花 21为 9.83条，第 3远杂 9307为 9.67条，第 4中花 413为 9.67条，豫花 9326

为 9.2条，最少为对照鄂花 6号仅 7.67条。

表 1 经济性状记载表

品种
出苗率（％）

（12/5）

出苗率（％）

（23/5）
总分枝 结果分枝数 株高（cm） 株平实果数（个）

中花 21 54.22 76.97 9.83 6.3 49.4 19.07 

鄂花 6号 74.59 81.37 7.67 4.9 56.6 12.40 

远杂 9307 82.64 86.57 9.67 5.8 49.8 16.33 

襥花 28 61.57 68.46 10.50 7.7 43.1 15.67 

中花 413 78.65 82.47 9.53 5.4 62.5 18.10 

鄂花 7号 75.87 84.95 8.83 6.2 65.0 15.03 

豫花 9326 75.64 83.39 9.20 4.6 58.0 13.10 

平均 71.88 80.60 9.32 5.36 54.91 15.67 

3.3结果分枝数

最多濮花 28有 7.7 条，其次中花 21有 6.3 条，再次鄂花 7号 6.2 条，仅豫花 9326为 4.6 条，比对照鄂花 6 号（4.9条）

少。

3.4株高



3

最矮濮花 28（43.1厘米），次矮中花 21（49.4厘米）第 3远杂 9307（49.8厘米），这 3个品种株高都矮于对照鄂花 6号

（56.6）厘米，其余 3个品种都比对照高，最高鄂花 7号（65厘米），其次中花 413（62.5厘米）。

3.5株实果数

对照鄂花 6号最少仅 12.4个，实果数从多到少依次为中花 21（19.7个）、中花 413（18.1个）、远杂 9307（16.33个）、

些方面的变化，实行环境监理制度。对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处理要及时有效，不能遗留潜在的污染源：在施工过程中

产生的废物、废气、废水等污染源要处理得彻底，不能出现二次污染。在施工完成后，景观和植被要积极恢复，这样才能从根

本上减少甚至是避免环境遭到破坏。实时了解当地施工期间的环境状态，实行环境监理制度可以有效地减少生态环境破坏。

3.5科学制定工程方案，统筹兼顾各方效益

要保障一个科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方案合理，就要科学地制定方案。在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三者之间实现平衡，

同时避免破坏生态环境比如对能源的开发，不能只顾着眼前的利益，要放眼远方对整个生态系统负责。比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要合理选址，不能不管不顾一味地开发。要考虑社会稳定和保护土地资源：再比如对于水资源我们要在满足生活用水的根本前

提下，再考虑生态用水和其他用水。城乡居民生活的用水满足后，然后以生态效益为首，统筹兼顾河流、农田灌溉、工业发电、

货船航运等方面的用水量需求。科学制订水利水电丁.程建方案，工程项目的选择、建设和运营要真正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

使之达到一个最理想平衡的效果。

4、结 语

任何事情都具备两面性、都是把双刃剑。要正确处理水利水电工程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遵循因地制宜、合理规

划、精心施工、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去建设水利水电丁程，减少或者避免在建设中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各种潜在的不利影响，

人与向然必然也能实现友好和谐地相处。这样才能体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确保我国水电事业快速健康地发展，水利水电

工程也必将能够真正地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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