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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中县作为油料产出大户，其最主要的油料作物就是

花生，相较于传统的玉米油料种植物，花生具有明显的优

势，花生自身的出油量相对较大，收获的经济效益相对较

高，并且种植较为便捷。绥中县花生种植面积逐年提升，

2020 年种植面积高达 39 万亩为绥中县的油料提供了较大

的发展助力。但是在实际当中，仍旧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由于绥中县的独特地理位置，花生油料作物的主要种植地

集中在山区半丘陵地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花生的种植

区域的进一步扩大，因此花生的种植往往会出现重茬的情

况，并且农民在种植的过程当中，逐渐投入各项资金精力

的同时却不能收获较好的成效，甚至还会产生减产的情

况。为了进一步提升绥中县的花生种植产量，需要采取相

应的措施。

一、花生重茬种植产生的问题

（一）由于病虫害产生的减产

1.虫害。在绥中县种植花生重茬导致的减产大多数是

由于地下病虫害情况逐渐增多，常见在花生当中会发生蛴

螬，金针虫等病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花生种植产量逐渐

下降。结合对绥中县种植花生的收获产量进行调查发现，

在花生地种的蛴螬幼虫数量可以达到每平方米 1.1 ～ 1.2 头

左右，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每平方米地块当中高达 2 ～ 3 头

起草幼虫，而金针虫在绥中县花生收获地当中，同样具有

较高的数量，每平方米最高可达到 1.5 头金针虫左右，而

作为种植禾本植物的常见土壤地块调查发现，同期种植当

中每平方米的病虫害却不到 0.1。这样的情况会导致花生种

植产量得不到较大收获，而重茬地块中的病虫害数量相较

于同期的禾本科植物进行轮作地块达到 3 ～ 5 倍左右，甚

至更多的情况，这样相对的就会导致花生收获地的地下害

虫啃食花生种子，或对植物幼茎进行侵蚀，在一定程度上

会导致花生种植地缺苗断垄的情况，这是花生产量降低的

主要原因所在。

2.土传病害。在绥中县花生种植地当中，导致花生种

植产量降低的另一主要原因则是由于在花生种植地下产生

较为严重的土传病害，例如常见的根腐病、花生茎基腐病

等，这种土传病害往往是由于在土壤当中残留病原菌，或

是越冬期间田间残株败叶中的病原菌存留成为来年感染花

关于提高绥中县花生产量的几项措施分析

绥中县政务服务中心西甸子镇分中心    苏居光

摘  要：近年来由于受天气因素影响，给花生种植带来诸多不良影响，造成花生的实际产量持续处于低迷状态。基于绥中县对花生种植有限条件，促进

花生高产，增加经济收益成为现阶段种植花生的主要目标。

关键词：花生；产量；提质增效

生种子的侵染源。因此，在花生地进行重茬种植的地块当

中，一旦存在较为严重的土传病害，在短时间内难以对其

进行彻底清除，基于种植花生种的天气气候较为适宜，极

易导致侵染源在较为适宜的气候条件下进行繁殖传播，导

致在土壤间产生较为严重的土传病害，加重了病害的传播

速度。从花生初花期开始，导致植株连片枯萎甚至死亡，

严重时会导致某一固定土壤地块减产 30%，而另一产生病

害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在土壤当中缺乏各种充足的微量元

素，花生种的元素摄取不均衡，在连续种植的土壤地块当

中，由于单纯消耗土壤微量元素，导致花生无法充分获取

生长所需的微量元素，并且在后续的培育过程当中无法对

其进行及时补充，最终导致各种生长元素的缺失，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产量。

（二）管理措施不合理

1.整地工作不合理。由于绥中县独特的地理区域多处

于山地丘陵地带种植花生，而在这样的特殊土壤环境，对

花生种植工作产生了一定的难度，基于山地丘陵地带自身

土壤较为贫瘠，且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问题。在对花生种

植过程当中，难以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对花生

种植之前的工作来讲，无法对土壤进行深翻，导致土地板

结，土壤松弛度不够，就会导致土壤中的空隙相对较少，

难以为花生供给生长所需的充足养分以及各种微量元素。

因此，在种植后花生的长势通常呈现出较弱的情况，并且

由于在山地丘陵地带，无法对土壤进行深翻，导致养分缺

失，促使花生幼苗抗病性相对较差，容易引发各种土传病

害的同时，高发病害导致花生幼苗无法健康生长。在绥

中区由于种植期较为干旱，且独特的山地丘陵地带水源较

为匮乏，在花生种植地产生干旱情况时，无法及时进行浇

灌，导致幼苗缺水，或是在雨季来临时，山地丘陵地带水

土流失，则会在大雨中冲刷植物，导致根系针荚裸露，进

一步影响了花生种植的产量，并且作为花生种植当中最为

重要的工作环节，整地的不合理则会影响到后续花生的种

植养护工作。

2.种衣剂搅拌问题。而在对花生进行种植当中，常常

会使用种衣剂搅拌，进一步保护花生种在成熟之前避免各

种病害侵袭，而结合实际情况来讲，在绥中县种植花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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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常见使用的种衣剂大多为悬浮剂，这种种衣剂质地相

对粘稠，在拌种过程当中，如若加水进行搅拌，会导致在

一定程度上加大使用量，不易搅拌的同时，难以对用量进

行科学合理的控制，则会导致种子外包过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到花生种子在土壤当中的呼吸，无法吸收到氧气，

则会促使花生种难以健康生长。并且如若在花生种植过程

当中遭遇集中雨水天气，则会导致土壤湿度相对较大，且

土壤温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情况结合种子种衣剂的

厚度过厚情况，往往会导致粉种、烂种的问题，花生出苗

后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现象，严重时需要对花生种进行重新

种植。这样的情况在绥中县的花生种植过程当中，往往会

在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延误种植时间的同时，导致花生

产量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得到提高，并且在播种时，由于遇

到低温情况，毁种量高达 25%。

二、提高花生产量的几项措施

（一）选择合适地块

基于绥中县的花生种植特点，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山

地丘陵地带进行花生种植，而在这一情况的土壤地势基础

上，需要选择地势相对平坦且土壤疏松的地质环境，能够

保证土壤内部通气性相对较好、渗水力较强，为花生的健

康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与水源，进一步保障花生能够正常

生长，稳步提高种植产量。最佳土壤则是山地丘陵地带的

沙质土以及油沙土等，趁着土壤能够保障花生在一次播种

下 80%的出苗率，利于花生在土壤当中扎根发苗形成夹

果。针对绥中县的土壤地质环境，需要做到在冬季进行深

耕，保证在来年春天进行花生种植之前，土壤风化凝聚土

壤结构，降低病虫害的传播。固态的土壤结构能够起到增

温保湿的作用，促使花生在种植当中能够避免冻害侵袭，

并且对花生种植地进行冬季深耕，能够降低杂草的生长，

避免土壤结板产生的养分消耗。因此，对合适的山地丘陵

地带土壤进行深耕时，需要在冬季 11 月到来年 1 月之间进

行三次深翻工作，保障每次对土壤的深翻能够达到 30cm深

度，打破犁底层，促使土壤熟化进度加快，保障土壤中的

有机物含量，进一步提高土壤内营养物质活力，保障土壤

能够为花生营造更加良好的生长发育环境。

（二）轮作换茬

由于在绥中县花生种植地中常见使用了重茬种植技

术，导致花生呈现叶黄早落叶的情况，并且病虫害增多，

这主要是由于连续重茬种植，导致土壤当中营养元素的缺

失，进一步影响花生正常发育，因此降低了花生产量。为

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针对花生种植的习性需要，对绥中

县的花生种植进行 3 ～ 4a的轮作制度，在种植前需要结合

实际情况进行考察，种植小麦、玉米等禾本科作物，进一

步保障花生的前茬营养充足，经过实践证明，对花生进行

轮作换茬，能够有效保障花生健康成长，进一步提高花生

产量。

（三）施肥

1.基肥。由于花生种植的特点，在发芽的分叶期会消

耗大量的营养，并且作为生长成熟的重要阶段之一，在这

一成长过程当中的营养对于花生的产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因此在营养与生殖生长的期间是对花生进行施肥的最

佳阶段，能够进一步保障花生在充足的营养环境当中更好

地促进果针的下扎。但是由于绥中县的花生种植前期的土

壤当中存在的根瘤菌固氮能力相对较差，因此对于肥料的

深施具有一定的难度，基于这一原因需要对花生种植地进

行基肥的深度加固，保障土壤当中的基肥充足，才能够进

一步保障花生在良好的营养环境当中生长。基于花生种植

生长所需的基肥中的有机肥，需要保障基肥占据花生种植

总施肥量的 80％，每亩土壤当中需要施加 500 ～ 2000kg的

肥料，改良土质的同时增加土壤中的矿物质，促使花生产

量能够达到每亩提升 35％。

2.钙、磷、钾肥。在花生种植过程当中所需的钙、

磷、钾肥相较于一般种植物的用量相对较多，并且吸收率

相对较强，因此，在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充足的钙、磷、钾

肥能够调节土壤pH值的同时提高根瘤菌的固氮能力，改善

土壤中氮素营养，促进花生荚果的发育，降低空果烂果产

生的情况，并且能够有效提高花生质量与产量。

（四）花生种选择

花生种的优良情况同样也能够影响到绥中县的花生产

量，因此为了能够有效保障花生产量的提高，需要对花生

种进行严格的选择，基于绥中县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土壤

类型多呈现为山地丘陵，沙质土壤降雨相对较多，因此需

要结合当地种植的差异性，选择晚熟品种，保障花生的生

育期在 160d以上，能够降低土壤肥力消耗的同时，具有

较强的病虫害耐受性，避免盲目引种，造成人为减产的情

况，且需要结合当地实际环境栽培抗逆性较强的高产品种。

花生种子选择其他注意事项：粒大且饱满的种子优先

选择，详细观察花生品种特性，如颜色和果形，其主要避

免采购假种子，而影响最终花生产量。也可通过品尝花生

口感地对花生种子真假进行辨别，确认种子是否存在变

质、味道苦等情况，通常优质花生种子味道普遍较为香

甜。用手指轻轻揉搓种子表面，观察是否能够较为容易将

种子外衣搓掉，湿种子外皮不易搓掉，保存期间易发生变

质，所以，尽可能选择粒大、饱满的干燥花生种子，可避

免花生减产问题；在播种前期，需要做好种子处理工作，

选用绿色环保、无公害的药剂进行拌种，以此来提升花生

种子发芽率，并能起到灭杀土壤层中害虫的作用，增强花

生抗病性，减少病虫害对花生正常生长的负面影响。

（五）播种适时

一般结合绥中县以往的花生种植经验来看保障地表温

度在 12℃以上进行花生播种，普通型的大花生播种时地表

温度需要保持在 15℃以上，而在花生种植幼苗时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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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利用温度条件对土壤进行播后覆土镇压等措施，种植深

度一般为 5cm左右，如若土质相对较粘，则可以适当降低

播种深度，避免播种过浅导致种子落干，受到鸟兽侵害等

情况，及时商榷土壤情况，避免表土板结影响花生出苗，

并且为了能够进一步防治地下病虫害，需要在播种时适当

使用毒饵，从而进一步保障花生种植质量，对种植密度结

合土壤情况进行实际考察，保障每一垄花生的间隙间隔在

10cm左右。

（六）田间管理

花生的田间管理主要是针对花生成熟期进行水肥浇

灌，从而保障花生秧苗在充足的养分水分之下健康成长，

并且在花生生长的中后期需要及时进行病虫害的防治，避

免花生植株根经受损，同样需要注重旱灌排涝工作，结合

花生生长的中后期实际情况，对花生进行每日一次的浇

水，每次保障在每亩 500L以上，进一步维持花生生长的良

好状况，提高花生产量。

（七）加强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是花生种植过程中较为常见的问题，病虫害预

防不到位，不仅降低花生产量与品质，严重也会导致大面

积花生植株枯死，无法达到预期经济效益。

青枯病、茎腐病以及病毒病是花生生长阶段高发病害

类型，目前针对青枯病防治，并无特效药可以使用，则需

要种植人员在播种前期，尽可能选择抗病能力较强的品种

来预防青枯病，降低青枯病发生概率；针对茎腐病防治，

可将花生种子浸泡在稀释好的多菌灵药剂中，浸泡时间不

低于 24h，浸泡的花生种子将药液吸干后再进行播种，同

时将适量的多菌灵 1000 倍液在田间病株均匀喷洒，加强对

此类病害防治效果；针对病毒病防治，这一类病害由病毒

侵染诱发出现，被侵染病毒病的花生植株，其果实呈畸形

状、籽粒小、壳薄，裸露在外部的果仁呈紫色，小粒荚果

普遍带有病毒，禁止病粒种子传播是最为有效防治病毒病

的方法，在播种环节，选择粒大饱满的种子进行播种，并

预先处理蚜虫病害问题，将病菌传播媒介杜绝，确保花生

正常生长。

花生根结线虫病、红蜘蛛、云斑蛴螬等害虫对生长期

的花生影响极大。花生根结线虫病发生，是通过荚果或根

系被病原线虫入侵所引起的土传病害，受害部位组织不仅

破坏严重，且形成虫瘿也会直接影响花生植株正常生长，

针对花生根结线虫病防治，种植人员应更具田间花生种植

规模将适量的克线磷在垄沟中均匀施撒，既能有效防治花

生根结线虫病，对同期发生的其他虫害有着一定防治效

果；针对红蜘蛛、云斑蛴螬等这一类虫害防治，通常情况

下主要采用种子包药防治方法，在存有害虫的田间地块上

播种经过拌种后的玉米种子。从根源上防治此类病虫害，

提升花生种子抗病性。

（八）注重花生收获期黄曲霉毒素污染控制

地下害虫若得不到有效防治，极易增加花生被黄曲霉

毒素污染的概率，因此，种植人员需要在播种前期做好土

地身翻作业，并选用聚乙烯薄膜对种植区域的土壤进行覆

盖，其目的升高土壤温度，同时选用石灰、生物消毒剂或

硫酸铜等其他药剂对土壤进行深层次消毒，从源头上将土

壤中潜在的病菌和虫卵进行灭杀。尤其是花生花期结束

后，此阶段是蛴螬、线虫等虫害高发期，可采取综合防治

方式，控制地下害虫数量，避免因害虫数量过多而导致此

类虫害大面积扩散。

花生荚果出现破裂情况也容易遭受黄曲霉素污染，基

于此，种植人员应在花生开花下针前期做好中耕除草与培

土工作，避免后期中耕除草，花生受到人为损伤。切忌在

土壤温度过高情况下对其进行排灌，主要规避荚果受到大

幅度温差影响，而产生破裂问题。播种期间，控制花生植

株种植密度，确保田间植株间保持良好通风性、透气性，

结合田间花生长势情况，合理安排田间灌溉次数，确保田

间土壤温度与湿度始终保持良好状态，并保证水分充足供

应，加快花生植株生长。

预防生育期及后期田间花生干旱问题，种植人员应在

花生收获前 3 周左右安排灌溉，防止因水分不足导致花生

遭受干旱影响而降低产量。就灌溉条件并不完善的地块，

重视需要对生育期加以调整，并适量施撒钙素，控制收获

时间，规避黄曲霉素污染。结合田间花生生长情况，选择

合适的收获方式，若采用机械设备，应做好收获前期田间

准备工作，避免对花生果造成损伤，而被黄曲霉素污染。

一般情况下，刚收获完成的花生不宜在田间存放过

久，种植人员应选择整洁、干燥的地方对花生鲜果进行晾

晒，其目的是降低花生荚果含水量，将其控制在适合贮藏

的水分范围内。若遇到阴雨天气，可借助干燥设备，对花

生鲜果进行催干，同时做好防止回潮措施，及时包装已催

干的花生，从源头上切断黄曲霉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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