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农家科技

种 植天地
ZHONGZHITIANDI

山东是农业大省，花生在当地种植面积巨大。花生

栽培时，栽培技术是否科学，直接影响着花生产量和质

量。因此要重视对花生栽培技术的创新应用，积极推广

花生优质高产栽培技术，发挥花生高产栽培技术优势，

实现花生高产稳产，保障粮油安全。

一、品种选择与处理

（一）优选良种

品种是决定花生产量、质量的基础，要想达到理想

的产量和质量，必须要做好花生品种选择工作。农户要

综合考虑当地气候环境、实际用途、市场价值、抗病状

况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科学化选种，优先选用经过当地

农业部门审核认定的优良品种。以山东地区为例，可选

择鲁花 9号、11号、14号、海花 1号、淮花 8号等品

种。以鲁花 11号为例，属中熟直立大花生，生育期在

130 ～ 135d，株型紧凑、结果集中，每 667 ㎡产量可达

400 ～ 500kg，出仁率 73%，含油率 52%。该品种具备

较强的适应性、抗旱性、耐肥性，产量达、产量稳定，

对叶斑病、病毒病以及蔓枯病均有着不错的抵抗性，非

常适宜在山东地区种植。

（二）种子筛选

科学选种的基础之上，要对花生种进行适当的处

理。首先，花生剥壳前，需筛选花生种，将病果、秕

果、外壳破裂果、单仁果等剔除，剩余健康白净无病、

饱满的双仁花生种进行晾晒处理，建议在土地上铺膜连

续晾晒 72小时，每间隔 2 ～ 3小时翻动 1次，保证晒

种均匀性，需要注意，晒种时不可将果皮压破。播种

前 1周剥壳，不可过早剥壳，避免感染病菌，影响种子

酶活性，降低发芽率和发芽势。花生种剥壳之后，需按

照大小分级粒选，将病粒、残粒、异形粒剔除，留下良

种备用。要确保花生种质量达标，即纯度≥ 99%、净度

≥ 98%、发芽率≥ 75%、水分≤ 10%。

（三）拌种包衣

为降低花生病虫害的发生率，做好药剂拌种或种子

包衣工作非常关键。首先，药剂拌种时，农户要结合当

地花生病虫害的流行特点、规律，灵活选用拌种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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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按照种子重量的 0.4%拌

种，可降低花生根腐病、茎腐病的发生概率。用 50%辛

硫磷乳剂按种子重量的 0.2%拌种，可降低苗期地下害

虫的发病率。其次，种子包衣时，建议选用复合型花生

专用种衣剂进行包衣，如：25%华农牌种衣剂 23号，

按照种子重量的 2.5%包衣，或者用 21%复方适乐时种

衣剂包衣，在花生种表层形成保护膜，可起到预防病虫

害和提高发芽率的作用。要重点推广应用花生种子包衣

技术，建议在播种前 1d包衣，次日即可播种使用。需

要注意，种衣剂含有剧毒，因此农户要做好个人防护工

作，包衣过程中禁止饮水、饮食、抽烟，防止中毒。试

验表明，花生经种衣剂包衣，有利于花生苗齐、苗全、

苗壮，促苗早发，因此值得推广应用。

二、选地整地与施肥

（一）选地轮作

土壤是花生生长的基础，要想保障花生产量，应认

真做好选地工作。农户要结合花生品种特性等因素，灵

活选地，选用土层深厚、土壤肥沃、疏松透气、富含有

机质的地块种植花生，以pH值在 6 ～ 7.5 之间的壤土

地、砂土地最为适宜。禁止在盐碱地以及易积水的地块

种植花生。与此同时，选地时要坚持轮作制度，结合当

地农作物种植结构灵活轮作。山东地区建议花生和小

麦、红薯、玉米等作物实行 2～ 3a轮作，重发病田应实

行 3 ～ 5a轮作，禁止连作重茬，进而减少田间病原残

留，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率。

（二）翻耕施肥

选地后，应清理干净田间，然后在地表上撒

施 肥 料 作 为 底 肥， 建 议 每 667 ㎡ 用 腐 熟 农 家 肥

1500 ～ 2500kg、 复 合 肥 40 ～ 50kg。 将 肥 料 均 匀

撒施在地表上，然后利用拖拉机配翻转犁深翻土壤

20 ～ 25cm，将肥料深翻入土，使土肥充分融合，提高

土壤肥力。同时，经过深翻的土壤，更加疏松透气，保

水保肥能力更强。整理后的土地，要平整无坷垃，为后

续花生播种作业奠定有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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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化播种作业

（一）播种机选择

花生播种时，建议采用机械化播种技术。播种前要

做好播种机选择工作。目前，常用的播种机主要包括

三种，第一，小型单体花生播种机，由拖拉机牵引，可

一次性完成播种、施肥、镇压等工序，具有操作方便，

价格低廉的优势。第二，多功能花生播种机和小四轮配

套，可一次性完成播种、施肥、喷药、覆膜等工序。第

三，大型花生播种机，和大型拖拉机配套，可一次性播

种 4行以上，日播种可达 6公顷以上。

（二）播种时间

花生播种时间是否适宜，会对发芽率产生一定的影

响。因此农户要结合雨水情况、温度、品种特性等方

面的因素灵活控制播种时间。以山东地区为例，建议在

4—5月播种，具体应结合时间情况灵活调整。露天播种

时，应在土壤温度稳定在 10 ～ 15℃时播种。若覆膜栽

培，则可提前 1周播种。要做到足墒播种，墒情较差时

应人工造墒，提高花生发芽率及发芽势。

（三）播种密度

花生机械化播种作业时，应结合品种特性、差异以

及土壤肥力状况控制好播种密度。要确保播种质量达

标，双粒率≥ 85%，穴粒合格率≥ 95%，空穴率≤ 2%。

建议早熟小花生每 667 ㎡栽植 9000 ～ 11000 墩，中熟

大花生 7500 ～ 8500 墩，晚熟大花生 5500 ～ 6500 墩。

土壤墒情较好的可适当密些，土壤墒情较差的应适当

稀些。

（四）播种深度

花生播种时，控制好深度非常关键。播种过深，则

会影响正常出苗，减缓出苗速度。播种过浅，则表层

干旱，影响成活率。所以农户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

调控播种深度。正常情况下，播种深度为 3～ 4cm。土

壤黏重的地块，应适当浅播。常年干旱的地区，应适当

深播。

（五）种植规格

花生机械化播种作业时，为便于后期机械收获，建

议采用下述两种种植方式。第一，单垄单行种植，垄距

控制在 55 ～ 60cm。第二，一垄双行种植，垄距控制在

85～ 90cm，垄上行距应低于 28cm。

四、精细化田间管理

（一）放苗、补种、清枝

花生播种后，应密切留意其生长情况，要当幼苗顶

土现绿后，要将地膜上的土堆撒至垄沟内，避免影响子

叶生长。针对无法自动破膜出土的幼苗，应做好人工放

苗工作，避免高温时出现烧苗现象。齐苗后，若发现有

缺苗现象，应及时使用相同品种的花生催芽后补种。主

茎长出 4片复叶时，应检查、抠取压埋在膜下横生的侧

枝，避免影响其生长。

（二）排灌、防旱、防涝

水是花生生长的必需品，缺水或者富水均不利于花

生的生长。所以农户要高度重视水分管理工作。一般情

况下，足墒播种的花生在幼苗期并不需要浇水，适当干

旱能够促进根系发育，使得花生具备更强的抗旱和耐涝

能力。进入花针期、结荚期后，花生对水分的需求量最

大、最多，此时农户要结合植株长势浇水，如近期无降

雨，叶片午后萎焉，则代表缺水，所以要及时浇水，浇

水时建议采用沟灌法，禁止大水漫灌。进入饱果期后，

若持续干旱应浇浅水，避免植株早衰。除此之外，在花

生生长的各个时期，应确保三沟通畅，防止发生渍害，

保证花生植株的健壮生长。

（三）中耕、灭草

花生田间管理环节，中耕、除草是两项非常关键的

工作。一般情况下，花生全生育期需中耕 3 ～ 4次，

首次中耕在齐苗后，可结合青棵进行，此次中耕以浅耕

为主，不可压苗，有助于增温保墒。二次中耕在青棵后

2～ 3周，可结合封窝进行，此次中耕应做到行间深，

穴间浅，封窝清棵的植株，但要避免压枝埋枝。三、四

次中耕应在果针刚入土时进行，此次中耕要做到浅锄细

锄，避免对果针造成损伤，保持土壤疏松性即可。每次

中耕的同时，要将杂草除掉，减少田间杂草量，避免和

花生争夺水分养分。若杂草较多，可采用化学除草法，

每 667 ㎡用 15%精喹禾灵乳油 50mL+48%灭草松水剂

80mL兑水 60kg喷雾，对稗草、异型莎草、狗尾草、铁

苋菜、牛繁缕、辣蓼均可起到不错的防除效果。

（四）适时追施化肥

一般情况下，前期施加充足基肥的花生田，后期无

需追肥。但若前期施肥少，后期发现花生植株长势较

差，则要及时做好追肥工作。苗期，应以速效氮肥为

主，建议每 667 ㎡追施速效氮肥 10kg，起到促苗早发的

效果。开花期，建议每 667 ㎡追施过磷酸钙 40kg，促

进高产稳产。结荚期，花生对肥料的需求量最大，此次

追肥非常关键，应追施高磷、高钾中氮肥料，建议以大

量元素水溶肥冲施为主，每次 8kg，每间隔 2周冲施 1

次，连续冲施 2次即可。

（五）适期早控防徒长

花生主茎高度达到 30 ～ 40cm时，为避免花生植株

继续徒长，建议每 667 ㎡用 5%烯效唑 45g兑水 40kg喷

施于叶面，起到控旺防徒长的效果。若喷施 1次效果不

佳，可再喷施 1次，切实提高结实率和饱果率。

（六）根外追肥防早衰

花生饱果期后，若缺肥极易导致出现早衰的现象。

此时植株根系对肥料的吸收能力减弱，因此施肥时要

采用根外追肥法，建议每 667 ㎡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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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g+尿素 400g+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75g的混合液

40kg，每间隔 1周喷施 1次，连续喷施 2次，可有效延

长花生顶叶功能期，防止早衰。

五、病虫害防治措施

（一）农业技术

农业技术防治花生病虫害，要重点做好下述工作：

科学选地整地，为花生生长营造适宜的土壤条件；科学

选种，优选抗病性较强的花生品种；重视花生种处理，

包括：药剂拌种、花生种包衣等，降低病虫害发生率；

坚持轮作倒茬，禁止重茬连作；控制好花生播种时间、

密度、深度，避开病虫害危害盛期，同时也有助于营造

良好的田间光照和通风环境；强化田间管理工作，重点

做好中耕、除草、浇水、排水、追肥等工作，培育健壮

植株，防控病虫害的发生。

（二）物理技术

杀虫灯诱杀，该技术是利用害虫的趋光性特征，在

田间设置频振式杀虫灯、黑光灯引诱害虫将其诱杀，对

甜菜夜蛾、棉铃虫等均可起到不错的诱杀效果。要及时

清理害虫尸体，控制好开灯时间，避免误杀天敌昆虫；

色板诱杀，该技术是利用害虫的趋色性特征，在田间悬

挂黄板，一般每 667 ㎡悬挂 25张左右即可，可诱杀蚜

虫、蓟马等多种害虫，农户需定期更换粘虫板即可；性

信息素诱杀，农户可借助雌成虫性诱剂配套诱捕器诱杀

棉铃虫、甜菜夜蛾、地老虎等害虫，需定期清理害虫尸

体，更换诱芯；食物诱杀，农户可配置糖醋液，并配合

使用诱捕器，对金龟子、地老虎可起到不错的诱杀效

果，每 667 ㎡放置诱捕器 10个即可；银灰膜驱避，农

户可将银灰色薄膜覆盖田间地头，减轻蚜虫等害虫对花

生植株的危害，同时也能够降低花生病毒病的发生率。

（三）生物技术

以虫治虫，该技术是利用天敌昆虫诱杀害虫，如：

瓢虫、赤眼蜂、食蚜蝇等，将其引入花生田内，可减轻

蚜虫、甜菜夜蛾、棉铃虫对花生的危害；以菌治虫，该

技术是利用绿僵菌、白僵菌、苏云金杆菌等生物农药，

防治花生蛴螬、地老虎、甜菜夜蛾等害虫，如：甜菜夜

蛾产卵盛期，每 667 ㎡用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 250g兑

水 50kg喷雾，可起到显著效果；以病毒治虫，该技术

是利用多角体病毒悬浮剂，实现对斜纹夜蛾、甜菜夜蛾

等多种害虫的防治；以螨治螨，该技术是利用异绒螨等

防治花生叶螨；以菌治病，如：用枯草芽孢杆菌可湿性

粉剂 2000 倍液喷雾，可有效防控花生青枯病、根腐病

的发生；农用抗生素防治，如：花生褐斑病发生后，喷

施 10%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可起到不错的防治

效果。

（四）化学技术

化学技术防治花生病虫害，主要以喷施化学药物为

主，虽具有见效快的优势，但极易造成药物残留及污

染现象，因此科学规范使用化学农药非常重要。要优先

选用低毒、高效、无残留的农药，严格控制用药方法和

浓度，达到理想的病虫害防治效果。例如：褐斑病，可

用 30%苯甲·嘧菌酯悬浮剂 55mL兑水 50kg喷雾防治；

根腐病，可用 30%醚菌酯悬浮剂 60mL兑水 50kg喷雾

防治；茎腐病，可用 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 40g兑水

40kg喷雾防治；青枯病，可用 42%三氯异氰尿酸可湿

性粉剂 70g兑水 50kg喷雾防治；病毒病，可用 50%氯

溴异氰尿酸可溶粉剂 70g兑水 50kg喷雾防治；蚜虫，

可用 5%啶虫脒乳油 30mL兑水 50kg喷雾防治；地下害

虫，可用 35%辛硫磷微囊悬浮剂 500g加水稀释灌根防

治；斜纹夜蛾和甜菜夜蛾，可用 20%甲维·茚虫威悬浮

剂 10mL兑水 50kg喷雾防治。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花生在山东地区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

其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粮油安全稳

定性，要提高花生栽培技术创新意识，推广应用花生优

质高产栽培技术，掌握花生优质高产栽培技术要点，确

保花生生产安全，提高产量和品质以及种植效益，带动

花生产业良好发展，保障粮油安全稳定性，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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