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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高油高产花生新品种豫花 47号的选育
张忠信 1　董文召 1　高　伟 1　徐　静 2　臧秀旺 3　刘　华 4　秦　利 5

（1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郑州 450002；2 农业部黄淮海油料作物重点实验室，郑州 450002；
3 河南省油料作物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郑州 450002；4 国家油料作物改良中心河南花生分中心，郑州 450002；

5 花生遗传改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郑州 450002）

摘要：豫花47号是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利用豫花9326作母本、豫花15号作父本，通过有性杂交选育的早熟、

高油、高产花生新品种。于 2016 年通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18 年通过农业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对该

品种的亲本来源、选育经过、特征特性及产量表现等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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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食用植物油需求量不断扩大，王

瑞元 [1] 分析，2015-2016 年度中国食用油的需求

总量达到 3426.5 万 t，中国食用油的自给率仅为

32.3%。花生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2000-2015 年

我国花生年平均种植面积占全国油料作物种植面积

的 33.1%，总产占全国油料总产的 48.3%，花生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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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过大豆和油菜，成为我国第一大油料作物 [2]，发

展花生生产对保障我国食用植物油安全起着重要作

用 [3]。选育高产高油品种已成为我国花生育种的主

要目标。豫花 47 号是基于河南花生生产的需求，选

育而成的早熟、高油、高产花生新品种，适应河南省

各地麦垄套种和夏播种植。

1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1.1　母本　豫花 9326 是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选育，具有高产、稳产、含油量高、子仁色

泽鲜艳、抗旱性较强等特点 [4]。2005 年通过全国农

150~200kg/hm2，播种后镇压保墒。每 667m2 用种量

0.75~1kg，保苗密度 16 万 ~18 万株。

4.2　化学除草　可在播种后出苗前或出苗后 2 个

时期进行除草，一般多采用播后苗前除草效果更好。

每 667m2 使用 96% 金都尔 50mL+50% 扑灭津 100g
对高粱田主要禾本科杂草及阔叶杂草均具有较好防

效 [3-4]，对高粱安全，增产作用显著。

4.3　田间管理　高粱出苗后一般在 4~5 叶期进行

间苗，垄上双行间隔留苗，注意留苗要均匀。播后拔

节期追施尿素，一般每 hm2 追施尿素 200~300kg（其

他化肥可按同等含氮量折算），增产效果明显。底肥

中钾肥施用量不足时，可以在追施尿素的同时追施

一部分钾肥，有利于促进高粱子粒成熟、饱满。高粱

一般在 6-7 月易发生蚜虫，一旦发生蚜虫，要在扩

散前及时喷药，一般采用乳剂兑水的方式将药液涂

茎，或用超低量喷雾器向植株上喷雾 [4-5]。当前用高

效氯氰菊酯防治效果较好。防治蚜虫宜早不宜迟，

最好消灭在蚜窝期。

4.4　收获　适时收获、晾晒、脱粒可减少损失，保证

丰产丰收。最佳收获期是蜡熟末期，这时收获子粒

产量最高，品质最佳，损失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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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鉴定，2007 年通过河南省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5]。

1.2　父本　豫花 15 号是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经

济作物研究所选育，具有丰产性好、适应性广、抗网

斑病、耐涝、高油，饱果率高、早熟性好、配合力高等

特点。2000 年和 2001 年先后通过河南、安徽、北

京和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先后成为

河南和我国主要的推广花生品种，2006 年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6]。

1.3　选育经过　2005 年配制杂交组合，2006 年繁

殖 F1，2007-2008 年连续 2 年进行单株选择、株行比

较，在田间及室内对产量、抗性、荚果与子仁性状、

品质及一致性进行严格筛选，2009 年进行株行比

较，最后保留符合育种目标的优系 0543-0-0-16-1，
2010 年进行株系比较，2011 年进行品系比较试验，

2012 年进行 3 点预备试验。2013-2014 年参加河南

省夏直播花生区试（参加区试时命名为豫花 47 号），

2015 年参加河南省夏播花生生产试验。2016 年通

过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

豫审花 2016001。2018 年通过农业部非主要农作物

品种登记，登记编号：GPD 花生（2018）410030。

2　品种特征特性
豫花 47 号属普通型花生品种，生育期 114d。

疏枝直立，叶片绿色、椭圆形，主茎高 51cm，侧枝长

53cm，总分枝 8 个，结果枝 7 个，单株饱果数 12 个。

荚果普通形，果嘴明显程度弱，荚果表面质地中，缩

缢程度中，百果重 213g，饱果率 83% ；子仁椭圆形，

种皮浅红色，内种皮深黄色，百仁重 84g，出仁率

68%。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

测试：2013 年豫花 47 号蛋白质含量 17.61%，粗脂

肪含量 59.38%，油酸含量 41%，亚油酸含量 36.9% ；

2014 年豫花 47 号蛋白质含量 17.89%，粗脂肪含量

56.95%，油酸含量 40.7%，亚油酸含量 37.6%。

经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鉴定：

2013 年豫花 47 号表现为抗网斑病、茎腐病，中抗叶

斑病，感锈病；2014 年表现为感网斑病、黑斑病，高

抗褐斑病，抗茎腐病。

3　产量表现
3.1　区域试验　豫花 47 号于 2013 年参加河南省

夏直播花生区试，9 点汇总，每 667m2 平均荚果产量

362.86kg，比对照豫花 9327 增产 14.13%，增产极显

著，产量居第 1 位；平均子仁产量 245.65kg，比对照

增产 8.56%，居第 3 位。2014 年续试，9 点汇总，每

667m2 平均荚果产量 361.92kg，比对照豫花 9327 增

产 7.64%，增产极显著，产量居第 2 位；平均子仁产

量 249.23kg，比对照增产 4%，居第 4 位。2 年平均

每 667m2 荚果产量 362.39kg，子仁产量 247.44kg，分
别比对照增产 10.79% 和 6.21%。

3.2　生产试验　豫花 47 号于 2015 年参加河南省

夏播花生生产试验，8 点汇总，每 667m2 平均荚果产

量 344.1kg，比对照豫花 9327 增产 10.81% ；平均子

仁产量 242.64kg，比对照豫花 9327 增产 9.4% ；荚果

和子仁产量分居第 2 位、第 3 位。

3.3　示范田产量表现　2017 年在河南现代农业研

究开发基地（新乡）设置示范田 6670m2，经实地测

产，每 667m2 平均荚果产量为 470.9kg。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适期播种，合理密植　麦垄套种应于 5 月

15-20 日（麦收前 10~15d）播种，夏播在 6 月 10 日

前播种较为适宜。每 667m2 播种 1 万 ~1.2 万穴，每

穴 2 粒，根据土壤肥力高低可适当增减。

4.2　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收获　麦垄套种花生尽早

灭茬，苗期及早追肥；夏播花生要施足底肥，深耕细

耙，地面平整，确保一播全苗；生育前期及中期以促

为主，注意防治病虫害，花针期切忌干旱，生育后期

注意养根护叶，及时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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