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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给生产上提供鲜食可口、品质纯良的花生品种，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以远杂 9102 辐射变

异株为母本、05-77 为父本，经杂交后系统选育，育成优质鲜食型花生新品种，于 2017 年 2 月正式通过四川省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审定，命名为蜀花 2 号。2014-2015 年连续 2 年参加四川省新品种区域试验，每 hm2 平均产量 4854.0kg，比对照增产

10.33% ；籽仁平均产量 3522.0kg，比对照增产 6.55%。2016 年参加四川省生产试验，7 个试点，荚果产量 6 点增产，每 hm2 平均

产量 4248.3 kg，比对照增产 10.26%。蜀花 2 号种子休眠性、抗倒性强，耐旱性较强，对叶斑病、锈病、网斑病及病毒病的抗性均

较强，适宜四川平原、山区及丘陵的非青枯病高发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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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型花生新品种蜀花2号的选育及栽培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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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鲜食特色花生新品种是提升四川花生综合竞

争力的重要手段。利用新型优良抗病早熟品种和适

宜鲜食、细腻口感的中粒品种，经过多年定向杂交筛

选及系统选育，获得了高产优质的鲜食专用型花生

新品种蜀花 2 号，参加各级试验并通过审定与鉴定，

提升四川花生品种特色优势。

2　选育过程
以适应性强、抗逆性强、偏早熟、抗青枯病的远

杂 9102 辐射变异株为母本，以高产、细腻的花生品

系 05-77 为父本，杂交后代在四川一年一季自交加

代，结合抗病性鉴定和品质测定，经多年系统选育 
而成。

2005 年远杂 9102 辐射变异株 × 花生新品系

05-77；2006 年种植 F1，以亲本植株为对照种，弃除

杂株与劣株，混收；2007-2008 年采用系谱法和混合

法结合，对 F2~F3 的植株材料进行系统选育，主要选

育分枝多、偏早熟、开花集中、荚果集中、鲜食好吃的

株系；2009-2010 年对 F4~F5 植株材料的青枯病、锈

病、叶斑病、根腐病等抗性情况做了鉴定，并测定产

量及口感，进一步筛选产量口感与综合抗性双高的

优良株系。2011 年将自交 F6 9102M-05-77-F6-7
定名为 RH1309 参加株系鉴定试验；2012-2013 年

参加 2 年多点品比试验；2014-2015 年参加 2 年四

川省花生新品种试验；2016 年参加四川省花生生产

花生蛋白质和能源物质非常丰富。目前研究表

明，花生含有丰富的对身体健康有益的白藜芦醇、原

花青素、酚酸和植物甾醇等物质 [1]，能有效降低心脏

病 [2] 和某些癌症 [3] 的发病风险，同时改善体型 [4]。

我国花生总产量居油料作物首位，占油料作物总产

量的 50% 左右，种植面积居油料作物第 2 位。加入

WTO 后，国内粮油作物中只有花生在国际市场上具

有明显的价格优势，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大宗净出口农产品 [5]。

花生鲜食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基础，作为全

国多个地区花生食用的主要方式之一，因其对花生

有效营养成分的充分保护而受到现代健康消费者的

关注 [6]。研究发现，高亚油酸、高蛋白、低油分的花

生营养价值更高，不油腻，香味浓郁，更适合营养保

健和鲜食 [7]。目前，虽然对鲜食花生的保鲜措施、加

工技巧、播期收获等诸多领域展开了研究 [8-10]，但鲜

食花生也长期存在专用型品种缺乏、配套栽培技术

落后、市场营销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6]。

1　选育目的
四川省是全国花生主要产地之一，也是鲜食花

生的主要消费区之一，筛选出符合四川区域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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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2017 年 2 月正式通过四川省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审定，命名为蜀花 2 号（审定编号：川审油 
2016018）。

3　产量表现
 2012 年多点品比试验中，每 hm2 平均荚果产

量 4776.0kg，比对照花 11 增产 11.36% ；籽仁产量

3369.0kg，比对照花 11 增产 7.8%。在 2013 年多点

品比试验中，每 hm2 荚果产量 4861.5kg，比对照花

11 增产 12.24% ；籽仁产量 3588.3kg，比对照花 11
增产 9.3%，列试验第 1 位。

 2014 年参加四川省新品种区域试验，每 hm2

平均荚果产量 4797.60kg、籽仁产量 3531.90kg，分
别比对照增产 10.14% 和 9.19%，列第 1 位和第 3
位；2015 年续试，平均荚果产量 4910.40kg、籽仁产

量 3511.65 kg，分别比对照天府 14 号增产 10.51%
和 4.01%，列第 1 位和第 3 位。2 年四川省新品种

区域试验，每 hm2 荚果平均产量 4854.0kg，比对照

增产 10.33% ；籽仁平均产量 3522.0kg，比对照增产

6.55%。

2016 年参加四川省生产试验，7 个试点，荚果

产量 6 点增产，每 hm2 平均产量 4248.3 kg ；籽仁产

量 5 点增产，平均产量 2970.75kg，分别比对照增产

10.26% 和 2.45%，列第 1 位和第 3 位。试验结果与

区试结果一致，通过四川省花生生产试验，并通过由

省品种审定委员会组织的田间技术鉴定，推荐申报

省品种审定。

4　品种特征特性
蜀花 2 号属直立、中熟型中粒食用花生新品

种。荚果普通形和斧头形，壳薄饱满，开花结果集

中，适宜机械化。种皮粉红色，种仁粒大均匀，主茎

高 33.0cm，侧枝长 38.4cm。单株总分枝 7.1 个，结

果枝 6.3 个。单株总果数 13.1，饱果数 10.6，单株生

产力 21.5g。百果重 207.2g，百仁重 86.1g，出仁率

72.5%，饱果重率 91.6%，饱仁重率 93.4%，荚果饱满

度 66.1%。

蜀花 2 号种子休眠性、抗倒性强，耐旱性较强，

对叶斑病、锈病、网斑病及病毒病的抗性均较强，区

试自然病圃抗性鉴定中青枯病田间存活率 47.53%，

抗性强于对照（平均存活率 21.12%）。

2014 年区试定点取样，经品质测试，蜀花 2
号籽仁含油量 54.26%，粗蛋白含量 23.32%，油亚

比（O/L）值 1.23。2015 年经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分析测试中心检测：蜀花 2 号蛋白质含量 24.1%，

含 油 量 53.4%，总 糖 3.5g/100g。 采 取 10 人 鲜

食品尝 10 个不同花生品种的方式评价鲜食口

感，蜀花 2 号口感细腻，带有回香，综合排名第 
1 位。

5　栽培技术要点
5.1　适宜区域，土壤选择　适宜四川地区非青枯病

地区种植，土层深厚、排灌良好、pH 值 5.5~7.0 的紫

色沙壤土最好。勿用粘土或粘壤土种植，不利于花

生下针，影响产量。

5.2　播种条件　四川地区在 3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

均可播种，播前带壳晒种 1~2d，提高吸水力，利于发

芽。播前选取大小均匀、活力强的种子用 50% 多菌

灵、根瘤菌剂和钼肥拌种，剥壳后立即播种，避免去

壳久放。

5.3　耕培条件　花生是深根作物，精耕细耙，适当

加深耕作层，有利于提高其产量和品质。按 80cm
厢宽开施肥沟，沟深 26~30cm、沟宽 13.3cm，沟内 
每 hm2 施 用 腐 熟 有 机 肥 1.5 万 ~3 万 kg、钾 肥

450kg、磷肥 450kg、氮肥 300kg、过磷酸钙 750kg 作

底肥，部分肥力低下的地区补施铁、钼、硫等。接

着起土作垄，在相邻的 2 条施肥沟中间开沟，沟宽

16~20cm、深 10cm，将沟中土壤起于施肥沟内作垄，

垄面细整平或者呈“瓦背型”，形成宽 16~20cm 的垄

沟和 60~ 63cm 的垄面。

5.4　合理密度，地膜覆盖　每 667m2 用种量（花生

仁）10~15kg，密度 9300~9500 窝。每垄种 2 行，垄

面上行距 26.6~28cm，窝距 26.6~31.3cm，既能做到

种肥隔离，又可防止下“漂针”。每窝播种 2~3 粒，

然后盖细土 3cm 左右。播种后应在起畦后趁墒

进行覆膜，务必使膜紧贴畦面，并用泥土将膜四周 
压紧。

5.5　田间管理　及时开膜放苗和盖土引苗。开膜

放苗要在花生顶土时进行，膜上已盖土的花生出苗

后要抠出压在膜下的侧枝，避免灼伤，促其早生快

发。生长期主要是抗旱排涝防烂果，控制徒长保稳

花，治虫保果夺丰收，防病保叶促果饱。

5.6　适期收获　植株中下部叶片正常脱落，种皮呈

现浅红色时即可收获，收获后清洗晒干，以防止霉

变，并及时上市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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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博Ⅱ优 1618 是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育成的籼型三系杂交稻新组合，2017 年 6 月通过海南省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经过近几年的海南春制种实践，概述了双亲的特征特性，总结了其在海南的高产制种技术。

关键词：三系杂交水稻；博Ⅱ优 1618；春制种；高产制种技术

杂交稻新组合博 II 优 1618 海南高产制种技术
苏阳日　陈德清　文民操　郑乐华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分公司，海南三亚 572000）

1　品种选育及特征特性
1.1　选育过程　博Ⅱ优 1618 是中国种子集团有限

公司三亚分公司自己选育的中种恢 1618 与博ⅡA
经测交筛选而成。该品种于 2012 年春在三亚开始

进行测交、配组。2013 年春进行鉴定、小组合制种，

2013 年秋至 2015 年在海南 7 个试点区域（澄迈县

永发镇、儋州市南丰镇、陵水县提蒙乡、三亚市槟榔

镇、屯昌县屯城镇、琼海市长坡镇和海口市三江镇）

进行组合品比定型。2017 年 6 月通过海南省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1.2　特征特性　该品种全期生长壮旺，茎叶形态

好，剑叶中宽，抗倒性强，后期叶片挺直，熟色佳，丰

产性、稳产性好。外观米质较优。每 667m2 有效穗

数约 16.2 万，株高 108.8cm，穗长 26.7cm，每穗总粒

数 175.7 粒，结实率 87.6%，千粒重 26.2g。在海南地

区种植，全生育期 108~126d，与博Ⅱ优 15（CK）表

现相当。2014-2015 年 2 年抗性综合表现苗瘟病 4
级，叶瘟病 4 级，穗颈瘟病 3 级，白叶枯病 7 级，纹枯

海南地处热带地区，农户对稻米有特殊的要求

“干饭爽口、稀饭不烂”，要达到此项要求，稻米直链

淀粉含量必须在 20% 以上，故目前海南主推品种不

管是早稻的特优系列，还是晚稻的特优系列都能满

足此项要求。多年来海南市场晚稻博优系列占有统

治地位，市场份额约占 70%以上，以博Ⅱ优 15为例，

2004 年开始在海南市场推广，截至目前已推广 13
年，市场仍有较大需求。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三

亚分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利用博Ⅱ A 和自育恢复系

中种恢 1618 选育出在产量、米质、抗性和株叶形态

均优于博Ⅱ优 15 的新一代博优品种博Ⅱ优 1618，
该组合于 2017 年通过海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审定，审定编号：琼审稻 2016023。该组合经过前

几年在海南乐东佛罗基地的春季试制种和 2017 年

大面积制种 20 hm2，每 hm2 平均产量约 3.6t，海南春

制种技术已趋于成熟，现将其相关制种技术要点总

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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