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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地区花生引种筛选试验
杨　平　陈昱利　巩法江　毕海滨　高明慧

（山东省淄博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淄博 255033）

摘要：为了筛选出适宜淄博地区种植的花生品种，以近几年在山东地区推广面积较大的花生品种为材料（潍花 8 号、鲁花

14 号、花育 20 号、花育 22 号、花育 25 号、花育 31 号、花育 33 号、花育 36 号和花育 39 号），分析了不同花生品种农艺性状和抗

病性状的差异，以及不同农艺性状与产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潍花 8 号、鲁花 14 号和花育 25 号花生品种产量较高，除小粒

品种花育 39 号外，花育 33 号的产量最低；各品种的荚果主要集中在第一侧枝和第二侧枝；各品种抗病效果均较好；产量与百

仁重呈显著性相关，与百果重、株高、茎粗、第一侧枝荚果数和第三侧枝荚果数呈正相关，但不显著。综上所述，潍花 8 号、鲁花

14 号和花育 25 号 3 个品种产量水平较高，抗病性较好，适应性强，适宜在淄博地区种植。此外，小粒花生花育 39 号各项指标

也较好，亦适合在本地种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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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花生总产居油料作物首位，种植面积居第

2 位，是主要的经济作物、食用作物和油料作物 [1]。

目前，淄博地区种植的花生品种主要以常规地方品

种和自留种为主，品种混杂、退化严重，纯度低、产量

低，不能满足淄博当地花生生产的需要。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分析不同花生品种在淄博

地区种植农艺性状的差异和抗逆性状的不同，以及

主要农艺性状与产量的相关性分析，旨在筛选出适

宜淄博地区种植的高产优质花生品种，为淄博地区

花生的生产和农民增收提供一定的技术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本研究选择近几年在山东地区推

广面积较大和新选育的花生品种作为试验材料，主

要有以下品种：潍花 8 号、鲁花 14 号、花育 20 号、花

育 22 号、花育 25 号、花育 31 号、花育 33 号、花育

36 号和花育 39 号等不同生态区的 9 个品种。

1.2　试验设计　2016 年和 2017 年连续 2 个花生

生长季在淄博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试验基地开展大

田品种小区试验。土壤为砂姜黑土，0~30cm 耕层含

有机碳 36.11g/kg，全氮 1.73g/kg，速效磷 13.9mg/kg，
速效钾 126.49mg/kg，pH 值 8.08。采用随机区组设

计，9 个品种，3 次重复，共计 27 个小区，小区面积为

18m2，种植密度为 15 万株 /hm2。此外，基施有机肥

1.5 万 kg/hm2，其他管理同花生大田高产栽培管理。

1.3　测定指标　在花生成熟期，调查各处理花生品种

的株高、茎粗、第一侧枝长、第二侧枝长和第三侧枝长

等形态指标；并取 9m2 进行测产，测定各品种花生荚

果在各侧枝的分布情况，并测定百果重和百仁重等指

标。在整个花生生长季调查 9 个花生品种叶斑病和

锈病的感病情况，具体分级标准参照文献 [2-4]。
1.4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Excel 2007 统计软件

分析试验数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花生品种主要农艺性状比较　由表 1 可

知，不同花生品种主要农艺性状差异较大。株高在

35.00~46.50cm 之间，最高的品种是鲁花 14 号，最低

的品种是花育 36 号；茎粗在 0.43~0.56cm 之间，最粗

的品种是潍花 8 号，最细的品种是花育 20 号；除鲁

花 14 号外，其他品种侧枝长均表现为第一侧枝长 > 
第二侧枝长 > 第三侧枝长，且潍花 8 号、花育 31 号

表 1　不同花生品种主要农艺性状比较         （cm）

品种 株高 茎粗 第一侧枝长 第二侧枝长 第三侧枝长

潍花8号 42.50 0.56 50.13 49.60 39.70

鲁花14号 46.50 0.50 41.53 42.70 34.85

花育20号 36.50 0.43 41.55 41.33 36.03

花育22号 41.80 0.52 46.50 44.60 38.14

花育25号 42.50 0.46 44.00 38.70 36.44

花育31号 43.87 0.52 51.00 47.90 34.83

花育33号 40.53 0.51 42.06 39.28 35.90

花育36号 35.00 0.51 36.33 30.20 25.80

花育39号 37.30 0.49 50.00 49.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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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花育 39 号的第一、第二侧枝长较长，明显长于其

他品种。说明潍花 8 号、花育 31 号和花育 39 号的

营养生长较为旺盛，为花生高产提供了有效保障。

2.2　不同花生品种产量比较　由表 2 可知，各品种

不同侧枝的荚果数明显不同，且均表现为第一侧枝

荚果数 > 第二侧枝荚果数 > 第三侧枝荚果数；第一

侧枝和第二侧枝基本表现为双仁果数 > 单仁果数 >
无效果数，且第一侧枝和第二侧枝均表现为没有无

效果；第三侧枝均表现为以无效果为主，单仁果和双

仁果较少。说明在该地区常规栽培条件下，各品种

荚果主要集中在第一侧枝和第二侧枝，第三侧枝以

后，以无效果为主，对花生产量形成贡献不大。潍花

8 号、花育 22 号和花育 39 号品种的第一侧枝有效

荚果数（单仁果数和双仁果数）明显高于其他品种；

花育 20、花育 22 号和花育 39 号品种的第二侧枝有

效荚果数明显高于其他品种。另外，各品种无效果

数均集中在第三侧枝以后，且占总荚果数的比例较

大，均在一半以上，说明提高无效荚果的结实率，是

提高各品种花生产量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今后研

究的一个突破方向。

表 2　不同花生品种单株各侧枝荚果数分布情况

品种
第一侧枝荚果数 第二侧枝荚果数 第三侧枝荚果数

单仁果数 双仁果数 无效果数 单仁果数 双仁果数 无效果数 单仁果数 双仁果数 无效果数

潍花 8 号 6.00 15.50 0 1.50 2.50 0 0.75 0.25 26.50 

鲁花 14 号 2.50 8.00 0 1.25 2.75 0 0.25 1.50 16.25 

花育 20 号 2.40 7.20 0 0.80 5.40 0 0 0.80 16.60 

花育 22 号 5.00 12.60 0 2.40 6.00 0 0.50 0.75 27.25 

花育 25 号 3.40 7.00 0 1.60 3.40 0 1.20 1.40 18.00 

花育 31 号 9.20 8.80 0 2.80 2.80 0 0.20 0.60 24.40 

花育 33 号 4.00 9.60 0 1.20 4.00 0 0.40 0 19.20 

花育 36 号 4.00 6.25 0 2.00 2.50 0 0 0 14.75 

花育 39 号 5.00 15.60 0 1.60 4.60 0 0 0 26.80 

由表 3 可知，各品种有效荚果数在 14.75~28.00
个之间，且潍花 8 号、花育 22 号、花育 33 号和花育

39 号的有效荚果数明显高于其他品种；除小粒品种

花育 39 号的百果重较低外，其他品种百果重均较

高，在 150.11~195.12g 之间，且花育 25 号和花育 31
号品种的百果重明显高于其他品种；除小粒品种花

育 39 号的百仁重较低外，其他品种百仁重均较高，

在 71.94~103.94g 之间，且鲁花 14 号、花育 25 号和

花育 31 号品种的百仁重明显高于其他品种，均在

100g 以上；各品种产量在 5173.34~6846.50kg/hm2

表 3　不同花生品种产量性状及抗病性比较

品种
有效荚

果数

百果重

（g）
百仁重

（g）
产量

（kg/hm2）

感病情况

叶斑病 锈病

潍花 8 号 26.50 162.93 96.51 6846.50 2 1

鲁花 14 号 16.25 171.20 103.94 6134.92 1 2

花育 20 号 16.60 150.11 71.94 5519.51 2 3

花育 22 号 28.00 151.39 86.89 5731.06 3 1

花育 25 号 18.00 190.74 103.46 6211.85 1 2

花育 31 号 19.20 195.12 101.92 5942.60 1 1

花育 33 号 24.40 169.92 82.10 5317.57 3 3

花育 36 号 14.75 171.28 97.29 5846.45 3 2

花育 39 号 26.80 87.70 44.09 5173.34 2 1

之间，潍花 8 号、鲁花 14 号和花育 25 号花生品种产

量较高，均在 6000kg/hm2 以上，以潍花 8 号最高，为

6846.50kg/hm2；除小粒品种花育 39 号外，花育 33 号

的产量最低，为 5317.57kg/hm2；9 个品种的抗病性

方面均表现较好，特别是潍花 8 号、花育 22 号、花育

31 号和花育 39 号的抗锈病性较强，鲁花 14 号、花

育 25 号和花育 31 号抗叶斑病性较强。

2.3　不同农艺性状与产量相关性分析　由表 4 可

知，花生品种各农艺性状指标与产量的相关性存在

显著差异。其中，产量与百仁重呈显著性相关，与百

果重、株高、茎粗、第一侧枝荚果数和第三侧枝荚果

数呈正相关，但不显著，说明百仁重对产量形成影响

最大；百仁重与百果重呈极显著正相关；第一侧枝荚

果数与有效荚果数呈极显著正相关，说明有效荚果

数主要取决于第一侧枝的荚果数。

3　小结
本研究中，通过分析不同花生品种在淄博地区

种植的主要农艺性状和主要农艺性状与产量的相关

性，以及不同花生品种的抗逆性状等指标，对各花生

品种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表明：潍花 8 号、鲁花 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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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花生品种不同农艺指标与产量的相关性分析

产量 百果重 百仁重 有效荚果数 株高 茎粗 第一侧枝荚果数 第二侧枝荚果数 第三侧枝荚果数

产量 1

百果重 0.532 1

百仁重 0.729* 0.925** 1

有效荚果数 -0.105 -0.508 -0.453 1

株高 0.526 0.474 0.583 0.081 1

茎粗 0.454 0.117 0.298 0.497 0.347 1

第一侧枝荚果数 0.117 -0.419 -0.327 0.828** 0.144 0.660 1

第二侧枝荚果数 -0.529 -0.372 -0.444 0.465 -0.201 -0.191 0.233 1

第三侧枝荚果数 0.531 0.502 0.571 -0.197 0.672* -0.219 -0.304 -0.097 1
* 和 ** 分别代表在 0.05、0.01 水平上差异显著

和花育 25 号花生品种产量较高，除小粒品种花育

39 号外，花育 33 号的产量最低；在该地区常规栽培

条件下，各品种荚果主要集中在第一侧枝和第二侧

枝，第三侧枝以后以无效果为主，对花生产量形成贡

献不大；各品种抗病效果均较好；产量与百仁重呈显

著性相关，与百果重、株高、茎粗、第一侧枝荚果数和

第三侧枝荚果数呈正相关，但不显著，说明百仁重对

产量形成影响最大；百仁重与百果重呈极显著正相

关；第一侧枝荚果数与有效荚果数呈极显著正相关，

说明有效荚果数主要取决于第一侧枝荚果数。

综上所述，潍花 8 号、鲁花 14 号和花育 25 号 
3 个品种产量水平较高，抗病性较好，适应性强，适

宜在淄博地区种植。此外，小粒花生花育 39 号各项

指标也较好，亦适合在本地种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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