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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高蛋白花生新品种阜花 31 的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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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阜花 31 是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在 2009 年以徐花 9 号为母本、匍匐区组野生近缘种 Arachis rigonii 为父

本配置杂交组合，经人工选育而成的高产、高蛋白花生新品种，2024 年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登记编号：GPD 花生

（2024）210012。对阜花 31 的选育经过、生物学特性、产量表现以及栽培技术进行总结，以为其田间生产及推广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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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 [1]，可用于榨油、鲜

食、制作饲料等。近 10 年辽宁省花生种植面积持续

增加，2021 年最高达到 33.232 万 hm2，随后每年稳

定在 30 万 hm2 左右。辽宁省主要花生种植区域大

多位于半干旱地区的农牧交错地带，这些地区的生

态条件尤为适宜花生生长，在秋季花生收获期间，

干燥的气候条件有效地减少了黄曲霉病的发生几 
率 [2]。花生籽仁中除了含有 50% 左右的脂肪外，还

含有 20% 左右易于人体吸收的优质食用蛋白 [3]。

培育高产、高蛋白花生新品种，既能迎合市场的消费

需求，也能极大地丰富辽宁地区的花生种质资源。

阜花 31 是以徐花 9 号为母本、匍匐区组野生

近缘种 Arachis rigonii（A. rigonii）为父本选育的高

产、高蛋白、抗病花生新品种，于 2024 年通过国家非

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登记编号：GPD 花生（2024）
210012。阜花 31 充分满足了农业生产需求、食用油

制品和蛋白粉加工企业的需求，带动提升了花生种

植者和花生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具有大面积推广

种植的广阔前景。

1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1.1　亲本来源　由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

究所以 7920-79 为母本、鲁花 6 号 [4] 为父本选育的

徐花 9 号具有抗倒性、抗旱性、抗病性强的特点。花

生野生近缘种根据杂交亲和性共分为 9 个区组，其

中匍匐区组野生近缘种 A. rigonii 是南美洲的一种

野生豆科花生属植物，2021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受

威胁物种红色名录正式宣布其在野外灭绝。研究表

明，一般花生近缘野生种对病虫害具有高抗性或免

疫力，同时兼有高蛋白与高油等特性 [5]。因此为选

育出高产、高蛋白、多抗花生新品种，以徐花 9 号和

匍匐区组野生近缘种 A. rigonii 为亲本进行育种工

作。

1.2　选育过程　 2009 年按照高产、优质的育种

目标，以徐花 9 号为母本、匍匐区组野生近缘种 
A. rigonii 为父本，组配杂交组合。2010 年春季在杂

种圃单粒播种 F1，秋季收获 F2。2011 年春季在杂种

圃单粒播种 F2，在花生收获期进行人工分离选择及

单株材料的筛选，最后获得 4 株单株材料，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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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948-1、Y948-2、Y948-3、Y948-4。2012-2013
年继续在杂种圃种植 F3 和 F4，2013 年种成株系并

进行去杂去劣，其中 Y948-4 表现优异。2014 年于

选种圃种植 Y948-4，并于秋季进行南繁加代。2015
年在鉴定圃种植 Y948-4。2016-2018 年进行 3 年

品种比较试验，Y948-4 表现高产、稳产，品质好，抗

旱、抗寒；同时于 2018 年在阜新市进行多点试验，表

现产量稳定、品质好。2019-2020 年参加东北花生

品种登记区域试验，2020 年参加东北花生品种登记

生产试验，总体表现良好，在多个试点均比对照品

种增产。2022 年申报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正式命名为阜花 31。2024 年通过登记，登记编号：

GPD 花生（2024）210012。

2　品种特征特性
2.1　生物学特性　阜花 31 平均百果重 186.0g，平
均百仁重 72.9g，平均出仁率 70.1%。其他生物学特

性见表 1。

表 1　阜花 31 主要生物学特性

性状 表现 性状 表现

平均主茎高 37.9cm 单株平均荚果数 15.6 个

平均侧枝长 41.0cm 单株平均生产力 20.1g

平均分枝数 7.2 个 种仁形态 柱形

平均生育期 126.4d 种皮颜色 浅红色

荚果形态 珍珠豆形 内种皮颜色 深黄色

果嘴明显程度 中 种皮裂纹 无

荚果缢缩程度 中强 种子休眠性 中

荚果表面质地 中到粗糙 抗旱性 中

2.2　品质表现　经农业农村部油料及制品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阜花 31 粗蛋白含量为

26.6%，粗脂肪含量为 50.41%，油酸含量为 42.7%，

亚油酸含量为 36.2%。该品种粗蛋白含量超过

25.0%，属于高蛋白花生品种。

2.3　抗病性鉴定　田间抗病性由辽宁省农业科学

院植物保护所进行鉴定，结果表明阜花 31 相对褐斑

病抗病表现为感病（S）；相对网斑病、根腐病和白绢

病抗病表现为高抗（HR）。

3　产量表现
2019-2020 年参加东北花生品种登记区域试验，

2019 年阜花 31 每 hm2 荚果平均产量为 3594.6kg， 
籽仁平均产量为 2397.15kg，分别比对照品种锦

花 15 增产 3.77% 和减产 1.46%，在参试品种中

分别居第 2 位和第 8 位；2020 年荚果平均产量为

3494.4kg，籽仁平均产量为 2299.2kg，分别比对照品

种锦花 15 增产 4.60% 和 0.34%，在参试品种中分别

居第 6 位和第 12 位。

2020 年参加东北花生品种登记生产试验，阜花

31 每 hm2 荚果平均产量为 3494.4kg，籽仁平均产量

2299.2kg，分别比对照品种锦花 15 增产 4.60% 和

0.34%，在参试品种中分别居第 6 位和第 12 位。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适宜种植区域　阜花 31 适宜在东北花生产区

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第一积温带和内蒙古东北

部（≥ 10℃积温 2800℃以上）地区春季种植。

4.2　播前准备　整地　良好的播种土壤是花生种

植高产的前提。在春播前需进行细致的耕翻或耙耢、

清除残茬和撒施底肥等工作，通常情况下每隔 4 年

左右进行 1 次深度耕翻。种子包衣　根据种植区域

气候条件的不同，酌情使用不同类型的种衣剂于春

播前对花生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可有效预防各种土

传病害及地下害虫，提高出苗率。目前市场上部分

花生种衣剂还具有提高种子抗寒性的作用，可有效

避免播种后倒春寒导致的花生烂种问题。 
4.3　播种　当平均地温连续 5d 高于 12℃时进行

花生春播。尽量避免在重茬地、盐碱地及易涝的低

洼地种植，优选沙壤土作为种植土壤，采用覆盖地膜

或露天种植方式均可。露地种植时需确保基肥施用

充足。要求足墒播种，播种层 0~10cm 处含水量不

能低于 12%。适度密植，露地种植适宜播种密度为

2.1 万 ~2.3 万株 /667m2，覆膜种植适宜播种密度为

1.9 万 ~2.1 万株 /667m2。

4.4　田间管理

4.4.1　查苗补苗　当花生苗全部出土后尽快进行查

苗，缺苗处要及时补种。在补种前应进行催芽处理。

补种时先在缺苗处浇水，待水分充分渗入土壤后，补

种催芽后的花生种子。

4.4.2　清棵蹲苗　补苗后进行深铲作业。随后清除

花生苗周围的围脖草，并谨慎地拨开花生苗基部土

壤，以免伤害花生苗，使花生的第 1 对子叶能够充分

暴露出地表，注意掌握好时机与深度，过早、过晚或

深浅不当均会对花生生长造成不利影响。

4.4.3　中耕除草　中耕　在花生果针期早期进行中

耕作业。中耕后对于新长出的小杂草可直接手工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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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大型杂草则建议使用刀具割除，以防在拔草过程

中损伤花生的根系、果针和荚果。除草　在花生初

花期出现二次分枝时进行第 1 次除草，此时除草应

以浅除为主，尽量减少对花生茎枝基部土壤的翻动，

以维护良好的蹲苗条件。在花生盛花期尾声时进行

第 2 次除草，此次除草需深入且仔细，确保除草全

面，同时要特别注意避免损伤果针和花生结果枝。

4.4.4　追肥　追肥应以速效肥为主。花生一般追

肥 3 次，第 1 次是在幼苗期，以补充花生生长所需的

营养元素，提高花生苗长势，促进产量提升；第 2 次

在花期，以促进花生根系的生长；第 3 次在结荚期，

此次追肥效果会直接影响花生最终的产量，应选择

高钾水溶肥适时进行追肥，能够有效提升花生产量。

如果发现花生叶面出现脱肥现象，可进行叶面追肥

和根部追肥。

4.5　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应综合使用

农业、生物、物理和化学等多种防治技术，严禁滥用

化学药剂 [6]。通常以农业防治为主，通过轮作换茬

制度有效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减轻花生重茬导致的

减产 [7]。花生种植最好实行 3 年以上的轮作换茬，

建议以粮谷作物、棉花、薯类、蔬菜等作为换茬作物。

若已经出现叶斑病、根腐病或白绢病等病害，

应尽早使用化学药剂防治，保障其正常生长，减少花

生病害导致的落叶和死秧，但不要过量使用化学药

剂，以免污染环境。注意收获前 1 个月左右尽量不

要使用化学药剂，以防农药残留过多而影响花生经

济价值。阜花 31 对网斑病、根腐病和白绢病具有较

强的抗病性，若病害发生较轻，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

或不使用。

4.6　收获与贮藏　收获　一般生产田花生在 9 月

18-22 日采收，种田花生可以提前 2d 采收。花生从

地里起出后，可选择就地晾晒，晾晒前将 3 垄花生秧

合并为 1 垄，以便后续花生摘果机作业，待晾晒干燥

后进行摘果。花生收获后的茎叶可作为牲畜和家禽

的饲料，既能降低饲料成本，又能减少来年田间的病

害。若采用手工摘果，需妥善堆放花生秧，避免焐垛，

同时也要做好防雨水措施，避免被雨水淋湿导致霉

变。若采用机械摘果，则需将细碎的茎蔓存放在干

燥且不返潮的仓库中。贮藏　摘果完成后若荚果的

含水量在 10% 以上，则还需在空旷干燥的场地继续

晾晒，待其充分干燥至含水量为 10% 以下时装袋入

库。在储存过程中，需保持库房通风干燥，以防花生

受潮发霉。同时，应避免与化肥、农药等有害物质同

库存放，以确保花生的品质。

在确定花生育种目标前，应综合考虑当前的生

产需求、市场需求和未来的生产发展方向。随着人

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在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变大

的同时，对农产品品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市

场上急需一批高产、优质的花生新品种。阜花 31 具

有高产、高蛋白、抗病性强等优点，迎合了市场需求，

推广应用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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