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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产能提升机械化技术路径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 

农业农村部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专家指导组 

 

    一、影响因素 

影响花生单产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品种问题。很多农户在种植时常常选用自繁多代

种子播种，这些种子的品种杂乱，而且随着不断的种植，品

种出现严重退化，导致其抗病力下降，产量低下。 

（二）播种问题。播种时间不当，错过最佳播种时间，

播种时种子未经处理直接播种，导致播种质量差，种子发芽

率低，同时病虫害的发生几率也较高，造成低产。 

（三）土地问题。花生适合生长在透水透气的沙质土壤

中。有些平原土地虽然肥沃，但是湿度过大，容易造成花生

腐烂。另外，花生在同一块地重茬连作，不仅导致病虫害发

生几率增加，而且花生根系生长会受到阻碍，导致吸收能力

下降，造成营养不良，导致减产。 

（四）管理问题。施肥不合理，过于单一或施加过度，

造成花生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或者植株徒长。花生中后期管

理要控旺，需要喷洒矮桩素。控旺的同时要喷施叶面肥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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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花生叶早落影响花生成熟度造成减产。 

（五）收获过早。有些农户为了腾茬或避雨等原因，在

花生还为完全生长成熟时早收，一般在花生适宜收获期前 7-

10 天进行早收，减产 10%以上。 

    二、潜力分析 

    （一）粮油经协调。充分利用粮食作物的茬口，优化种

植结构，发展花生与玉米、果菜等间作，促进粮油均衡增产，

提高粮油种植综合效益。 

（二）扩种。利用花生抗旱耐瘠的优势，适度增加山区

丘陵等土壤较为贫瘠地区的花生种植面积。适度增加中轻度

盐碱地花生种植面积。 

（三）改制。在积温较高、耕地质量较好的春花生产区，

将二年三熟制春花生调整为一年两熟制夏直播花生。 

（四）增密。夏播花生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地区，田块整

体水肥条件较好，且夏花生生育进程快，生育期缩短，在管

理上应以促为主、促控结合，增密高产。 

    三、技术路径 

    根据生态条件、种植模式及市场需求选用优质高产、抗

病性好、适合机械收获的中早熟花生品种，因地制宜选用高

油酸品种。 

    （一）品种 

夏播花生：麦垄套种花生宜选用中早熟、中大果品种，



3 

 

生育期一般在 125 天以内。麦后直播花生宜选用早熟、中小

果品种，生育期一般在 110 天以内。覆膜种植可选用中早熟、

中大果品种，生育期一般在 120 天以内。宽幅间作夏花生宜

选用较耐荫、高产、大果、适应性广的早熟或中早熟品种，

生育期一般在 115 天左右。 

春播花生：黄淮海产区宜选择生育期 125 天左右、株型

紧凑、耐密植、结果性能好、抗病抗逆性强的中大果型高产

优质花生品种。东北产区宜选用生育期 120 天左右的中早熟

花生品种；纬度偏高、无霜期短、积温低的地区可选用生育

期 115 天以内的早熟品种。长江流域产区宜选用生育期 120

天左右的中早熟品种。间作春花生可选用较耐荫、高产、中

大果、适应性广的中早熟品种。二年三熟制春花生可选用结

果集中、品质优良、综合抗性好、适宜机收的中晚熟高产品

种。 

    （二）技术 

1、夏花生麦垄套种机械化技术。选择合适的药剂进行拌

种或包衣。在麦收前 15-20 天播种，播种深度 3-5 厘米，墒

情好的宜浅，墒情差的宜深且要灌溉造墒播种，每亩 10000

穴左右，每穴 2 粒。单粒精播 14000-15000 株/亩。麦收后应

及时灭茬，中耕追施氮肥和钙肥，提高苗期根瘤菌固氮能力。

视土壤墒情及时灌溉，促苗早发。 

2、夏花生起垄播种机械化技术。选择合适的药剂进行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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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或包衣。精细整地、施足底肥、适量补充微肥、抢时早播，

播种深度 3-5 厘米，播期一般不晚于 6 月 15 日，一垄双行机

械化起垄播种，每亩 12000 穴左右，每穴 2 粒，单粒精播

16000-18000 株/亩。采用“干播湿出”的方法，播后顺垄浇灌

或采用水肥一体化滴灌。无水浇条件地块，选择耐旱品种，

采用具有抗旱功效的种衣剂包衣促根、抗旱、杀虫、杀菌，

采取秸秆还田覆盖、增施保水剂等蓄水保墒综合农艺措施减

少水分散失，通过抢墒播种或等雨播种实现一播全苗，并在

播种后适当镇压，减少土壤水分蒸发，施用长效缓释肥提高

肥料利用率。 

    3、夏花生免耕覆秸精播机械化技术。有水浇条件地块或

播期墒情适宜地区，采用免耕覆秸精播机一次性完成灭茬覆

秸、精量播种、侧深施肥、开沟、覆土、镇压等多重工序，

播期一般不晚于 6 月 20 日。施用花生专用肥或缓控释肥，

种肥一次性同播，适当增施有机肥、磷钾肥和钙肥可以提高

花生抗旱能力，增加产量。 

4、夏花生促生长稳产技术。根据营养需求情况在播种期、

始花期、结荚期、饱果成熟期等灌水追肥 4-5 次，实现水肥

精准调控，多次灵活化控，大幅增加花生单产。花针期追施

石膏粉，促进荚果和籽仁发育；花生株高达 30 厘米左右时，

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控旺防倒；结合叶部病害防治，喷洒叶

面肥防病防早衰；夏花生对干旱十分敏感，盛花期和大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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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形成阶段（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是需水临界期，干旱时

应及时灌溉；保持田间“三沟”相通，注意排水，防止芽涝、

苗涝，以及后期涝灾对产量品质的影响。花生封垄前，行间

中耕培土，利于果针入土结实。 

5、春花生覆膜播种机械化技术。春花生在墒情有保障的

地方要适期晚播，避免倒春寒影响花生出苗。长江流域产区

播期一般在 3 月底至 5 月上中旬，黄淮海产区一般在 4 月下

旬至 5 月上中旬，东北产区在 5 月中下旬。推荐起垄覆膜种

植，垄距 85-90 厘米，垄面宽 50-55 厘米，垄上播 2 行，垄

上行距 30 厘米，穴距根据种植密度确定，播种深度 3-5 厘

米。合理密植，规格播种，提倡单粒精播，黄淮海、长江流

域产区亩播量在 14000-16000 粒，东北产区亩播量在 12000-

15000 粒。 

6、春花生促生长稳产技术。及时破膜放苗，在上午 9 时

以前或下午 4 时以后进行，以免高温闪苗伤叶。做好水分管

理，浇好初花水，浇足浇透，饱果期遇旱及时小水轻浇润灌，

宜喷灌、滴灌。合理控旺防倒，喷施杀菌剂，增施叶面肥。

加强中耕除草，播后及时喷施除草剂封闭除草，苗后喷施花

生专用型除草剂，开花下针期不得喷施除草剂。花生封垄前，

垄间中耕培土，利于果针入土结实。 

7、花生病虫害防治技术。通过合理轮作、选用抗病品种、

种子包衣、物理防治、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等措施防治或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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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病虫的危害。一是，花生与玉米、甘薯等粮食作物轮作，

改善土壤环境，减轻连作障碍；二是选择合适的药剂进行拌

种或包衣，防治花生青枯病、根腐病、茎腐病、冠腐病等土

传病害和蛴螬等地下害虫；三是喷施药剂防叶斑病、白绢病

等病害；四是生物、物理、化学防虫相结合，苗期重点防治

蚜虫，生长中期重点防治棉铃虫和蛴螬。 

    8、花生机械收获及干燥技术。大部分荚果饱满成熟时，

抢晴好天气及时收获。可采取联合收获或分段收获。可根据

气温许可和腾茬需求适当晚收，延长饱果充实时间，提高产

量品质。收获后应抓紧晾晒或烘干干燥，使荚果含水量尽快

降到 10%以下入库，控制贮藏温湿度条件，防治贮藏害虫，

降低霉捂和黄曲霉毒素污染发生风险。为提高花生品质品相，

要尽量做到分品种专收专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