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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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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半干旱区花生连作农机农艺融合增产技术 

一、适用区域 

适用于辽宁西部半干旱地区。 

二、技术模式 

优选抗重茬品种 抗重茬病害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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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连作农机农艺融合种植采取综合防治手段，破除花生重茬生

产的影响因素，主要技术路线是优选抗重茬品种、抗病害防治技术（土

壤机械化耕/翻层、覆膜播种补偿改良，土壤养分改良，病害田间管理

防治等技术组合）融合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技术。选用抗重茬品

种，提高品种对不良环境的适应能力，减轻重茬对花生产量的影响。

通过深耕（翻）、覆膜播种，可有效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促进土壤微生

物的活动；增施有机肥料，既提高了土壤肥力，又有利于土壤微生物

的繁衍；增施磷、钾肥，适当补充硼、钼、锰、铁、锌等微量元素，

有利于改善因营养元素缺乏而造成的生长发育不良；加强病害防治，

避免或减轻花生的病虫危害。  

三、解决的主要农业生产问题 

解决了辽宁西部半干旱区花生种植土质瘠薄，重茬种植，品种单

一，产量低，稳定性差，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等问题。 

四、推广情况、规模和应用经济社会效益 

在辽西半干旱地区开展了推广应用，累计推广 5 万亩。推广区花

生出苗率达 95%以上，花生开花早且集中，长势整齐一致，病虫害显著

减轻。根据推广机构反馈和典型调查统计，刨除增加成本，较传统种

植平均增收 80 元/亩。 

该技术有着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集成示范推广过程中注

重农民技术培训，提升了农民种植花生的积极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与产出率。该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精量控制使用农药，减量、精准施用

化肥，实现化肥农药减施。实现了农业绿色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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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要技术简介及特征照片 

一、优选抗重茬品种 

辽西半旱区花生种植单产水平不高，重茬种植导致产量更低，其

中限制产量因素主要是种植品种多、乱、杂、旧，农民长期自留种、

重茬种植品种抗虫害能力不强等，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沿用同一品种，

良种退化，优选适宜的高产、稳产品种，可提高花生产量、增加效益。

 
图一  优选花生品种果实 

二、 农机农艺融合改良土壤技术 

(1)机械化翻层融合施肥土壤改良技术 

深耕翻实现了疏松耕层，改变重茬生产花生土壤的理化性状，为



重茬生产花生创造了新的微生物环境，同时减轻了杂草的危害和叶斑

病的发生，也可使重茬生产花生产量提高（当土层过浅或心土过于黏

重的地块不宜采用）。翻层后增施有机肥和速效肥，增施有机肥提高了

土壤有机质含量和蓄水能力。深耕翻 25～30 ㎝＋施有机肥＋中微量元

素减轻重茬生产障碍效果最佳。 

 (2)覆膜播种补偿 

地膜的增温保湿及改善土壤理化性质的效果，促进了土壤微生物

的活动。据有关测定，覆膜土壤中微生物总数较不覆膜土壤多 32.6%～

37.65%，其中放线菌增多 61.4%～87.5%，氨化菌增多 8.5%～11%，磷

细菌增多 30%～33.2%，钾细菌增多 59.70%～60.2%。因此，覆膜对于

因重茬生产而引起的细菌、放线菌大幅度减少具有一定的补偿作用。

（3）抗重茬病害田间管理技术 

三期交替用药组合，生长前期施用甲基硫菌灵，中期施用己唑醇，

后期施用苯醚甲环唑，预防耐药性，有效防治花生叶斑病、疮痂病。

三、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 

花生全程机械化生产过程可分为土地耕整、播种、田间管理、收

获四个部分。 

1、土地耕整 

花生在播种前应及时进行机械耕整地，耕翻深度一般在 22～25cm

左右，要求深浅一致，无漏耕，覆盖严密。在冬耕基础上，播前精细

整地，保证土壤表层疏松细碎，平整沉实，上虚下实，拣出大于 5cm

石块、残膜等杂物。结合土地耕整，同时进行底肥施用和土壤处理。



2、播种 

种子应选择种粒大小一致，种子纯度 96%以上，种子净度 99%以上，

籽仁发芽率 95%以上的优质种。地膜选用宽度适宜、不破损，宽度以

900mm、厚度 0.005mm 为宜，要求伸展性好,以利于机械化覆膜。 

花生可选在 5 月 1 日至 20 日播种，此时平均地温可达 15℃以上的

适宜播种期。播种时 5～10cm 土层土壤含水量不能低于 15%，如果墒情

不足，应提前浇水造墒。一般机械播种深度以 5cm 左右为宜。播种密

度大花生每亩 8000～10000 穴，小花生每亩 10000～12000 穴为宜，每

穴 2 粒。为适应收获机械的正常运行，花生播种采用大垄双行（覆膜）

播种。垄距控制在 80～90cm，垄上小行距 28～33cm，垄高 10～12cm

之间，穴距 14～20cm。同一区域垄距、垄面宽、播种行距应尽可能规

范一致。覆膜播种苗带覆土厚度应达到 4～5cm，利于花生幼苗自动破

膜出土。在播种机具的选择上，应尽量选择一次完成施肥、播种、镇

压等多道工序的复式播种机。机播要求双粒率在 75%以上，穴粒合格率

在 95%以上，空穴率不大于 2%，破碎率小于 1.5%。作业时尽量将膜拉

直、拉紧，覆土应完全，并同时放下镇压轮进行镇压，使膜尽量贴紧

地面。辽宁现代、青岛万农达均生产该类型的播种机。 

3、田间管理 

中耕施肥，在始花期前完成中耕追肥作业。可选用带施肥装置的

中耕机一次完成中耕除草、深施追肥和培土等工序。 

病虫害防治，根据植保部门的预测预报，选择适宜的药剂和施药

时间。在植保机具选择上，可采用机动喷雾机、背负式喷雾喷粉机、



电动喷雾机、农业航空植保等机具。机械化植保作业应符合喷雾机（器）

作业质量、喷雾器安全施药技术规范等方面的要求。花生盛花到结荚

期，株高超过 35cm，有徒长趋势的地块，须采用化学药剂进行控制，

防止徒长倒伏。喷洒器械应选择液力雾化喷雾方式。如采用半喂入花

生联合收获，还应确保花生秧蔓到收获期保持直立。花生生育期间干

旱无雨，应及时灌溉；如雨水较多、田间积水，应及时排水防涝以免

烂果。 

4、收获 

一般当花生植株表现衰老，顶端停止生长，上部叶和茎秆变黄，

大部分荚果果壳硬化，网纹清晰，种皮变薄，种仁呈现品种特征时即

可收获。收获期要避开雨季。土壤含水率在 10%～18%，手搓土壤较松

散时，适合花生收获机械作业。土壤含水率过高，无法进行机械化收

获；含水率过低且土壤板结时，可适度灌溉补墒，调节土壤含水率后

机械化收获。应根据当地土壤条件、经济条件和种植模式，选择适宜

的机械化收获方式和相应的收获机械。 

（1）分段式收获 

提倡采用花生收获机挖掘、抖土和铺放，捡拾摘果机完成捡拾摘

果清选，或人工捡拾、机械摘果清选。在丘陵坡地，可采用花生挖掘

机起花生，人工捡拾，机械摘果清选。 

花生收获机作业质量要求：总损失率 5%以下，埋果率 2%以下，挖

掘深度合格率 98%以上，破果率 1%以下，含土率 2%以下；无漏油污染，

作业后地表较平整、无漏收，无机组对作物碾压、无荚果撒漏。 



花生挖掘机作业质量要求：挖掘深度合格率 98%以上，破果率 1%

以下，无漏油污染，作业后地表较平整、无漏收、无机组对作物碾压、

无荚果撒漏。 

 
图二   花生挖掘机作业 



 
图三  花生挖掘机作业后铺条晒干 

 
图四  花生捡拾收获机作业 

 



 
图五  花生捡拾收获机作业 

 
图六  花生捡拾收获机作业 



（2）联合收获 

采用联合收获机一次性完成花生挖掘、输送、清土、摘果、清选、

集果作业。联合收获机的选择应与播种机匹配。 

半喂入花生联合收获机作业质量要求：总损失率 3.5%以下，破碎

率 1%以下，未摘净率 1%以下，裂荚率 1.5%以下，含杂率 3%以下；无

漏油污染，作业后地表较平整、无漏收，无机组对作物碾压、无荚果

撒漏。 

全喂入花生联合收获机作业质量要求：总损失率 5.5%以下，破碎

率 2%以下，未摘净率 2%以下，裂荚率 2.5%以下，含杂率 5%以下；无

漏油污染，作业后地表较平整、无漏收，无机组对作物碾压、无荚果

撒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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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花生挖掘机作业后铺条晒干 

 

图二  优选花生品种果实 



 

 

图三   花生挖掘机作业 

 

 

图四  花生捡拾收获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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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半旱区花生连作增产农机农艺融合技术 

技术模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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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我省是国内花生生产的主要省份。近年来，我省花生种植面积快速增

长，已成为替代玉米种植的主要作物。花生种植面积超过 600 万亩，辽西

半干旱区为主要种植区，是该地区主要经济作物。辽西半干旱区花生生产

存在种植花生地土质瘠薄易旱，重茬种植，品种单一，产量低稳定性差，

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等问题。因此在辽西半干旱区建立重点示范区，将技术

研究与示范、推广应用密切结合，开展干旱区花生高产增效关键技术集成

与示范推广，对提高农民种花生的积极性、提高土地利用率与产出率、降

低劳动强度、促进花生增产增收和产业健康发展，稳定辽西地区经济作物

生产、保障国家食用油安全有重要意义。 

辽西半干旱区花生连作增产农机农艺融合技术，是以辽西半干旱区花

生高产增效为目标，研究防治病害虫害效果、花生重茬低产影响因素，筛

选出了适宜辽西半干旱区花生高产增效品种。为确保安全用药，低污染低

残留，预防耐药性，提高用药效果，建立了辽西半干旱区花生重茬生产虫

病防治技术。为实现节本增效，提高花生生产效率，提出了推广适合辽西

半干旱区土壤、气候条件，机械化种植、适应性强的机械化作业技术，从

播种环节入手，规范花生种植模式，并在示范推广中不断完善，提升技术

水平，优化机具配套结构，制定技术操作规程,更好地发挥花生全程机械化

生产技术的示范带动作用，可以增加作业面积，提高机械利用率，实现节

本增效。 

二、项目区基本情况 

1、气候 

项目区位于辽宁省西部，属于北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四季



 

分明，雨热同季，境内多年平均降水量 480 mm，年平均气温 7.2℃，全区

多年平均蒸发量 1789.8 mm，区内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冬季严寒少雪，夏季

炎热多雨，具有旱涝交替，连续干旱等特点。 

2、土壤 

大部分地区为褐土、棕壤土、风沙草甸土，全区土壤缺磷少氮，有机

质严重不足，耕地中有机质含量多为 0.5％—0.8％，土质瘠薄。 

3、资源条件的可利用性 

辽西地域广阔、地形复杂、气候差异大，大陆性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

给农业生产带来早涝、低温、冰雪、大风等气象灾害。大部分土壤土质瘠

薄，结构不良，风剥沙压，水土流失严重。耕地中 80％是中低产田，花生

重茬种植生产需求高，产量低而不稳。抗灾能力差，灾害频繁。同时，该

区基本属于半湿润到半干旱过度地带，保证率 80％时年降水量为 452.1 mm，

雨热同季，正常情况下，基本满足农作物对水分的要求，光照充足，光热

条件好，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粮食作物生产。 

三、项目方案 

（一）主要研究内容 

针对花生面积大，重茬地块多，农民重视防虫轻视防病，种植花生地

土质瘠薄易旱，前期生长快、中期生长旺盛、后期脱肥早衰、产量低稳定

性差、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开展了： 

一是以辽西半干旱区花生高产增效为目标，研究防治病害虫害效果、

花生重茬低产影响因素，筛选出了适宜辽西半干旱区花生高产增效品种。        

二是为确保安全用药，低污染低残留，预防耐药型，提高用药效果，

建立了辽西半干旱区花生重茬生产虫病防治技术。 



 

三是为实现节本增效，提高花生生产效率，提出了推广适合辽西半干

旱区地区土壤、气候条件，机械化种植、适应性强的机械化作业技术，从

播种环节入手，规范花生种植模式，并在示范推广中不断完善，提升技术

水平，优化机具配套结构，制定技术操作规程。 

四是将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应用密切结合，在辽宁西部半干旱区建

立重点示范区，将创建花生高产增效关键技术集成辐射推广到阜新、锦州

等地区。提高农民种花生的积极性，提高土地利用率与产出率、有效降低

了劳动强度、保障花生增产增收，以此促进花生产业健康发展，稳定辽西

地区经济作物生产、保障国家食用油安全。 

（二）技术路线 

本研究采用品种筛选田间定位开放试验、重茬生产虫病害药剂施用筛

选和高效生产试验，农业机械化作业技术研究，并进行大面积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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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花生连作增产农机农艺融合技术集成研究 

（一）花生重茬生产高产品种筛选试验 

1、试验目的 

辽西半旱区花生种植面积近 400 万亩，但单产水平不高，重茬种植导

致产量更低，一直徘徊在 200kg 左右，其中限制产量因素主要是生产品种

多、乱、杂、旧，农民长期自留种、重茬种植品种抗虫害能力不强等现象

普遍存在，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沿用同一品种，良种退化。为此，开展花生

品种多点比较试验，筛选适宜不同农业生态条件的高产、稳产品种，并应

用于生产从而提升花生产量、增加效益。 

2、供试品种 

    在阜新地区开展以传统品种白沙 1016 作为对照，阜花 9 号，阜花 12

号，阜花 16 号，阜花 17 号，花育 20，唐油 4 号的筛选试验。在锦州地区

开展以传统品种白沙 1016 作为对照锦花 12 号、锦花 14 号、花育 20、唐油

4 号筛选试验。 

3、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阜蒙县、黑山县。 

4、试验设计 

试验小区面积 40 米
2
，一次重复，随机排列。小区种植行长 80 米，四

行，行距 0.5 米，双粒穴播，穴距 14 厘米。 

5、试验结果 

（1）田间调查 

所有品种的生长势、叶色、抗病性都好于白沙 1016。 

（2）产量结果 



 

所有品种均比对照白沙 1016 增产，其中阜新地区阜花 17 号、阜花 12

号、阜花 16 号、花育 20、阜花 9 号增产极显著，唐油 4 号增产显著。锦州

地区锦花系列 12 号、14 号、花育 20 增产极显著，唐油 4 号增产显著。 

（3）结语 

根据阜新生育期调查、室内考种及测产来看阜花 17 号、阜花 12 号、

阜花 16 号、花育 20、阜花 9 号比白沙 1016 增产极显著。但花育 20 在两地

略有些贪青。阜花 9 号出米率高，折籽仁产量最高，但荚果整齐度略差。

唐油 4 号荚果比较整齐，但植株后期早衰，落叶较重，比白沙 1016 增产显

著。综合分析阜花 17 号、阜花 12 号、阜花 16 号综合性状好，可作为阜新

地区主栽品种。 

根据锦州生育期调查、室内考种及测产来看，锦花 14 号、锦花 12 号、

花育 20 比白沙 1016 增产极显著。唐油 4 号荚果比较整齐，但植株后期早

衰，落叶较重，比白沙 1016 增产显著。综合分析锦花 14 号、锦花 12 号、

花育 20 综合性状好，可作为锦州地区主栽品种。 

（二）重茬种植地下害虫、苗期病害防治药剂筛选试验 

1、试验目的 

辽西半干旱区可利用耕地面积少，因此花生种植重茬地非常多，导致地

下害虫、苗期病害加重。开展重茬种植地下害虫、苗期病害防治药剂筛选

试验，筛选出适宜的防治药剂及使用方案，有利于防治病虫害，提高花生

产量。 

2、试验设计 

试验方式采用种衣剂、杀虫剂+杀菌剂拌种方案、拌种肥方案、随种沟

施用方案。种衣剂有高巧，科丰，杀虫剂选用三尺绝，杀菌剂选用多菌灵。



 

小区面积 10 米
2
，三次重复，随机区组设计。 

3、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种衣药剂拌种对花生出苗有一定抑制作用，有的药剂造成根

尖损伤，出苗时间延长 1—2 天，出苗率降低 5%—10%，导致产量降低；药

剂拌种肥和随种沟施使用效果没有差异，对蛴螬、黑绒鳃金龟、象甲和根

腐病都有防治作用，并有一定增产效果。由于当前适宜药剂施用的花生播

种机很少，药剂随种沟施不宜开展机械化作业，人工施用将导致种植成本

增加，增产不增效。所以建议推广药剂拌种随施种肥，推荐使用播种期采

取杀虫剂（推荐三尺绝）与杀菌剂（推荐多菌灵）组合拌种方式，有效防

治蛴螬等虫害和根茎腐病等病害。 

（三）减轻花生重茬种植影响因素高产高效技术研究 

近年来，随着花生种植面积的增加重茬生产面积也随之扩大。为提高

土地利用率，重茬种植面积逐年扩大。重茬生产使土体构造和土层结构变

劣，表土风蚀严重，土壤养分偏耗、微生物种群失衡，植株生长矮小、病

虫害加重、产量降低。据研究花生重茬生产 1 年减产 10%以上，重茬生产 2

年减产 15%～20%。 

1、重茬种植影响土壤微生物类群 

据有关研究表明，土壤微生物区系的变化是花生重茬种植减产的主要

原因。重茬种植，由于根系分泌物、残存于土壤的植物残体及相对一致的

耕作条件和管理方法，形成了特定的重茬种植花生土壤和根际微生物类群。

其突出的特点是：随着年限的增加，土壤及根际的真菌大量增加，细菌和

放线菌大量减少，使细菌型土壤向真菌型土壤转化，有益微生物活动减弱，



 

引起土壤地力衰竭，造成花生生长发育不良；土壤放线菌中有很多菌种能

分泌抗生素，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衍生长，重茬生产造成放线菌减少，导

致花生病害加重。 

2、重茬种植影响土壤中速效养分 

花生重茬种植，土壤中速效养分含量发生明显变化，磷、钾等大量元

素及铜、锰、锌等微量元素，随着年限的增加而明显减少，是引起花生减

产的另一个原因。 

3、影响土壤酶活性 

花生重茬种植影响土壤中主要水解酶的活性产生，是引起减产的又一

原因。随着年限的增加，碱性磷酸酶、蔗糖酶、脲酶的活性均呈降低趋势，

特别是碱性磷酸酶的活性降低最为显著，蔗糖酶次之。碱性磷酸酶是重要

的磷酸水解酶，在该酶的作用下，磷酸根才能转化为植物可以吸收利用的

状态；蔗糖酶参与土壤中碳水化合物的生物化学转化，蔗糖酶活性的降低，

必然导致有效养分的降低；脲酶能促进尿素的分解，其活性降低，势必影

响尿素的分解，即使施用较多的尿素，其植株生长仍正常种植的差。 

重茬种植应采取综合防治手段开展，综合防治就是将冬季深耕、增施

肥料、覆膜播种、选用耐重茬品种、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进行组合，对重茬

种植的花生进行综合防治，破除花生重茬生产的影响因素。通过深翻或覆

膜栽培，可有效地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增施有机

肥料，既提高了土壤肥力，又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的繁衍；增施磷、钾肥，

适当补充硼、钼、锰、铁、锌等微量元素，有利于改善因营养元素缺乏而

造成的生长发育不良；加强病虫害防治，避免或减轻花生的病虫危害；选



 

用耐重茬品种，提高品种对不良环境的适应能力，减轻重茬影响对花生产

量的影响。 

(1)机械化翻层土壤改良 

即将原地表 0～30 厘米的耕层土壤平移于下，将其下 7～10 厘米的心

土翻转于地表，加厚耕层，改变重茬生产花生土壤的理化性状，为重茬生

产花生创造了新的微生态环境；同时减轻了杂草的危害和叶斑病的发生，

也可使重茬生产花生产量大幅度提高。但翻转后应增施有机肥和速效肥，

当土层过浅或心土过于黏重的地块不宜采用该法。 

(2)施用土壤微生物改良剂 

土壤微生物改良剂具有土壤消毒和土壤改良能力，能够杀死土传病原

真菌，而不杀死对土壤有益的细菌和放线菌；能够使土壤形成团粒结构，

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还能够活化土壤磷素，提高磷的利用率。在重

茬生产花生土壤中直接施入有益微生物制剂或施入能抑制甚至消灭土壤中

有害微生物而促进有益微生物繁衍的制剂，使重茬生产土壤恢复并保持良

性生态环境，也是解除花生重茬生产障碍最有效的途径。 

(3)进行覆膜栽培 

地膜的增温保湿及改善土壤理化性质的效果，促进了土壤微生物的活

动。据测定，覆膜土壤中微生物总数较不覆膜土壤多 32.6%～37.65%，其中

放线菌增多61.4%～87.5%，氨化菌增多8.5%～11%，磷细菌增多30%～33.2%，

钾细菌增多 59.70/～60.2%。因此，覆膜对于因重茬生产而引起的细菌、放

线菌大幅度减少具有一定的补偿作用。 

（四）重茬种植生产菌肥施用高效生产试验 



 

1、试验处理 

试验元素组合 

序号 1 2 3 4 5 6 

处理 杀菌剂(A) 微生物(B) 微量元素(C) A+B B+C CK 

2、结果分析 

花生重茬生产引起养分偏耗，有害病菌增多，有益菌减少。增施微肥和

微生物菌剂能够弥补养分偏耗，增加有益菌，抑制有害菌。单独施用有一

定增产效果，联合施用有明显互作作用，亩增产 41.11 公斤，增产幅度

13.03%，达到极显著水平。 

（五）深翻施肥防重茬种植影响研究 

花生种过之后，会分泌毒素残留在土壤中，影响下茬花生生长。通过

深翻，翻转土层，一些病菌的残体、菌核，害虫的卵蛹，花生残留物可以

随之深埋。为此，从倒茬、土体和土层构建着手进行了深翻施肥防重茬种

植影响研究。 

1、试验处理 

（1）倒茬（A） 

前茬谷子，当茬花生，1 年 1 倒茬。春整地，不施有机肥，旋耕 12～

15 ㎝，整平土地。 

（2）深翻（B） 

前茬花生，当茬花生，重茬生产 2 年花生。春整地，不施有机肥，深

翻 25～30 ㎝，再旋耕 12～15 ㎝，整平土地。 

（3）深翻＋有机肥（C） 

前茬花生，当茬花生，重茬生产 2 年花生。春整地，亩施有机肥 4000



 

㎏，深翻 25～30 ㎝，再旋耕 12～15 ㎝，整平土地。 

（4）深翻＋有机肥＋中微肥（D） 

前茬花生，当茬花生，重茬生产 2 年花生。春整地，亩施有机肥 4000

㎏，深翻 25～30 ㎝，再旋耕 12～15 ㎝，整平土地。施亩中微肥“世多乐”

种肥（钙、镁、硫、铁、硼、锰、铜、锌、钼）0.5 ㎏。 

为便于机械化作业和耕作栽培采用大区对比试验，面积一亩，测产取

样面积 30 ㎡，三次重复，田间管理一致。以重茬生产 2 年花生，旋耕 12～

15 ㎝整地为对照，供试品种阜花 12 号。 

2、试验结果 

结果表明，倒茬、深耕翻改善了土体构造和土层结构，降低了土壤容

重，增加了土壤孔隙度，使土壤固、液、气三相比例达到协调。深耕翻实

现了疏松耕层，深埋杂草种子、病株残体、农肥及作物残茬，促进了养分

释放和减轻了病虫害。增施有机肥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温度和蓄水能

力。根据“最小养分律”原理，配合施用中微量元素，缓解了花生重茬生

产养分偏耗。4 种处理均有减轻重茬生产障碍的显著效果，荚果产量均显著

高于对照，A 增产 12.8%，B 增产 11.5%，C 增产 16.8%，D 增产 19.6%，增

产幅度 11.5～19.6%。深耕翻 25～30 ㎝＋施有机肥＋中微量元素综合处理

减轻重茬生产障碍效果最佳。 

（六）防叶斑病、疮痂病药剂筛选 

花生叶斑病一直困扰着花生生产，一般正茬地可引起减产 2%—5%，重

茬地可引起减产 10%—30%。花生疮痂病是近几年流行的一种病害，对花

生生产危害非常大，可引起花生减产 10%—50%，严重的可引起花生绝产，



 

且两种病害几乎同期发病。所以筛选出能兼防治叶斑病、疮痂病及其他病

害的药剂，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试验药剂 

试验药剂选用生产上常用的药剂或新研发的药剂。 
试验药剂与稀释倍数表 

药剂 甲基硫菌灵 多菌灵 苯醚甲环唑 戊唑醇 已唑醇 多宁可 腐霉利 

含量 70% 50% 10% 43% 20% 77% 50% 

稀释倍数 500 500 1000 3000 2000 800 1000 

2、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己唑醇、戊唑醇、苯醚甲环唑、甲基硫菌灵防治叶斑病和疮

痂病均较好，对产量影响小。但甲基硫菌灵进入花生成熟期防治效果明显

减弱，而喷施戊唑醇花生植株平均降低 3.25cm。所以在防治叶斑病、疮痂

病时，前期尽量用甲基硫菌灵，中期用己唑醇或苯醚甲环唑，后期用戊唑

醇或苯醚甲环唑，这样交替用药可以防止病菌产生耐药性，防治效果好。          

制定三期交替用药组合方案，生长前期施用甲基硫菌灵，中期施用己唑

醇，后期施用苯醚甲环唑，预防耐药性，有效防治花生叶斑病、疮痂病。 

（七）花生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 

花生全程机械化生产过程大致可分为土地耕整，播种，田间管理，收

获四个部分。 

1、土地耕整 

花生在播种前应及时进行机械耕整地，耕翻深度一般在 22～25cm 左

右，要求深浅一致，无漏耕，覆盖严密。在冬耕基础上，播前精细整地，

保证土壤表层疏松细碎，平整沉实，上虚下实，拣出大于 5cm 石块、残膜

等杂物。结合土地耕整，同时进行底肥施用和土壤处理。 



 

2、播种 

种子应选择种粒大小一致，种子纯度 96%以上，种子净度 99%以上，

籽仁发芽率 95%以上的优质种。地膜选用宽度适宜、不破损、宽度以 900mm、

厚度选用 0.005mm 为宜，要求伸展性好,以利于机械化覆膜。 

花生可选在 5 月 1 日至 20 日播种，此时平均地温可达 15℃以上的适宜

播种期。播种时 5～10cm 土层土壤含水量不能低于 15%，如果墒情不足，

应提前浇水造墒。一般机械播种深度以 5cm 左右为宜。播种密度大花生每

亩 8000～10000 穴，小花生每亩 10000～12000 穴为宜，每穴 2 粒。为适应

收获机械的正常运行，花生播种采用大垄双行（覆膜）播种。垄距控制在

80～90cm，垄上小行距 28～33cm，垄高 10～12cm 之间，穴距 14～20cm。

同一区域垄距、垄面宽、播种行距应尽可能规范一致。覆膜播种苗带覆土

厚度应达到 4～5cm，利于花生幼苗自动破膜出土。在播种机具的选择上，

应尽量选择一次完成施肥、播种、镇压等多道工序的复式播种机。机播要

求双粒率在 75%以上，穴粒合格率在 95%以上，空穴率不大于 2%，破碎率

小于 1.5%。作业时尽量将膜拉直、拉紧，覆土应完全，并同时放下镇压轮

进行镇压，使膜尽量贴紧地面。辽宁现代、青岛万农达均可生产该类型的

播种机。 

3、田间管理 

中耕施肥，在始花期前完成中耕追肥作业。可选用带施肥装置的中耕

机一次完成中耕除草、深施追肥和培土等工序。 

病虫害防治，根据植保部门的预测预报，选择适宜的药剂和施药时间。

在植保机具选择上，可采用机动喷雾机、背负式喷雾喷粉机、电动喷雾机、



 

农业航空植保等机具。机械化植保作业应符合喷雾机（器）作业质量、喷

雾器安全施药技术规范等方面的要求。花生盛花到结荚期，株高超过 35cm，

有徒长趋势的地块，须采用化学药剂进行控制，防止徒长倒伏。喷洒器械

应选择液力雾化喷雾方式。如采用半喂入花生联合收获，还应确保花生秧

蔓到收获期保持直立。花生生育期间干旱无雨，应及时灌溉；如雨水较多、

田间积水，应及时排水防涝以免烂果，确保产量和质量。 

4、收获 

一般当花生植株表现衰老，顶端停止生长，上部叶和茎秆变黄，大部

分荚果果壳硬化，网纹清晰，种皮变薄，种仁呈现品种特征时即可收获。

收获期要避开雨季。土壤含水率在 10%～18%，手搓土壤较松散时，适合

花生收获机械作业。土壤含水率过高，无法进行机械化收获；含水率过低

且土壤板结时，可适度灌溉补墒，调节土壤含水率后机械化收获。应根据

当地土壤条件、经济条件和种植模式，选择适宜的机械化收获方式和相应

的收获机械。 

（1）分段式收获 

提倡采用花生收获机挖掘、抖土和铺放，捡拾摘果机完成捡拾摘果清

选，或人工捡拾、机械摘果清选。在丘陵坡地，可采用花生挖掘机起花生，

人工捡拾，机械摘果清选。 

花生收获机作业质量要求：总损失率 5%以下，埋果率 2%以下，挖掘

深度合格率 98%以上，破碎果率 1%以下，含土率 2%以下；无漏油污染，

作业后地表较平整、无漏收、无机组对作物碾压、无荚果撒漏。 

花生挖掘机作业质量要求：挖掘深度合格率 98%以上，破碎果率 1%以



 

下，无漏油污染，作业后地表较平整、无漏收、无机组对作物碾压、无荚

果撒漏。 

（2）联合收获 

采用联合收获机一次性完成花生挖掘、输送、清土、摘果、清选、集

果作业。联合收获机的选择应与播种机匹配。 

半喂入花生联合收获机作业质量要求：总损失率 3.5%以下，破碎率 1%

以下，未摘净率 1%以下，裂荚率 1.5%以下，含杂率 3%以下；无漏油污染，

作业后地表较平整、无漏收、无机组对作物碾压、无荚果撒漏。 

全喂入花生联合收获机作业质量要求：总损失率 5.5%以下，破碎率 2%

以下，未摘净率 2%以下，裂荚率 2.5%以下，含杂率 5%以下；无漏油污染，

作业后地表较平整、无漏收、无机组对作物碾压、无荚果撒漏。 

五、示范推广 

2017 年—2019 年在辽宁省开展了大面积推广应用，累计推广 79 万亩。

其中锦州地区推广 49 万亩，平均亩产 320 公斤，较普通种植增产 35 公斤；

阜新地区推广 30 万亩，平均亩产 210 公斤，较普通种植平均增产 20 公斤。 

六、推广应用和取得的效益 

（一）推广应用和经济效益情况 

项目重点推广了花生连作增产关键技术，同时进行了品种筛选，推广

了地下害虫和苗期病害防治技术，地膜覆盖技术，施肥技术，重茬地减缓

重茬生产障碍技术。项目区花生出苗率达 95%以上，花生开花早且集中，长

势整齐一致，病虫害显著减轻。2017-2019 年项目区，其中锦州地区平均亩



 

产 320 公斤，较普通种植增产 35 公斤；阜新地区平均亩产 210 公斤，较普

通种植平均增产 20 公斤，共累计增产 2270 万公斤，按平均市场价 7 元/公

斤计算，累计增收 15890 万元，新增纯收益 11123 万元。 

（二）社会效益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农民技术培训，通过技术培训，农民种植花生

技能得到提高，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种植花生的积极性，促进了辽西半干旱

区花生产业健康发展，为稳定我省花生生产、保障国家食用油安全做出了

贡献。 

（三）生态效益 

该技术集成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违禁农药，减量施用化肥确保产品和

土壤农药残留不超标，不破坏农田生态环境，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实施

农药减施增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力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是以推

动农药减量化和作物健康导向的“全程免疫”调控为特点的生态农药创新

施用与绿色全程植保技术应用。项目综合运用农业机械化技术，立足于“作

物健康”，以“区域治理”为调控策略，精准实施农业机械化作业，促进

农业持续发展，助力绿色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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