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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花生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有哪些
价值？

　　（１）花生是我国人民的主要食用油源。我国所产花

生，５０％以上用于榨油。花生油的主要成分是油酸和亚

油酸，亚油酸可调节人体生理机能，促进生长发育，预

防疾病，但人体不能合成，长期食用花生油，可基本满

足人体的需要。

（２）花生是人类的主要植物蛋白质来源。花生仁含

蛋白质２４％～３６％，含人体所必需的８种氨基酸，易被

人体吸收，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３）花生是食品和医药工业的重要原料。花生仁具

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特殊的香气及口味，是食品工业的

好原料。除可直接制作烤花生 （烤花生果、烤花生仁、

五香花生、咸花生等）、油炸花生仁、花生糖果、花生糕

点、花生酱外，还可用花生仁和花生酱为原料或添加剂

制成上百种糖果、糕点和饮料。花生油可用于制造人造

奶油、起酥油、色拉油、调和油，还可用于制造肥皂、

去垢剂及雪花膏、洗发液等化妆品。花生茎、叶、果壳、

种皮、子仁都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可直接药用或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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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原料。如用花生壳制作的 “脉通灵”，以花生种皮制

作的 “血宁”等。

（４）花生是我国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除直接出

口花生外，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各种花生食品出口，进一

步提高了花生的出口价值，每吨制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可

达２　０００美元。

（５）花生是畜禽的优良饲料。花生茎叶含蛋白质

１１％～１４％，含油２％，可消化总养分５４．６％是家畜的

优良饲料。花生饼粕的蛋白质含量达４７％以上，可消化

总养分达８６．７％～８８．６％，是养禽、养虾的主要植物蛋

白质来源。

（６）花生是养田的良好前茬。花生有根瘤菌共生，

所固定氮素除供给花生利用外，还能由根系分泌及残根

留给土壤。每亩达６千克以上纯氮，相当于每亩施３０千

克硫酸铵。我国南方花生、水稻轮作，花生茎蔓回田作

绿肥，可使稻、麦、玉米等增产２０％～３０％。花生与小

麦轮作，可明显减轻小麦全蚀病的危害。

２．花生生长对温度有什么要求？
　　花生是喜温作物，最高日平均气温低于２０℃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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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花生便不能正常结实。花生生长的适宜温度为

２５℃～３０℃，３５℃以上对花生生育有抑制作用，低于

１５．５℃时基本停止生长。昼夜温差过大，超过１０℃以

上，不利于荚果发育。白天２６℃，夜间２２℃最适于荚果

发育。白天３０℃，夜间２６℃最适于营养生长。５℃以下

低温约经５天，根系便受损伤，－１．５℃～－２℃地上部

便受冻害。全生育期需要积温，珍珠豆型花生为３　０００℃

左右，普通型及龙生型花生为３　５００℃左右，当前生产上

种植的中熟大花生为３　２００℃左右。

３．花生生长对水分有什么要求？
　　花生比较耐旱，但发芽出苗时要求土壤湿润，田间

最大持水量以７０％为宜，低于６０％，如天气继续干旱，

易出现 “落干”现象。苗期需水少，开花期要求土壤水

分充足，如２０厘米深土层内含水量降至１０％以下，开

花便会中断。下针结实期要求土壤湿润又不渍涝。花生

全生育期降雨量５００～１　０００毫米较为适宜，降雨３００～

４００毫米便可种植。多数产区水分对产量的影响主要是

降雨分布不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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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灌溉花生应采取哪些方式？
　　最适于花生的灌溉方式有移动滴灌和喷灌，在无滴

灌和喷灌条件下，也可沟灌。

（１）移动滴灌。移动滴灌是在一种低压管道系统上

安装许多可移动的滴头，分散于田间，水由每个滴头一

滴一滴的慢慢浸润花生根际周围。具有省水、节能、适

应性强、技术简单、成本低、管理方便、增产幅度大等

优点。

移动滴灌的灌水制度和灌水定额应根据花生的目标

产量、土质及历年降雨情况来确定。在一般产量水平下，

应以保证全苗和结荚中后期灌溉为主。高产条件下，应

在各生育期保持最适土壤含水量。每次灌水定额为１０

米３／亩。

（２）喷灌。喷灌是借助于一套专门设备将具有压力

的水喷射到空中，散成水滴降落到花生上，达到灌溉的

目的。具有省水、省工、增产等优点。

（３）沟灌。沟灌是在花生行间开沟引水，水在沟中

流动，通过毛细管和重力作用向两侧和沟底浸润土壤。

沟灌应在花生播种前平整地面，根据地势起垄作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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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西等东南沿海花生产区，一般作成高畦，灌溉

时，将水放入沟中，待畦中间土壤湿润时，把水排干。

北方花生产区则采用垄作沟灌，灌水时，水顺垄沟流动，

由两侧和沟底浸润，应注意不跑水、不积水，确保灌溉

质量。

５．花生喷灌要注意哪些方面？
　　（１）湿润深度。花生根群主要分布在０～３０厘米的

土层内，所以喷灌的湿润深度以４０～５０厘米为宜。

（２）喷灌时间、次数和喷灌量。花生的喷灌时期在

北方主要是播种期、花针期和结荚中后期。播种期遇旱，

喷灌引苗增产效果明显，花针期是花生一生中需水最多

的时期，结荚中后期是花生对土壤水分最敏感的时期。

但是，由于具体年份的降雨情况不同，因而各时期的水

分供应也不一样。为此，必须根据花生丰产的生理指标

和土壤水分状况确定具体的喷灌时间。一般应于结荚中

后期喷灌２～３次，每次喷水量为２０米３／亩，每隔１０天

１次。

（３）提高喷灌质量，确保喷灌效果。喷灌时应严格

按照技术要求进行，掌握较低的喷灌强度，保证喷洒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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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流失，全部及时渗入土中。水滴打击强度要小，保

证花生叶片不受损伤，植株不倒伏。

６．移动滴灌要注意哪些问题？
　　（１）防止滴头堵塞。除选择较清洁的水作为灌溉水

源外，应在系统首部安装过滤器，并定期冲洗过滤器和

各级管道，对已堵塞的微管滴头应及时用除堵器除堵或

更换。

（２）及时移动毛管。力求灌水均匀，一般应每小时

移动１次，每次移动０．４米。

（３）避免人为毁坏。田间作业时应予注意。

７．花生为什么要注意排水？如何排水？
　　我国主要花生产区，在花生生育期间，都要经过多

雨季节。如广东，年降水量１　５００～１　８００毫米，集中于

５～８月，约占年降水量的７０％以上，正值春花生荚果形

成和成熟期。黄淮流域年降水量６００毫米左右，主要集

中在７～８月，有的年份这２个月降水量可达３００毫米以

上，严重威胁春花生的开花结实和夏花生的前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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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年降水量８００毫米以上，多集中于４～６月，正

值春花生的花针期或结荚期。所以，如不注意排水，花

生生育期间很易发生内涝或 “半边涝”，造成花生减产，

轻者一二成，重者可达５０％以上，甚至更多。

花生田的排水方法应根据地势、土质、降水量、地

下水位高低等具体情况而定。丘陵山地应挖好堰下沟。

南方平原水稻田则采取高畦排水，平原泊地则应综合规

划，采用条田、台田种植，建立完整的排水系统。不论

采用哪种排水方式，在花生生育期间，要注意清沟防淤，

做到排水畅通。大雨过后，要及时到田间检查，发现积

水立即排出。

８．花生生长对光照有什么要求？
　　花生对日照长度的变化不敏感，所以长日照地区和

短日照地区可以相互引种，但花生毕竟属于短日照作物，

长日照有利于营养生长，短日照促进开花；在短日照条

件下，植株生长不充分，开花早，单株结果少。光照强

度不足时，植株易出现徒长，产量低；光照充足，植株

生长健壮，结实多，饱果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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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什么样的土壤适合种花生？
　　花生对土壤的要求不太严格，除过于黏重的土壤外，

一般质地的土壤都可以种花生。最适宜种花生的土壤是

肥力较高的沙壤土。这种土壤通透性好，花生根系发达，

结瘤多；土壤松紧适宜，有利于荚果发育，花生果壳光

洁，果形大，质量好，商品价值高。黏质土壤，若采用

覆膜栽培，保持土壤疏松，也可取得较高的产量。花生

适宜微偏酸性的土壤，ｐＨ值以６．０～６．５为好。适宜花

生根瘤菌繁育的ｐＨ值为５．８～６．２，适于花生对磷肥吸

收利用的ｐＨ值为５．５～７．０，６．５时最为有效。花生属

于耐酸作物，ｐＨ值到３．４２的土壤仍能生长花生，但必

须施用石灰等钙肥。花生不耐盐碱，在盐碱地就是发芽

也易死苗，成长的植株矮小，产量低。花生是喜钙作物，

在土壤中碳酸钙含量约达９％的陕北黄土高原，土壤ｐＨ

值虽高达９，花生每亩产量仍可达到３００千克。

１０．花生高产田的土壤有哪些特征？
　　花生高产田土壤的主要特征是具有深、活、松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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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构造和上松下实的土层结构 （如图１所示为花生地土

图１　土层剖面图

层剖面图）。

（１）结实层疏松。１０厘米厚的表土层为结实层，土

质最好为干时不散不板，湿时不黏不懈的沙质壤土或砾

沙壤 土，沙 砾 应 占 ３４．４％ ～４６．４％，粉 沙 粒 占

３７．０％～４８．２％，粉黏粒占１６．１％～１７．４％。土壤中有

机质含量应为７．６～１０．４克／千克，全氮０．４９～０．７１克／

千克，全磷０．５７～１．２９克／千克，速效磷２４～５１毫克／

千克，速效钾４８～７４毫克／千克，活性钙１．５２～２．１５

克／千克。

（２）耕作层暄活。耕地表层３０厘米厚的为耕作层，

要求暄活肥沃。土质最好为粉沙土或粉沙黏土壤，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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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略黏紧。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应为６．５４～１０．９５克／千

克，全氮０．５７～０．７１克／千克，全磷０．６２～１．１９克／千

克，速效磷１１～２４毫克／千克，速效钾５０～６１毫克／千

克，活性钙１．６９～２．５３克／千克。

（３）全土层深厚。全土层包括０～３０厘米的耕作层，

３０～５０厘米的心土层和５０厘米以下的底土层，深度最

好达１米以上，以０～５０厘米更为重要。心土层的土质

最好为粉沙黏土或壤质黏土。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应为

４．３～８．９克／千克，全氮０．１９～０．４９克／千克，全磷

０．３９～０．９７克／千克，速效磷８～１６毫克／千克，速效钾

４３～４７毫克／千克。

１１．如何调整出花生高产土体？
　　（１）高产田应选择土层深厚、土质肥沃、多年未种

花生 （３～５年轮作）的粮田、棉田或菜地。

（２）要加深熟化耕作层。方法是花生前茬和当茬都

要注意适当耕翻，逐年加深熟化耕作层。对土层深厚，

但历年耕深不超过２０厘米，形成犁底层的田块，应耕翻

２６～３０厘米打破犁底层，耕翻时间以秋耕或冬耕为好。

秋耕要在早秋作物收获后及早进行；冬耕要在晚秋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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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后冬前及时进行。如不得不进行春耕，则一定要在

早春进行。

（３）要适量压沙改良土性。土质较黏紧的田块，要

适量压沙，压沙量以每亩１３～２０米３ 为好。方法是在冬

耕或早春深耕之后，将沙均匀地铺撒地表，浅耕、耙平、

耢细，使土、沙在花生结实层混匀。

１２．如何改良花生中、低产田？
　　花生中、低产田多分布于丘陵沙砾土，红、黄壤土

和平原沙土，其突出特点是：活土层浅 （１５～２０厘米），

土质差，肥力低，水源缺，贮水、保肥能力差。改造这

些中、低产田的主要措施是深耕整地和增施肥料。

（１）深耕整地，加厚活土层。深耕时间以秋末、冬

初为好。深耕深度一般掌握以２６～３３厘米为宜，表土层

下面为较好的酥石硼地的适当深些；多年浅耕、熟土层

较浅的黄泥地，应适当浅些；冬耕要深些，春耕要浅些。

无论机械深耕，还是人工翻耕，应尽量保持熟土在上，

不乱土层，保证耕作层的土壤具有较好的结构，较高的

肥力。

深耕要结合改土，黏重土壤每亩压河淤沙６０～８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