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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 明

7

一，本书是按照“中国花生品种志打的模式编写的。共编入

”花生品种111个，是从280多份材料中选编的。凡目前生产上有一

定栽培面积的品种、生产上栽培过并起过一定作用的品种，已经

通过区域试验、示范表现良好的新育成晶种均编入本书。大部分

品种附有植株及荚果照片。

二、凡有几个名称的晶种选最常用的名称，其余名称作为别

名。同名而特征特性各异的品种，在名称后附(一)(二)以示

区别。

三、品种的特征特性以1980—1982年调查考种资料为准，也

参考其它年份资料。

四，为便于了解河南花生晶种演变发展及分布概况，编写了

河南花生品种概述。

五、为了统一标准，附录了“中国花生品种志”中关于“花

生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及观察记载标准说明”和“我国栽培花

生的分类打。

六、花生品种品质分析z粗脂肪和粗蛋白是本所自行分析

的。脂肪酸、氨基酸大部分是委托北京市粮食科研所、中国科学

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山东农科院实验中心分别完成的，一部分是

由本院畜牧所和经作所完成的。 ，

七、书中的照片是由滕春辉、顾祖宜、王永安，杨国修等同

忘协助拍摄，表示感谢。



花生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及观察记载

标准说明(引自“中国花生品种志黟)
·

‘● ’‘I
‘

一，生育期间调查项目 二， 、。 t

(一)物候期 1．

， 1．播种朔。指播种当日，以月／日表示(一Fn4)

2．出苗期t以第一片真叶完全露出土面展开的幼苗数占播

种粒数的50％的日期。

3．出苗率：一般在出苗期以后15—20天内调查，计算方

珐。 ’

，

出茁率(％‘)=一娶墓釜鏊一×lOO。一··
4．出苗整齐度：齐苗时调查，观察幼苗是否整齐，分整

齐，一般、不整齐三级。 ．

．

‘

5．始花期：开花株数达10％的日期。

6．开花期t开花株数达50％的日期。

7．终花期。90％的植株断花日期。

．．8．单株开花孱。终花期前的单株开花总数。

9．封行(垄)期t 90％的植株行间叶片相接触的日期。

lO．苗期。从出苗到始花期的日数。
’

11．开花下针期。从始花期到50％植株见幼果的日数。

12．结果期t从50％的植株见幼果至50％的植株见饱果的日

敛。

13．饱果期。从50％的植株见饱果至成熟的日数。

14．成熟期t多数荚果成实饱满的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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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生育期t从播种到成熟的日致。

16．早、中、晚熟品种：按生育日数划分，生育日期140天

以下为早熟种，140—150天为中熟种，150天以上为晚熟种。

17．收获期：实际收获的日期。

(二)植物学特征： ’

1．株型：根据封垄前第一对侧枝与主茎的开张角度，分三

个类型，予苗期封行前调查。

(1)直立型：第一对侧枝与主茎之间的角度小于45度。

(2)半匍匐型(半蔓型)：第一对侧枝与主茎间呈60度．

似匍匐状，以后又背地直立向上生长，这部份大于匍匐范围或等

长。 ，

(3)匍匐型：第一对侧枝与主茎近似90度角，非因环境影

影，侧枝就地匍匐或前端翘起。 。

2．分枝型t根据第一次分枝上的第二次分枝多少分为两

类，

(1)密枝型：第二次分枝很多，且可见到第三、四次分枝。

(2)疏枝型：第二次分枝很少，甚至没有。

3．开花习性：根据花序在第一次分枝七的着生位置，分为

两个类裂：

(1)交稗开花型：花节与枝节交替着生。

(2)连续开花型：第一次分枝上通常连续管生花节或间

有一条分枝，主茎开花或主茎不开花。

4．叶形：果针大量入土后调查，以第一对侧枝巾上部完全

展开的复叶顶端两片小叶为标准，分长椭圆、宽椭圆、椭圆、宽

倒卵，倒卵。

5．叶片大／1,-在调查叶形的部位取5片小叶，根据小叶平

均长度分为五级。

3．99厘米以下为小，4．oo一4．99厘米为较小，5．00—5．99厘

· 2 ·



米为中大，6．oo一6．99厘米为大，7．Oo厘米以上为极大。 、

-‘ 6．叶色：根据观察叶形部位的叶片颜色，分黄绿、淡绿，

绿，深绿、灰绿五级。 ，、 ．．’ 。

， 7．茎粗细t成熟期在第一对侧枝上的部位量5一10株取平

均数，分五级。 ． ．

直径3．99毫米以下为纤细，4．oo一4．99毫米为中粗，6．00--

5．99毫米为较粗，6．00—6．99毫米为粗，7．oo毫米以上为极粗：

8．茎枝茸毛t根据茎枝上茸毛多少和长短，分为密长、密

短、中长、中短、稀长、稀短。 二

9．茎部花青索：根据茎色分为无、少最、中跫和多量。

10．花色t根据花冠的颜色分为桔黄、黄、浅黄三种。

11．花大小：以旗瓣宽为标准，在盛花期选有代表性的花5

朵，测定旗瓣宽度取平均值，分为小，中、大三级。15．99毫米

以下为小，16．00,--'20．99毫米为中大，21．00毫米以上为大。

(三)生物学特性t

1．种子休眠性。根据收获时种子有无发芽分为三级，(1>

强(无发芽)，(2)中(少数发芽)(3)弱(发芽多)。

2．抗早性t在干旱期间，根据植株萎蔫程度及其在每H早

晨、傍晚恢复快慢，及荚果成实情况，分强(萎蔫轻、恢复快)、

中、弱(萎蔫霄恢复慢)三级。

3．抗涝性：在土壤过湿的情况下，根据叶片黄化程度及烂

果多少，分强、中、弱三级。

4．抗病性：
。

(1)花生叶斑病。收获前十天左右调在植株中上部叶片，根

据病斑多少，确定发病程度，分为五级，再根据发病程度计算

感病指数，按感病指数分为高抗、中抗、感、中感、商感五级。’

(2)花生锈病：根据发病程度分为五级，再根据发病程度

计筲感病指数，按感瘸指数分为高抗，巾抗，感，中感，高感五
’

· 3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级． 、

(3)花生青枯病i以累计数计算发病的百分率计算抗性

率，根据抗性率分为高抗、中抗、低抗、感病、高感五级。

抗性率90％以上为高抗，80一89％为中抗60一79％为低抗，

60一59％为感病，50％以下为高感。 ．

(4)花生线虫病：根据发病程度分为5级，再根据发病程

度计算感病指数，以感病指数来说I{fl抗病性。

0级t根系无虫。
。

1级：根系有少量虫瘿。
‘

”

2级：三分之二的根系上有小虫瘿。
‘

3级t根系布满虫瘿，并有个j；ll大虫瘿。 ．

‘4级：根系成须根团。 一 ，

二、考种项目：

(一)主茎高：从第一对侧枝羚生处到顶叶节的长度。-

(二)侧枝长。第一对侧枝中最长一条侧枝长度，即由与主

茎连接处到侧枝顶叶节的长度。 ．

3．有效枝长t第一对侧枝上最远结实(空果不算)节与主

茎连接处的距离。
’

．

4．结实范围内的节数；第一对侧枝上有效范围内的节数。

5．总分枝数。全株5厘米长度以上的分枝(不包括主茎)

的总和。 ‘．

6．结果枝：全株结果枝的总和。(空果枝不算)
、

7．单株结果数t全株有经济价值的荚果的总和。

8．荚果大小。珍珠豆型和普通型根据典型荚果长度分为

小、中大、大、极大四级t 26．99毫米以下为小，27．00—37．99

mm为中大，38．00—41．99ram为大，42．OOmm以上为极大。多

粒型与龙生型三粒以上荚果，36．99ram以下为小37．oo一46．99ram

为中大，47．oo一49．99ram为大，50．OOmm以上为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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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果壳厚度t以荚果后室为鉴定标准，分为厚、中、薄三级。

10．果形：分为葫芦形、曲棍形、蜂腰形、普通形、蚕茧‘

形、斧头形、串珠形等。

11．英果缩缢：分为深，。中深、浅、平四级。

． 12．单株生产力t选有代表性的植株，将其蔓果充分晒千后

称重，求单株平均露鼍，以克表示。 ，
，

13．百果重：取典氆饱满的干荚果一百个称重，重复两次，

两次重复差异不得大于5％。 。

．14．百仁重t取典型饱满的干子仁一百个称霞，重复两次，

两次重复差异不得大于5％。

15．斤果数：随机取千荚果一斤计算，重复两次，两次重复

差异不得大于5％。
’ -

16．出米率t随机取一斤千荚果，剥壳后称予仁重量，计算

公式

出米率％一慕}×loo ．

17．子仁大小：根据百仁重分为大、中，小三种。

(1)大粒种(百仁重80克以上)

(2)中粒种(百仁重50一80克) ．

， (3)小粒种(百仁重50克以下)

18．子仁形状·分为椭圆形、桃形、三角形、圆柱形、圆锥

形5种

19．种皮颜色s晒干后调查，分为紫、紫红，紫黑、红、深

红，粉红、淡红、浅褐、淡黄、白色、红自相间等ll色。

20．粗脂肪含量t用索氏法测定。计算方法，粗脂肪(％)

一{冀饕臻×100。
21．粗蛋白含量。用凯氏法测定全氮量，{嘻乘以系数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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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栽培花生的分类

1983年4月山东省花生研究所在莱西召开的“中国花生品种

恚劳审稿会议上，确定我国栽培花生的分类、根据开花习性和其

它综合性状分为四个类碰，分属于两个弧种、分类系统为：

． I交替开花亚种 ．

1．普通氆
’

2．龙生型

I连续开花亚种

1．珍珠豆型

2．多粒型

下面分述四个品种类型的主要特征t
’

1．普通型t交待开花、主茎上完全是营养枝，侧枝较多，

能生成第三次分枝，茎枝上花青素较少。小叶片为倒卵形，叶片

为绿色或深绿色。荚果为普通形，果嘴一般不明显，网纹较平

猾，种皮多为粉红色。

2．龙生型：交替开花，主茎上完全是营养枝，分枝性强，

劐枝很多，常出现第四次分枝。茎基部多有花青索，茎枝Iz茸毛

密短。小叶片为倒卵形，叶色暗绿或深绿。荚果多为曲棍形，有

明显的果嘴和龙骨，网纹深。耔仁多呈圆锥形或三角形，种皮淡

红色或浅褐色。

3．珍珠豆型。连续开花，主茎基部生有营养枝，中部，梢

都有潜伏的生殖芽，但一般不形成花枝，分枝少，茎部花青素

少，株型均为直立型。小叶片为椭圆形，叶色淡绿或黄绿。荚果

多为蚕茧形或葫芦形，．果嘴尖突或短秃，网纹细。籽仁桃形，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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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多为姨红色。

4．多粒型t连续开花，主茎上除旗部生有四至五条营养枝

外，各节均有花枝发，焦，分技少，有第二次分枝，一般没有第三

次分枝。茎较粗，前期商立，后期往往不规则的向四周倾侧。莲

枝．L茸毛稀长，’茎部花青素一般较多。小叶片为椭圆形，叶色淡

绿或绿色。荚果串珠形，果嘴短钝或短秃。籽仁呈网柱，网锥或

三角形，种皮多为紫红色，少数淡红或浅褐色。

另外，近年来采用类型问杂交育成的一些品种，蟊l徐州68—

4，花28等，环少性状介于两个类型之间，难于归于四个类型的

任何一类，而这些品种在生产上正在发挥作用。暂称为中间翌，

多连续开花，分枝少，花晟大，小叶片为椭圆形和倒卵形，叶色

深绿，荚果普通形和葫芦形，网纹浅，籽仁椭圆或扁椭网，种皮

多粉红色。

河南花生品种概述

河南花生的栽培历史

‘花生(Archi毫hypogaeal)属豆科一年生作物，在我闺有

近500年的栽培史。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河南花生约在IiJj万历

年11IJ由广东福建等地引入，栽培历史约300余年。

1620年(IlJj光宗元年)周文华蒋《汝南圃史》： “落花乍，

鼷蔓，茎叶似扁豆，开花落地，一花就地结一果。其形。j香芋相

似。亦二月种，喜松土，用隔年肥灰雍，胄栽背阴处。⋯俱出嘉

定⋯刀。叙述了花￡E的特征特性栽培条件和来源，1899t["清人韩

国钧著《永城：l：产袭》，清康熙十年息县县志中均仃化，J三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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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清嘉庆八年商城县志中有： “落花生又名长生果，’花落地生

实，邑人艺于山岭⋯黟的记述。1900年杜韶著《武陟土产表》

中有较详细的记载。“落花车又名长生果，产邑东沙田，西北方。

略少，每亩约收三石，每石值钱七、八百。每岁约收三万余担，

值钱五万四千串。合邑均用此造油燃灯，农民亦有食者·连皮炒

熟，每斤售钱十六·七。”

“酿造类：花生油，每斗花生重十五·六斤，制油三斤半，

每斤值钱六·七十，每岁售钱六·七千串。”

民国十八年确Ill县志：“落花生一名香芋”a o,味香富脂质，可

榨油，煮熟可下茶。蔓生、黄花、落花即生实，因此名落花生。，嚣

民国十九年考城县志：“落花生本出外国，康熙初年僧应元

往扶桑觅种寄回。有大Jb--种，近日多种大者，小者几绝。俗称

长生果，攀高尺余，多蔓延地上，叶为羽状复叶，夏秋之交开花

色黄，子房入地1．2寸，结实成荚故名。秋末收之以供食，韭可榨

油。考邑地杂沙土，尤宜种植，故花生果成为大宗。糟上述部份

资料证明在八十年前，河南花生栽培已遍及全省，以花生为原料

的加工工业也有发艮，当时仅武陟县花生栽培面积在万亩以一I--_，

单产约为200—250公斤。

1900年前多种植匍匐形小花生，生育期长，茎蔓细，荚果阿

纹细深，果柄脆弱，成熟后收获易落果，需铲土过筛费工费时，

破坏土壤结构。代表品种如东明集小花生等，清光绪年间，由美

国传教士将大花生传入河南，称洋花生，有大洋，二洋之称。如

杞县阳固大洋花生，睢县尚屯二洋等，在当地人民的精心培育和

连续选择下，品种不断更新改良，栽培技术不断改进提高，单产

和总，汜都逐年增长，1931剑1939年间达到解放前最高水平。年平

均砷植面积3酗．9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65％。亩产58．5公斤，总产

达靖453．74万担。此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及日伪占领讨期对

农民的压榨剥削，花生生产与日俱减，到1946--1947年，花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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