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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
郑州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一、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鲜食花生是指在收获后不经晾晒直接食用或煮熟食用的花

生。与普通花生相比，鲜食花生生育期较短，具有产量高、口感

好、营养全面、经济效益高等优势，能有效解决花生在传统食品

加工过程中造成的营养流失、产品变质等问题，最大限度保留花

生营养价值，是理想的便捷食品和绿色食品。近年来，随着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加关注高营养、利于健康的饮食，鲜食

花生越来越受到城乡居民的喜爱，市场需求逐年增加，鲜食花生

为花生产业发展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根据市场的需求，发展鲜

食花生生产，既可以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又可以促进农业

结构调整，而我国鲜食花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专用鲜食花

生种质资源比较缺乏，栽培技术不够成熟，严重制约了鲜食花生

产业的发展。因此，根据鲜食花生的市场需求特点及鲜食花生品

质特性来选育鲜食花生新品种及研究与之配套栽培技术对发展

鲜食花生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在河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项目、河南省“四

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计划优质花生专项、河南省农科系统花生

育种技术创新协同体等专项的支持下，我省鲜食花生得到了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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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但是鲜食花生产业发展中还存在着种植面积零散、品种利

用不足、配套栽培技术不够完善、产量不高等问题。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依据市场需求选育出郑农花 12 号、

郑农花 13 号、郑农花 15 号等大果型鲜食花生品种，大果型鲜食

花生兼具营养价值和商品性，属鲜食、油食兼用优质高产抗病的

花生品种。大果型鲜食花生品种产量高、品质优、经济效益高，

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但在栽培方面，目前没有与大果型鲜

食花生品种配套的郑州市地方标准，无法按照技术标准组织生

产。缺少与大果型鲜食花生品种配套的栽培技术规程，既不利于

大果型鲜食花生品种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也不利于我市鲜食

花生产业的持续发展，因此，亟待建立科学统一、操作性强的与

大果型鲜食花生品种配套的高产栽培技术规程。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本项目组进行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多年，熟练

掌握了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于 2022 年 2 月向郑州市

粮油作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交《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

规程郑州市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提出立项申请；2022 年 5 月，

进行了《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立项答辩，就规程

相关问题回答了专家的质疑；于 2022 年 6 月 6 日郑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印发郑市监文〔2022〕160 号文件，《大果型花生鲜食

高产栽培技术规程》被列为 2022 年郑州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

根据文件要求，由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负责对郑州市地方标准

《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起草、制定。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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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1035。

编制遵循“科学、适度、可行”原则，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既考虑标准前瞻性又顾及科研、应用单位的生产实际，确保标准

可以作为政府部门监督、指导生产的依据，达到大果型鲜食花生

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要求，促进我市鲜食花生的推广和应用。

标准编写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进行。

三、编制过程

（一）前期研究工作

鲜食花生比较效益明显，一般鲜果产量为干果的２倍，单价

为干果的 0.8～３倍，鲜食花生收获后，茎叶还保持青绿，富含

蛋白质等营养成分，可作为优质饲料，同时鲜食花生采收较早，

在有些地区可实现一年两作、一年三作等，经济效益成倍增长，

近年来已逐步形成产业化。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依据市场需求

选育出郑农花 12 号、郑农花 13 号、郑农花 15 号等大果型鲜食

花生新品种，经测定，大果型鲜食花生产量高、品质优、经济效

益高，是鲜食、油食兼用优质高产的花生品种，具有较好的市场

发展前景。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依据所处区位优势，从 2001

年开始进行“大果型鲜食花生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工作，经过 20

余年技术研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大果型鲜食花生高产栽培技术

体系，为编制《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二）成立规程编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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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编制工作，郑

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组织有关技术人员成立了以杨海棠研究员

等为主要成员的《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制定小组，

多次召开小组会议，就规程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广泛、细致

的讨论，对规程文本内容逐一细化，确保规程科学合理。

（三）形成初稿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2 月，规程制定小组通过充分讨论、

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并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最终形成了《大果型花

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初稿。

（四）立项答辩

2022 年 5 月，通过对《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

立项答辩，充分考虑立项评估会中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规

程制定小组对规程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2022 年 6 月，形

成了《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的确定

《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根据郑州市农林科学

研究所多年花生研究成果，结合本地花生栽培技术及市场现状，

参照郑州市及其他地市花生栽培经验，结合专家意见，对大果型

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进行研究、总结，对各个环节进行科学化、

标准化管理，制订本规程。

（一）术语和定义

标准《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规定了大果型花

生及鲜食花生的术语和定义，该定义是在参考文献资料、查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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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基础上，结合多年花生栽培研究中对其特征特性的观察记

载、试验比较而制定的。

（二）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

本规程根据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的特点、对环境条件的

要求、栽培试验，结合生产实践制订。

主要包含品种选择、地块选择、种子处理、种植模式、整地

施肥、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规范化技术内容。

1 品种选择

选择已审定的适宜本地种植的高产、优质、抗病、适应性强、

商品性好的早熟大果型花生品种，如郑农花 12 号、郑农花 13 号、

郑农花 15 号、豫花 9719、豫花 9840 等。

2 地块选择

选择土层深厚、土质疏松、排灌方便、肥力中上等地块，避

免重茬。地块应符合 NY/T 855 要求。

3 种子处理

① 晒种

选择晴朗天气将荚果晾晒 2 d - 3 d，适时翻动。

② 选种

晾晒后剥壳，选择粒大饱满、皮色亮泽、无病斑、无破损的

籽粒做种子。种子质量应符合 GB 4407.2 要求。

③ 药剂拌种

对精选后的种子用吡虫啉、咯菌腈、辛硫磷拌种。药剂使用

应符合 GB/T 832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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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种植模式

春播、夏播种植均可。

5 整地施肥

① 整地

播种前应深翻 30 cm，耕后耙实，做到田块平整，上虚下实，

开好中沟和边沟以利排水。

② 基肥

播种前 5 d～7 d 结合浅旋耕每 667 m²施生石灰 50 kg，结合

深耕施足底肥，每 667 m²施有机肥 400 kg～500 kg，硫酸钾复合

肥（15-15-15）30 kg～50 kg，均匀撒施。肥料施用应符合 NY/T

496 的规定。

6 播种

① 播种期

春播在 4 月上旬播种，覆膜栽培 3 月下旬播种；夏播根据茬

口情况，抢时播种，不晚于 7 月底。

② 种植方式

起垄种植，垄面平整、疏松，去除杂物。垄宽 75 cm～85 cm，

一垄双行，播深 3 cm～5 cm，播后镇压。春播宜覆膜栽培，地膜

应符合 GB 13735 的规定。

③ 合理密植

双粒播种，每 667 m²播种 1.0 万穴～1.2 万穴。

7 田间管理

① 查苗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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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苗时及时查苗补种，覆膜种植及时开膜放苗和盖土引苗。

齐苗后 7 d，及时清棵蹲苗。

② 中耕除草

播种后及时喷施芽前除草剂，化学除草与人工除草相结合。

齐苗后、主茎长出 5～6 片真叶时及时中耕松土，前浅后深。除

草剂使用应符合 GB/T 8321 的规定。

③ 水肥管理

生育期内旱浇涝排，苗期和成熟期水分不易过多，花针期和

结荚期应保证水分供应。用水应符合 GB 5084 的要求。

根据花生长势适当追肥，苗期每 667 m²追施尿素 10kg。花针

期每 667 m²追施过磷酸钙 20kg。结荚期每 667 m²叶面喷施 0.2%

磷酸二氢钾水溶液 30kg～50kg，7d 喷一次，连喷 3 次。肥料使

用应符合 NY/T 496 的要求。

○4 病虫草害防治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以农业防治和物理防

治为基础，适时适期运用化学防治，农药使用应符合 GB/T 8321

的规定。主要病虫草害防治方法见附录 A。

○5 化学调控

株高达 30 cm 以上时，每亩 667 m²用 15%烯效唑可湿粉剂 30g

兑水 30 kg，茎叶喷雾，控制株高。

8 收获

饱果率达 50%时即可收获。收获前 20 d 内不能使用任何农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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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本标准最初在提出立项申请时标准名为《郑农花 15 号鲜食

高产栽培技术规程》，在立项评估环节，有评审专家认为一个品

种在推广面积上相对有点小，该标准的适用范围相对有些窄，建

议将标准名称进行修改。规程制定小组充分考虑评审专家建议，

结合单位科研情况，目前我单位选育出的郑农花 12 号、郑农花

13 号、郑农花 15 号均为大果型花生，累计推广面积千万余亩，

对于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已研究二十余年，所以将标准

名修改为《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

六、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依据有关的现行标准、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制定，

各项标准与其没有冲突。

七、标准实施的建议

1、本标准可在河南省范围内推广应用。

2、加强对《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的宣传和

执行，以规程规范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

3、建议在实施《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过程

中对所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以利于规程的修订和完善。

《大果型花生鲜食高产栽培技术规程》

标准起草小组

2022 年 6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