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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夏花生生长发育规律, 通过覆膜花生AnM 丰产栽培试验, 进一步了解了AnM 丰产栽培技术在夏直播花生上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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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控制下针( AnM) 丰产栽培法, 是我国著名花生专家

沈毓骏研究发明的。它是通过控制下胚轴的伸长和果针的

入土时间, 减少过熟果和空秕果 , 达到果多果饱、优质高产的

目的[ 1] 。该项技术在春花生栽培中得到广泛应用[ 2] 。近年

来菏泽市小麦花生两熟制面积进一步扩大, 但麦后直播花生

产量低而不稳, 一般田块不足4 500 kg/ hm2 , 为提高花生单产

和品质, 自2004 年起, 笔者将 AnM 栽培法在黄泛区夏花生栽

培试验示范, 获得小麦6 750 kg/ hm2 , 夏直播花生6 000～6 750

kg/ hm2 的高产田万余公顷。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土壤  试验在菏泽市牡丹区小刘镇进行, 土质为

沙壤土 , 全土层深厚, 土壤肥力较高, 地势平坦, 灌排方便, 前

茬作物为冬小麦, 单产6 750 kg/ hm2 。土层有机质9 .5 g/ kg ,

全氮0 .8 ～1 .3 g/ kg , 全磷0 .5～1 .0 g/ kg , 水解氮71 mg/ kg , 速

效磷19 mg/ kg , 速效钾94 mg/ kg , 土壤物理性粘粒20 .8 % 左

右[ 3] 。

1 .2 供试品种 选用鲁花11 号中早熟品种。

1 .3 试验设计  采用夏直播覆膜栽培, 分大田试验和小区

试验, 大田试验分试验田和对照田, 面积各10 hm2 。小区试验

设2 个处理 :A 为常规种植 , 每穴双粒 ;B 为 AnM 法单粒种

植。3 次重复, 小区面积66 .7 m2 。常规种植15 万穴/ hm2 , 每

穴2 粒; 单粒种植24 万穴/ hm2 。6 月15 日覆膜播种。

1 .4  供试肥料 2 处理施肥相等, 播种小麦时, 均施土杂肥

37 500 kg/ hm2 , 磷酸二铵450 kg/ hm2 , 硫酸钾150 kg/ hm2 , 碳酸

氢铵450 kg/ hm2 。夏花生起垄时, 施优质圈肥15 000 kg/ hm2 ,

复合肥525 kg/ hm2 , 碳酸氢铵375 kg/ hm2 , 硼砂15 kg/ hm2 。

1 .5  调查记载项目  记载播期、出苗期、子叶节出膜时间 ,

茎基部10 c m 内节数、节间长短 , 单株生长发育状况, 产量结

构等。

2  结果与分析

2 .1 引升子叶节出膜  播种6 d 后, 可以看到试验区子叶节

已升出膜面 , 此时撤土回沟。AnM 覆膜栽培, 通过 A 环节的

引升, 子叶节升出膜面后, 在膜面温度高、反光强、风速较大、

大气湿度较低的环境中 , 株丛之间果针的伸长势延缓, 早期

花针的下扎已经受到控制。而常规覆膜播种的, 只是起到了

提高地温, 加快出苗的效果, 而不能升高子叶节位。

引升子叶节出膜是 AnM 法的重要增产环节, 每穴双粒 ,

出苗不易完全一致, 单粒播的子叶节出膜率80 .2 % , 较双粒

播的提高10 % , 这会使壮苗率更高。子叶节升出展开后, 主

侧芽见光充分, 茎基部10 c m 内的节数可增多28 % , 第1、2 节

间较CK 缩短39 % 和38 % , 增粗36 % 和27 .6 % 。这些节上的

花大, 都属于早中期能结实的花。子叶节升出在双粒穴播条

件下, 仍受株间苗期相互遮光争肥的影响, 而穴播单株消除

了这一不利因素。据调查65 日龄的植株, 穴播单株比双株

的子叶节分枝短9 % , 节数多23 % , 基部10 c m 内的节数增多

29 % 。大田试验, 单产6 750 kg/ hm2 的鲁花11 号无倒伏现象

发生, 这与茎基部节间短密粗壮有密切关系。

2 .2 单株生长发育状况及增产效果 调查显示, 常规种植

的每墩双株中多数为一大一小, 这种大欺小现象不利于单株

生长发育和增产潜力的发挥; 而花生覆膜 AnM 栽培新技术

为提高花生单株生产潜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表1) 。

2 .3 株际撒土助下针  试验区在7 月5 日前后, 果针长8～

  表1 不同栽培法对花生单株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处理
主茎高

cm

总分枝数

条/ 株

有效分枝数

条/ 株

侧枝长

cm

第1 对侧枝

结果数∥个

穴数

穴/ hm2

株数

株/ hm2

果数

个/ 株

果数

个/ kg

荚果产量

kg/ hm2

较CK±

kg/ hm2 %

A( CK) 32 .6 10 .8   9 .2 34 .5 10 .2 147071 294 142 14 .2 758 .5 5 506 .7 - -

B 30 .9 13 .4 11 .2 35 .2 11 .6 231025 231 025 19 .1 668 .0 6 605 .7 1 099 20 .0

10 c m 仍未入膜的, 把原先撤回畦沟的土 , 取部分撒到行的内

侧10 c m 以内, 形成厚度1 c m 高的薄土层, 以扶持果针及时

入土, 增加结果数。试验证明 , 如只引升子叶节入膜, 增产不

显著( 8 % 左右) , 加上扶垄撒土助下针, 可增产20 % 以上。这

一环节可使饱果增加37 .5 % , 秕果减少30 .5 % , 千克果数减

少12 .2 % , 增加单产1 170 kg/ hm2 , 增产34 % , 过熟果、发芽果

减少5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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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 1) 采用覆膜 AnM 丰产法栽培 , 引升子叶节效果明显 , 子

叶节出膜率达80 % 以上 , 而常规种植的不到70 % 。

( 2) 夏直播花生产量与基部节数正相关。AnM 丰产法通

过A 环节的引升作用, 子叶节伸长, 植株基部10 c m 以内的节

数增多20 % , 节数的多少与产量高低成正相关。与常规法对

比, 大大减少了“地下花”和损产果的发生, 单株减少损产果3

个, 充分发挥了花生固有的生产力。

(3) 果针入土时间集中。通过 A 环节的引升 , 子叶节升

出膜面后, 在膜面温度高、反光强、风速较大、大气湿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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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中, 株丛之间果针的伸长势延缓, 早期花针的下扎受

到控制, 大大集中了果针的入土时间, 不仅可减少损产果的

发生, 而且可以直接促使增多结实。且由于子房柄维管束发

达, 增强了拉力 , 还可以减少收获时的落果。2004 年试验, 控

制下针的, 单株果数增多38 % , 双粒果增多40 % 以上 , 增产

29 % 。2005 年试验, 果数增多34 % , 增产27 .5 % 。

( 4) 株间撒土助下针环节作用明显, 秕果、烂果减少。显

著加快了光合产物向荚果内积累, 促进荚果发育饱满, 减少

了千克果数, 增加了饱果、双仁果和出仁率, 减少了秕果和烂

果的发生, 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2004 ～2005 年调查 , 大田

试验10 hm2 示范田比对照平均增产荚果573 .5 kg/ hm2 , 增产

17 .2 % 。小区试验覆膜 AnM 法比常规覆膜栽培增加单产

1 099 kg/ hm2 , 增产20 .0 % 。

(5) 花生增产应是增加经济价值高的成熟果实, 夏直播

花生生育期短, 在覆膜AnM 栽培的基础上, 配合减粒增穴、单

株密植等新技术, 发挥了单株的早、中期结实潜力, 以密取

胜。据大田试验,24 .75 万单株穴/ hm2 , 比常规播15 .48 万双

株穴/ hm2 的, 用种粒数减少24 % , 穴数增多56 .9 % , 单株结

实增多52 .8 % , 增加单产598 .5 kg/ hm2 , 增产18 .6 % 。而且 ,

单粒播比双粒播的出膜率高, 壮苗率增加, 增加了单株茎基

部10 c m 内的节数, 茎基部节间短密粗壮, 抗倒伏能力强。

参考文献

[ 1] 沈毓骏.花生生产新技术[ 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94.
[2] 王玉堂.花生控制下针( AnM) 栽培法[J] .农业科技与信息,2005(7) :14 .
[3] 闫传胜.菏泽地区土壤[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 上接第3475 页)

2 .3  不同种类和浓度的生长素对生根培养的影响  诱导

生根时 , 以 1/ 2 MS 为基本培养基 , 分别附加不同浓度的

IAA 、IBA、NAA 。不定芽在生根培养基上培养5 d 左右 , 基部

开始生根 , 再经5 d 左右 , 根系数量增加、伸长。不定芽生根

情况见表4。

  表3 不同培养基对不定芽分化的影响

培养

基

子叶

外植体数

片

分化数

片

分化率

%

下胚轴

外植体数

片

分化数

片

分化率

%
A 36 31 86 .5 ABab 36 29  80 .5 ABbc
B 36 32 90 .2 Aa 36 31 85 .7 Aa
C 36 33 91 .5 Aa 36 30 83 .2 Aab
D 36 32 89 .5 Aab 36 27 75 .8 Bab
E 36 29 80 .2 CDbc 36 26 72 .3 BCab
F 36 28 76 .8 DEab 36 24 65 .3 Dcd
G 36 32 88 .6 Aab 36 28 78 .6 ABcd
H 36 31 85 .2 ABbc 36 26 71 .5 BCbc
I 36 30 83 .6 BCa 36 25 68 .2 CDbc
J 36 26 73 .2 Dbc 36 23 63 .8 DEcd
K 36 25 68 .5 Ebc 36 21 59 .5 EFde
L 36 24 65 .8 EFcd 36 20 55 .6 Fcd

  表4 不同种类和浓度的生长素对生根培养的影响

生长素
浓度

mg/ L

生根的不定

芽数∥个

生根率

%
IAA 0 .5 23 65 .1

1 .0 27 75 .2
1 .5 24 67 .4

IBA 0 .1 30 84 .5
0 .5 32 90 .2
1 .0 26 73 .6

NAA 0 .1 31 86 .5
0 .5 33 93 .2
1 .0 32 89 .3

  由表4 可见, 在生根培养中 , 因生长素种类及浓度的不

同, 生根效果不同。NAA 的生根效果最好 , 浓度为0 .5 mg/ L

时, 生根率高达93 .2 % ; 浓度为1 .0 mg/ L 时, 生根率随浓度

的升高略有下降 , 但一直保持较高的生根率。IBA 次之, 生

根率最高为90 .2 % , 当浓度升至1 .0 mg/ L 时, 生根率下降。

IAA 的生根效果最差。可见 , 生长素种类及浓度的不同对

生根效果的影响较大。番茄无菌苗生根的最佳培养基配方

为1/ 2MS+ IBA 0 .5 mg/ L 和1/ 2MS + NAA 0 .5 mg/ L。

3  结论与讨论

利用“保冠一号”番茄种子培养无菌苗 , 切取子叶及下

胚轴作为外植体接种在不同的培养基上进行培养, 从试验

结果来看 , 子叶以 MS + CPPU 0 .05 mg/ L + NAA 0 .01 mg/ L ,

下胚轴以 MS + CPPU 0 .025 mg/ L + NAA 0 .01 mg/ L 为最佳

再生培养基 , 其在愈伤组织的形成和不定芽的分化中都有

良好效果。在培养过程中 , 当NAA 在0 .01 mg/ L 时, 外植体

再生频率随CPPU 浓度的升高而升高, 但当 CPPU 超过一定

浓度后, 外植体再生频率随 CPPU 浓度的升高而降低; 当

NAA 浓度在0 .05 mg/ L 时, 外植体再生频率随CPPU 浓度的

升高而降低。可见 ,CPPU 和 NAA 浓度的高低对植株的再

生有较大影响。生根试验表明 , 浓度过高会抑制根的形成,

选择适宜的生长素浓度才能有效地促进根的形成, 加速苗

的生长。不定芽在1/ 2MS + IBA 0 .5 mg/ L 和 1/ 2 MS + 0 .5

NAA mg/ L 培养基上培养效果最佳。试验还发现, 子叶比下

胚轴的再生培养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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