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食花生秋冬季栽培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鲜食花生是浙江地区重要的豆类蔬菜，浙江省栽培面积达 30万

亩以上，在各区县市均有分布，宁波市栽培面积达 6万亩左右。由于

栽培条件的局限性和种植户对鲜食花生生长季节的认知，传统的鲜食

花生栽培时间仅在春夏季种植、夏秋季收获，上市时间短，经济效益

低。

慈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通过 10余年的鲜食花生的新品种引进

推广和育种工作，筛选出适合秋冬季大棚栽培的鲜食、早熟型品种‘大

四粒红’，并为提高大棚利用率，开展鲜食花生秋冬季栽培技术规程，

集成一套完整的生产技术规程，亩产值可达 2 万元以上。目前，该技

术已在慈溪、余姚、奉化等地推广，近 3年累计应用面积达 0.5 万亩

以上。

鲜食花生秋冬季栽培技术生产规模和种植面积的逐步扩大的同

时也存在着若干问题，一是种植时间的问题，秋冬季鲜食花生的适时

播种和收获，不错过农时，有利于下季作物的种植；二是规范化肥农

药施用，提高花生品质的同时避免化肥过度使用导致的流失浪费问题，

以及病虫害防治不当造成农药残留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施肥、施药

技术要求。

因此，制定《鲜食花生秋冬季栽培技术规程》显得十分迫切。一



方面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农户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改良播种、

移栽、肥水、病虫害等管理技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花生产业

健康、良性的发展，对于保障我市的鲜食花生统一的品质和提升质量

安全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制定《鲜食花生秋冬季栽培技术规程》，从播种、育苗、定植、

栽培、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等环节，为我市鲜食花生生产基地、专

业合作社和相关种植大户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指导，提高农产品产量与

品质，减少化肥农业施用，既可提升我市鲜食花生的生产水平和提高

产品质量安全，对保障我市鲜食花生供应、促进花生产业健康发展显

得十分迫切。

本标准制定的鲜食花生栽培技术，采用适当的栽培时间、适当的

栽种密度、合理安全地农业投入管理等措施，可以提高鲜食花生的种

植水平和标准化生产水平，延长生产季节和产品供应期，提升花生的

品质和质量安全水平，保护生态环境，增加农户的收入，使花生产业

健康、良性的发展。

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使农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能按照标准生产、

销售，能够推动我市鲜食花生产业更快更高效地发展，促进鲜食花生

产业化、精品化，提高我市鲜食花生的市场竞争力，进而真正地实现

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二、任务来源

项目来源：宁波市公益项目：花生新品种选育及高效栽培技术集

成研究（2022S187）。



(根据 2025 年 2 月 19 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征集 2025 年

江苏省农学会团体标准（第一批）立项项目的通知》（苏农学字[ 2025]

3 号），本标准申请立项。根据 2025 年 5 月 22 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

的《关于 2025 年江苏省农学会团体标准（第一批）立项的公告》（苏

农学字[ 2025] 12 号），批准本标准（鲜食花生促早栽培技术规程）

立项。

三、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

3.1 起草单位

慈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湘湖实验室（浙江省农业实验室）、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3.2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主要起草人：许林英、张瑞、张立权、王涛、丁沃娜。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职责分工

许林英
慈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推广研究员
资料收集、文
本完成等

张立权
慈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农艺师 田间试验等

张瑞
慈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农艺师
资料收集、市
场调研等

王涛
湘湖实验室（浙江省农
业实验室）

研究员
市场调研、田
间试验等

丁沃娜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教授
参与本项目的
标准化调研

四、编制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2024 年 8 月，由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牵头，湘湖实验室（浙江省

农业实验室）、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等单位参加，成立标准起草小

组。



2、标准前期研究和起草草案

2024年 9月-2025年2月，标准起草小组开展相关前期相关工作：

一是收集国内相关技术和标准资料，并对全市鲜食花生产业现状进行

调研和梳理，确定标准框架；二是进行实地品种筛选试验并整理，取

得的有关技术参数的验证资料，初步确定技术指标及内容；三是撰写

标准草案，提交技术审查。四是开展示范，充分了解应用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总结提炼我市鲜食花生秋冬季栽培绿色高效生产的特色经验

和做法，提请立项。

五、主要内容及技术指标确立依据（重点内容）

（一）编制原则

1、通用性原则。本标准在确定运行规范时，充分考虑浙江省秋

冬季栽培鲜食花生有一定的种植面积和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且豆科

作物具有固氮作用，可以为减少下季作物的氮肥施用量。这种通用性

使得该标准能够适应各种市内不同区域及基地条件的应用需求。

2、全面性原则。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本标准贯彻全面性原则，

规定了术语和定义、产地环境、播前准备、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

防治、收获和生产管理等阶段的操作指示等，确保了这个标准可以为

鲜食花生生产提供一个全面的管理框架，从而提高生产高质高效。

3、规范性原则。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进行编写，使

本标准的结构体系更加符合标准的要求。

4、前瞻性原则。本标准的制定需要考虑到今后的技术发展和需

求变化，以便于标准能够适应和引导今后产业发展的需要，确保了标

准的科学性和引领性。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术语和定义、产地环境、播前准备、播种、田间管

理、病虫害防治、收获和生产管理等技术措施。



第 1章至第 2章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按标准起草规则确立，

界定了标准范围，给出了规范性引用文件清单。

第 3章 术语和定义。对鲜食花生和秋冬季栽培进行了定义。术

语和定义的确立基于对鲜食花生和新型栽培模式的全面理解。

第 4章 产地环境。依据《花生产地环境技术条件》（NY/T 855）

的规定，并对选地作出了明确的要求。花生属豆科作物，连作易引起

烂果病发生，从而导致减产，轮作可有效降低病害发生。从试验和实

际生产上看，前作种过葫芦科、十字花科、豆科作物后种植花生田间

锈病和蔓枯病发生较严重，且易造成减少。

第 5章 种子处理。对品种选择、晒种、选种、拌种要求进行了

规定。播种前带壳晒种可有效提高花生出苗率和田间病害发生。提前

剥壳会因为花生米受潮影响出苗率。种子药剂拌种处理可有效防治真

菌性病害发生。

第 6章 播前准备。对整地、施基肥、作畦、覆膜除草等环节进

行了规定。化肥使用依据 NY/T 496 的规定、有机肥使用依据 NY/T 525

的规定 ；农膜使用依据 NY/T 1224 的规定。肥料施用量根据不同施

肥量试验结果。土地翻耕深度、沟深、穴深根据大田实际应用经验，

在实际应用中使用持力硼可比常规种植亩增产 100kg 以上。种植方式

中覆膜情况、温湿度管理是根据花生生长所需积温及实际生产经验而

定。化肥使用依据 NY/T 496 的规定、有机肥使用依据 NY/T 525 的规

定 ；农膜使用依据 NY/T 1224 的规定。肥料施用量根据不同施肥量

试验结果。土地翻耕深度、沟深、穴深根据大田实际应用经验，在实

际应用中使用持力硼可比常规种植亩增产 100kg 以上。种植方式中覆

膜情况、温湿度管理是根据花生生长所需积温及实际生产经验而定。

第 7章 播种。对播种期、种植方式、播种量、种植密度。种植

密度是依据鲜食花生密度试验、浙江之最高产纪录及农户实际大面积

推广应用而定。



第 8 章 田间管理。对查苗补种、追肥、温度、湿度管理、化控

处理进行了规定。化控是针对推广应用的花生品种植株比较高大的生

长特性，使用化控技术可以有效地抑制营养生长，从促进生殖生长。

处理时间和浓度根据田间小面积试验的基础上，在大田中可复制的经

验。

第 9章 病虫害防治。化学防治的农药使用依据了 NY/T 1276 和 

GB/T 8321（所有部分） 的规定，根据大田标准化生产的实践进行总

结，并应用与推广，具体病虫草害及防治方法见文本附录 B。

第 10 章 收获。根据浙江省当地的食用习惯和建议食用喜好而确

定的。

第 11章 生产记录和档案管。规定生产者应完整记录生产过程 。

（三）主要验证分析和论证

秋冬季大棚三膜覆盖播种期试验

大四粒红是 2017 年山东花生研究所选育的鲜食型花生新品种，

该品种具有品相好、早熟、口感佳、产量高等综合特点。本人自 2018

年开始，经过多年多点多品种引进、筛选、比较，大四粒红适合在本

地各季多模式栽培。为探讨其在秋冬季最适宜的播种时期，更好地为

农业生产实际服务，特进行本试验。现将有关结果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于 2019 年 8 月 1 日开始在慈溪市坎墩小超果蔬农场和逍林

友谊农场内进行。试验种子为花生新品种“大四粒红”，对照品种为

“四粒红”。



1.2 试验方法

试验播种期设 7月 31 日、8 月 7日、8 月 15 日、8月 22 日、8月

28 日、9月 4日、9月 11 日、9 月 18 日、9 月 25 日、10 月 2 日、10

月 9日共 11 个播种时期。

试验参试品种和对照品种采作交叉方法。小区行长 5.6m，株距

0.2 m，平均行距 0.4m，6 行区，每穴 2 株，小区面积 13.44m
2
。小区

间隔 0.2m，四周设保护行。

基肥在 7月 25 日整地后亩施复合肥 50Kg/亩，施肥平整土壤后覆

盖地膜。收获时按小区计产。试验地坎墩土质为半夜潮土，逍林土质

为粘土（黄泥翘），肥力中等，前作空闲。试验地土壤肥力均匀一致，

栽培管理水平一致。

本试验 9月 23 日覆外膜，10月 26 日覆内膜。外、内膜规格分别

是 0.08mm和 0.05mm无滴膜。地膜规格为 0.014mm。

2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最迟播种期

从表 1—1、表 1—2 可见，坎墩 9 月 18 日为秋冬季最迟播种期，

逍林最迟播种期则为 9 月 25 日。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坎墩土壤半

夜潮土具有晚上返潮的特性，对喜温怕湿的花生生境非常不利，低温

多湿环境影响出苗。

2.2 生育期

从表 1—1、表 1—2 可见，直到 8月 28 日坎墩的生育期明显早于

逍林，而 9 月 4日后的生育期却是逍林早于坎墩，究其原因可能是前

期气候干旱对粘土的生长十分不利。



2.3 农艺性状

从表 2—1、2—2 可见，主茎高以坎墩 7 月 3 播种 1 日四粒红最

高，为 77.85cm；以逍林 8月 22 日播种四粒红最低，为 27.06cm。第

一侧枝长以坎墩 8月 7日播种的大四粒红最长，为 62.32 cm；逍林 9

月 11 日播种的四粒红最短，为 29.7 cm。单株结果数以逍林 9 月 25

日播种的大四粒红最多，为 36.8 个；逍林 8月 15 日播种的大四粒红

最少，为 18.4 个。有效荚仍以逍林 9 月 25 日播种的最多，为 30.3

个；8月 15 日播种的大四粒红最少，为 15.1 个。500g果重逍林 7月

31 日播种的大四粒最多，为 166.6 个；逍林 9 月 18 日播种的大四粒

最少，为 95.0 个。百果重以逍林 9 月 18 日播种的大四粒最重，为

533.8g；坎墩 7 月 31 日播种的四粒红最轻，为 313.2g。百仁重以逍

林 8月 7日和 8月 22 日播种的大四粒红最重，均为 111.8g；坎墩 8

月 22 日播种的四粒红最轻，为 66.6g。出仁率则以逍林 8月 28 日播

种的大四粒红最高，为 67.75%；坎墩 9月 18 日播种的大四粒红最低，

为 44.70%。

2.4 产量

从表 3—1、3—2可知，以逍林 8 月 28 日播种的大四粒红最高，

亩产为 756.79Kg；逍林 9 月 18 日播种的大四粒红次之，亩产为

749.77Kg坎墩 7月 31 日播种的四粒红最低，为 388.62Kg。

2.5 经济效益

从表 3—1、3—2 可知，以逍林 9 月 25 日播种的大四粒红最高，

效益为 41984.80 元；逍林 9 月 18 日播种的大四粒红其次，亩效益为

37488.50 元；坎墩 7 月 31 日播种的四粒红效益最低，为 5440.68 元。



3.小结与讨论

从本次试验两个点试验来看，逍林粘土最迟播种期为 9月 25 日，

坎墩半夜潮土最迟播种期为 9月 18 日。产量以逍林 8 月 28 日播种的

大四粒红最高，亩产为 756.79Kg；效益以逍林 9月 25 日播种的大四

粒红最高，为 41984.80 元。秋冬季大棚三膜覆盖大四粒红产量和效

益普遍高于四粒红，逍林最适播种期在 9月中下旬，坎墩最适播种期

为 9 月上中旬。本次试验仅作为 2019 年的理论依据，当年适栽期还

要根据气候情况作适当调整。



表 1—1 参试花生品种物候期观察结果

地点 参试品种 物候期（月/日） 生育期

播种期 出苗期 花针期 采收期 （d）

坎墩
大四粒红 7/31 8/6 8/25 10/19 80

四粒红 7/31 8/7 8/26 10/21 82

大四粒红 8/7 8/13 8/30 10/24 78

四粒红 8/7 8/14 8/31 10/25 79

大四粒红 8/15 8/23 9/5 10/30 76

四粒红 8/15 8/24 9/6 10/31 78

大四粒红 8/22 8/29 9/13 11/13 81

四粒红 8/22 8/30 9/14 11/15 83

大四粒红 8/28 9/4 9/20 11/25 89

四粒红 8/28 9/5 9/21 11/27 91

大四粒红 9/4 9/10 10/1 12/4 91

四粒红 9/4 9/11 10/2 12/6 93

大四粒红 9/11 9/17 10/11 12/18 98

四粒红 9/11 9/18 10/12 12/20 100

大四粒红 9/18 9/27 10/18 1/7 111

四粒红 9/18 9/28 10/19 1/9 113



表 1—2 参试花生品种物候期观察结果

地点 参试品种 物候期（月/日） 生育期

播种期 出苗期 花针期 采收期 （d）

逍林
大四粒红 7/31 8/6 8/25 10/29 90

四粒红 7/31 8/7 8/26 10/31 92

大四粒红 8/7 8/13 8/30 11/3 88

四粒红 8/7 8/14 8/31 11/5 90

大四粒红 8/15 8/23 9/5 11/13 90

四粒红 8/15 8/24 9/6 11/15 92

大四粒红 8/22 8/29 9/13 11/24 94

四粒红 8/22 8/30 9/14 11/26 96

大四粒红 8/28 9/3 9/20 11/28 92

四粒红 8/28 9/4 9/21 11/30 94

大四粒红 9/4 9/9 10/1 12/5 92

四粒红 9/4 9/10 10/2 12/7 94

大四粒红 9/11 9/19 10/11 12/17 97

四粒红 9/11 9/20 10/12 12/19 99

大四粒红 9/18 9/24 10/16 1/5 109

四粒红 9/18 9/25 10/17 1/7 111

大四粒红 9/25 10/3 10/23 1/20 117

四粒红 9/25 10/4 10/24 1/22 119



表 2—1 农艺性状

序号
地点

播种期
品种

名称

主茎高

（cm）

第一侧枝长

(cm)

分枝数

(个)

叶片长

(cm)

叶片宽

(cm)

单株结果数

（个）

秕粒

（个）

有效荚数

（个）

500g果重

（个）

每荚粒数

（粒）

百果重

(g)

百仁重

(g)

出仁率

(%)

1 坎墩 7/31 大四粒红 61.61 59.78 4.0 5.05 2.35 25.4 3.9 21.5 105.0 3.20 524.4 108.0 63.90

2 7/31 四粒红 77.85 54.53 3.0 5.44 2.49 24.7 2.8 21.9 167.5 3.20 313.2 75.6 65.00

3 8/7 大四粒红 67.97 62.32 4.0 4.63 2.27 18.9 3.3 15.6 112.5 3.08 451.2 93.6 57.72

4 8/7 四粒红 51.45 50.92 4.0 5.56 2.53 23.2 6.7 16.5 155.0 2.92 326.4 79.2 65.38

5 8/15 大四粒红 48.47 53.28 2.8 5.39 2.48 28.7 5.2 23.5 105.0 3.29 474.0 96.0 54.00

6 8/15 四粒红 49.46 51.63 3.2 5.88 2.67 31.6 5.6 26.0 156.0 3.03 320.0 74.0 61.29

7 8/22 大四粒红 43.75 49.14 3.7 5.30 2.56 22.9 4.6 18.3 100.0 3.30 499.2 105.6 55.05

8 8/22 四粒红 43.28 49.79 2.8 6.02 2.59 23.0 4.7 18.7 152.5 3.46 326.6 66.6 60.65

9 8/28 大四粒红 44.78 48.20 2.7 4.94 2.47 28.6 8.2 20.4 112.5 3.28 447.2 93.8 61.57

10 8/28 四粒红 48.4 48.20 2.2 6.02 2.46 36.3 8.9 27.4 145.0 3.50 350.4 71.2 64.78

11 9/4 大四粒红 38.69 48.20 2.2 4.75 2.20 23.7 4.6 19.1 100.0 3.03 483.6 96.8 47.99

12 9/4 四粒红 30.5 48.2 2.0 5.48 2.29 27.2 9.5 17.7 145.0 2.98 354.0 72.2 51.14

13 9/11 大四粒红 46.24 48.2 2.6 5.62 2.53 36.3 13.5 22.8 96.3 3.30 516.2 84.4 46.95

14 9/11 四粒红 35.25 38.05 3.1 5.69 2.40 34.5 17.0 17.5 127.5 3.35 388.8 70.8 50.32

15 9/18 大四粒红 42.66 44.22 2.2 5.32 2.42 32.3 4.2 28.1 102.0 3.30 479.3 82.6 44.70

16 9/18 四粒红 34.58 36.05 2.8 5.35 2.38 34.2 6.5 27.7 145.0 3.15 345.6 69.5 48.70



表 2—2 农艺性状

序号
地点

播种期
品种

名称

主茎高

（cm）

第一侧枝长

(cm)

分枝数

(个)

叶片长

(cm)

叶片宽

(cm)

单株结果数

（个）

秕粒

（个）

有效荚数

（个）

500g果重

（个）

每荚粒数

（粒）

百果重

(g)

百仁重

(g)

出仁率

(%)

1 逍林 7/31 大四粒红 47.3 48.2 3.5 5.12 2.41 23.9 1.8 22.1 107.5 3.02 462.8 109.6 62.10

2 7/31 四粒红 60.04 48.2 3.5 5.87 2.65 27.9 2.7 25.2 166.6 2.45 310.0 81.4 61.44

3 8/7 大四粒红 48.43 48.2 3.7 5.02 2.44 26.1 5.0 21.1 105.0 3.29 476.8 111.8 63.15

4 8/7 四粒红 33.29 35.86 4.0 5.27 2.53 24.4 8.3 16.1 112.5 3.57 444.8 77.2 52.91

5 8/15 大四粒红 36.21 35.95 2.0 4.78 2.39 18.4 3.3 15.1 115.0 3.20 436.6 102.6 63.70

6 8/15 四粒红 33.12 36.21 2.2 5.62 2.55 23.9 7.9 16.0 150.0 3.13 332.6 79.8 66.77

7 8/22 大四粒红 37.23 39.41 2.2 5.01 2.45 24.1 6.9 17.2 102.5 3.34 492.4 111.8 64.87

8 8/22 四粒红 27.06 31.62 2.3 5.47 2.74 28.0 5.3 22.7 127.5 3.30 391.0 87.0 63.14

9 8/28 大四粒红 41.86 43.46 2.1 4.97 2.44 25.7 6.8 18.9 116.3 3.55 435.6 97.4 67.75

10 8/28 四粒红 36.95 40.06 2.3 5.99 2.72 29.2 8.0 21.2 115.0 3.08 368.0 79.4 67.37

11 9/4 大四粒红 42.06 43.21 2.6 5.4 2.67 21.0 2.9 18.1 105.0 3.21 480.2 105.2 63.28

12 9/4 四粒红 35.54 34.03 2.3 5.68 2.7 24.3 3.0 21.3 137.5 3.35 366.0 78.2 61.54

13 9/11 大四粒红 37.17 36.96 3.3 5.09 2.57 27.6 3.0 24.6 100.0 3.14 507.2 107.6 55.64

14 9/11 四粒红 28.67 29.7 2.8 5.55 2.49 28.5 4.1 24.4 130.0 3.09 383.6 82.4 59.31

15 9/18 大四粒红 34.26 33.77 3.7 5.73 2.85 21.8 6.4 15.4 95.0 3.11 533.8 107.6 52.99

16 9/18 四粒红 35.77 36.05 3.0 5.98 3.27 29.6 3.2 26.4 140.0 3.15 358.0 72.2 59.93

17 9/25 大四粒红 38.19 38.05 2.6 5.41 2.99 36.8 6.5 30.3 110.0 2.80 454.0 94.0 46.31

18 9/25 四粒红 30.78 30.78 2.6 5.46 2.90 27.8 1.0 26.8 137.5 3.07 365.0 68.0 54.12



表 3—1 产量及经济效益

地点 播种期 品种名称 亩产量

（Kg/亩）

价格

（元/公斤）

效益

（元）

坎墩 7/31 大四粒红 441.20 14 6176.80

7/31 四粒红 388.62 14 5440.68

8/7 大四粒红
470.19 14 6582.66

8/7 四粒红 419.29 14 5870.06

8/15 大四粒红 501.02 14 7014.28

8/15 四粒红
422.84 14 5919.76

8/22 大四粒红 554.08 16 8865.28

8/22 四粒红 507.08 16 8113.28

8/28 大四粒红 492.11 20 9842.20

8/28 四粒红 487.79 20 9755.80

9/4 大四粒红 679.84 24 16316.16

9/4 四粒红 545.92 24 10918.40

9/11 大四粒红 691.45 40 2765.80

9/11 四粒红 385.75 40 1543.00

9/18 大四粒红 645.57 50 32278.5

9/18 四粒红 431.06 50 21553.0



表 3—2 产量及经济效益

地点 播种期 品种名称 亩产量

（Kg/亩）

价格

（元/公斤）

效益

（元）

逍林 7/31 大四粒红 430.02 14 6020.28

7/31 四粒红 398.52 14 5579.28

8/7 大四粒红
541.61 14 7582.54

8/7 四粒红 477.60 14 6686.40

8/15 大四粒红 519.44 16 8311.04

8/15 四粒红
509.03 16 8144.48

8/22 大四粒红 717.51 20 14350.20

8/22 四粒红 627.11 20 12542.20

8/28 大四粒红 756.79 24 18162.96

8/28 四粒红 698.95 24 16774.80

9/4 大四粒红 505.89 24 12141.36

9/4 四粒红 430.66 24 10335.84

9/11 大四粒红 514.91 40 20596.40

9/11 四粒红 512.47 40 20498.80

9/18 大四粒红 749.77 50 37488.50

9/18 四粒红 571.95 50 28597.50

9/25 大四粒红 645.92 65 41984.80

9/25 四粒红 389.99 65 25349.35



2.鲜食花生秋冬季栽培科技查新报告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与本规程相关的标准主要包括产地环境、生产投入品及其使用等

标准，包括 GB 4407.2《经济作物种子 第 2部分：油料类》、GB/T 8321

《（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NY/T 855 《花生产地环境技术条件》、NY/T 1276 《农药安

全使用规范总则》、NY/T 525 有机肥料，均作为本标准制定的依据。

目前我国已制定了花生相关的标准，如《花生》（GB/T

1532-2008） 、《地理标志产品 新昌花生（小京生）》（GB/T

19693-2008）、《绿色食品 花生生产技术规程》（NY/T 2400-2013 等）。

《花生》（GB/T 1532-2008） 规定了花生的术语和定义、分类、

质量要求和卫生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和标识以及对包装、

储运和运输的要求。标准适用于加工、储存、运输和贸易的商品花生，

不包括经过熟化处理的花生。标准不涉及鲜食花生种植过程。

《地理标志产品 新昌花生（小京生）》（GB/T 19693-2008）规定

了新昌花生（小京生）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术语和定义、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及贮存。标准适用于

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规定》批准保护的新昌花生（小京生）。

《食用花生》食用花生（NY/T 1067-2006）规定了食用花生的食

欲和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和

贮运。标准适用于使用花生仁（果）的收购、加工、贮存及销售。

《绿色食品 花生生产技术规程》（NY/T 2400-2013）规定了绿色

食品花生产地环境要求和生产管理措施。标准适用于绿色食品花生生

产，不包含鲜食花生生产。

目前，我省是开展鲜食花生生产技术较成熟的区域，全国范围内，

仅有江苏省制定了地方标准（DB32/T 361-2007 鲜食花生生产技术规

程）、江西制定了地方标准（DB36/T 1547-2021 赣中鲜食花生春季栽

培技术规程）。尚无相关秋冬季栽培的国家标准和团体标准出台。

起草单位本着“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坚持从生产实践中

来，到实践中去，标准内容紧密结合我市鲜食花生种植和生产经营状

况，将鲜食花生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栽培模式和程序、



产地环境、品种选择、种子处理、播种、田间管理、温湿度管理、病

虫草害防治、收获、生产记录和档案管理等技术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

定。各项技术指标合理，标准具有系统性，可操作性强。

七、实施推广建议

本标准项目组在全市各县（市、区）鲜食花生生产面积较大的乡

镇建立数个鲜食花生标准化管理的农场、合作社作为标准实施窗口，

辐射带动周边的农场、合作社及农户，并开展由乡镇农技部门牵头的

现场会、培训会等形式，加快本标准的实施和落地生根。本标准发布

实施后，将有助于提高我市鲜食花生秋冬季栽培技术的整体水平，提

高种植者的经济效益。2024 年在全省推广标准化鲜食花生秋冬季三

膜覆盖栽培推广面积达 0.5 万余亩，同时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提

高鲜食花生秋冬季栽培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标准的实施能显著提高农民收入和产业提升，推动共同富裕，

必将引起行政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出台扶持政策，从而更快地推动

标准化进程。

为了促进《鲜食花生秋冬季栽培技术规程》的实施和推广，以下

是一些建议：

1.建立推广培训计划：组织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向种植者和

农业技术人员传授该技术规程的内容和操作方法。

2.宣传推广：通过宣传册、网站、电视等媒体渠道，广泛宣传技

术规程的重要性和优势，提高种植者的认识和接受度。

3.政策支持：相关部门可以制定扶持政策，鼓励种植者采用该技

术规程，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4.示范示教：建立鲜食花生秋冬季栽培的示范基地，向种植者展

示技术规程的实施效果，提供实际操作指导。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促进《鲜食花生秋冬季栽培技术规程》的实

施和推广，进一步提高鲜食花生的产量和质量，推动花生种植业的可



持续发展。

八、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说明

无。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

团体标准《鲜食花生秋冬季栽培技术规程》编制组

2025 年 6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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