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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花生生产和消费大国ꎮ 中国花生的

５５％用于榨油ꎬ３０％ 用于食品加工或直接食用[１]ꎮ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花生消费也呈现多元化

趋势ꎬ以花生为原料的食品需求量不断上升ꎬ非油用

花生占比逐渐提高ꎬ生产和消费市场对食用花生新

品种需求也日益迫切ꎮ
食用花生的用途主要包括鲜食(生食)和熟制

(水煮、油炸、炒制、烤制、裹衣或糖果) [２￣３]ꎮ 食用花

生的评判标准ꎬ除了和油用花生一样对籽仁的高油

酸作为首要优质性状ꎬ以及对蛋白质含量等营养品

质和甜度等感官品质的特殊要求外ꎬ籽仁的大小和

形状等外观品质也是影响加工的重要因素ꎮ
本研究针对加工和消费市场对食用型花生品种

的需求ꎬ在本单位保存的种质资源中选取代表不同

植物学类型的品种ꎬ分析籽仁脂肪和蛋白质含量、主
要脂肪酸含量、籽仁大小和籽仁形状等性状指标的

分布特点ꎬ为食用型花生新品种的选育提供资源材

料和评价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源材料及田间种植

２８５ 份种质资源材料于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种植

于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原阳试验基地ꎮ 其中包括龙生

型 １１ 份ꎬ普通型 １１９ 份ꎬ珍珠豆型 ９５ 份ꎬ多粒型 ２１
份ꎬ中间型 ３９ 份ꎻ按照来源分ꎬ中国农家品种 ８５ 份ꎬ
中国育成品种 １２２ 份ꎬ国外品种 ７８ 份(表 １)ꎮ 随机

区组排列ꎬ单行区ꎬ行距 ４０ ｃｍꎬ株距 ２０ ｃｍꎬ行长

４ ｍꎮ ２ 次重复ꎮ 田间管理按照常规管理ꎮ

表 １　 ２８５ 份资源材料植物型及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８５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品种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植物型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品种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品种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植物型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品种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北大一窝猴 多粒型 农家品种 中国

黄沟润田大粒 多粒型 农家品种 中国

雄花生 多粒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抚宁多粒 多粒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四粒红 多粒型 农家品种 中国

翁原大勾豆 龙生型 农家品种 中国

金堂深窝 龙生型 农家品种 中国

芦医大爬秧 龙生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如皋西洋生 龙生型 农家品种 中国

中牟 １￣８ 龙生型 农家品种 中国

镇平大秧花生 龙生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永城小麻壳 龙生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南阳花生 龙生型 农家品种 中国

五二多粒 龙生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沙窑小花生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台山三粒肉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安阳一窝蜂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三荚公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竹铺拖秧花生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宫家庄丰蔓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大峪花生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中牟独角虎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昌黎一窝猴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罗江鸡窝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中牟拖秧(２)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福山软皮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北京直立大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长仁蓬莱早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李新店小壳麻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固始把子花生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托克逊花生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伏花生原种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南充红白花生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三门峡一把抓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南召不拖秧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直丝花生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兴山紫花生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束鹿花生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开封大拖秧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福山大粒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莱阳大粒墩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任丘铁把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临清一窝蜂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睢宁二窝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柳杭小花生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潢川直杆(１)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信阳爬藤(１)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莱农早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范村拖秧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东明笨花生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６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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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品种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植物型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品种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品种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植物型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品种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封丘一把抓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蓬莱一窝猴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姜各庄半蔓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艾豆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潢川直杆(２)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油果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开封一撮秧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早小齐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桔山立蔓大花生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兰考大花生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大粒伏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济源坡头花生 普通型 农家品种 中国

汲县一把抓(２)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固始直立花生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狮头企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蚁蚜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马圩大豆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广西扶绥红衣花生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百日仔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芙蓉花生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中琉球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熊岳立茎小花生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０９￣狮头企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小琉球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广西宜山六坡豆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通城花生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岫岩小花生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广西玉林珠豆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大屁股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台山珍珠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珍珠红 １ 号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广西柳城珍珠豆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信阳小朵云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陈营小洋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信阳爬藤(２) 珍珠豆型 农家品种 中国

ＰＩ４９４０３４∗ 多粒型 国外品种 巴拉圭

ＰＩ４０３８１３∗ 多粒型 国外品种 阿根廷

ＰＩ２４０５６０∗ 多粒型 国外品种 南非

ＰＩ２８８１４６∗ 多粒型 国外品种 印度

ＰＩ２７１０１９∗ 多粒型 国外品种 赞比亚

ＰＩ４８２１２０∗ 多粒型 国外品种 津巴布韦

ＰＩ３３７２９３∗ 多粒型 国外品种 巴西

ＰＩ１５５１０７∗ 多粒型 国外品种 乌拉圭

ＰＩ２５９６１７∗ 多粒型 国外品种 古巴

ＰＩ４０７６６７∗ 多粒型 国外品种 泰国

ＰＩ４２９４２０∗ 多粒型 国外品种 津巴布韦

乔治亚花生 多粒型 国外品种 未知

ＰＩ４９４０１８∗ 多粒型 国外品种 巴西

ＰＩ４６８２５０∗ 多粒型 国外品种 未知

ＰＩ３１３１２９∗ 龙生型 国外品种 中国

８３ / ６６ / １ / １ 普通型 国外品种 未知

Ｃｈｉｃｏ 普通型 国外品种 未知

ＰＩ２７０９９８∗ 普通型 国外品种 赞比亚

ＰＩ１５９７８６∗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塞内加尔

ＰＩ３３１２９７∗ 普通型 国外品种 阿根廷

ＰＩ２９５２５０∗ 普通型 国外品种 以色列

ＰＩ４８１７９５∗ 普通型 国外品种 莫桑比克

ＰＩ２６８６９６∗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南非

ＰＩ２９０５３６∗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印度

ＰＩ１９６６２２∗ 普通型 国外品种 科特迪瓦

ＰＩ１６２６５５∗ 普通型 国外品种 乌拉圭

ＰＩ３７１５２１∗ 普通型 国外品种 以色列

ＰＩ４９７３１８∗ 普通型 国外品种 玻利维亚

ＰＩ３７２２７１∗ 普通型 国外品种 未知

ＰＩ４９６４４８∗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布基纳法索

ＰＩ２９０５９４∗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印度

７３￣３３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塞内加尔

ＰＩ２５９６５８∗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古巴

ＰＩ３３７３９９∗ 普通型 国外品种 摩洛哥

Ｐｒｏｎｔｏ 普通型 国外品种 未知

Ｒｕｂｕｔ３３￣１ 普通型 国外品种 未知

ＰＩ３５５２７１∗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墨西哥

ＰＩ２９０５６６∗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印度

ＰＩ３９９５８１∗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尼日利亚

ＰＩ３５５２６８∗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墨西哥

ＰＩ４９７３９５∗ 普通型 国外品种 玻利维亚

ＰＩ２５９８５１∗ 普通型 国外品种 马拉维

Ｆｌｅｕｒ１１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塞内加尔

ＰＩ３１９７６８∗ 普通型 国外品种 以色列

ＰＩ２９６５５０∗ 普通型 国外品种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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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品种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植物型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品种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品种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植物型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品种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Ｉ３４３３８４∗ 普通型 国外品种 以色列

ＰＩ２９２９５０∗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南非

ＰＩ２９０６２０∗ 普通型 国外品种 阿根廷

ＰＩ１６２８５７∗ 普通型 国外品种 苏丹

ＰＩ３４３３９８∗ 普通型 国外品种 以色列

ＰＩ３２３２６８∗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巴基斯坦

ＰＩ１５７５４２∗ 普通型 国外品种 中国

ＰＩ３３７４０６∗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巴拉圭

ＰＩ４９３６３１∗ 普通型 国外品种 巴拉圭

ＰＩ２９０５６０∗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印度

ＰＩ４９３３５６∗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巴拉圭

ＰＩ２９８８５４∗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南非

５５￣４３７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塞内加尔

ＰＩ４９３７１７∗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巴拉圭

ＰＩ３５６００４∗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阿根廷

ＰＩ４９３９３８∗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巴拉圭

ＰＩ２６２０３８∗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巴西

ＰＩ４９３７２９∗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巴拉圭

ＰＩ４９３５４７∗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巴西

ＰＩ４７５９１８∗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玻利维亚

ＰＩ４６１４３４∗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中国

ＰＩ４８２１８９∗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津巴布韦

ＰＩ４９７５１７∗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巴西

ＰＩ３３９９６０∗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阿根廷

ＰＩ２６８８０６∗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赞比亚

ＰＩ４９３８８０∗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巴拉圭

ＰＩ４９３６９３∗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未知

ＰＩ２００４４１∗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日本

ＰＩ５０４６１４∗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哥伦比亚

ＰＩ４７８８１９∗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印度

ＰＩ２６８５８６∗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赞比亚

ＰＩ４７１９５４∗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津巴布韦

ＰＩ４７６４３２∗ 珍珠豆型 国外品种 尼日利亚

桂花 ９５ 多粒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嫩花 ３ 号 多粒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熊北混 １ 号 龙生型 育成品种 中国

ＤＦ１２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中花 １６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濮科花 ３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山农 ２２６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临花 １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４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开农 ４１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郑 ８１５９￣１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鄂花 ２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梧油 １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山花 ９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开选 ０１６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天府 １５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晋花 ３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花 １１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花 １７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山东混选 １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开农 １７６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花 ９３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潍花 ６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６５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罗伏 ６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９８３０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ＫＮ１７１５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新花 １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皖花 ７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徐交 ４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冀花 ７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伏系 １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９７１９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混大伏 １２ 号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１５ 普通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浦油 ２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冀油 １０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粤油 ２５６￣２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湘花生 １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抗青 １０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粤油 ３３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粤选 ５８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粤油 ５５１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狮南 ３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贺油 １２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粤油 ２２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桂花 １６６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８７８



　 ５ 期 房元瑾等:花生籽仁外观和营养品质特征及食用型花生育种利用分析

表 １(续)

品种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植物型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品种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品种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植物型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品种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粤油 ２０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远杂 ５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桂花 ３５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鲁花 １２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黔花生 ４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梧油 ７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湛油 ６２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莆花 １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泉花 ８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红梅早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汕油 １９９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赣花 ２８８１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粤油 ５２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花育 ２０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皖花 ４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远杂 ６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泉花 ６４６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白沙 １０１６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粤油 ９２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泉花 ３２７￣９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山花 ８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１４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２３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濮花 １７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３７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２２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锦￣４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黔花生 ２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鲁花 ３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泰花 ６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远杂 ９３０７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远杂 ９１０２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潍花 ９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中花 ８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阜花 １２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中花 ５ 号 珍珠豆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花 ２８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天府 ７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泰花 ４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鲁花 １１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徐系 １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贺油 １１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冀油 ６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天府 １４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天府 １８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丰花 ６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鲁花 ９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山花 １０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２５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鄂花 ３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丰花 ５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６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冀油 ４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天府 ３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黑 １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开农 ３０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９３２７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远杂 ９８４７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山花 ７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海花一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泰花 ３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皖花 ５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远杂 ００２５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天府四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７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１０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潍花 ８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濮科花 １５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冀花 ６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９３３１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花 ３７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豫花 ９３２６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鲁花 ８ 号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徐州 ６８￣４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新城早 中间型 育成品种 中国

∗ ＰＩ 为美国种质资源编号ꎬ品种名称不详
∗ ＰＩ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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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性状测定方法

正常成熟收获的荚果晒干后ꎬ每份材料随机

选取 １００ 个饱果ꎬ测定百果重ꎮ 随机选取 １００ 个饱

满籽粒ꎬ测定百仁重ꎮ 随机选取 １０ 个饱满籽仁测

定籽仁面积、籽仁长、籽仁宽、籽仁长宽比、籽仁周

长、籽仁圆度等 ６ 个形态性状ꎬ籽仁性状采用万深

ＳＣ￣Ｇ 自动种子考种及千粒重分析仪(杭州ꎬ万深)
进行性状测定ꎮ 随机选取 １０ 个饱满籽仁测定粗

脂肪含量、蛋白质含量、棕榈酸含量、油酸含量、亚
油酸含量等营养品质性状ꎬ品质性状利用 ＤＡ７２００
型近红外分析仪(瑞典ꎬＰｅｒｔｅｎ)检测ꎬ均为相对含

量ꎮ 标准曲线利用多年气相色谱测定的粗脂肪含

量、蛋白质含量和脂肪酸组分等品质性状数据拟合

校验ꎬ决定系数达到 ０ ８３ ~ ０ ９８ꎮ 以上测定均重复

３ 次ꎮ
１ ３　 数据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ꎮ 用 Ｒ 软件中 ｐｒｃｏｍｐ

进行 ２８５ 份资源的外观和品质性状的主成分分析ꎬ
并利用 ｂｏｘｐｌｏｔ 计算各类型中不同外观和品质性状

的中数等分布特征数和绘图ꎬ利用 Ｒ 软件包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ｐｌｏｔ３ｄ 绘制 ＰＣＡ 三维图形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籽仁外观性状相关性分析及不同类型间的

分布

在花生传统育种过程中ꎬ评价花生荚果和籽仁

大小的常用指标为百果重和百仁重ꎬ为了解花生百

果重和花生百仁重与籽仁长度、籽仁宽度、籽仁周长

和籽仁投影面积等形态性状的相关性ꎬ首先对 ２８５
份材料计算了百果重、百仁重、籽仁长、籽仁宽、籽仁

周长、籽仁投影面积、籽仁长宽比、籽仁圆度 ８ 个性

状的相关系数ꎮ 结果表明ꎬ６ 个籽仁形态性状均与

百果重和百仁重极显著相关(Ｐ ＝ ０ ０１)ꎮ 这些性状

可以作为籽仁性状的特征参数(表 ２ )ꎮ

表 ２　 果仁重量与籽仁形态性状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ｋｅｒｎｅ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ｉｚｅ

百果重

ＨＰＷ
百仁重

ＨＫＷ
籽仁面积

ＫＳＡ
籽仁周长

ＫＰ
籽仁长 / 宽

ＫＬ / Ｗ
籽仁长

ＫＬ
籽仁宽

ＫＷ

百仁重 ＨＫＷ ０ ８３２８∗∗

籽仁面积 ＫＳＡ ０ ７８５７∗∗ ０ ９３５８∗∗

籽仁周长 ＫＰ ０ ７９０１∗∗ ０ ９２２２∗∗ ０ ９８０４∗∗

籽仁长 / 宽 ＫＬ / Ｗ ０ ４５４１∗∗ ０ ４４０９∗∗ ０ ４９５１∗∗ ０ ６３９９∗∗

籽仁长 ＫＬ ０ ７５６７∗∗ ０ ８６１４∗∗ ０ ９２５８∗∗ ０ ９７８０∗∗ ０ ７８０４∗∗

籽仁宽 ＫＷ ０ ６４３７∗∗ ０ ８２９０∗∗ ０ ８５８５∗∗ ０ ７６２８∗∗ － ０ ００２６ ０ ６１９２∗∗

籽仁圆度 ＫＲ －０ ４６５８∗∗ － ０ ４５７７∗∗ － ０ ５１６２∗∗ － ０ ６５１４∗∗ － ０ ９８６８∗∗ － ０ ７８６６∗∗ － ０ ０２２９

∗∗代表差异极显著(Ｐ ＝ ０ ０１)ꎬ下同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Ｐ ＝ ０ ０１. ＨＰＷ:Ｈｕｎｄｒｅｄ￣ｐｏｄ￣ｗｅｉｇｈｔꎬＨＫＷ:Ｈｕｎｄｒｅｄ￣ｋｅｒｎｅｌ￣ｗｅｉｇｈｔꎬＫＳＡ:Ｋｅｒｎｅｌ ｓｈａｄｅ ａｒｅａꎬＫＰ:Ｋｅｒｎｅｌ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ꎬＫＬ:Ｋｅｒ￣
ｎｅｌ ｌｅｎｇｔｈꎬＫＷ:Ｋｅｒｎｅｌ ｗｉｄｔｈꎬＫＬ / Ｗ:Ｋｅｒｎｅｌ ｌｅｎｇｔｈ / ｗｉｄｔｈꎬＫＲ:Ｋｅｒｎｅｌ ｒｏｕｎｄ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从 ８ 个外观性状在不同类型花生资源中的分

布可以看出(图 １ꎬＡ ~ Ｈ)ꎬ除了籽仁圆度外ꎬ百果

重、百仁重、籽仁面积、籽仁周长、籽仁长、籽仁宽

和籽仁长宽比等 ７ 个性状的中间值均为中间型的

最高ꎬ其次是普通型、龙生型或珍珠豆型ꎬ多粒型

最低ꎮ ７ 个性状的变异幅度为普通型最大ꎬ其次是

珍珠豆型、中间型ꎬ多粒型和龙生型的变异幅度

较小ꎮ
２ ２　 品质性状间的相关性及不同类型间的分布

将 ２８５ 份资源的粗脂肪含量、蛋白质含量、棕
榈酸含量、油酸含量和亚油酸含量等 ５ 个品质性

状进行相关性分析ꎬ结果表明ꎬ粗脂肪含量与蛋白

质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Ｐ ＝ ０ ０１)ꎬ油酸含量与棕

榈酸含量和亚油酸含量极显著负相关(Ｐ ＝ ０ ０１)
(表 ３)ꎮ

分析 ５ 个营养品质性状在不同类型花生资源中

的分布特征ꎬ结果表明(图 １ꎬＩ ~ Ｍ)ꎬ普通型资源的

粗脂肪含量较高ꎬ变异幅度也较大ꎬ珍珠豆型资源的

粗脂肪含量的变异与普通型相似ꎻ多粒型资源的蛋

白质含量较高ꎻ龙生型资源的中等油酸含量材料较

多ꎬ但高油酸含量和低棕榈酸和低亚油酸的材料存

在于普通型和珍珠豆型资源中ꎮ

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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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Ｃ:ｏｉ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ＰＣ: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ＰＡＣ:ｐａｌｍｉｔｉｃ ａｃｉｄꎬＯＡＣ: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ＬＡＣ: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ꎬ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图 １　 ８ 个外观性状和 ５ 个营养品质性状在不同植物型内的分布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ｓ

表 ３　 品质性状间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ｉｔｓ

粗脂肪含量

ＯＣ
蛋白质含量

ＰＣ
棕榈酸含量

ＰＡＣ
油酸含量

ＯＡＣ

蛋白质含量 － ０ ６５５９∗∗

棕榈酸含量 － ０ １４１９ ０ １５６４

油酸含量 ０ ２３１０∗∗ － ０ ２９２５∗∗ － ０ ８８８４∗∗

亚油酸含量 － ０ ２４３８∗∗ ０ ３５３２∗∗ ０ ８２０６∗∗ － ０ ９６９４∗∗

２ ３　 ２８５ 份资源的外观及营养品质性状主成分

(ＰＣＡ)分析

以百果重、百仁重、粗脂肪含量等 １３ 个外观和营

养品质性状对 ２８５ 份资源进行主成分(ＰＣＡ)分析

(图 ２)ꎮ 结果表明ꎬ按照前 ３ 个主成分ꎬ可以将 ２８５
份资源分为两组ꎬ一组主要包括普通型和龙生型资

源ꎬ另一组主要包括珍珠豆型和多粒型ꎬ中间型介于

其间ꎬ在两组中均有分布ꎮ 两组基本上分别对应于植

物学分类的交替开花亚种和连续开花亚种ꎬ中间型资

源的外观和品质特征更偏向于普通型ꎬ在普通型和龙

生型组的中间型个体占比较大ꎮ 普通型和珍珠豆型

资源变异较广ꎬ在对应的另一组中分别有少数个体的

分布ꎬ但全部 ２１ 份多粒型和 １１ 份龙生型资源分别归

属在各自对应的亚种组群ꎬ无一例外ꎮ 根据外观及品

质性状的资源分类与植物学类型分类一致性较高ꎮ

图 ２　 ２８５份资源的外观和营养品质性状主成分(ＰＣＡ)分析

Ｆｉｇ. ２　 ＰＣＡ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２８５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２ ４　 符合食用品种外观标准的备选种质

以百仁重 ５５ ００ ~ ８０ ００ ｇ(中型仁)、长宽比大

于 １ ８０(普通型或中间型)或大于 １ ５０(珍珠豆型)
的标准初步筛选适合糖果加工的品种形态和营养品

质性状ꎬ获得 １０７ 个备选品种(表 ４)ꎮ

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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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符合食用品种外观标准的育种备选种质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ｏｏｄ￣ｕｓｅ ｐｅａｎｕｔ

资源类型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Ｔｙｐｅ
资源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百仁重

(ｇ)ＨＫＷ
籽仁长宽比

ＫＬ / Ｗ
资源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百仁重

(ｇ)ＨＫＷ
籽仁长宽比

ＫＬ / Ｗ

普通型或中间型

ｈｙｐｏｇａｅａ ｏｒ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天府 １４ 号 ５８ ２４ １ ８４ 三门峡一把抓 ６５ ７６ １ ９４

天府 １８ 号 ５８ ９４ １ ９０ 南召不拖秧 ６６ １０ １ ９１

豫花 ２５ 号 ６３ ２８ １ ８４ 直丝花生 ６６ １６ ２ １３

丰花 ５ 号 ６５ １１ １ ８４ 兴山紫花生 ６６ ３６ １ ９７

天府 ３ 号 ６８ ９７ １ ９１ 鄂花 ２ 号 ６６ ４４ １ ９０

豫花黑 １ 号 ７０ ６０ ２ ０３ ＰＩ３３７４０６ ６６ ７０ １ ８４

远杂 ９８４７ ７２ ４２ １ ８６ 梧油 １ 号 ６６ ７２ １ ８５

山花 ７ 号 ７２ ６６ １ ８４ 山花 ９ 号 ６６ ７６ １ ８８

海花一号 ７３ ３４ １ ９５ 束鹿花生 ６６ ８４ ２ １３

远杂 ００２５ ７４ ０２ １ ８９ 开封大拖秧 ６６ ９８ １ ９３

天府四号 ７６ ４６ １ ８８ 天府 １５ 号 ６８ ０４ １ ８９

豫花 ７ 号 ７８ １８ １ ９６ 花 １１ ６９ ９２ ２ ００

豫花 １０ 号 ７８ ６０ ２ ０３ 福山大粒 ７０ ４２ ２ １６

潍花 ８ 号 ７９ ００ １ ８０ 莱阳大粒墩 ７０ ５６ ２ １１

濮科花 １５ 号 ７９ ７４ ２ ００ 花 １７ ７０ ７６ ２ ０４

镇平大秧花生 ５５ ７２ １ ９７ 山东混选一号 ７１ ０６ １ ９３

永城小麻壳 ５８ ６６ １ ８６ 花 ９３ ７１ ２８ ２ ０４

南阳花生 ５９ ９６ １ ９８ 潍花 ６ 号 ７１ ５４ １ ９３

五二多粒 ７８ ４２ １ ９８ 任丘铁把 ７２ ０２ ２ ０６

沙窑小花生 ５８ ４２ １ ８６ 临清一窝蜂 ７２ １６ ２ ０２

濮科花 ３ 号 ５６ ２７ １ ８８ ＰＩ４９３６３１ ７２ ３０ ２ ０８

ＰＩ１６２８５７ ５６ ２８ １ ９５ 睢宁二窝 ７２ ６８ ２ １６

山农 ２２６ ５６ ８２ １ ９１ 柳杭小花生 ７２ ８６ ２ ０４

宫家庄丰蔓 ５７ ２２ １ ９９ 豫花 ６５ ７２ ８７ １ ８２

中牟独角虎 ５９ ２０ ２ ０１ 潢川直杆(１) ７３ １２ １ ９６

昌黎一窝猴 ６０ ０６ １ ９３ 豫花 ９８３０ ７４ ３６ １ ８３

ＰＩ３４３３９８ ６０ ４０ ２ ０３ 开农 １７１５ ７４ ３８ １ ８１

罗江鸡窝 ６０ ６６ ２ ０７ 莱农早 ７４ ９０ １ ９６

临花 １ 号 ６１ ０４ １ ９５ 东明笨花生 ７５ １４ ２ ０８

中牟拖秧(２) ６１ ２５ １ ８９ 封丘一把抓 ７５ １８ １ ９７

福山软皮 ６２ ００ ２ ０４ 新花 １ 号 ７５ ２６ １ ８８

北京直立大 ６２ ２６ ２ ０２ 蓬莱一窝猴 ７５ ７２ ２ ０９

长仁蓬莱早 ６２ ４０ ２ ０６ 皖花 ７ 号 ７５ ７６ １ ８６

豫花 ４ 号 ６２ ４０ １ ８２ 徐交 ４ 号 ７６ ６２ ２ ０４

李新店小壳麻 ６３ ０６ １ ９６ 姜各庄半蔓 ７７ １０ １ ９８

开农 ４１ ６３ ２６ １ ８１ 艾豆 ７７ ２４ ２ １４

固始把子花生 ６３ ８２ １ ８７ 潢川直杆(２) ７７ ４８ ２ １５

ＰＩ３２３２６８ ６４ ３４ １ ８８ 伏系一号 ７７ ９０ １ ８２

郑 ８１５９￣１ ６４ ４３ １ ８０ 开封一撮秧 ７９ １８ ２ ０８

托克逊花生 ６４ ７４ ２ ００ 豫花 ９７１９ ７９ ８４ １ ８５

南充红白花生 ６５ ７４ １ ８５

３８８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９ 卷

表 ４(续)

资源类型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Ｔｙｐｅ
资源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百仁重

(ｇ)ＨＫＷ
籽仁长宽比

ＫＬ / Ｗ
资源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百仁重

(ｇ)ＨＫＷ
籽仁长宽比

ＫＬ / Ｗ

珍珠豆型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汲县一把抓(２) ７５ ２８ １ ９３ 山花 ８ 号 ６５ ８０ １ ５６

鲁花 １２ 号 ５５ ４７ １ ５６ 豫花 ２３ 号 ６６ ２０ １ ６２

梧油 ７ 号 ５６ ７８ １ ５２ ＰＩ４７１９５４ ６６ ４２ １ ５８

珍珠红 １ 号 ５８ ０３ １ ５４ 濮花 １７ ６７ ２３ １ ５７

泉花 ８ 号 ５８ １２ １ ５１ 豫花 ３７ ６８ ７１ １ ５４

汕油 １９９ ５８ ４４ １ ５８ 豫花 ２２ 号 ６９ ４２ １ ６４

粤油 ５２ ５９ ４３ １ ５２ 锦￣４ ７０ ０４ １ ５２

花育 ２０ 号 ５９ ９３ １ ５２ 黔花生 ２ 号 ７１ ５２ １ ６５

皖花 ４ 号 ５９ ９４ １ ５８ 泰花 ６ 号 ７２ ３０ １ ５２

远杂 ６ 号 ６０ ０８ １ ５９ 远杂 ９１０２ ７４ ４５ １ ５３

ＰＩ２６８５８６ ６４ ５２ １ ５７ 潍花 ９ 号 ７５ ４４ １ ６１

粤油 ９２ ６５ ６０ １ ６０ ＰＩ４７６４３２ ７５ ９８ １ ５３

泉花 ３２７￣９ ６５ ７５ １ ６９ 中花 ８ 号 ７６ １８ １ ６７

　 　 这些资源的品质性状中ꎬ脂肪含量在河南省

的栽 培 条 件 下 普 通 型 或 中 间 型 资 源 平 均 为

５４ １７％ ꎬ变幅为 ５０ ３０％ ~ ５８ ４９％ ꎻ珍珠豆型平

均为 ５３ １６％ ꎬ变幅为 ５０ １５％ ~ ５５ ７３％ ꎬ脂肪含

量偏高ꎬ缺乏脂肪含量低于 ５０％ 的种质ꎮ 普通型

或中间型蛋白质含量平均为 ２４ ５４％ ꎬ变幅为

１７ ４２％ ~ ３０ ５１％ ꎬ珍珠豆型蛋白质含量平均为

２５ ８６％ ꎬ变幅为 ２１ ８２％ ~ ２９ ４２％ ꎮ 普通型或中

间型油酸含量平均为 ４７ ９４％ ꎬ变幅为 ３７ ７８％ ~
７２ ２７％ ꎬ珍珠豆型油酸含量平均为 ４１ １８％ ꎬ变幅

为 ３３ ６７％ ~ ７０ ７０％ ꎮ

３　 讨论

油用和食用是我国花生最主要的两种用途ꎮ
除了高油酸性状是油用和食用花生共同需要的

优良性状外ꎬ不同用途的花生对原料品质的要求

有所差异ꎬ食用花生要求蛋白质含量高、可溶性

糖含量高、脂肪含量低ꎬ同时对籽仁的形态性状

也有特殊要求ꎮ 本研究旨在分析花生种质资源

中籽仁形态性状及品质性状的分布特征ꎬ挖掘特

异种质资源ꎬ为食用品种选育提供评价依据和材

料基础ꎮ
本研究根据籽仁形态和品质性状将种质资

源分为两大组ꎬ分组结果与花生的两大亚种和 ４
个变种的植物学类型密切相关 [４￣６] ꎬ两大组分别

对应于交替开花亚种和连续开花亚种ꎬ各组的理

化性状也表现出与植物学类型的性状特点基本

相符ꎮ
３ １　 营养品质性状分布

长期以来ꎬ我国花生的用途主要以榨油为主ꎬ种
质资源尤其是我国育成品种中高含油量品种较多ꎬ
而蛋白质含量呈现相反的趋势[７￣１２]ꎮ 本研究的 ２８５
份各种类型资源中 ５０％ 以上材料粗脂肪含量高于

５３ ８％ ꎬ５０％以上材料蛋白质含量低于 ２５ ７％ ꎬ在
食用品种选育的利用中需要重点降低粗脂肪含量和

提高蛋白质含量ꎮ
花生籽仁中的高油酸含量是由 ＦＡＤ２Ａ 和

ＦＡＤ２Ｂ 基因决定的 [１３￣１５] ꎬ交替开花亚种的种质

资源中存在较高 ＦＡＤ２Ａ 突变基因的频率 [１６￣１７] ꎬ
所以该组的普通型和龙生型平均油酸含量比较

高ꎬ平均数分布在 ４７ ７４％ 左右ꎬ连续开花亚种中

缺少该突变基因ꎬ该组的珍珠豆型和多粒型平均

油酸含量为 ４１ ２９％ ꎮ ２８５ 份资源中仅有 ３ 份籽

仁外观性状符合食用花生需要的资源ꎬ具有高油

酸品质ꎬ分别是我国近年育成审定的高油酸花生

新品种开农 １７１５、豫花 ６５ 和豫花 ３７ꎬ在今后食

用品种选育中油酸含量的提高仍然是重要的遗

传改良目标ꎮ
高油酸品种选育在国外育种起步较早ꎬ美国、阿

根廷和澳大利亚的高油酸花生已经实现商业化生

产[１８]ꎮ 中国花生农家品种和 ２００５ 年之前育成品种

中缺少高油酸材料ꎬ近年来引进或育成的高油酸品

种多具有美国小花生的亲缘ꎮ 中国农家品种中普通

型类型和育成大果品种中存在丰富的中等以上油酸

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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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资源ꎬ用于创制糖果加工型品种选育的原始亲

本或中间材料具有一定利用价值ꎬ这一结果也与以

往研究报道一致[１９￣２１]ꎮ
３ ２　 籽仁大小相关性状的分布

植物学分类中ꎬ交替开花亚种和连续开花亚种

均有大小荚果和子仁大小的分离ꎮ 总体上讲ꎬ交替

开花亚种的普通型大果品种较连续开花亚种的珍珠

豆型中大果品种比例多ꎮ 本研究也得出相近结论:
根据主成分分类的普通型和龙生型组的荚果、籽仁

均比珍珠豆型或多粒型组的荚果、籽仁百果重和百

仁重大ꎮ
此外ꎬ育成品种为主的中间型资源百仁重和百

果重都比普通型和珍珠豆型大ꎬ反映了育种过程对

产量性状的选择效果ꎮ 国外引进品种的植物学类型

主要为交替开花亚种ꎬ育成品种或农家品种来源不

易追溯ꎮ 但总体上国外品种的百果重和百仁重与国

内品种相比偏小的比例较多[２２]ꎮ
在不同的植物学类型中ꎬ平均籽仁长与平均籽

仁宽的变化趋势并不完全一致ꎮ 籽仁宽的顺序是中

间型 >珍珠豆型 > 普通型 > 龙生型 > 多粒型ꎬ而籽

仁长的顺序是中间型 >普通型 >龙生型 >珍珠豆型

>多粒型ꎮ 百果重、百仁重、籽仁面积和籽仁周长的

顺序一致ꎬ均为中间型 >普通型 > 珍珠豆型 > 龙生

型 >多粒型ꎮ 可能的原因是普通型中粒长与粒宽差

异较大ꎬ而且普通型荚果的籽仁与果壳间的间隙与

珍珠豆型或多粒型相比较大ꎬ所以籽仁形状与荚果

及籽仁重量的变化一致性存在差异ꎮ Ｌｕｏ 等[２３] 在

利用不同类型的栽培花生构建群体定位荚果和籽仁

相关性状的 ＱＴＬ 时也发现不同类型群体可能存在

不同的粒长和粒宽遗传机制ꎮ
３ ３　 籽仁形状相关性状的分布

测定籽仁形状的重要指标是籽仁长宽比或籽仁

圆度ꎮ 糖果加工业更偏爱籽仁末端光滑或锐末端、
椭圆形籽粒ꎮ 总体而论ꎬ中间型和普通型组的籽仁

长宽比均高于珍珠豆型组ꎬ圆度值小于珍珠豆型组ꎬ
即普通型或中间型的长宽比高于珍珠豆型或多粒

型ꎬ椭圆形籽粒比例较大ꎮ 普通型或中间型育成品

种和农家品种ꎬ籽粒形状多为椭圆形或纺锤形ꎮ
３ ４　 食用型新品种选育的资源利用

不同国家花生的主要消费方式不同ꎮ 我国花生

以榨油为主ꎬ近年来ꎬ食用花生的比例不断提高ꎬ目
前大约占花生总量的 ３０％ ꎬ另外ꎬ我国约 ７％的花生

用于出口ꎬ食用花生和出口花生对原料的籽粒大小、
形状以及营养品质都有一定要求ꎮ 美国花生大部分

做食用ꎬ要求蛋白质含量高ꎬ含糖量高ꎬ脂肪含量低ꎬ
这也是食用花生营养品质的一致认同指标ꎮ 我国的

食用花生标准ꎬ将蛋白质大于 ２６％ 、２３％ ~ ２６％ 、小
于 ２３％分别定义为一级、二级和三级[２]ꎮ 在籽粒大

小和形状方面ꎬ我国的食用花生标准ꎬ将百仁重大于

８０ ｇ、５０ ~ ８０ ｇ、小于 ５０ ｇ 分别定义为大型仁、中型

仁和小型仁[３]ꎮ 熟制花生要求花生籽仁为椭球形ꎮ
加工用花生等级规格也对花生籽仁的规格进行了分

级定义[２４]ꎮ
糖果加工业偏好椭圆形、末端光滑、平均百仁重

量 ５５ ｇ 以上、大小均匀的籽粒为原料[２５]ꎬ弗吉尼亚

型大花生也是我国出口花生的优选类型ꎮ 根据籽仁

长宽比、圆度值及其标准差ꎬ普通型农家或中间型育

成品种应为组配亲本的适宜类型ꎮ 本研究按照中型

仁、椭圆形的标准初步筛选适合糖果加工的品种形

态和营养品质性状ꎬ获得 １０７ 个备选品种ꎬ可做为糖

果加工型品种及出口专用型品种选育的亲本备选类

型ꎬ但仍需进一步提高油酸含量ꎬ降低粗脂肪含量ꎮ
利用海花 １ 号与高油酸供体开农 ０１６ 配制杂交组

合ꎬ已成功选育出经加工企业评价适合糖果加工需

要的高油酸花生品种豫花 ６５ 号ꎮ
本研究重点考察了影响花生营养品质的脂肪含

量、蛋白质含量及油酸含量ꎬ并评估了籽仁大小和外

观性状在种质资源中的分布状况ꎬ为食用型花生品

种选育提供亲本选择依据和资源材料ꎮ 其他营养和

感官品质(甜度、脆度、细腻度等)对食用花生的口

感及加工产品特性也有非常显著的影响ꎬ籽仁皮色

也是重要的外观指标[２６]ꎬ本研究没有涉及相关内

容ꎬ其他性状及指标的检测和评价尚待进一步研究ꎬ
相关种质资源也需进一步研究挖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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