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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项目

公 示

项目名称：山花 9号等抗旱高产花生新品种培育与推广应用

提名单位：山东农业大学

项目简介：我国油料自给率只有 35%左右。花生总产居世界第一、居我国油料作物第

一，在保障我国油料供给安全、降低油料国际依存度过高的风险、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

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由于花生种植主要分布在丘陵山区和平原沙土地，干旱胁迫严重影

响花生产量，因干旱减产达 20%—50%，致使我国平均单产只有花生高产潜力的三分之一。

本成果针对培育抗旱节水、高产专用品种的迫切需求，历经 20 余年研究，创新了抗旱

育种理论和技术，育成 6个新品种，实现了大面积推广应用。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一、育成 6个抗旱节水高产优质专用花生新品种。分别为抗旱节水高产油食兼用型

花生新品种山花 9号，抗旱节水高产油用型花生新品种山花 11 号和山花 12 号，抗旱节

水高产出口食用型花生新品种山花 7 号、山花 13 号和山花 8 号，先后通过省级审定及

国家登记。均为山东省主导品种和中央财政良种补贴品种。抗旱节水性达到 1级或 2级，

抗旱节水性提高 4.2%—27.2%。丘陵旱地及平原高产田均表现较高的产量潜力，创三项

高产纪录。山花 9 号在山东省年推广种植面积占全省花生面积的 32.4%，连续多年年种

植面积居全国第一位。

二、系统鉴定评价了花生种质资源的抗旱性及抗旱性状，挖掘了重要抗旱种质资源

53 个，创制新种质 36 个，构建关联分析群体及表型数据库和基因型数据库，开发出与

抗旱性或抗旱性状相关的分子标记 49 个，挖掘鉴定抗旱相关的转录因子及功能基因 7

个。研究明确了影响抗旱性的关键性状和指标，解析了重要种质和育成品种的抗旱机制，

提出了聚合优异性状和基因实现抗旱性、补偿生长能力、水分利用效率和产量潜力协同

提高的育种策略。建立了花生抗旱鉴定方法和技术，创建了抗旱鉴定评价指标体系和抗

旱节水高产高效聚合育种的技术体系，提高了抗旱育种效率。

三、研发集成了花生新品种配套技术，创新推广模式，实现了花生新品种大面积推

广应用。研究明确了新品种生理生态特性及其与气象因子的关系，围绕高效利用花生生

长季节降水等自然资源，研发集成肥效后移及膜下滴灌等配套栽培技术。研发了适应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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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动态变化的播期和生育进程智能决策模型，为高效合理利用自然降水及光热资源实现

避旱和促进补偿生长的高产栽培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方法。创新了全产业链联动服务

推广模式，实现了新品种和配套技术的大面积推广，推动了花生品种的更新换代。

获植物新品种权 3件，软件著作权 3件，农业部主推技术 3项，山东省主推技术 4

项，发表论文 136 篇。累计推广 8978.4 万亩，产生社会经济效益 153.6 亿元。

客观评价

1、成果得到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由张新友院士任组长，赵振东院士

和廖伯寿研究员任副组长，刘立峰教授等7位专家组成成果评价委员会对项目创新性给

予了高度评价，评价结论如下：1）育成6个创新性突出的抗旱节水高产优质花生新品种，

其中山花9号为抗旱性达到一级的油、食兼用型品种，山花11、12号为抗旱性达到一级

的油用型品种，山花7、8、13号为抗旱性达到二级的高蛋白食用（出口）型品种。6个

品种节水率为4.2％-27.2％，均被遴选为主导品种和良种补贴品种，实现了北方产区抗

旱品种的合理搭配和互补配套。2）系统研究集成了基于花生产量及其稳产性的抗旱性

关键评价选择指标体系及技术方法，发掘和创制出抗旱特异种质80余份，解析了不同花

生品种抗旱性的植株形态、生理生化和分子机制，挖掘了一批与抗旱性密切相关的分子

标记和功能基因，明确了根系发育、叶片厚度与结构、渗透调节能力和抗氧化能力等抗

旱性关键选择指标，丰富了花生抗旱性遗传改良的理论和技术。3）建立了适应降水动

态变化的播期和生育进程智能决策模型，研发集成了适期晚播、肥效后移等新品种高产

高效配套栽培技术，创新了品种推广模式，实现了品种和配套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

加速了品种更新换代。4)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品种抗旱性与丰产性的协同

改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育成的新品种是山东省、河北省实施中央财政良种补贴项目的招标品种。

2011-2014年，山东省实施中央财政花生良种补贴项目中，山花9号、山花7号、山花8号、

山花11号、山花12号和山花13号等6个品种遴选为良种补贴品种，山花9号是全省良种补

贴面积最大的品种，占全省年补贴面积的26.3%。山花7号、山花9号、山花13号被河北

省遴选为实施中央财政良种补贴项目招标品种。

3、育成品种及栽培技术在推动花生产业高产高效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山花9号

等6个新品种均在多个年份被山东省农业厅、科技厅发布为主导品种。自2008年起山东

省以县为单位实施农业部下达的全国花生高产创建活动，山花7号、山花9号、山花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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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多点作为高产创建品种。2010年-2018年，山花9号、山花7号、山花8号、山花

11号、山花13号等多年度列入山东省农业厅发布的花生生产技术意见，向社会发布推广。

项目研发的花生适期晚播避旱增产栽培技术等3项技术被国家农业农村部选为主推技

术，有4项技术被山东省农业厅和科技厅选为为农业主推技术，向社会发布推广。

4、新品种的商品性好，被鲁花、金胜等加工、出口企业优先利用。新品种市场需

求大，先后有50多家种子企业签订生产经营许可协议，有效推动了新品种的推广。

推广应用情况

在中央财政良种补贴项目、农业部花生高产创建活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和省

农业良种工程等项目支持下，建立大型良种繁育基地和高产示范片，加强配套栽培技术

集成和指导，山花9号等高产抗旱花生新品种得到快速推广应用。以山东省为中心，先

后有十多个省推广种植，已成为北方花生主栽品种。山花9号等6个花生新品种及配套技

术累计推广8978.4万亩，产生社会经济效益153.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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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排名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万勇善 1 山东农业大学 无 教授

完成项目总体设计，制定方案，组织试验实施。作

为主要育种人完成山花9号等6个花生新品种的选

育；完成花生品种抗旱节水生理机制研究，创建了

抗旱节水高产高效聚合育种技术体系；完成花生新

品种配套技术研发和部分推广任务。

刘风珍 2 山东农业大学 无 教授

协助完成项目总体设计、制定实验方案及实验实

施。作为主要育种人选育山花 12 号、山花 13 号新

品种；完成分子水平上抗旱机制解析，明确新品种

优异性状和基因聚合的路径；完成部分推广任务。

张昆 3 山东农业大学 无 副教授

作为主要育种人参与山花 11 号、山花 12 号、山花

13 号等新品种的选育，承担品比试验、多点鉴定

等；完成部分品种和种质的鉴定评价、新品种生理

生态特性及其物候期与气象因子的关系研究；参与

制定新品种的配套栽培技术规程。完成部分推广任

务。

骆璐 4 山东农业大学 无 其他

完成抗旱相关转录因子及功能基因的克隆与鉴定；

从组学角度对花生抗旱机制开展研究，构建了花生

干旱胁迫响应调控基因与产量调控相关基因之间

的互作关系网络。

张秀荣 5 山东农业大学 无 讲师

完成花生种质资源抗旱性与抗旱性状鉴定与评价，

承担抗旱相关分子标记开发与品种指纹图谱构建

工作。

厉广辉 6

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生物技术研究

中心

无
助理研究

员

完成新品种的抗旱性鉴定，从叶片形态、根系形态、

生理特性及光合特性等解析花生抗旱的机制，建立

了部分花生抗旱鉴定方法。

邱俊兰 7
威海市种子管理

总站
站长

高级农艺

师

完成部分新品种的配套技术集成、示范推广、高产

创建、技术培训等任务。

矫岩林 8 山东省烟台市农 无 高级农艺完成了部分新品种多点鉴定、基地建设和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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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学研究院 师 工作。

尹秀波 9
山东省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
科长

高级农艺

师

完成部分新品种的示范推广、高产创建、技术传播、

培训等任务。

徐加利 10
威海市种子管理

站
站长

农业推广

研究员

完成了部分新品种多点鉴定、基地建设和示范推广

工作。

史庆玲 11
河南省种子管理

站
无 农艺师

完成部分新品种的配套技术集成、示范推广等工

作。

丁凯 12
安徽省新世纪农

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

总经理

推广研究

员

完成部分基地建设、新品种多点鉴定、良种繁育、

示范推广等工作。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主要完成单位：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是该项目的独立完成单位，负责项目的整体设计与实施工作，组织项

目组全体人员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的推广应用。

（1）育成 6 个抗旱节水高产优质专用花生新品种，均通过省级审定和国家登记，

均为山东省主导品种和中央财政良种补贴品种，抗旱性达到 1级或 2级。山花 9号为油

食兼用型品种。山花 11 号和山花 12 号为高产油用型花生新品种。山花 7号、山花 8号

和山花 13 号为出口食用型品种。

（2）系统鉴定评价了花生种质资源的抗旱性及抗旱性状，挖掘了重要抗旱种质资

源 53 个，创制新种质 36 个，开发出与抗旱性或抗旱性状相关的分子标记 49 个，挖掘

鉴定抗旱相关的转录因子及功能基因 7个。解析了重要种质和育成品种的抗旱机制，提

出了抗旱育种策略，创新了花生抗旱生理育种理论。建立了花生抗旱鉴定方法和技术，

创建了抗旱鉴定评价指标体系和抗旱节水高产高效聚合育种的技术体系。

（3）完成花生新品种配套技术研究，创新推广模式，实现了花生新品种大面积推

广应用。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万勇善、刘风珍、张昆是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花生科研团队核心成员，长期合作承

担科研课题、培养研究生、教学、社会服务等工作，是本成果 6个花生品种的主要培育

者、育种技术和配套栽培技术的主要创制者。骆璐、张秀荣、厉广辉均是万勇善、刘风

珍培养的博士或博士后，在读及工作期间与万勇善、刘风珍等合作完成花生种质鉴定、

抗旱生理、分子机理研究以及解析重要种质和育成品种抗旱机制等，合作承担多个项目、

发表多篇论文。邱俊兰为威海市种子管理站技术人员，与万勇善、刘风珍等合作完成新

品种多点鉴定、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示范推广、高产创建等工作。矫岩林为烟台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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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院花生科研人员，与万勇善、刘风珍等合作完成新品种多点鉴定、基地建设、

示范推广等，与万勇善合作发表论文。尹秀波为山东省农技总站技术人员，与与万勇善、

刘风珍等合作完成新品种配套技术集成、示范推广、高产创建、技术传播、培训等工作。

徐加利是泰安市种子管理站技术人员，与万勇善、刘风珍等合作完成良种繁育示范推广、

基地建设、高产创建等。史庆玲是河南省种子管理站技术人员，与万勇善、刘风珍等合

作承担项目，完成新品种河南省引种繁育及试验示范推广等工作。丁凯是安徽新世纪农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与万勇善、刘风珍等合作完成花生新品种安徽省引种及示范推广等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