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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试验站站长：卯旭辉，汉族，甘肃武

都区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向日葵杂

交种选育与示范推广工作。通过长期不

断努力，选育油葵杂交新品5个，食葵

杂交种3个，制定地方标准3项。荣获甘

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兰州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1项和第四届兰州市青年科

技奖，2016年被甘肃省农牧厅评为“全

省12316工作优秀专家”。发表科技论

文30余篇。现为国家特色油料产业技术

体系向日葵兰州综合试验站站长。 



一、向日葵分类与分布 

 向日葵分类 
 按习惯分：野生向日葵和栽培向日葵 

 按选育途径分：常规种、杂交种 

 按熟期分极早熟种（85d以内），早熟种（86-100d），中早熟种（101-

105d）；中熟种（106-115d）;中晚熟种（116-125d）；晚熟种（126d以上） 

 按用途分：食用型向日葵；油用型向日葵；中间型向日葵；观赏型向日葵。 

 



一、向日葵分类与分布 

 我国向日葵分布 

           向日葵具有耐盐碱、耐瘠薄、抗干旱适应性强等特性,籽实含油率高,

油质优良,许多国家广泛种植,现以成为世界第4大油料作物(仅次于大豆

、油菜、花生)。我国向日葵种植面积排在俄罗斯、阿根廷、印度和美国

之后,居第5位，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河北、

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等地区。 



二、向日葵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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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日葵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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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生产总量情况 

2016年我国向日葵总产

量298.97万吨，占世界

总产量的6.54%，甘肃

向日葵总产量18.49万

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6.18%。 



二、向日葵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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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国单产平均

2593kg/公顷，较世界

平均单产1776.91kg/公

顷高出45.9%，甘肃单

产为3370kg/公顷，较

全国平均单产高出

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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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向日葵经济价值及用途 

 嗑食或提取食用油脂 

 食用型向日葵（食葵）主要用作为休闲食品进行炒食，油用型向日葵（油葵）主

要用于提取食用油脂，剥壳型向日葵主要剥取籽仁。油葵籽实含油量40-50% ，

富含近90%不饱和脂肪酸 ，其中含亚油酸60.0-70.0%、油酸20.0-30.0% 。油酸

和亚油酸属于人体必需脂肪酸 。参与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有助于人体排除胆固醇

及其产物,可以软化血管,减轻动脉硬化,有助于防治冠心病；因此被称为食用保健

油。  

 



三、向日葵经济价值及用途 

 葵花籽营养 

 葵花籽仁含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优质蛋白、钾、磷、钙、镁、硒元素及

维生素E、维生素B1等营养元素；  

  其所含丰富的钾元素对保护心脏功能，预防高血压颇多裨益；  

  葵花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有防止衰老、提过免疫力、预防心血管疾病

的作用；  

 葵花籽仁中所含植物固醇和磷脂，能够抑制人体内胆固醇的合成，防止血

浆胆固醇过多，可防止动脉硬化；  

  葵花籽仁还有调节脑细胞代谢，改善其抑制机能的作用，故可用于催眠。 

http://www.baike.com/sowiki/%E9%92%BE?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7%A3%B7?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9%92%99?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9%95%81?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7%A1%92?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5%BF%83%E8%84%8F?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7%A3%B7%E8%84%82?prd=content_doc_search


三、向日葵经济价值及用途 

 作工业原料 

 向日葵油具有良好的干性油的特性,在加工工业中也具有广泛的

用途。可以用来制造油漆、制革、塑料、树脂、胶片聚脂、印刷

油、润滑油、香料、肥皂及蜡烛，茎杆可开发新型板材及用于生

产纸浆等。 



三、向日葵经济价值及用途 

 作饲料 

 花盘和葵花籽油饼都是家畜的优质饲料, 葵花籽油饼含有丰富的营养，其

中含有7%-9%粗蛋白、6.5%-10.5%粗脂肪，17.7%粗纤维，43.9%无氮

浸出物，2.4%-3%果胶，是饲养家畜的良好饲料。 

 医用价值 

 葵花籽中的亚油酸能起到预防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

维生素E具有抗衰老作用。 

 向日葵的花、花盘、种子、茎叶、茎髓、根均可入药。种子油可作软膏的

基础药；茎髓可作利尿消炎剂；叶与花瓣可作苦味健胃剂；果盘（花托）

有降血压作用。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栽培环境要求 

 品种选择 

 栽培模式 

 种植方法 

 田间管理 

 收获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栽培环境    

 光照：向日葵属于短日照作物，但一般品种特别是早熟品种对日

长反应不敏感。向日葵喜光，在一定的光强范围内，随光强的增加

，光合作用增强。向日葵的幼苗、叶片、花盘都有强烈的向光性，

头部向着太阳旋转，直到管状花开始授粉，花盘渐重，向日性减弱

乃至停止。向日葵喜欢充足的阳光，其幼苗期日照充足，幼苗健壮

能防止徒长；生育中期日照充足，能促进茎叶生长旺盛，正常开花

授粉，提高结实率；生育后期日照充足，子粒充实饱满。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温度： 向日葵对温度的适应性较强，是一种喜温又耐寒的作物。种子

在5-10℃以下即能发芽，幼苗可耐-2℃的低温。随温度升高，生长发育加

快。据陈建忠等1997研究，日平均气温与植株发育速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极早熟品种要求≥10℃积温1850℃以上，早熟品种2000 ℃以上，中熟品种

2150℃以上，中晚熟品种2 300 ℃以上 。向日葵在整个生育过程中，只要

温度不低于10℃，就能正常生长。在适宜栽培温度白天18～30℃，夜间10

～18℃，温度越高，发育越快。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0&is_app=0&jk=568097f62213b08a&k=%C4%CD%BA%AE&k0=%C4%CD%BA%AE&kdi0=0&luki=1&mcpm=0&n=10&p=baidu&q=baidusiteerror_cpr&rb=0&rs=1&seller_id=1&sid=8ab01322f6978056&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853701&tu=u1853701&u=http%3A%2F%2Fnzw%2Efunonglu%2Ecom%2Fxrk%2Fszhj%2Ehtml&urlid=0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水分：向日葵是抗旱力较强的作物，种了发芽约需吸收种子本身重量

56%的水分。从出苗至现蕾前是抗旱能力最强的阶段，干旱有利于蹲苗

壮秆，促进根系发育。现蕾至开花需水量最大，约占总需水量的60%左

右；开花结束至成熟占20%左右。向日葵对土壤要求不严格，除了低洼

地或积水地不宜种植外，一般土壤均可种植，甚至在含盐量0. 5%的土

壤上也能生长结实，但以土层深厚、结构良好、肥力较高的壤土为佳。 

如果水分不足，不仅影响产量，而且还降低油 脂含量。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土壤  向日葵对土壤要求不严格，在各类土壤上均能生长，从肥

沃土壤到旱地、瘠薄地、盐碱地（PH5.5-8.5,土壤含盐量0.5%

）均可种植。有较强的耐盐碱能力。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dclass=0&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0&is_app=0&jk=568097f62213b08a&k=%D6%D6%D6%B2&k0=%D6%D6%D6%B2&kdi0=0&luki=10&mcpm=0&n=10&p=baidu&q=baidusiteerror_cpr&rb=0&rs=1&seller_id=1&sid=8ab01322f6978056&ssp2=1&stid=9&t=tpclicked3_hc&td=1853701&tu=u1853701&u=http%3A%2F%2Fnzw%2Efunonglu%2Ecom%2Fxrk%2Fszhj%2Ehtml&urlid=0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营养需求：花盘形成至开花期吸收营养物质最多，占全部

营养物质的３/４。幼苗期吸收营养很少，出苗至花盘形成需磷

最多，花盘形成至种子蜡熟期吸收钾最多。为保证向日葵优质高

产，籽仁饱满充实，应注意施全肥，前期以磷为主，中后期以氮

、钾为主。 

          向日葵是喜钾作物，相对于其它作物需多施钾肥，钾能增强

向日葵抗逆性（抗病、抗盐碱、抗旱、抗倒伏）。促进光合作用

，提高CO2的同化率。。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选地轮作备耕 

 轮作 

        向日葵连作会使土壤养分特别是钾素及某些中微量元素过度

消耗，地力严重下降。连作会使向日葵病害如菌核病、锈病、褐

斑病、霜霉病以及向日葵螟、蛴螬、小地老虎等危害加剧。由于

病虫草害及钾肥不足往往减产。因此，要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必需要实行轮作，一般轮作要求至少3年以上。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选地 

           向日葵较抗盐碱、耐瘠薄，适应能力较强，对前茬的要求不

严。但从防治病虫草害方面考虑。试验证明轮作倒茬有利于减轻

病虫害的发生和传播。 

（1）向日葵一般与小麦、玉米、大豆、高粱、谷子等轮作较好。甜

菜及深根系作物不宜作为向日葵的前茬；向日葵黄萎、菌核病严

重时油菜、马铃薯、烟草不能作为向日葵的前茬。 

（2）选择土地平整，地力均匀的壤质地块。 

（3）尽量选具有灌溉条件地块。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整地 

          向日葵植株繁茂，根系发达，深翻地可促进根系发育，避免根

浮生在土壤上层遇风发生倒伏，选好地在秋季进行耕翻灭茬平整

，耕翻深度为25cm～30cm，深翻对菌核病发生严重的地块有预

防效果。冬灌后及时进行耙磨镇压以便保墒。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施肥 

 需肥特性  

       每生产100公斤向日葵籽实，需纯氮（N）3~8公斤，磷肥（

P2O5）1.5~2.5公斤，钾肥（K2O）6.3~13.9公斤，平均为4.4、

1.7和9.7公斤。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施肥技术 

（1）基肥  以有机肥为主，可以为向日葵持续提供养分。基肥施用量，一般亩

施腐熟农家有机肥1500~2000公斤。施用方法有撒施和条施，施后耕翻。 

（2）种肥  磷酸二铵、磷酸一铵、重钙和三元（或多元）复合肥一般做种肥。

其用量以复合肥中的磷素满足向日葵需求为准。氮素和钾素种肥占40%~50%

，剩余进行追施。 

（3）追肥  氮肥和钾肥除种肥施入的外，剩余占总量的50%~60%在生育期进行

追施。对于黄灌区、大水漫灌种植区或雨养种植区一般在向日葵现蕾期之前

后追施。采用水肥一体化种植的从现蕾期开始分多次进行随水追施。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推荐施肥量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灌水方式 基肥 苗期 现蕾
期 

初花
期 

盛花
期 

灌浆
期 

雨养 √ √ 

黄灌（或大水
漫灌），2次 

√ √ 

滴灌或喷灌，
4-6次 

√ √ √ √ √ √ 

•表2 氮肥和钾肥施肥次数和施肥时期建议表 

施肥时期

和次数： 

根据灌溉方式

确定氮钾肥分

1-6次施用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土壤基础养
分供应级别 

黄灌或大水漫灌，
2次施肥，基肥：

追肥 
滴灌或喷灌，随水施肥4-6次 

高 2：3 1.5：1.5：1：1 

中 2：3 3：2：2：2：1 

低 1：1 3：1.5：1.5：1.5：1.5：1 

施肥比例 

施氮钾肥比例由土壤

基础养分供应等级确

定，根据土壤质地、

颜色和有机质含量的

低中高确定土壤基础

地力低中高，进而根

据土壤地力低中高确

定氮肥的基肥和追肥

比例。 

土壤基础养分供应与氮素基追比的对应关系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播前除草 

          除草方法： 结合播前整地，每亩

用48%氟乐灵乳油150-200毫升，或

每亩用48％地乐胺(仲丁灵)乳油200

～300毫升，兑水30-40升。均匀喷

布土表，一边喷药一边耙地，然后

覆膜。施药后7天左右即可播种。氟

乐灵下茬不宜种谷子、高梁等敏感

作物，地乐胺对后茬作物无影响 。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播种 

 品种选择 

            根据市场情况、无霜期长短、病虫害危害情况等确定。建议在购买

种子时尽量不要买散装种子，而要购买正规种子企业生产包装的种子，

种子袋均标明品种名称、品种特性、栽培要点、质量标准与注意事项及

生产日期等，目前种植面积较大的食葵品种有：SH363，SH361，

JK601，JK108，3638C、九洋1号、陇葵杂4号等。油葵品种有：陇葵

杂3号、562、矮大头、S606等。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播前种子处理  

 播前晒种1-2天，能杀灭种子表皮病菌，促进种子发芽和增强种子活力，

并除去秕粒、破粒与杂质，也能有效提高出苗率。 

 药剂拌种：防止地下害虫危害，提高向日葵的出（保）苗率，亩用0.3%

的阿维菌素拌种或用辛硫磷乳油、水、种子以1：40：500的比例进行拌

种，拌种时边喷药边搅拌，使药液充分浸湿种皮，及时阴干播种，防治蛴

螬、地老虎、金针虫、蝼蛄和红蜘蛛等地下害虫。防治菌核病或黄萎病采

用25克/升咯菌腈悬浮种衣剂600-800毫升/100kg 种子进行包衣,或65%肟

菌·咪鲜胺按种子重量的0.3%进行拌种处理。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播种 

 播种时间  

        当0 ～ 10cm土层温度连续5天稳定在8～10℃时即可播种，一般在4月

中下旬至5月中旬，播期可根据所选用品种全生育期的长短、避开病虫

害高发期来确定。 

 播种方法 

 （1）人工穴播：这种方法机械覆膜后进行人工点播，但较费工，深浅不一

出苗一般不整齐； 

（2）机械覆膜精量点播：这种方法有机械施肥、覆膜、播种一次完成，一

穴一粒，需要精选种子，发芽率100%，保证粒粒出苗。这种方法株距

准确，深浅一致，出苗整齐，不需间苗，省工省时。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播种密度  

        一般采用大小行覆膜种植，食葵膜外大行行距80-100cm，膜上小行行

距40-60cm，株距45-50cm ，亩保苗1800-2400株；油葵膜外大行行距

60cm，膜上小行行距40cm，株距30-35cm ，亩保苗4000-4500株。 

 播种深度 

          向日葵是双子叶植物，而且种子出苗时带壳顶土，比单子叶植物小麦

、玉米难出苗，顶土力弱。在墒情好的前提下，播种宁浅勿深。深浅要

一致，才能出苗整齐，生长一致。播种深度，一般以3-5厘米为宜。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田间管理 

 查苗补苗 

       出苗时及时逐行检查，根据缺苗情况采取补救措施，成片成行缺苗的

要补种，缺苗少的要移栽补苗。 

 间苗、定苗 

       在出苗后2对真叶时间苗，3对真叶时定苗，并结合间定苗进行中耕除

草，如果是覆膜穴播，要防止播种后遇雨板结，及时放苗围土。 

 中耕锄草 

        中耕锄草，在整个生育期一般要进行中耕锄草2-3次，第一次是结合间

定苗时进行，第二次中耕除草在定苗后现蕾前结合灌水追肥时进行；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主要病害发生与防治 

          向日葵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受到病原生物的侵染或不良环境条件的持

续干扰，使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受到严重影响，在生理上和外观上表现出

异常，从而发生了病害，甘肃向日葵主要发生的病害有：向日葵菌核病、

黄萎病、霜霉病、锈病等，虫害有：地老虎、金针虫、草地螟、向日葵

螟，金龟子等，草害有：向日葵列当等。 近十年来，随着播种面积的不

断扩大，向日葵病害也逐年加重，这是向日葵生产上面临的严重形势，

也是一个难点问题，病害严重的地块会造成向日葵仔实品质下降，产量

锐减甚至绝收。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综合防控措施 

• 植物病害检疫 

• 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 

• 农业防治 

• 化学防治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 选育和利用抗病品种 

          选育和使用抗病品种防治农作物病害是最经济有效的措施。长期以来，

由于病源菌生理小种变异，抗病品种的抗病性丧失现象愈益突出，大大

缩短了抗病品种使用年限，甚至品种抗性丧失的速度超过了育种速度，

这是理论和实践上急待研究解决的课题。  

   （1）尽快改变抗源单一化和品种单一化的局面。 

   （2）注重多个高效基因的累加及多系品种的培育。 

   （3）进一步挖掘抗性较好的地方品种和农家品种，及其近缘种属所含有

效抗病基因。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 农 业 防 治  

          农业防治是一种最经济、最基本的防治方法。通过栽培方式和栽培制

度的改变，通过一系列栽培技术措施的合理应用，调节病原物、寄主和

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创造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而不利于病菌生存繁殖

的条件，减少病菌初侵染来源，降低病害的发展速度，从而减轻病害的

发生。    

           采取措施有：建立无病繁种田，繁育无病种子； 清除田间病株及病

源寄生物；采取适当栽培措施（适当调整播期，种植密度，轮作倒茬，

间作套种可减轻病害的发生，加强土水肥管理）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 化 学 防 治  

            使用化学药剂来防治植物病虫害即为化学防治。化学防治是目前农

业生产中一项很重要的防治措施，它具有作用迅速、效果显著、方法简

便等优点。化学药剂如果使用不当，容易造成对环境及果品和蔬菜的污

染，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如果长时间连续使用同一类药剂剂，容易

诱发病菌和害虫产生抗药性，降低防治效果。 



四、向日葵栽培技术 

 成熟收获 

      收获过早会影响饱满度，过

晚食葵会发生落粒和鼠害。

从植株的外部形态来看，葵

盘背面变黄，舌状花已脱落

，子粒变硬（含水率30%左

右），大部分叶片枯黄脱落

，这时表明已经成熟，可以

进行收获。 



五、向日葵主要病害的识别与防治 

 向日葵菌核病 

 向日葵黄萎病 

 向日葵锈病 

 向日葵霜霉病 

 向日葵列当 



1、向日葵菌核病防治 

         向日葵菌核病（Sclerotinia sclerotium）在世界

上许多国家都有发生，特别是生长季节低温高湿气候

条件下极易发生，是向日葵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菌

核病是一种兼性寄生菌，具有多感性。  



 1、向日葵菌核病防治 

 症状 

       对向日葵的侵害主要有以下几形式：根部腐烂、侵染茎中间部分和叶、

烂头及侵染子实。  

1.根腐 2.茎基腐 



3、茎腐 4、盘腐 

1、向日葵菌核病防治 



1、向日葵菌核病防治 

 田间发病原因 

 由菌核萌发侵染引起。 

 病菌以菌核状态在土壤、病

残组织及种子中越冬，在土

壤中一般可生活5～8年。 

 菌核萌发后产生一种菌丝。 

  菌核可产生子囊盘，成熟

后散发子囊包子。 

 



1、向日葵菌核病防治 

 发病条件 
 春季低温、多雨茎腐重，花期多雨盘腐重。 

 当气温在20℃、相对湿度达80%时，最适于

菌核的萌发，也是花盘发病最严重的时期。 

  尤其是在多雨之年，在一些低洼排水不畅、

通风透光不良和连年重茬或迎茬的地块上发

病率最高。7月～8月如果遇到多雨低温时，

发病率也最高。 

  菌核一般在1～3 cm土层中萌发产生子囊盘

的数量最多，埋入土中7cm以上很难萌发。  

 偏施氮肥会加重病害的发生，施用磷钾肥配

合微肥，可提高向日葵的抗病性。 

 



1、向日葵菌核病防治 

 防治措施  

          防治上应采取以控制田间菌源为基础，以调节生态环境为主，以化学保护为辅，

采取综合措施控制。 

 轮作 

     大区域内实行与禾本科作物轮作3 年～4 年。 

 选种及种子处理 

       收获前田间选择健株留种，单打单收，即可保证种子不带菌核，保证没有带病种

子。如事先没有选好种，则首先要将种子间夹杂的菌核剔除，然后用50%的多菌

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浸种4 小时。 



 防治措施 

 田间拔除病株 

         收获前10 天田间清除病株。方法是：拔除绝收的茎腐、茎基腐病株。盘腐病株应将

病斑带上4 cm的健部一并割除，如病斑较大应全部割除。割除的病株装入筐内或袋内，

带到田外深埋1 m。收获时再补做一次。 

 适时晚播 

        适当迟播使花期推迟，躲过雨季减少孢子侵染的机率。 

 麦葵间作 

        可在水浇地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采用1：1的种植比例将葵花套种小麦，即可增加

产值，又可降低葵花垄间小气候的相对湿度，减轻病害发生。 

  1、向日葵菌核病防治 



1、向日葵菌核病防治 

 防治措施 

 宽窄行种植 

      隔两垄去掉一垄。但要加大种植密度，仍保证有效株数不变。采用大小行方式

种植可通风减低田间湿度，减轻病害发生，还可充分利用边行效应增加产量，

在花期化学农药保护时便于喷药行走。 

 花期化学农药保护 

       对预测重发生的地块，应在初花期用50%的速可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喷洒，

药液必须喷洒在向日葵花盘的正面，间隔10天后再喷1次，防效可达85%左右。

还可用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500倍液喷雾，防效达75%左右。喷药后24小时内

如遇雨可再喷一次。 

     上述7项措施中，前3项是必须保证的基本措施，后4项可结合当地实际选择进行。  

 



2.向日葵黄萎病  

 分布与为害 

        向日葵黄萎病在我国吉林、辽宁、河北、甘肃和内蒙古等地都有

发生。 一般发病率10-30％左右，严重影响产量和质量。病原菌的寄

主十分广泛，除向日葵外，还有棉花、芝麻、番茄、茄子等大田作物

和蔬菜。  



2.向日葵黄萎病 

 症状 

        向日葵花盘形成期至子实成熟前易表现症状。先从植株下部叶片的叶

肉由浅绿变黄色，后变褐色，叶脉仍保持绿色。病情由下向上发展，最

后全株枯死。解剖茎基部和叶柄，其中维管束变褐色，而茎秆上部维管

束则未变色。  



 2.向日葵黄萎病 

 发病规律 

 病原菌在土壤、病株残体及种子中越冬。 

 播种后，病原菌直接从根毛、根表皮和伤口侵入幼苗，沿维管束向上扩

展蔓延，直到植株的花盘和子实。 

 凡地势低洼发病重，春播比夏播发病重，向日葵在开花成熟期间，平均

气温23℃左右，雨水多，发病增多。  



 2.向日葵黄萎病 

 防治方法 

 种植抗病品种 。 

 轮作倒茬：与禾本科作物实行3 a以上轮作。病残株应清除出田间烧毁。深翻土地。  

 药剂拌种: 

          用50%多菌灵或5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按种子量的0.5%拌种， 也可用80%抗

菌剂402乳油1000倍液浸泡种子30 min，晾干后播种。 

 土壤处理: 

          农抗120（又称抗霉菌素120 ）水剂50倍液，于播种前处理土壤，每667m2用对好

的药液300 L. 

 必要时用20%萎锈灵乳油400倍液灌根，每株灌对好的药液500 ml。  



3.向日葵锈病  

 分布与为害 

         向日葵锈病主要发生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等地

向日葵产区。其他零星种植地区也有发生。本病由向日葵锈菌真菌

侵染所引起。 



 3.向日葵锈病 

 症状 

 向日葵各生育期都能发生，特别是叶

片发生最显著。 

 苗期在子叶及第一对真叶正面出现黄

色病斑，其中产生微细小黑点，即病

菌的性孢子器。 

 随后在叶背面病斑处，生出许多黄色

小粒点，即病菌的锈孢子器。 

 夏初叶背面散生褐色小拖，小疮表皮

破裂后散出褐色粉状物，即病菌的夏

孢子堆和夏孢子。  



 3.向日葵锈病 

 病原与发生规律 

 病原Puccinia helianthi称向日葵柄锈菌，属担子菌亚门真菌。病原以

冬孢子在病残体上越冬，成为第二年的初侵染源。条件适宜时，冬孢子

萌发产生担孢子侵染幼叶，形成性子器。不久在病斑背面产生锈子器，

器内充满锈孢子。锈孢子飞散传播，也萌发侵染叶片，形成夏孢子堆。

夏孢子借气流传播，进行扩大再侵染。向日葵接近成熟时，在产生夏孢

子的地方形成冬孢子堆，又以冬孢子越冬。5—6月份多雨发病重。7月

中旬至8月中旬雨水多，病害发生严重。  



3.向日葵锈病 

向日葵锈病田间危害表现 



3.向日葵锈病 

 防治措施 

 选用抗病品种； 

 农业措施：   清除病株残体烧掉，并深翻土地。 

 种子处理： 

       2%立克秀可湿性粉剂按种子量的0.3%拌种，或25%羟锈宁可湿性粉剂按种子量

的0.5%拌种。 

 药剂防治:(发病初期，叶面喷施) 

      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雾。 

      25％萎锈灵可湿性粉剂400-600倍液喷雾。 

      20％萎锈灵乳油400-600倍液喷雾。  



4.向日葵霜霉病  

          向日葵霜霉病是一种具有流行病特征的病害。目前我国向日葵

霜霉病的发生还属于零星发生，但有潜在性的发展趋势，在甘肃

酒泉、天水、白银等向日葵产区也有发生。  



4.向日葵霜霉病  

 症状 

       病菌侵染植株后，在叶片背褪绿

部分出现一层白色霉状物，植株

表现矮小褪绿，节间面缩短，叶

片皱缩变硬，出现淡绿相间的花

斑。病斑面积和密度通常由底层

老叶到顶端幼叶逐渐增加，病斑

首先沿叶柄附近的叶脉出现，并

逐渐扩大，花盘皱缩变形、早衰、

籽粒空秕或不结实。 

 



田间症状表现 

4.向日葵霜霉病  



4.向日葵霜霉病   

 发病规律 

       向日葵霜霉菌随带菌的种子传播蔓延，霜霉菌以卵孢子在土壤内或病

株残体中越冬，也可以菌丝在种子内越冬，成为第二年的初浸染源，一

般早播发病轻，旱地发病轻。向日葵播种后遇有低温高湿条件，容易引

起幼苗发病，生产上春季降雨多，土壤湿度大或地下水位高或重茬地易

发病，播种过深发病重。向日葵进入成株期以后抗病性明显增强，温度

在16～26℃适其发病 。 



4.向日葵霜霉病  

 防治措施 

 选用抗病品种或杂交种； 

 合理轮作倒茬，结合间苗，拔除病株、残株，带出田外深埋处理，秋收

后清除田间病残体； 

 种子处理：可选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35%瑞毒霉等药剂拌种，用量

为种子重量的0.3%-0.5%； 

 喷药防治： 苗期或成株发病初期，喷洒58%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1000

倍液或72%克霜氰或72%霜霸可湿性粉剂700-800倍液进行防治。  



5.向日葵列当  

 分布与为害 

         向日葵列当在我国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河南、新疆、

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区都有发生。向日葵列当属于一年寄生性草本

植物。受害重的地块，株寄生率达72％-91％，每株向日葵上平均寄生

有的株列当，最多的达200多株。被寄生的向日葵植株矮小，花盘直径

也小，秋粒多，产量低，含油量下降。除为害向日葵外，还为害烟草、

番茄、红花、紫菊等植物。 



 5.向日葵列当 

 症状表现 

         向日葵开花期，向日葵根部土表上生出黄色、肉质粗茎，不

分枝，开紫花的草本列当，叶片退化，无真正的根，以吸根固着

在向日葵根部，吸收向日葵营养物质和水分。受害向日葵生长停

滞，严重时，在开花前枯死  



 5.向日葵列当 

 发生规律 

 每株列当能产生极小的深褐色种子上万粒。 

 种子在土壤中或混杂在向日葵种子间越冬。来年春季在向日葵生长过程

中，其根部分泌出的物质，能促进列当种子萌发，并产生吸根固着在向

日葵根上营寄生生活，向日葵开花期列当肉质茎伸出土面，很快开花结

实。 

 因而连作地列当种子多，发病重；干旱或施肥不当发病也多；向日葵品

种间抗病性有差异.  



5.向日葵列当 

向日葵列当田间表现 



 5.向日葵列当 

 防治方法 

 选用抗病品种； 

 农业措施 与禾本科植物轮作6－7a； 

 加强中耕除草，把列当在开花前锄掉。 

 药剂防治  

       在向日葵花盘直径达10厘米以上时，用0.2％ 2，4－D溶液喷洒列当植

株或土表，每667m2用药量300-350 kg。  



严格防控    安全生产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