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品种选育经过

洮葵 1 号是吉林省农科院旱地农业研究中心

以三道眉为原群体，选择优良变异株，经半分法选

育 而成。2002～2004 年 进 行 产 比 试 验 ，2004～
2006 年参加吉林省向日葵区域试验，2005～2006

年进行多点生产示范。经多年试验，洮葵 1 号综合

性状好，增产显著、特点突出。2007 年 1 月通过吉

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准予推广。

2 产量表现

2.1 产比试验

2002～2004 年在所内试验区进行产比试验，平

均产量 2 632.5 kg/hm2，比对照三道眉增产 16.1%。
收获比三道眉早 3～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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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吉林省向日葵区域试验及生产示范

2004～2006 年参加吉林省向日葵区域试验，

3 年 15 点次平均公顷产量 2 589.6 kg，比对照品

种三道眉增产 15.2%，生育期比三道眉短 4～5 d。
2005～2006 年进行多点生产示范，平均公顷产量

2 596.0 kg，比对照品种三道眉增产 14.9%。

3 特征特性

3.1 植物学特征

植株高 2.30 m 左右，茎粗 3.2 cm，叶片 35

片，花柱与花粉呈黄色，叶片较大，呈心形，植株繁

茂，叶色浓绿，无分枝。从出苗到成熟 113 d，需有

效活动积温 2 100℃·d 以上。
3.2 经济性状

花盘直径 21～24 cm。籽粒长锥形，种皮黑白

条纹相间，子粒长 2.4～2.8 cm，百粒重 18.2 g，籽

仁蛋白质含量 26.68%，籽仁率 53.8%，籽粒较饱

满，稳产性好，品质优良。 (下转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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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洮葵 1 号是吉林省农科院旱地农业研究中心选育而成的食用型向日葵新品种，经多年试验，洮葵

1 号具有粒大、高产、生育期适中、抗病性强和适应性广等优点，是目前食用向日葵中籽粒较大的品种，具有很

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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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okui 1’is the new edible sunflower variety bred by the Arid Land Agriculture Re-

search Center,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of Jilin Province. After many years’experiments,

'Taokui 1' shows superio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big grain, high yield, moderate period of duration, dis-

ease-resistant and the wide suitability. 'Taokui 1', which is the bigger grain edible sunflower at present,

has very high value to be wide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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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抗病性

2005～2006 年经白城市植保站田间鉴定结

果表明：洮葵 1 号高抗褐斑病，抗菌核病。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选地

洮葵 1 号具有抗旱、耐瘠薄的特点，对茬口要

求不严格，一般地块均可种植，但避免重茬、迎茬，

低洼易涝地块也不宜种植，上茬施过杀双子叶杂

草除草剂的地块不能种植。
4.2 整地、施肥

洮葵 1 号根系较发达，播种前深翻地 20～25

cm，结合翻地每公顷施入农家肥 30 000～40 000

kg。播种时施种肥葵花专用肥 200 kg/hm2，条施、
穴施，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害虫较多的地块，可结

合翻、耙地施入辛硫磷乳油毒土防治地下害虫。
4.3 播种

大田最早播种必须在 10 cm 土层连续 5 d 稳

定通过 10℃后方可播种，但各地区要因地制宜调

整好播种期，使开花授粉期避开雨季。吉林省最适

播种期为 6 月 1～15 日，辽宁最适的播种期在 6

月 10～25 日。
4.4 种植密度

肥沃地块每公顷保苗 18 000～20 000 株，贫瘠

地块每公顷保苗 22 000～24 000 株。采用垄上开沟

点播的方式播种，覆土 4～6 cm，稍晾后镇压保墒。
4.5 中耕除草

在苗期应中耕 2~3 次，一对真叶期间苗，二对

真叶期定苗，实行早铲早趟，最后一次中耕应深培

土，防止倒伏。

4.6 灌水

向日葵抗旱、耐盐碱，但关键时期缺水会造成

大幅度减产，特别是现蕾至开花期如天气干旱应

及时灌水，有条件的地块应在现蕾期、开花期、灌

浆期灌 3 次水更好。
4.7 病虫害防治

主要通过秋耕深翻、轮作和调整播种期等农业

措施减轻病虫害。结合化学方法进行防治：播种时可

用霜霉灵、甲虫灵等拌种防治霜霉病、黄萎病。苗期

发现地老虎等地下害虫，可用敌敌畏乳油喷施或

90%晶体敌百虫拌谷糠制成毒饵撒施于田间。
4.8 授粉与收获

向日葵是虫媒异花授粉作物，主要以蜜蜂传

粉为主，开花授粉时为保证充分传粉结实，每公顷

生产田最好有 1～2 箱蜂源，或进行 2～3 次人工

辅助授粉，以提高结实率。当茎秆、花盘背部变

黄、叶片衰老、籽粒外壳变硬时，及时收获和晾晒，

防止霉变和鸟鼠害。

5 适应地区

根据试验示范结果，洮葵 1 号主要适应吉林

省各个产区及内蒙、黑龙江、辽宁等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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