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是我国向日葵的主产区，有着悠久的

种植向日葵经验，向日葵已经成为吉林省西部地

区的主要创收作物。食用型向日葵 JK102 不单有

着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商品性状，同时它还是一

个综合抗性良好的新品种，特别是对向日葵寄生

性恶性杂草列当具有良好的抗性。列当是目前制

约我国食用型向日葵生产的主要因素，JK102 的

应用与推广不仅为吉林省乃至全国的向日葵产业

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还可为向日葵产区的

农民增收作出贡献。

1 选育经过
JK102 是吉林省向日葵研究所 2008 年利用不

育系 08011A 与稳定食用型恢复系陆续配置一些

杂交组合，经过 2 年多点次产比试验，结果显示

“08011A×702R”组合配合力明显好于其他组合，

且综合抗性很好。特别是列当的发病株率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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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吉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可以在吉林

省及周边向日葵种植区推广。

2 品种特征特性
JK102 为早熟品种，平均生育日数 93.6 d。平

均株高 156.85 cm、花盘直径 20.8 cm、茎粗 2.50

cm、叶数 26.1、百粒重 15.1 g、单头重 94.3 g、结

实率 73.2%、子仁率 49.0%、粒长 2.15 cm、粒宽

0.90 cm。子实蛋白含量为 15.83%。该品种综合抗

性好，田间自然发病结果显示对向日葵列当、黑斑

病、锈病和黄萎病有较好的抗性。

3 产量试验结果
3.1 吉林省向日葵品种区域试验

2010～2011 年参加吉林省向日葵区域试验。结

果表明：两年 9 个点次 9 个增产。两年区试的平均产量

2 085.51kg/hm2，两年平均比对照增产 22.93%。
3.2 吉林省向日葵品种生产试验

2011 年参加吉林省向日葵生产试验。结果平

均产量 2 130.53 kg/hm2，比对照增产 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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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 Report of a Confectionery Sunflower Variety‘JK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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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ectionery sunflower variety 'JK102' was developed by Jilin Provin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nflower by crossing the CMS line '08011A' and restorer line '702R'. The variety has the

features of high yield and resistant to diseases. In the provincial production test, its yield is 2130.53

kg/ha, which is 32.03% more than th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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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JK102 吉林省向日葵区域试验产量结果

年 份 试 验 地 点
JK102 产
量(kg/hm2)

对照产量
(kg/hm2)

比对照
增 减(%)

2010 吉林省向日葵研究所 1 472.22 1 155.56 27.40
大安市良种场 2 449.95 2 110.05 16.11
通榆农业技术推广站 3 075.04 2 897.95 6.11
长岭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1 404.35 1 384.26 1.50
平均 2 100.39 1 906.16 10.19

2011 吉林省向日葵研究所 1 615.28 1 155.56 39.78
洮南农业技术推广站 2 556.67 2 058.33 24.21
大安市良种场 1 530.00 945.00 61.90
通榆农业技术推广站 2 001.00 1 450.50 37.95
长岭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 650.20 1 825.10 45.20
平均 2 070.63 1 486.90 39.26

两年平均 2 085.51 1 696.53 22.93

表 2 2011 年 JK102 吉林省向日葵生产试验产量结果

试验地点
JK102 产量

(kg/hm2)
增减产

(%)
对照产量
(kg/hm2)

试验
面积(m2)

吉林省向日葵研究所 1 787.50 33.23 1 341.67 150
洮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 754.24 22.79 2 243.10 150
大安市良种场 1 470.67 32.02 1 114.00 150
通榆县种子管理站 2 100.00 35.05 1 555.00 150
长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 541.50 40.00 1 814.80 150
平均 2 130.53 32.03 1 613.73 150

4 抗病性鉴定
2011 年 JK102 田间自然发病情况：菌核病发

病株率 0(盘腐型)；黄萎病病情指数 3.5；黑斑病病

情指数 22.9；褐斑病病情指数 35.4；锈病病情指

数 19.4。

5 栽培技术要点
5.1 播期及播量

生产田适宜播期 6 月中上旬，播种量 3～4

kg/hm2。播种前晒种 l～2 d，以提高种子发芽率。
以种子量 0.5%的 40%菌核净可湿性粉剂或以种

子量 0.3%的 35%甲霜灵拌种，可防治菌核病、霜

霉病。
5.2 栽培密度

一般垄作，保苗 2.2 万～2.4 万株 /hm2。按肥

地宜稀、薄地宜密的原则。最好轮作 3 年以上。
5.3 施肥

一 次 性 施 向 日 葵 专 用 复 合 肥 300～400

kg/hm2，或每公顷施磷酸二铵 130 kg、硝酸铵 20

kg 和硫酸钾 60 kg。及时进行田间管理，做到两铲

两趟。
5.4 田间管理

生育期做到两铲两趟，开花期如果自然界中

昆虫数量不足，要做 2～3 次的人工辅助授粉。
5.5 收获

当花盘背面发黄、花盘边缘微绿、叶片发黄、
种仁无过多水分时收获。收获后应及时晾晒，以便

储藏销售。
5.6 适应区域

适合在吉林省及邻近的向日葵产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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