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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吉林省在向日葵育种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分三个阶段回顾了过去近五十年的向日葵选育历程，分别于

20世纪 70年代填补了我国无向日葵杂交种的空白，80年代加强籽实产量和含油率提升的育种工作，90年代至今在新品

种选育和“二比空”栽培模式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并对抗性育种和栽培制度不合理等问题进行简要整理、分析；在此基

础上笔者建议未来吉林省向日葵育种方向应重视种质资源的保护、创制及利用工作，尤其是针对目前菌核病危害严重的

问题，尝试在野生近缘种中寻找相关抗性资源，并对其进行发掘和利用，结合“三系”杂种优势模式，借鉴国外育种公司繁

育及营销的成功经验，推动我省向日葵育种工作乃至产业的健康发展。希望对吉林省向日葵的育种工作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向日葵；育种历程；种质资源；育种方向

中图分类号：S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877（2019）01-0007-05

Brief Discussion on History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Sunflower Breeding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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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chievements of sunflower breeding in Jilin Province, the past nearly fifty years of sunflower
breeding process was reviewed in the paper by dividing into three phases, i.e., filling the gaps in our country without
the sunflower hybrids in the 1970 s, strengthening the grain yield and oil content in the 80 s, making great progress
in the breeding work of ascension since the 90 s in new variety breeding and empty every two rows solid permeation
cultivation. Resistance breeding and cultivation system was briefly analyzed.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suggested
that great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protection, cre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ermplasm resources of sun⁃
flower in the future in Jilin Province. Especially in view of the present problems of sclerotium disease, try to find re⁃
sistant resources in the wild relatives, and carries on the excavation and utiliz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ree
lines" heterosis model, and draw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foreign breeding and marketing, we promote a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unflower breeding work in our province and even the industry. We hope to provide some
help to the breeding of sunflowers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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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是我国五大油料作物之一，同时食用

型向日葵也是重要的经济作物，随着社会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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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人们对高品质油脂的需

求急剧上升，对休闲食品的质量也提出更高的要

求，2015年，中 a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力气解决农业经济运行

中总量平衡问题，促进吉林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

级，也促进我省向日葵生产和加工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并没有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向日葵品种，生产上零星种植，多为自食，

农民多以自留种为主，品种混杂。食用型向日葵

以农家品种“黑老鸹嘴”和“三道眉”为主，油用型

向日葵以国外引进的“苏联 3号”和“匈牙利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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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吉林省率先实现向日葵“三系”杂交种的

选育，填补了我国无向日葵杂交种的空白 [1]。随

着吉林省科研机构不断完善，科研实力显著增

强，目前，吉林省已有油用型向日葵主栽白葵杂

系列品种，食用型向日葵主栽 JK系列和吉食葵系

列品种，全省每年平均播种面积 9.8万 hm2，产量

23.5万 t，公顷产量 2 344.5 kg，育种的成果和水平

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对吉林省向日葵产

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1 吉林省向日葵的育种历程

向日葵原产地系北美洲，16世纪初向日葵种

子被带到欧洲，到 1779年匈牙利人首先从向日葵

籽实中提出油脂，1915年前苏联是世界上播种向

日葵面积最大的国家，推广面积达 90万 hm2。吉

林省农业科学院在 20世纪 50年代中期首先从前

苏联、匈牙利等国引进一批油用向日葵品种，通

过示范试验及育种工作，在东北地区推广“苏联 3
号（夫尼姆克 1646）”和“匈牙利 1 号（依列基）”。

1962年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以“匈牙利

1号”为基础材料，用系统选育方法育成了向日葵

新品种“白葵 3号”，在吉林省和山东省等地进行

推广，1973年我国又从阿尔巴尼亚引进前苏联油

用向日葵品种“派列多维克”（先进工作者），在东

北三省等地进行全区推广 [2-3]。

吉林省向日葵杂交育种工作始于 20世纪 70
年代。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率先在我国开展向日葵

杂种优势利用工作，1977年，利用中国农业科学

院从加拿大引进的法国（Leclercq ，1969）核质互

作 型 雄 性 不 育 系“1366A”及 其 同 型 保 持 系

“1366B”为基础，选育出新的核质互作型雄性不

育系“74102-4A”、同型保持系“74102-4B”及恢复

系“矮 113”，通过不育系“74102-4A”和恢复系“矮

113”组配育成我国第一个油用型向日葵杂交种，

“白葵杂 1号”，籽实产量为 1 994.8 kg/hm2，比对照

“派列多维克”增产 31.9%，其籽实含油率平均为

33.9%。“白葵杂 1号”的成功选育，在我国率先实

现向日葵“三系”配套，结束了我国没有向日葵

“三系”的历史，填补了国内向日葵无杂交种的空

白，为我国向日葵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的深入开展

奠定了基础 [4]。

20世纪 80年代，吉林省继续加强向日葵杂交

种籽实产量和含油率的提升工作，先后育成配合

力好、籽实含油率较高的核质互作型雄性不育系

和恢复系，其中较优良的不育系有 7718A、75-

33A、76202A；恢复系有 7602- 1- 5、1049、恢 5、
3893、索 82及 7838-3；育成的杂交种有“白葵杂 2
号”和“白葵杂 3号”，于 1990年通过省级审定，确

定推广，“白葵杂 3号”于 1990年 12月通过全国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5]。

自 20世纪 90年代至今，吉林省在向日葵育种

及栽培的应用研究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白城市

农业科学院先后育成向日葵新品种有“白葵杂 4
号”、“白葵 6号”、“白葵杂 8号”、“白葵杂 9号”、

“JK105”等，其中“白葵杂 4号”是我国首个能够适

应吉林、内蒙古、山西、宁夏 4个省，并得以大面积

推广的自育油用型向日葵杂交种。该成果于

1999年获农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6]。吉林农

业大学对向日葵的播种期、叶片的空间分布、叶

片的光合特性、营养及施肥等方面开展研究，同

时对株高、花盘直径、单盘籽实数、单盘籽实重、

百粒重、皮壳率、子仁率、籽实含油率等农艺性状

的遗传规律进行相关研究 [7-17]；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开创的“二比空”栽培模式，是向日葵栽培技术上

的重大革新，该技术在保证种植密度的前提下，

通过改变向日葵植株的田间分布，解决了密植和

通风透光的矛盾，较常规栽培模式增产 6%左右，

黄萎病指数具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18-19]。

目前，吉林省向日葵育种及栽培方面的研究

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品种的多抗性不

足、品种的抗性与优质性状不能同步提高，改良

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在育种工作中往往只以单一

抗性作为主要的育种目标，缺乏优质、多抗病虫

害的食用型杂交种，单一抗性品种的使用，加大

了次要危害可能性的上升，很难保证防害、稳产

的效果，并且经常对抗性、产量水平提出更高的

要求，对品质、外观、商品性不够重视，这也是现

阶段向日葵育种工作的难度所在；在向日葵栽培

方面，农民多数种植在瘠薄的土地上，管理粗放，

对品种更新的意识淡薄，不遵照合理的轮作制

度，使得病害加重。向日葵属于非主要农作物，

科研单位经费不足，加之与推广体系相对脱节，

成果转化较慢，使得伪劣种子充斥市场，都限制

了吉林省向日葵产业的健康发展 [20-26]。

2 吉林省向日葵的未来育种方向

2.1 向日葵种质资源的保护、创制及利用

向日葵种质资源的保护对向日葵育种具有重

要的作用。向日葵育种成效的大小，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所拥有的种质资源的数量和对其农艺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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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及遗传规律的研究深度。向日葵育种的实质

工作就是按照育种目标对多种多样的种质资源进

行各种形式的改良和利用，随着向日葵育种工作

不断向前发展，种质资源的重要性会越加明显 [27]。

地方品种是向日葵育种重要的种质资源。这

类资源不仅对当地土壤环境和气候条件具有较强

的适应性，也对当地的病害有较高的抗性，稳产

性较好，不足之处是丰产性和品质性不能满足现

阶段较好的生产条件和产业发展的要求，作为育

种的基础和中间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

1977年，吉林省开展向日葵杂交育种工作，主要

是油用型向日葵选育工作，食用型向日葵选育工

作起步较晚，重视不够，同时野生种生长的原生

环境也受到严重破坏，面积和类型急剧减

少 [28-29]。同早期农家品种相比，现代品种基因的

等位性变异越来越少，遗传基础日益狭窄，导致

食葵的选育工作始终落后于油葵，不仅使新品种

的培育遇到瓶颈，也使得遗传上的病害存在着突

发性的隐患，尤其是在一些特异资源上，如抗菌

核病、抗黄萎病、抗列当资源等 [30-32]。

开展向日葵育种工作，必须要有大量育种材

料为基础，鉴定、筛选可利用的基础材料及中间

材料，应用到品种的选育工作中去，在作物的主

栽地区一般都蕴藏着丰富的种质类型，这些资源

是向日葵育种的宝贵材料，同时也应重视本地和

外地的地方品种的保护和引进工作 [33-36]。

现代向日葵育种要取得重大突破取决于关键

性优异种质资源的创制和利用。向日葵的育种目

标不是始终不变的，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对作物的育种也不断提出新的目标。在

现有遗传资源中，任何品种和类型都不可能具备

与社会发展完全相适应的优良基因，需要对种质

资源通过鉴定和杂交改良等方法，将所需要的目

标基因有效地加以综合 [37]。研究表明，食用向日

葵在多种农艺性状上，例如，产量、株高、盘径等

都表现出较强的杂种优势，超过亲本及一般常规

品种 [38]。目前食葵市场前景和潜力较油葵好，应

以此为契机加强食葵“三系”杂交种的选育研究

工作，以油葵育种基础理论为基础，摸索出更适

合食葵杂交育种的基础理论和方法。随着向日葵

生产和学科的发展，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不断地

从现有的种质资源中创制出更多的优异亲本系，

以满足生产和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39-40]。

2.2 向日葵抗病资源的发掘与利用

在抗病性的遗传机制方面，应加强对病原物

与寄主的互作、系统发育和遗传多样性方面的研

究，例如，向日葵菌核病抗性的遗传能力较强，广

义遗传力为 77.17%，在选育抗菌核病的品种时应

重视亲本一般配合力的选择；不同基因型的向日

葵，菌核病的扩散速度有所不同，向日葵花盘对

菌核病的抗性与花盘的形态特征有密切关系，花

盘平展紧实的材料，抗性较强。到目前为止在栽

培向日葵和已发现的野生向日葵中还未发现免疫

的种质资源，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还需要进一步

寻找抗性基因。

抗病育种可以尝试从野生近缘向日葵种质资

源中筛选对某种病害的抗性基因，例如，水稻的

NBS类抗病基因，抗稻瘟病基因，葡萄的抗白粉病

基因都是从野生稻、野生葡萄中找到的。利用栽

培种与野生种远缘杂交，会出现杂交不亲和的特

点，可以结合生物技术的方法，克服杂交后代不

育不结实的情况，采取远缘杂交方法提高向日葵

栽培品种的抗病性的同时，野生种中不良的野生

性状基因会与所需要的抗性基因存在基因连锁的

关系，克服基因连锁所带来的育种困难，在今后

向日葵育种工作中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 [41-44]。

2.3 向日葵“三系”杂种优势的利用

通过 F1杂交种的优越性状来获取更大效益的

方式，被称之为杂种优势利用。向日葵亲本系中

多数的优良性状由显性基因控制，显性基因可对

某些隐性基因的负作用产生抑制，研究表明，单

盘粒重、株高、百粒重对产量的显性抑制率较高，

分别为 99.69%、96.23%、96.01%，当 F1杂合体中的

显性基因组合较亲本越多时，一个亲本的大部分

不利基因会被另一个亲本的正常基因所掩盖，杂

交种的生长较亲本就更有优势，相反，当杂交种

自交或近交时，导致不利的隐形基因重组、纯合，

造成杂种优势的减弱 [45-48]。利用杂种优势是实现

向日葵高产、优质、抗逆的有效途径，了解并选择

正确的亲本是选育杂交种的关键。

利用 CMS雄性不育系配制的杂交种，被称为

“三系”杂交种。目前，生产中的向日葵品种主要

是“三系”杂交种，由于杂交种的品种权易得到保

护，因此在种子市场大面积推广，受到企业和育

种家的青睐。随着国际上向日葵产业的蓬勃发

展，国外种子企业陆续抢驻中国市场，例如，美国

Flower种子公司利用向日葵品种 LD5009与北京

凯福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立商业合作关

系，采取就地繁育、生产、销售一体化营销模式。

与国外相比，我省优良品种较少，品种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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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较差，今后同国外种子竞争会日益增强，我省

向日葵研究工作的重点应仍然围绕抗性遗传、鉴

定方法、加速育种进程、降低皮壳率和提高产量

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对向日葵的抗病性、耐盐

碱性、抗列当的遗传规律进行积极探索，培育出

高抗品种 [49-54]。

3 结 语

向日葵育种的关键是种质资源，向日葵种质

资源是经过自然界长期演化或人工创造而形成的

自然资源，是亲代传给子代的遗传物质，控制生

物体本身遗传和变异的内在因子。向日葵种质资

源不但是选育向日葵新品种的基础，也是开展向

日葵生理和遗传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材料，深入

研究不同向日葵种质资源的起源、演变、分类、生

理和遗传等问题，可以有效提高育种成效，降低

育种工作的盲目性，同时也能够充实向日葵的基

础理论研究成果 [55-57]。

吉林省是我国向日葵种植第三大省，向日葵

作为重要的轻工业原料作物，是发展吉林省现代

农业的重要资源，对全国向日葵产业的发展有着

直接的影响。吉林省桦甸市眼镜小猫食品企业的

创立，不但提高了食用向日葵产品的附加值，同

时拉动了当地的经济，推动了向日葵产业的发

展，而且对农产品销售和价格的提高都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依靠吉林省农业优势，促进现代向日

葵产业升级，必将增加劳动力就业岗位数量和促

进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发挥经济效益最大

化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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