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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向日葵列当是一种寄生在向日葵根部的恶性杂草，对向日葵的生长造成极大的影响，开展向日葵抗列当资源筛

选和抗列当育种对向日葵产业具有重要意义。本试验采用室外盆栽鉴定的方法，利用高致病力的列当 F-生理小种，对

42份向日葵资源进行抗性鉴定，鉴定出 2份免疫资源、2份高抗资源、3份抗性资源、18份易感资源和 17份高感资源。从

国外引进的油用向日葵材料整体对列当的抗性较好，而食用向日葵材料包括食用自交系材料和食用型向日葵品种整体

对列当的抗性较差，除了 ZJ105和 GSK18，其余都是易感和高感列当材料。利用本试验筛选出来的抗性材料，为今后选育

抗列当向日葵品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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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robanche cumana is a kind of malignant weed parasitic in the root of sunflower, which has a great im⁃
pact on the growth of sunflower.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unflower industry to carry out Orobanche cumana re⁃
sistance identification and sunflower resistant breeding. In this experiment, 42 sunflower resources were identified
by outdoor pot culture, using highly pathogenic F-race Orobanche cumana. Two immune resources, two highly resis⁃
tant resources, three resistant resources, 18 susceptible resources and 17 highly susceptible resources were identi⁃
fied. As a whole, oil sunflower materials imported from abroad had better resistance to Orobanche Cumana, while
confectionery sunflower materials, including inbred lines and sunflower varieties, had lower resistance to Orobanche
cumana. Most confectionery materials were susceptible and highly susceptible to Orobanche cumana except for
ZJ105 and GSK18. The resistant materials screened by this experiment laid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Orobanche cuma⁃
na resistant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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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向日葵的种植和消费大国，由于中国

消费者有嗑食葵花籽的传统 [1]，国内食用型向日

葵年均种植面积都保持在 53万～67万公顷。随

着国内植物油消费结构的变化，向日葵油的消费

量从 2010年起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增长速度领

先于菜籽油等传统植物油，目前已成为重要的食

用油来源 [2]。近年来向日葵生产中面临着严重的

病虫草害问题，其中以草害中的向日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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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为严重。向日葵列当（Orobanche cumana）又
称毒根草，一年生恶性杂草 [3]，国际检疫对象，属

双子叶植物，列当科，为害方式是寄生在向日葵

根部，致植株矮小、瘦弱，不能形成花盘，最后全

株枯死 [4]。向日葵列当存在生理小种的分化，不

同生理小种的致病力不同 [5-6]。董百春等使用来

自西班牙的 5份向日葵列当国际鉴别寄主材料，

对吉林省向日葵主产区的向日葵列当群体通过人

工接种方法进行生理小种鉴定，通过鉴定确定了

吉林省向日葵主产区的向日葵列当群体均为 A小
种 [7]。近年来随着大量国外杂交种的涌入，列当

生理小种逐渐升级。马德宁对全国各向日葵主产

区的列当小种进行鉴定，结果表明，黑龙江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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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当小种种类为 C和 E，内蒙古自治区的列当小

种种类包括 C、D、E和 F[8]。据报道内蒙古自治区

的巴盟地区已经出现G-生理小种 [9]。

防治向日葵列当的方法主要包括化学防治和

选育抗列当品种 [10-11]。抗性品种可阻碍向日葵列

当种子萌发后寄生在寄主植物根部，从而达到防

治的作用，而筛选具有抗性的向日葵材料是向日

葵抗列当育种和向日葵新品种推广的前提。于海

燕等利用吉林省向日葵列当对 52份向日葵材料

进行鉴定，结果显示品种间对列当抗性差异较

大 [12]。王文军利用盆栽接种鉴定的方法，对黑龙

江地区的向日葵资源进行抗列当鉴定，认为抗列

当基因主要存在于杂交种材料、外源材料和油葵

材料中 [13]。石必显等利用 D-生理小种列当对 38
份向日葵资源在温室条件下抗列当鉴定，筛选出

9份抗列当资源 [9]。前人的研究对鉴定所利用的

列当生理小种类型多不确定，或者缺乏利用高级

别列当小种对向日葵资源进行的筛选和研究，本

研究拟利用高致病力列当—F-生理小种列当，对

搜集到的向日葵品种和品系进行抗性鉴定，为向

日葵抗高级别列当育种和抗列当品种的推广提供

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共选用 42份从国内外搜集的向日葵品种和

自交系，包括食用材料 31份（品种 10个，自交系

21份）、油用材料 11份（均为自交系）。列当种子

2015年采集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利用从西班牙

引进的列当鉴别寄主进行类型鉴定，鉴定结果为

F-生理小种。

1.2 鉴定方法

1.2.1 列当接种：参照王鹏冬等的方法进行室外

盆栽列当接种，3次重复 [14]。盆栽地点位于黑龙江

省农业科学院盆栽场，接种时间为 2018年 6月 1
日。盆栽土成分为：营养土与蛭石按 3∶1的比例

混合。接种顺序为：播种盆中先装 1/3盆栽土，再

将 1 kg盆栽土列当混合物（5 kg盆栽土拌入 0.1 g
列当种子，大约为 3 000粒列当种子）散播在接种

盆的中部，再装入盆栽土至盆沿 5 cm处。每个盆

中播种 5粒待鉴定的向日葵种子，覆盖 2 cm营养

土，压实并浇透水。

1.2.2 苗期管理：向日葵出苗后 3～4叶期进行定

苗工作，每盆留 1棵苗。苗期适量浇水，整体湿度

控制在土壤最大持水量的 70%～80%。

1.2.3 抗性鉴定：播种后 40 d进行洗根鉴定。将

被测植株连土从盆中取出，用水冲洗根部，通过

肉眼即可鉴定，被侵染的向日葵根系上有根瘤状

突起或根状茎或淡黄绿色肉质茎列当。同时调查

寄生率 (F)、寄生程度 (AD)。抗列当等级鉴定标准

参照石必显等抗列当等级鉴定标准，将向日葵抗

列当等级分为免疫、高抗、抗、易感、高感 5个抗性

等级 [9]（见表 1）。
表1 抗列当等级鉴定标准

抗性等级

免疫

高抗

抗

易感

高感

寄生率 F（%）
0

0<F≤ 35
35<F≤ 70
70<F≤ 100
35<F≤ 100

寄生程度（AD）
0

0<AD≤ 1
1<AD≤ 10
1<AD≤ 10
AD>10

寄生率（F）（%）=（小区内被侵染向日葵植株

数量/小区内向日葵植株数量）×100
寄生程度（AD）=小区内列当数/小区内向日

葵植株数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抗性鉴定结果

经过对 42份向日葵资源的抗列当鉴定，鉴定

出免疫资源 2份、高抗资源 2份、抗性资源 3份、易

感资源 18份、高感资源 17份（表 2）。整体来看，

从国外引进的油用向日葵材料整体对列当的抗性

较好，而食用向日葵材料包括食用自交系材料和

食用型向日葵品种整体对列当的抗性较差，除了

ZJ105和GSK18其余都是易感和高感列当材料。

表2 不同向日葵资源抗列当水平

抗性

免疫

高抗

抗

易感

高感

资源名称

ZJ-105、S1204
GSK18、OR-3

HAR5、HA335、DM2
HAR2、803- 1、RHA274、ZXRK- 0994、ZXRK- 0999、
ZXRK- 1020、ZXRK- 1341、ZXRK- 1350、ZXRK- 2634、
706R、YQ-1、三瑞 3号、三瑞 7号、龙食葵 9号、ZJ-01、
ZJ- 02、CM29、2228R、KC10207、ZXRK- 1027、ZXRK-
1274、ZXRK-1347
ZXRK-1358、R9703、R1101、WA-1、甘葵 3号、黑老鸹

嘴、龙食葵 8号、甘葵 2号、CH9148、GSK17、JLH-1、J-
14、三道眉

2.2 差异显著性分析

对不同抗性水平的向日葵品种和自交系在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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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程度上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表 3）。结果表

明，在 5%显著水平上，不同抗性水平的材料在寄

生程度方面表现出很大差异。整体上高感材料如

三道眉、CH9148、甘葵 2号，与龙食葵 9号等易感

材料差异显著；而这些易感材料与抗性材料如

GSK18、ZJ105之间也有显著差异；不同的高感材

料、易感材料、抗性材料内部之间也存在着寄生

程度的差异。

3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采用室外盆栽鉴定的方法，利用高致

病力的列当 F-生理小种，对 42份向日葵资源进行

抗性鉴定，鉴定出了 7份抗性资源，18份易感资源

和 17份高感资源。整体来看，从国外引进的油用

向日葵材料整体对列当的抗性较好，这与王文军

的结论较为一致，而食用向日葵材料整体对列当

的抗性较差，除了 ZJ105和 GSK18其余都是易感

和高感列当材料。利用本试验筛选出的抗性材料

为向日葵抗高级别列当育种和抗列当品种的推广

提供了基础。

近年来随着大量国外向日葵杂交种的涌入，

以及由于向日葵主产区的连年种植，我国的列当

生理小种也逐渐升级，由最初的 A、B级别的生理

小种升级成为 C、D、E和 F，内蒙古自治区的巴盟

地区已经出现 G-生理小种。向日葵列当成为制

约中国向日葵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各向日葵育

种单位也相继开展了抗列当育种，且取得一定成

效，如三瑞公司近年来推广的三瑞 7号，在保证商

品性的同时也对向日葵列当有一定抗性，在未来

几年市场上也会出现抗高级别列当的向日葵杂交

种，但笔者认为，为了控制列当生理小种升级过

快，应避免一开始就选择种植抗列当等级最高的

向日葵品种，而是应根据本地区的列当生理小种

类型选择相应抗性级别的向日葵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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