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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观赏向日葵原产于北美，花色丰富，花型独特，应用广泛。本文对切花用途、阳台园艺、园林景观布置及葵园绿色

栽培技术的展望做了概述分析，总结了多年的研究经验，旨在为观赏向日葵研究及高效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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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rnamental sunflower, native to North America, is widely used for its abundant colors and unique type.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in cut flowers, balcony gardening, landscape arrangement, and green cultivation tech⁃
niques of sunflower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years of experience, which aims to provide refer⁃
ence for ornamental sunflower research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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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向日葵原产北美洲，菊科向日葵属，多数

为一年生草本植物，少数为多年生。株形婆娑，

枝叶繁茂，花朵硕大且色调多样，寓意美好，管护

简便。广泛应用于切花、盆栽花、染色花、庭院美

化、景观营造等领域 [1-3]。其观赏价值与经济效益

并重，高效开发蕴含着无限的市场潜力。

1 观赏向日葵的应用分类

观赏向日葵最初由欧洲人种在庭院或花园里

供人观赏，少数作为药用及充当喂食鸟类饲料，

后经人工选育，品种繁多，花色鲜艳夺目 ,观赏花

期延长 [4-5]。其花盘为主要观赏性状，整个花盘分

为舌状花和管状花两部分。舌状花有黄、橙、桃、

柠檬、乳白、红褐、浅绿、黑以及两种以上的复色；

管状花呈绿、黄、橙、褐、黑等色 [6]。花瓣则有单

瓣、双瓣、半重瓣、重瓣之分。

1.1 切花

作为切花向日葵可分鲜切花和干制切花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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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鲜切花需挑选生长周期短、花茎直挺不易弯

曲、无花粉、观赏期长的品种 [7]。市场喜爱橙色和

柠檬色双色品种、金黄色大花和具有绿色花芯及

半重瓣绿芯橙黄色舌状花的品种如：瓶圣、太阳

之眼、泰迪等 [8]。干切花宜选择大花品种，在 9:00~
11:00露水已干时采花，此时段花枝本身含水量适

中，容易保鲜和烘干脱水。可倒挂自然风干、微

波干燥或用干燥粉剂（硅胶和玉米粉）将花枝掩

埋 [9]，10 d后拿出，除掉干燥剂粉即可。

1.2 葵园景观

目前，全国各地纷纷采用观赏葵园作为旅游

主题已成一大趋势。观赏向日葵成片整体种植开

花时，色彩绚丽，开阔壮观，视觉感染力强，是庭

院美化、花坛、公园、广场、道路两侧、风景游览

区、乡村旅游区及农家乐美化环境的首选 [10]。观

赏葵园要选择花期长、抗病、质优的品种，高低错

落，花期要有延续，布置特色向日葵花海景观要

做到震撼和多样化效果，利用多花色、多花型组

成大面积、多元化造型，通过参照名画实景设计、

布置迷宫等，形成品牌效应。

1.3 盆栽、阳台园艺

鲜艳夺目、枝叶繁茂的观赏向日葵盆栽放置

于庭院、窗台及阳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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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节假日庆典或大型会议的布置 [4]。其生

产周期短，易种植，不受季节影响，可在温室大

棚周年生产，市场需求量攀升，经济效益好。购

买盆栽植株，应选中矮生，单秆或多分枝，茎秆

挺拔、粗壮，叶片具 8枚以上，深绿、完整、无黄

叶或缺损。花盘大而圆整，花瓣完整、不缺瓣，

舌状花色彩亮丽，与管状花色彩差异明显。品

种如大微笑、无限阳光等。盆栽观赏向日葵根

据地上部冠幅的大小选用适宜花盆，将肥沃的

园土、腐叶土和粗沙混合，添加少许牛粪为佳 [11]，

装盆即可。

2 葵园绿色栽培技术

2.1 土壤要求

观赏向日葵对土壤条件要求不严格，在露地

栽培时以疏松、肥沃、pH 5.8~6.5的砂壤土或壤土

为宜 [12]。种植选择肥力较高、地下水位较低、土壤

黏度低、地下害虫发生较轻、未施用过高毒、高残

留农药的地块 [13]，禾谷类和绿肥为前茬作物，实行

三年以上轮作。播种之前要翻耕和疏松，适当施

用土壤改良剂以改良土壤的结构和排水性。

大面积种植的葵园应选用向阳、土壤通透性

和排水性良好的地块，种植垄或畦带设计为东西

走向、南北延伸，以便光照充分均匀 [14-15]。

2.2 播种及播种方式

景区向日葵可采取直播方式，10 cm土层地温

连续 5 d达到 10 ℃即可播种，发芽适宜温度为 15~
18 ℃，出苗时间 7~10 d，生长适温为 15~35℃。可

采取穴播或条播（开沟撒种），播种深度 2~4 cm，
宁浅勿深。为保证后期出苗整齐，可控制开花

期，也可以提前在温室或大棚穴盘育苗，待气温

达到 15℃以上时，育苗 20 d左右达到二叶一心即

可移栽。不同品种对播种期的要求也不同，具体

根据种子的生育期确定品种的实际播种期。吉林

省露地观赏向日葵栽培生育期长的品种在 4月中

下旬播种，短的在 5月下旬或 6月上旬播种，可适

当晚播。花期避开连雨季，但要根据园林绿化的

实际需要并结合品种的生育特性来确定播种时

间，以确保在需求旺季开花，提高种植效益。

观赏向日葵打造葵园景观，为达到整齐一致

的效果，播种操作时一般要求拉直线栽植，按统

一的株行距点播，逐行进行。当种植面积较大

时，多采用机播，其次露地滴灌栽培 [1，4]。条带种

植景观效果较佳，在绿叶植物多的花坛中点缀种

植效果更佳。

2.2.1 播种密度

观赏向日葵品种类型各异 ,种子大小不一，葵

园种植采用 40 cm×40 cm、50 cm×50 cm、60 cm×60
cm等株行距播种。有时株行距要根据土壤肥力

和市场对茎秆粗度的要求不同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般单秆型株距小，分枝多头型及大花型、大株

型要适当加大株行距。

2.2.2 播种要求

选购种子要求新鲜、饱满、无病虫害和杂质。

观赏向日葵种子价格较昂贵，需节省用种。为确

保出芽率，采用 2-1的穴播，即 1穴 2粒、1穴 1粒，

再 1穴 2粒、1穴 1粒，避免造成苗期缺株现象。

为延长景观观赏期，可采用错期播种。从初

次播种开始，每隔 5 d播种一次，间隔播种。即第

一茬播种后预留几行，5 d后播种下一茬。这样能

保证在第一批花未开败时，第二批花已经开花，

开花整体效果好。田间检查出苗情况，尽快移栽

补苗。

2.3 肥水管理

观赏向日葵根系发达，对肥力要求不高。上

一年秋天翻地前施足基肥、腐熟的有机肥及少量

的 N、P、K肥即可。苗期吸收养分较少，现蕾期至

开花期需肥量最多，尤其 N、P、K肥，此时期养分

必须提供充足。

向日葵各生育阶段需水量差异较大，叶片含

水量低于 75%时（呈现萎蔫现象）可作为需水的

生理指标。播种和移栽时要求土壤湿润，出苗前

浇透水，出苗至现蕾期一般不浇水，待土壤干了

再浇水。浇水后要松土，定苗后，每 2周施 1次
1%硫酸钾或磷酸二氢钾液肥或草木灰水，使根系

更发达，植株更健壮。在夏季开花期特别在光照

强、气温高的条件下，由于植株叶片繁茂、水分消

耗量较大，需及时浇水，以防叶片萎蔫，影响植株

正常生长 [16]。开花现蕾前浇水并追施 2~3次 P、K
肥，效果良好[17]。现蕾期到开花期是需水高峰期，

要保持土壤湿润，此时期缺水会影响花的品质和产

量。在花朵盛开后，则减少浇水的次数和浇水量。

2.4 中耕除草

生育期间应进行 2~3次中耕铲蹚 [13]。第一次

中耕在定苗后进行，耕深 8~10 cm不上土。第二

次中耕结合施用花粒肥，耕深 10~12 cm，培土。

第三次中耕视具体生长情况而定，封垄后完成。

除草主要在苗前和苗期进行，基本可以去除

杂草。向日葵生长中期，长势旺盛，所以杂草较

少。很快就可以抑制杂草生长。若有大草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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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拔除。播前以免影响种子出苗，若使用除草

剂，可停留一周之后方可进行播种。

2.5 支柱、拉网、摘心、树立标识

茎秆稍高的植株易发生风吹倒伏，尤其连雨

季倒伏明显，应设立支柱、拉网加以保护。分枝

型观赏向日葵开花期能达到 15~45 d，但最佳欣赏

期为 20 d左右，如果想要延长最佳欣赏期，可以

选择错期播种或去主花。为促进开花整齐，应将

主枝顶部摘去花苞，促进侧枝花朵生长大小一

致，延长花期。个别品种会在节处长出侧蕾，需

及时摘除，避免养分分散，影响生长 [18]。

为便于游客观赏游玩，设立平面图、导向牌。

并根据美学角度设计布局拍照效果较佳的打卡平

台，满足游客心理。在每个品种种植区域树立标

识立牌，注明品种名称、品种特性、花期等内容，

提高游客的兴趣和认知 [19]。

3 病虫害防治

观赏向日葵病虫害发生率低，对病虫害的预

防是病虫害防治的核心，要尽量控制化学药物的

使用，葵园建议采取农业手段和生物防治相结合

的方式，开花后不使用化学农药。苗期防真菌性

疫病和猝倒病，可定期喷施代森锰锌和甲霜灵

1000倍液。出苗后发生猝倒病用百菌清 1000倍
液喷施，间隔 1周，连续喷 2~3次。菌核病和黄萎

病在幼苗到成株均可发生，可采用 50％腐霉利

WP 800、40％核菌净WP 400倍液喷施防治。

幼苗期的虫害有蝼蛄、地老虎、斜纹金针虫等

地下害虫。可施用 25%辛硫磷拌种或 40%敌百

虫 1000倍液进行灌根。开花期防治蛀食花瓣和

叶的双斑长跗萤叶甲和向日葵螟幼虫，可用菊酯

类乳油 1500~2000倍液在 10:00前和 17:00后或在

23:00~9:00时段喷施。生物防治采用白僵菌结合

苏云金杆菌（BT）可湿性粉剂兑水喷施，效果明

显，并能促进植株健壮，花色鲜艳。

4 采 收

4.1 鲜切花的采收、贮运

花朵外层的舌状花瓣尚未开放，最大开放度

（花瓣松开并与花盘角度小于 60°）时即可采收 [20]。

国内推出的切花向日葵品种有多头的、单头的，

一般多头切花高度为 40 cm以上，单头切花高度

为 60~70 cm[7]。市场上对切花向日葵并无明确具

体的统一标准，在株高、茎粗、花的直径等指标上

也无具体要求。有些客户要求茎杆纤细一些，容

易插花泥；有些要求茎秆粗壮以适合做瓶插花。

一般采收的花枝将叶片去掉，留顶部一片叶子为

宜，放入 0.02%洗洁精配合杀菌剂进行预处理 15~
30 min，注意叶片必须充盈饱满，不可有黄叶或萎

蔫叶片 ,10枝一束，花头用泡沫护网包裹，装箱上

市。供应附近市场时舌状花瓣可以充分开放与花

盘达 120°~180°。供应远途在预处理的同时进行

采后预冷，可有效延长贮运瓶插寿命。在水中(放
2滴 84消毒液)或保鲜液中瓶插寿命夏季为 7~10
d，冬季可达 15 d之久。

4.2 收获种子

在向日葵花盘背面呈现黄褐色，茎秆变黄，在

中上部的叶片开始由绿变黄下垂籽粒变硬后的

3~10 d时进行收获。及时脱粒，晾晒，防止发霉变

质 [21]。期间避免与有害物质接触，确保产品卫生。

籽粒可用于榨油，增加收益。

5 展 望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对美好事物需求也越来越多。“美丽中国”“乡

村振兴”和“绿色生态”的提出，让发展观赏与经

济效益并重的观赏向日葵产业凸显巨大潜力。依

靠科技和文化植入，结合地方地理地貌、山水资

源、历史背景、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等打造独具特

色的观赏向日葵农旅一体化景观成为新的商机，

采用生产和观光相结合，创意新颖，规划合理。

在为当地增添美丽风景的同时，衍生出一系列葵

园相关的项目，也推动全景区域、农旅一体化、科

普教育、生态环保新业态的融合和促进，提高民

众参与度和满足越来越多城乡居民赏、游、采、

购、食、宿多元化的需求，有效增加了多重收入渠

道，成为新闻热点和区域、乡村发展新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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