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赏向日葵育种现状及综合栽培技术

王 丽，郭容秋，任孝慈，李 洋，李晓伟，张连喜*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吉林 公主岭 136100）

摘 要：观赏向日葵凭借其丰富的花型、花色及独特的风姿逐渐崭露头角，现已成为观光旅游、美丽乡村建设和鲜切花传

情达意的新宠，广泛用于园林景观建设和花卉产业中。本研究对其生物学特性、品种用途、育种现状与繁育、栽培技术及

效益做概述分析，总结多年研究经验，为观赏向日葵研究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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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rnamental sunflower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with their rich flower types and colors, and have become a
new favorite for sightseeing tourism and fresh cut flowers. They are widely used in garde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and the flower industry. This study provides an over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variety use,
breeding status, breeding,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benefits of ornamental sunflowers, summarizing years of re⁃
search experienc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ornamental sunf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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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 L.）为菊科向

日葵属 ,多为一年生草本植物，株形婆娑，枝叶繁

茂，花朵硕大，光彩夺目，花色多样，寓意美好，管

护简便。广泛应用于盆栽花、切花和庭院美化、

园林景观等领域 [1-3]。原产北美洲，世界各地均有

栽培，作为观赏植物在欧洲栽培历史已有百年。20
世纪 50年代传入我国，目前各省均有种植并逐年

扩大，广泛应用于景点环境布置和切花市场，向日

葵主题园景观效果极佳，传情达意的鲜切花深受大

众消费者青睐。其高效开发前景广阔。

1 生物学特性

一年生草本，高 20 cm~3.5 m，茎直立，单秆或

分枝型，圆形多棱角，质硬被白色粗硬毛。叶片

广卵形，通常互生呈螺旋状排列，先端锐突或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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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有基出 3脉，边缘具粗锯齿，两面粗糙，被毛，

具长柄。头状花序，单生于茎顶或枝端。总苞叶

多层，叶质，覆瓦状排列，被长硬毛，花序边缘为

舌状花，中部为管状花，舌状花有黄、橙、柠檬、乳

白、红、红褐、紫、桃色、铜锈色、双色、复色等，层

数上有单瓣、半重瓣、重瓣之分。管状花有黄、

橙、褐、绿和黑等色 [4-7]，果实为葵花籽，矩卵形、倒

卵形或卵状长圆形瘦果，果皮木质化，灰色、白色、

黑白条、褐色或黑色，因品种不同粒重规格差异明

显，大型种子 25~50粒/g，小型为 110粒/g。
观赏向日葵喜温光耐寒，具有向光性，整个生

育期均需要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阳光 [8]。气温达

10 ℃以上即能生长 ,其生长适温 15~35 ℃，白天为

21~27 ℃，夜间为 10~16 ℃。温差在 8~10 ℃对茎

叶生长最为有利 [9]。如果早春温度偏低，植株生

长迟缓，直接影响开花时间，生长后期逢雨水易

发生病害。如果生长期温度超过 30 ℃，温差过

小，茎叶徒长，致使花期缩短 [9]。葵园种植大部分

品种作为景观最佳观赏期 20 d。
观赏向日葵品种繁多，花色各异。一般根据

具体用途选择。景观葵园品种要选择花期长、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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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质优的品种，高低错落，花期要有延续，花色

搭配得当。切花品种生长周期短、花茎直挺不易

弯曲、无花粉、观赏期长 [10]、花梗不分枝。盆栽品

种和花坛一般选择中矮秆品种。较为高大的品种

则用来设计成迷宫或做行道树用于景观大道绿化

独成一景，中高品种花朵较多，花期较长，用来点

缀别墅庭院。另外还有色系上的划分，花色素雅

的白色花是花卉染色理想材料。

2 观赏向日葵的育种现状及繁育

现人工选育品种繁多色调多样，成为名副其

实的观赏花卉。欧洲育种家将观赏向日葵的育

种目标定位为矮生、重瓣和多色方向 [11]。国内则

以适应性、新花色、多用途为主要选育目标。种

子来源多为美国的鲍尔、泛美，英国的汤姆森·摩

根和荷兰的亚洲等花卉种子公司。日本的坂田、

泷井公司选育的切花系列，在市面上久负盛名。

国内种子来源由上海源恰、北京群芳谱、昆明缤

纷、东亚种业、江苏大丰、浙江虹越、北林科技种

业等种子公司专业提供 [12]。

当前国内在品种选择上缺乏观赏型品种，葵

园种植多为食葵、油葵代替，色彩单一，观赏效果

大打折扣。生产用多为 F1“无花粉”不育性品种基

本从国外或我国台湾引进，成本高，不能留种。

国内亟须培育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观赏品种，

将高档花推向大众市场。鲜切花专用品种育种目

标适合本土生长，花头大、颜色亮，景观用花观赏

期长且采摘兼用广适型。在品种应用方面，在国

内观赏向日葵良种推广多为引进品种，国内自育

品种虽具有很大进步，仍存在差距。福建选育出

闵日 1号、闽葵 1、3、4、6号等优良品种 [13-16]，海南

三亚培育出观赏向日葵品种，已推向市场 [17]。江

苏选育出盐葵系列（1号、2号、3号、4号、5号）[18]

观赏向日葵品种，南京培育出宁葵 Q-3、Q8-2种
植观赏效果很好。黑龙江育成龙赏葵 1、2、3、5
号 [19-22]市场前景看好。

观赏向日葵多为籽播，种子无花粉型二系 F1
由不育系材料为母本与保持系材料为父本回交选

育而成。有花粉型三系杂交种 F1以不育系为母

本、观赏型恢复系为父本杂交配制而成。以色列

丹梓花业超级向日葵光辉岁月（Sunbelievable），是
突破传统概念的超级向日葵，与常规依靠籽粒播

种繁殖不同，其无花粉不产生种子，只能靠扦插

无性方式进行群体扩繁。以利于其保证优良性

状，不发生变异或退化。

3 综合栽培技术

3.1 土壤选择

观赏向日葵耐贫瘠，对土壤条件要求不严格，

露地栽培土壤疏松不板结、肥沃，排水良好即可。

pH值 5.8~6.5的砂壤土或壤土为宜 [11，23-24]。忌连

作，重迎茬致病虫害加重。对除草剂敏感，施用

需谨慎，注意前茬残留长效除草剂。盆栽时宜用

培养土、腐叶土和粗沙的混合土 [10]或者已发酵好

的椰糠和有机肥混合为营养土 [25]。栽植一两茬的

地块需换茬轮作，防止病虫害滋生。

3.2 播种时期

生育期长的品种选择 4月中下旬播种，生育

期短的品种选择 5月下旬或 6月上旬播种。观赏

向日葵种子较昂贵，露地采用穴播，保护地用点

播。保护地栽培一种是育苗移栽，另一种是直

播。生产上根据具体用途采取适宜的繁殖育苗方

法。常用播种苗盘播种育苗 [25-26]，将泥炭、培养

土、沙、少量牛粪有机肥配合多菌灵混合后作为

播种土，播种前晒种，放温水中浸泡 4~6 h，每穴播

1粒种子，播深 1~1.5 cm，浇透水保持土壤湿润，

7~10 d后出苗 ,出苗后两周，5~6片叶子长出时就

可移栽种植。株行距以 40~60 cm×40~60 cm为宜，

根据土壤肥力确定株行距 ,如在肥力高的土壤条

件下，田间适度密植 2 000株/667 m2，以增加侧枝

数量延长花期。一般单秆型株距小，分枝多头型

株距可大些。综合市场对茎秆粗度要求进行相应

调整。具体播种时间由应用需要决定，即计划观

花时间。不同品种间有差异。若栽培在日光温室、

小拱棚或塑料大棚等保护地内，可达到周年生产，

在新年、节日期间提早上市，达到增值增效。

3.3 田间水肥管理

观赏向日葵根系发达，要求深翻和疏松土壤，

施足基肥。肥料以腐熟的家禽粪便、骨粉、磷肥

为宜，牛粪等畜禽堆肥最佳 [27]。并与土壤充分混

合成基质，用于直播种子或移栽定植。作为景区

观赏向日葵，若肥力较差，苗期施加氮肥，促进营

养生长，枝叶繁茂。现蕾期增施磷钾肥，利于生

殖生长，促进开花。若地力好，可以只施畜牧有

机肥。现蕾期无须追肥，避免缩短观赏期。

播种和移栽时要求土壤湿润，无坷垃土块，土

壤中等湿润。出苗前浇透水，出苗后土壤干再浇

水，3~5 d浇一次水。移栽苗在傍晚选择成活率高

的座水移栽，将带土的幼苗移入穴中，浇透底水，

微微上提幼苗，使根系舒展，覆土。栽植或定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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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每隔 2周施 1次 1%硫酸钾或磷酸二氢钾液肥

或草木灰水。松土根系会更发达，植株会更健

壮。露地栽培根系比较发达，耐干旱，春季苗期

浇水较少，在光照强、气温高的夏季，尤其现蕾到

开花期，由于植株生长旺盛水分蒸腾量较大，此

时为需水高峰，应科学浇水，以防叶片萎蔫，影响

植株正常生长 [28]。开花前用 0.1%磷酸二氢钾与

适量氮肥混合进行根外追肥，效果良好。在花朵

成熟时，要减少浇水的次数和浇水量，以免鲜花

品质下降。

3.4 中耕除草

观赏向日葵苗期中耕除草 2~3次，第一次中

耕除草的时间，应在出苗后 1~2对真叶期主要浅

耕，间苗观察有无虫害发生。2~3对真叶期第二

次除草进行定苗。以后每 7~10 d中耕除草 1次，

直到封垄完成，深耕并培土。做到田间无杂草，

封垄后则进行人工拔草。

3.5 病虫害防治

观赏向日葵病虫害发生率低 [9-10，29]。向日葵

观光园可以种植一些驱虫植物，如迷迭香、薰衣

草等，可以有效抵御常见虫害。建议采取生物防

治，出于对游客安全考虑开花后不使用化学农

药。盆土种植可以加入一些木屑、芦荟等有机

物，促进土壤生态环保，降低病虫害发生率。

3.6 采收

采收鲜切花时间为每天 10: 00前，选择舌状

花露色，花朵外层的舌状花瓣尚未开放，最大开

放度在花瓣松开花朵并与花盘角度小于 60°时即

可。采收枝长大于 40 cm，茎粗 1.5 cm。将花枝放

入 0.02% 洗洁精配合杀菌剂进行预处理 15~30
min，采花后及时入冷库、真空预冷，延长贮运瓶

插寿命。注意花茎直立、叶片充盈饱满完好，无

病虫损伤症状。10枝一束，花头用软纸包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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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当向日葵茎秆变黄，花盘舌状花干枯或脱落，

茎秆下部叶片枯死，中上部叶片变黄下垂，大部

分花盘背面变为黄褐色，籽粒变硬即可收获 [31]。

及时清理田间病株和病盘，做好田间消毒。

4 效益分析

以分枝型鲜切花为例，按播种密度株行距 40
cm×60 cm计算，定苗量约 2 700株/667 m2，商品成花

率按 80%计算，可产鲜切花 21 600支/667 ㎡，按现在

最低市场收购价格向日葵按鲜切花出售，价格为1.8~

3.0元/支估算，收益为38 880~64 800元/667 ㎡。扣除

租地费、人工费、种子、肥料、灌溉、农药、鲜花运输、

简易包装等成本，每 667 m2观赏向日葵投入 8 000多
元（面积越大成本越低），纯收益为 30 000~55 000
元，节日可上调。

以景观葵园种植为例，美丽的向日葵主题花

海充满勃勃生机，可带来可观的收益，园区除收

取 10~20元门票外，同时可设置餐饮、游玩等配套

项目，结合向日葵特色，开发出向日葵特色美食、

葵花油画、葵花头饰手环等伴手礼，既满足了消

费者的消费需求，也增加景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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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播期，使开花期至籽实灌浆期尽量避开或减轻

高温多湿的不利影响是获得高产的主要手段之

一。千粒重和单盘粒重是构成向日葵产量的重要

因素，在高密度条件下，单株产量与百粒重都有

下降，但群体产量由于株数的增加得到了补偿 [12]。

葛占宇等 [13]对高粱的研究得出，适时播种，从出苗

到开花成熟都处于适宜的温度条件下，有利于提

高籽粒总淀粉、支链淀粉的含量，同时也有利于

产量的提高。前人研究表明，密度对向日葵产量

的影响幅度在 18%~32%[14]。刘庆鹏等 [15]研究得

出，花盘直径是影响向日葵产量的最主要因素。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播期密度双因素互作效应下

油用向日葵 KWS303和食用向日葵 SH363均以处

理组合 A2B2产量最高。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基本

一致。所以，选择合适的播期与密度，是提高向

日葵产量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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