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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葵杂交种是油用向日葵杂交品种的简称，
在国外已有 20 多年的种植历史［1�］， 但在我国发展
缓慢， 只是近几年才开始大面积推广。 目前甘肃
省种植的油料作物种类较多， 有胡麻、 油菜、 向
日葵、 紫苏、 油橄榄等［2～3�］。 杂交油葵作为大宗
油料作物之一， 产量比常规油葵提高了 30%～
50%， 而且含油率很高［1�］。 与常规油葵相比， 杂交
油葵植株较矮、 整齐度较好、 没有分枝、 适应性

广、 籽粒饱满。 此外， 杂交油葵还具有抗旱、 耐
盐碱、 耐瘠薄等特性［4�］。 我们于 2010�— 2012 年
在庆阳市宁县对引进的 7 个杂交油葵进行了品比
试验，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 参试品种

参试油葵杂交种共 7 个， 分别为美国矮大头、
LD1616、 LS308、 陇葵 9 号、 康地 5 号、 新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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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上 2003�—2010 年疏勒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
呈稳步递增的趋势。 为保证该流域水资源承载力
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权
衡各种水利用之间的利弊成为水资源管理中不可
避免的挑战。 为此， 相关部门在加大人力、 资金、
设备投入的同时， 应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以
期提高用水效率， 使有限的水资源能够满足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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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F51， 对照品种为圣泽（葵杂4号）， 均由甘肃
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提供。
1.2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庆阳市宁县和盛镇揪包头村进行。 东
经 106° 24′ ～108° 42′ ， 北纬 35° 25′ ～37° 10′ ，
属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海拔 1�220�
m。 田间储水量 22%， 降水渗深度 1.6～2.0�m， 年
平均降水量 500�mm， 年均温度 10.4�℃， ≥0�℃的
年有效积温 4� 028.3�℃， ≥10�℃的年有效积温
3�735.7�℃， 无霜期 169�d［5�］。 试验地土壤为黑垆
土， 耕层含有机质 10�g/kg 左右， pH�8.1， 土壤孔
隙度 54%， 容重 1.1～1.3�g/m3。 前茬作物大豆。
1.3 试验方法

试验随机区组排列， 3 次重复， 小区面积 21�
m2（7�m×3�m）。 播种前对田块进行旋耕、 平整，
结合整地一次性施入尿素 150�kg/hm2、 硫酸钾 75�
kg/hm2、 普通过磷酸钙 225�kg/hm2 做底肥。 2012 年
4 月 15 日播种， 行距 50�cm， 株距 55�cm， 6 行区，
区间走道 1.5�m， 种植密度 37�500 株 /hm2。 5 月 14
日间定苗， 6 月5日（现蕾期） 穴播追施尿素 150�
kg/hm2。 8 月 18 日收获。
1.4 观测项目

田间记载物候期、 农艺性状（株高、 茎粗、 叶
片数、 盘径、 分枝株率、 管状花颜色、 舌状花颜
色、 植株整齐度）、 经济性状 （百粒重、 单盘粒
重、 粒色、 粒形、 花盘形状、 花盘倾斜度、 籽粒
排列整齐度等）。 收获时每小区随机取样 5 株考
种， 按小区单收计产。 产量结果为 3�a 平均值， 其
余指标均为 2012 年的观察值。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由表 1 可见， 新杂 4 号、 陇葵 9 号成熟期较
早， 生育期分别为 100、 101�d， 较对照早熟 10、
11�d； 美国矮大头、 F51、 康地 5 号、 LD1616、
LS308 与对照接近， 生育期为 108～111�d。

2.2 农艺性状
从表 2 可以看出， 株高以 LD1616 最高， 为

162.2�cm， 较对照高 21.4�cm； 其次是美国矮大头，
为 151.8�cm， 较对照高 11.0�cm； 新杂 4号最矮， 为
115.4�cm。 盘径均大于对照， 其中以 F51 最大， 为
28.6�cm， 较对照增加 6.6�cm； 其次是 LD1616、 陇葵
9 号、 新杂 4 号、 康地 5 号， 分别为 27.0、 26.4、
26.0�cm， 较对照分别增加 5.0、 4.4、 4.0�cm。 茎秆以
美国矮大头最粗， 达 2.96�cm， 较对照粗 0.16�cm；
LS308 次之， 为 2.90�cm， 较对照粗 0.10�cm。 分枝
株率以 LS308、 F51最高， 均为 0.8%； 新杂 4 号与
对照相同， 均为 0.4%； 其余品种均为 0。 叶片数均
较对照少， 其中以美国矮大头、 LD1616 最多， 为
29 片； 陇葵 9 号次之， 为 28 片。 植株整齐度以
LS308、 LD1616、 陇葵 9 号良好， 康地 5 号与对照
较好， 其余品种均为中等。 舌状花颜色新杂 4 号为
深黄， LD1616、 康地 5号为淡黄， 其余品种均为黄
色。 管状花颜色均为橙色。

2.2 主要经济性状
由表 3 可以看出， 百粒重以康地 5 号最重，

达 7.80�g； 其次是 LD1616、 美国矮大头， 分别为
7.73、 7.40�g， 均显著高于对照（p＜0.05）； 新杂 4
号、 F51 高于对照， 但差异不显著 （p＞0.05）；
LS308 最低， 为 6.03�g， 明显低于对照， 差异达显
著水平（p＜0.05）。 单盘粒重从大到小依次为美国
矮大头、 F51、 新杂 4 号、 LD1616、 康地 5 号、
LS308、 陇葵 9 号， 其中美国矮大头、 F51 较高，
分别为 143.09、 124.04�g，显著高于对照（p＜0.05）；
陇葵 9 号最低， 为 101.69�g， 显著低于对照（p＜
0.05）。 粒色 LS308 为黑色， 新杂 4 号、 陇葵 9 号
为黑灰色， F51 为黑略灰， LD1616、 康地 5 号与
对照均为黑、 边灰， 美国矮大头为黑、 边略灰。
粒形美国矮大头为长形， LS308、 康地 5 号为宽卵
形， 其余品种均为长卵形。 花盘形状 LD1616、 康

品种 株高
（cm）

盘径
（cm）

茎粗
（cm）

分枝
株率
（％）

叶片
数

（片）

植株
整齐
度

舌状
花

颜色

管状
花

颜色
美国矮大头 151.8 24.2 2.96 0 29 中 黄 橙

LS308 132.0 24.4 2.90 0.8 21 良好 黄 橙
LD1616 162.2 27.0 2.82 0 29 良好 淡黄 橙
康地5号 135.2 26.0 2.40 0 26 较好 淡黄 橙
新杂4号 115.4 25.4 2.76 0.4 24 中 深黄 橙

F51 136.4 28.6 2.60 0.8 27 中 黄 橙
陇葵9号 116.6 26.4 2.60 0 28 良好 黄 橙
圣泽（CK） 140.8 22.0 2.80 0.4 31 较好 黄 橙

品种 出苗期
（日/月）

现蕾期
（日/月）

开花期
（日/月）

成熟期
（日/月）

生育期
（d）

美国矮大头 23/4 6/6 5/7 10/8 109
LS308 23/4 7/6 4/7 11/8 109
LD1616 24/4 10/6 6/7 13/8 111
康地5号 24/4 6/6 4/7 10/8 108
新杂4号 23/4 5/6 1/7 1/8 100
F51 23/4 6/6 3/7 9/8 108

陇葵9号 23/4 5/6 1/7 1/8 101
圣泽（CK） 23/4 9/6 6/7 9/8 110

表 1 参试油葵品种的物候期及生育期

表 2 参试油葵品种的农艺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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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百粒重
（g）

单盘粒重
（g） 粒色 粒形 花盘形状 花盘倾斜度

（级）
籽粒排列
紧密度

美国矮大头 7.40*±0.1 143.09*±3.25 黑、 边略灰 长 圆凸 3 紧
LS308 6.03*±0.55 103.67±5.27 黑色 宽卵 微凸 4 中
LD1616 7.73*±0.23 119.82±6.17 黑、 边灰 长卵 圆盘 5 中
康地5号 7.80*±0.17 117.99±2.32 黑、 边灰 宽卵 圆盘 5 紧
新杂4号 7.17±0.40 121.84±1.53 黑灰 长卵 圆凸 3 松
F51 7.14±0.40 124.04*±5.36 黑略灰 长卵 圆盘 3 紧

陇葵9号 6.50±0.46 101.69*±6.37 黑灰 长卵 圆凸 4 紧
圣泽（CK） 6.77±0.06 116.67±3.28 黑、 边灰 长卵 圆凸 4 紧

①* 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 3 参试油葵品种的主要经济性状①

品种
折合产量（kg/hm2） 较 CK 增产

（kg/hm2）
增产率
（%） 位次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3�a平均
美国矮大头 3�742.5 4�712.6 5�822.6 4�759.2 585.0 14.01 1

LS308 3�151.5 2�875.1 4�237.5 3�421.4 -752.9 -18.04 8
LD1616 3�780.0 3�912.5 5�680.1 4�457.6 283.4 6.79 4
康地5号 3�502.5 3�506.3 5�605.1 4�204.7 30.4 0.73 6
新杂4号 3�177.0 4�850.0 5�687.6 4�571.6 397.3 9.51 3
F51 4�222.5 3�925.1 5�705.0 4�617.5 443.3 10.62 2

陇葵9号 3�651.0 3�850.1 5�665.1 4�388.7 214.5 5.1 5
圣泽（CK） 3�729.0 3�806.3 4�987.5 4�174.2 7

地 5 号、 F51 为圆盘， LS308 为微凸， 其余品种均
为圆凸。 花盘倾斜度 LD1616、 康地 5 号为 5 级，
LS308、 陇葵 9 号与对照为 4 级， 其余品种为 3
级。 籽粒排列紧密度除新杂 4 号为松， LS308 和
LD1616 为中等外， 其余品种均为紧。
2.3 产量

由表 4可见， 参试油葵品种的平均折合产量除
LS308较对照减产 18.04%外， 其余品种均较对照增
产， 以美国矮大头最高， 达 4�759.2�kg/hm2， 较对照
增产 14.01%； 其次是 F51， 为 4�617.5�kg/hm2， 较对
照增产 10.62%； 其余品种产量高低依次为新杂 4
号、 LD1616、 陇葵 9号、 康地 5号， 分别较对照增
产 9.51%、 6.79%、 5.1%和 0.73%。 其中 2010 年以
F51 最高， 达 4�222.5�kg/hm2； 其次是 LD1616、 美
国矮大头， 分别为 3�780.0、 3�742.5�kg/hm2。 2011年
以新杂 4号最高， 为 4�850.0�kg/hm2； 其次是美国矮
大头， 为 4�712.6�kg/hm2； F51 排第 3， 为 3�925.1�
kg/hm2。 2012 年以美国矮大头最高， 为 5� 822.6�
kg/hm2； 其次是 F51， 分别为 5�705.0�kg/hm2； 新杂 4
号排第 3， 分别为 5�687.6�kg/hm2。
3���小结与讨论
1） 试验结果表明， 7 个油葵品种的 3�a 平均折合
产量以美国矮大头最高， 达 4�759.2�kg/hm2， 较对
照品种圣泽增产 14.01%； 其次是 F51， 为 4�617.5�
kg/hm2， 较对照品种圣泽增产 10.62%； 新杂 4 号

排第 3， 为 4�571.6�kg/hm2， 较对照品种圣泽增产
9.51%。 上述 3 个品种综合性状表现良好。
2） 宁县地处陇东黄土高原腹地， 境内沟壑纵横，
丘陵起伏， 地形复杂， 受气候影响， 作物产量差
异较大。 2010 年气候相对干旱， 不同油葵品种产
量均较低， 以 F51 产量最高， 其次是 LD1616、 美
国矮大头。 2011 年以新杂 4 号最高， 其次是美国
矮大头、 F51。 2012 年以美国矮大头最高， 其次是
F51、 新杂 4 号。 综合考虑， 美国矮大头与新杂 4
号易受干旱影响， 而 F51 相对稳定， 具有较好的
耐旱性， 宜在宁县年降水量较少的北部地区种植，
美国矮大头、 新杂 4 号适宜在宁县南部气候较湿
润区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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