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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形易成型， 长势较好， 管理简单， 整个生长季
劳动力用工大大减少， 单臂篱架使行间距加大，
更易于机械化操作。 以省工省力、 简化修剪为特
点的单臂篱架倾斜单蔓水平龙干形， 在河西走廊
酿酒葡萄产区经过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改形
后树体葡萄结果部位一致， 在生产中可严格按照
通风带、 结果带、 营养带 3 带整形， 果实着色一
致、 糖度一致， 对酿酒葡萄原料的提质增效作用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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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甘肃省向日葵生产中的主要病害进行初步分析， 从农业防治、 化学防治、 生物学防治、 抗病品种
的选育等方面提出了甘肃省向日葵主要病害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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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原产于北美地区， 具有耐盐碱、 耐瘠
薄、 抗干旱、 适应性强的特性， 而且向日葵还是一
种集观赏、 药用、 食用、 油用于一体的植物［1�-�2�］，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目前， 我国是世界第四大向
日葵种植的国家［3�］。 虽然种植面积在逐年扩大，
但轮作倒茬的困难日趋严重， 随之而来的病害也
在逐年加重， 菌核病、 黄萎病、 锈病、 黑斑病、
褐斑病和列当发生普遍且为害严重， 对向日葵生
产构成严峻威胁， 不但使向日葵的产量和品质明
显降低， 而且严重制约了向日葵产业的发展。 现
就甘肃省向日葵生产中的主要病害及其发生进行
初步总结， 并针对性提出防治对策， 以期为向日
葵无公害生产提供依据。
1���主要病害
1.1 菌核病（Sclerotinia Rot）

向日葵菌核病是由核盘菌侵染而引起的传播
性病害， 是目前危害最严重的病害之一， 长期以
来防治菌核病一直是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 菌核病

病原菌的寄主范围相当的广泛， 传染渠道众多， 可
以通过种子、 土壤、 气流传染， 在向日葵整个的生
育期都可能随时发病。 其主要的病症表现在根、
茎、 花盘三个方面。 其中根腐型表现为病菌主要侵
染向日葵幼苗的根部及茎基部， 使其腐烂产生黑色
菌核； 茎腐型表现为病菌发病在茎的中上部， 初期
侵染茎干为灰白色水渍状， 后期变化褐色而后腐
烂； 盘腐型表现为初期病菌侵染花盘的背面后出现
黑色病斑， 之后蔓延至花盘正面， 发病部位种子被
白色菌丝缠绕形成形状不规则的菌核［4�-�5�］。
1.2 黄萎病 （Verticillium albo -atrum Reinke et
Berthold）

向日葵黄萎病是近年来发生较严重的一种病
害， 病原菌主要是黄萎轮枝菌或黑白轮枝菌和大
丽菌轮枝菌。 向日葵黄萎病也属于土壤传播性病
害， 病情蔓延的速度较快， 一般染病后 10�d�左右
整株枯萎死亡。 症状主要表现： 先从下部叶片发
生， 叶片顶端的叶肉先局部褪绿， 而后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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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的其他叶肉也渐褪绿， 而叶脉及其附近仍为
绿色。 茎的基部和叶柄微管束呈褐色， 上部维管
束不变色［4�-�5�］。 该病在向日葵幼苗期就可表现， 8
月上旬达到高峰。 播期对黄萎病发生影响很大，
播种越早， 黄萎病发病率越高， 而且重茬地、 低
洼地、 现蕾期高温少雨都较易诱发黄萎病。
1.3 锈病（Pucinic helianthi）

向日葵锈病的病原是担子菌亚门真菌， 是一
种空气传播性病害， 发展速度极快， 为害范围很
广。 该病主要危害向日葵的叶片和叶柄， 受害叶
片呈铁锈色， 上面产生大量的孢子堆， 使叶片过
早枯死， 生长受阻。 使其籽粒灌浆不足， 瘦果小，
种仁瘦， 含油低， 空壳率增多［4�-�5�］。 发病的地块
产量损失一般在 10%~20%， 一般来说食用型向日
葵感病重， 油用型向日葵较抗病； 中熟品种重于
早熟品种； 生育前期发病轻， 后期发病重。
1.4 黑斑病（Alternaria helianthi）

黑斑病的病原菌是半知菌亚门真菌链格孢，
该病菌以菌丝体和分生孢子在病残体或种子上越
冬， 通过风雨和气流传播到向日葵的植株上造成
初次侵染。 植株初次感染发病以后， 在潮湿的环
境条件下， 病斑上会产生大量的分生孢子， 这些
孢子借助风、 雨传播可进行再浸染， 在向日葵开
花以后病害会加重。 发病初期叶片上病斑为褐色
小圆点， 逐渐扩大以后呈圆形褐色斑， 最终花盘
的背面由边缘开始出现与叶片上一致的褐色病斑，
直径大约在 5~20�mm。 大病斑的中心为灰褐色，
边缘为褐色， 具有同心轮纹［4�-�5�］。 黑斑病一般可以
使向日葵减产 10%~20%�， 发病严重的田块减产约
30%~40%。
1.5 列当（Heliantus annuus L.）

向日葵的列当别名又叫毒根草、 兔子拐棍，
它是一种寄生性的杂草。 茎直立、 单生、 肉质，
无叶绿素， 颜色为黄褐色至褐色， 株高一般为
20～54�cm， 茎有纵棱。 叶片退化变为鳞片状， 螺
旋状排列在茎上。 呈紧密的穗状花序排列， 花为
蓝紫色， 是两性花［6�-�8�］。 列当最早的出土日期是在
向日葵普遍开花的时候。 列当寄生后的向日葵株
高降低 10％左右， 花盘直径缩小约 23%～36％，
种子饱满度降低 30%～40％， 空壳率则显著增加，
约 40％～50％。
2���防治措施
2.1 农业防治

一是实行合理轮作。 向日葵与禾本科作物轮
作， 轮作周期 3~5�a， 可以有效控制向日葵菌核病

等主要病害［9�］。 二是清除田间病源。 向日葵收获
后， 先及时清除田间病株的根、 茎、 叶、 花盘等
残体， 集中烧毁或深埋， 然后进行土壤秋深翻，
耕作深度 20�cm�以上， 使大量破碎的病残体埋在
土壤深处而自行腐烂， 减少田间菌源， 达到减轻
病害的目的。 三是调整播种期。 依据当地气候特
点和各品种的生育特性， 适当调整播种日期， 使
向日葵易感病阶段避开秋季阴雨连绵的季节， 达
到避雨防病的目的。 四是合理密植。 采用适宜的
种植密度， 保证田间通风透光， 降低发病率。 五
是膜下滴灌。 利用滴灌控制调节供水量， 避免了
低洼积水现象， 控制田间湿度， 从而降低病害的
发生。 六是科学施肥。 播前施足底肥， 注意增施
磷、 钾肥， 不可偏施氮肥， 防止植物徒长， 以培
育壮苗， 提高作物的抗病性。
2.2 化学防治
2.2.1����种子拌种与土壤处理 播种前对向日葵种
子采用 10%氟硅唑水分散颗粒剂（或茄病泰诺）和
生防菌剂 10 亿 /g 萎菌净可湿性粉剂混合， 按种子
量的 0.5%~1.0%拌种可有效防治黄萎病。 采用
40%菌核净可湿性粉剂按每 100�kg 种子用 500�g 的
药量拌种， 或用 25%咪鲜胺按每 100�kg 种子用
300�g 的药量拌种。 有条件的可施用盾壳霉生物制
剂 1�125�g/hm2 混细土 450�kg 后均匀施于垄沟内可
有效防治菌核病苗腐， 能够消除土壤中病菌对向
日葵种子的侵害［10�-�11�］。
2.2.2����化学药剂田间喷施处理 将生防菌剂萎菌
净颗粒剂 375�kg�/hm2 随化肥（种肥）施入地块中进
行土壤处理可有效防治黄萎病。 在初花期喷施无
公害药剂如低聚糖素、 氨基寡糖素等， 或甲托·咪
鲜胺混剂、 菌核净可有效防治菌核病盘腐［10�-�13�］。
2.3 生物学防治

根据研究， 土壤根癌杆菌 E26�菌株能有效防
治向日葵根癌病的发生。 油菜内生枯草芽孢杆菌
BY2�对向日葵菌核病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在向日
葵黑斑病的防治上， 用荧光假单胞杆菌处理种子
后， 出苗率达 92%～100%， 并降低了幼苗发病
率［9�］。 生物学防治是对植物伤害小、 对环境压力
小、 对人畜药剂残留较低的一种防治手段， 必将
在未来的病害防治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4 抗病品种的选育

选用优良的向日葵抗病害品种是防止向日葵
病害发生的一条最经济有效的途径办法［14�］。 目前
食用向日葵抗病优良品种有 LSK15、 赤葵 3006、
陇葵杂 4 号、 甘葵 10138、 巴葵 138、 龙食葵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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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油用向日葵抗病优良品种有龙葵杂 4 号、 龙
葵杂 7 号等。 向日葵属中有很大一部分野生种的
种质资源， 野生种具有很广泛的适应性以及多种
多样的遗传生理特性， 尤其是在抗病虫害方面更
是具有独特的优越性。 选择抗病性优良的品种进
行种植， 能够大大提高向日葵的抗病性。 从而能
够更加有效的提高向日葵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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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县拥有种植马铃薯所需的丰富的土壤资
源、 水资源， 且气候适宜， 是马铃薯的传统产区。
马铃薯播种面积逐年扩大， 目前已达到 4�666.7�
hm2， 成为玉田县第三大主粮作物。 传统方式种植
马铃薯主要通过“大水大肥”达到高产目的， 灌溉
和肥料量大、 追肥次数多， 在造成水肥浪费的同
时， 也利于土传病害的传播和蔓延。

“水肥一体化” 技术， 也称滴灌施肥， 是将灌
溉与施肥融为一体的农业新技术。 该项技术主要
是借助压力系统与安装在毛管上的灌水器， 根据

作物的需水需肥规律和土壤水分、 养分状况， 将
可溶性固体肥料或液体肥料配兑而成的肥液与灌
溉水一起， 一滴一滴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
区土壤中的灌水方法。 把地膜覆盖和滴灌两项技
术结合在一起的膜下滴灌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增产
和节水技术。 在马铃薯生产上推广水肥一体化技
术， 将推动玉田县马铃薯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可持
续发展， 加速马铃薯全程机械化和轻简化栽培，
为今后发展优质马铃薯产业奠定基础， 更可促进
农民节支增收［1�-�2�］。

摘要： 对玉田县马铃薯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应用优势进行了阐述， 并对其技术要点及应用效益进行了总
结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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