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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景泰县对引进的 13个食用向日葵新品种（系）进行比较试验。 结果表明， 科阳 2 号折合产量最高，
为 6 060 kg/hm2， 较对照品种 JK108 增产 11.29%； 其次是 LSK21， 折合产量为 5 915 kg/hm2， 较对照品种 JK108
增产 8.63 %； LJ316、 LSK20分别较对照品种 JK108增产 2.5%、 0.9%。 上述 4个食用向日葵品种（系）综合性状表现
较好， 可在试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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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发展向日葵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基础条件， 向日葵已经成为该地区的一种重要经
济作物， 发展向日葵产业， 提高向日葵产量是解
决供求缺口， 减少进口压力， 增加农民收入的重
要途径［1�-�2�］。 引进和筛选适宜的食用杂交向日葵
品种， 达到高产高质的目的是加速向日葵生产的
一项重要措施［3�-�5�］。 我们于 2017�年引进了 13 个食
用杂交向日葵品种进行了比较试验， 以期筛选出

适宜景泰县种植的食用杂交向日葵品种。
1���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景泰县条山农场， 属温带干旱大陆
性气候。 年平均气温 8.3�℃， 年平均降水量为
182.4�mm。 年蒸发量 3�300�mm。 平均日照时数为
2�718.3�h， ≥10�℃有效积温 3�038�℃， 无霜期 159�
d。 土壤含有机质 14.8g/kg、 碱解氮 35.5�mg/kg、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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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磷 17.6�mg/kg、 速效钾 222�mg/kg， pH�8.75。
1.2 供试材料

参试食用向日葵杂交种 JK117、 JK108、 JK118
由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提供， L426 由辽宁省
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提供， 吉食葵 2 号、 吉食
葵 3 号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提供，
LSK20、 LSK21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提供， 科阳 2 号、 科阳 4 号由内蒙古农牧业科
学院作物研究所提供， 赤 6008 由赤峰市农牧科学
院提供， XKS1618 由新疆农垦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提供， LJ316 由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院提
供， HK170 由黑龙江甘南向日葵研究所提供， 以
向日葵杂交种 JK108 为对照（CK）。
1.3 试验方法

试验随机区组排列， 3�次重复， 小区面积为
20�m2（5�m×4�m）， 四周种 ４ 行保护行。 试验地于
2017�年 4�月 1 日揭去上年旧膜， 4�月 15�日机械旋
地， 机械旋地前撒施尿素 150�kg/hm2、 磷酸二铵
225�kg/hm2、 硫酸钾（54%）75�kg/hm2、 普通过磷酸
钙 225�kg/hm2。 4�月 18�日机械覆膜， 4�月 20 日人
工破膜点播。 每膜播种 2�行， 株距 0.5m， 每穴点
种 2�粒。 3�叶期间苗， 5�叶期定苗。 全生育期人工
除草 2�次， 现蕾期追施尿素 150�kg/hm2， 8 月 30
日收获。
2���结果与分析
2.1 生育期

由观察结果（表1）可知， 参试向日葵品种（系）
的出苗期为 5 月 1�—4 日， 从 播 种 到 出 苗 10～
13�d， 出 苗 率 为 99.5�%～99.8%， 整齐一致。 生
育期为 104～110� d。 吉食葵 3 号、 科阳 2 号、

LJ316、 HK170 生育期最长， 为 110�d； 其余品种
的生育期较对照都有所增长， 增长天数 1～5�d。
各品种（系）苗期生长缓慢， 现蕾到开花期表现为
快速生长； 开花期集中。
2.2 农艺性状

由表 2�可见， 各品种株高均低于对照， 其中
最低的是 LSK21， 较对照低了 88.2�cm， 其余品种
（系）较对照低 36.4～74.2cm。 赤 6008、 LJ316 茎粗
分别较对照粗 0.1�cm， 其余品种（系）较对照细 0.1～
0.5�cm。 单株叶片数 XKS1618 最少， 为 21 片， 较
对照少 5�片； JK117 最多， 为 32 片， 较对照多 6
片； 其余品种（系）较对照少 1～4 片。 供试各品种
（系） 均无分枝。 科阳 4 号、 XKS168 整齐度一般，
其余各品种（系）生长整齐。 吉食葵 2 号、 吉食葵 3
号、 科阳 4 号、 赤 6008、 XKS1618 生长势中等，
其余品种（系）生长势强。

2.3 主要经济性状
由表 3�可见， 花盘径以 LJ316 最大， 为 23.5�

cm， 较对照大 2.2�cm； 其次是 XKS1618， 较对照
大 1.7�cm； 赤 6008 较对照大 1.3�cm； 其余品种
（系）小于对照。 赤 6008 籽粒长度最长， 为 2.4�cm，
较对照长 0.3� cm。 籽粒宽度 JK117、 赤 6008、
XKS1618�最宽， 均为 0.9�cm， 较对照宽 0.1�cm；
JK118、 L426、 吉食葵 3 号、 LSK21、 科阳 4 号与
对照相同， 均为 0.8�cm。 百粒重 JK117、 LSK21、
LSK20、 赤 6008、 L426�较对照高 0.6～1.8�g； 其余
品种（系）均低于对照。 单盘粒重最高的是 LSK21，
为 121.83�g， 较对照高 13.33�g； LJ316、 科阳 2 号、

品种（系） 株高
/cm

茎粗
/�cm

叶数
/片

分枝株率
/% 整齐度 生长势

JK117 173.5 2.3 32 0 整齐 强
JK118 155.5 2.4 22 0 整齐 强
L426 163.9 2.6 25 0 整齐 强

吉食葵2号 165.8 2.5 22 0 整齐 中
吉食葵3号 152.1 2.7 23 0 整齐 中
LSK20 152.1 2.7 23 0 整齐 强
LSK21 129.9 2.5 22 0 整齐 强
科阳2号 143.9 2.8 23 0 整齐 强
科阳4号 156.6 2.4 22 0 一般 中
赤6008 162.1 2.9 22 0 整齐 中
XKS1618 158.1 2.6 21 0 一般 中
LJ316 146.4 2.9 24 0 整齐 强
HK170 181.7 2.5 23 0 整齐 强

JK108（CK） 218.1 2.8 26 0 整齐 强

表 2 参试向日葵品种主要农艺性状

品种（系）
物候期/（日/月） 生育期

/d出苗期 现蕾期 开花期 成熟期
JK117 4/5 20/6 3/7 17/8 105
JK118 4/5 17/6 7/7 18/8 106
L426 3/5 19/6 7/7 16/8 105

吉食葵2号 1/5 17/6 7/7 17/8 109
吉食葵3号 1/5 19/6 10/7 18/8 110
LSK20 4/5 19/6 7/7 18/8 106
LSK21 1/5 19/6 4/7 15/8 107
科阳2号 1/5 17/6 4/7 18/8 110
科阳4号 1/5 16/6 4/7 16/8 108
赤6008 4/5 19/6 3/7 18/8 106
XKS1618 1/5 19/6 8/7 16/8 108
LJ316 1/5 20/6 7/7 18/8 110
HK170 1/5 20/6 10/7 18/8 110

JK108（CK） 4/5 20/6 10/7 16/8 104

表 1 参试向日葵品种的主要物候期及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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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K20、 LJ316�、 JK117较对照高 3.83～9.67�g； 其
余品种（系）均低于对照。

2.4 品质
由表 4 可见， 所有参试品种（系）蛋白质质量

分数最高的是吉食葵 2 号， 为 18.6�g/100�g， 较对
照高 4.6�g/100�g； 质量分数最低的是 XKS1618， 为
13.4�g/100�g， 较对照降低 0.6�g/100�g�， 其余品种
（系）均高于对照 0.9～3.7�g/100g。 粗脂肪质量分数
最高的是吉食葵 3 号， 为 30.60�%， 较对照高 4.19
百分点； 其次是吉食葵 2 号， 为 27.49%， 较对照
高 1.08 百分点； HK170 的粗脂肪质量分数为
26.65%， 较对照高 0.24 百分点。 其余品种（系）均
低于对照 0.67～10.04 百分点。

2.5 产量
由表 5 可见， 科阳 2 号、 LSK21、 LJ316、

LSK20 均较对照增产， 其中科阳 2 号折合产量最
高， 为 6060�kg/hm2， 较对照增产 11.29%； 居第二
位的是 LSK21， 折合产量为 5�915�kg/hm2， 较对照
增产 8.63�%； LJ316 折合产量为 5�585�kg/hm2， 较
对照增产 2.57%； LSK20 折合 5�495�kg/hm2， 较对
照增产 0.92%。 其他品种（系）较对照减产， 减产幅
度为 8.26%～46.65%。

3���小结与建议
在景泰县对引进的 13 个食用向日葵新品种

（系） 进行比较试验的结果表明， 科阳 2 号折合产
量最高， 为 6�060�kg/hm2， 较对照品种 JK108 增产
11.29% ； 其次 是 LSK21， 折 合 产 量 为 5� 915�
kg/hm2， 较对照品种 JK108 增产 8.63�%； LJ316、
LSK20 分别较对照品种 JK108 增产 2.5%、 0.9%。
这 4 个食用向日葵品种（系）综合性状表现较好，
可在试区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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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系） 盘径
/cm

粒长
/cm

粒宽
/cm

百粒重
/g

单盘粒重
/g

JK117 21.1 2.3 0.9 18.1 112.33
JK118 20.2 2.0 0.8 16.1 100.33
L426 21.4 2.2 0.8 16.9 104.33

吉食葵2号 19.7 1.8 0.5 14.4 95.75
吉食葵3号 19.9 2.0 0.8 15.8 107.50
LSK20 19.9 2.3 0.7 17.3 116.17
LSK21 19.5 2.3 0.8 17.8 121.83
科阳2号 20.1 2.0 0.7 15.1 117.67
科阳4号 18.9 2.0 0.8 14.7 65.33
赤6008 22.6 2.4 0.9 17.2 71.00
XKS1618 23 2.2 0.9 15.9 88.33
LJ316 23.5 1.9 0.7 14.4 118.17
HK170 19.8 2.2 0.7 13.7 104.00

JK108（CK） 21.3 2.1 0.8 16.3 108.50

表 3 参试向日葵品种主要经济性状

品种（系） 蛋白质
/（g/100�g）

粗脂肪
/%

JK117 16.6� 25.74�
JK118 14.9� 23.32�
L426 16.6� 24.48�

吉食葵2号 18.6� 27.49�
吉食葵3号 17.7� 30.60�
LSK20 15.9� 22.04�
LSK21 17.7� 25.24�
科阳2号 16.6� 23.34�
科阳4号 16.8� 16.37�
赤6008 15.2� 23.05�
XKS1618 13.4� 25.03�
LJ316 14.9� 22.14�
HK170 17.5� 26.65�

JK108（CK） 14.0� 26.41�

表 4 参试向日葵品种主要品质性状

品种（系） 小区平均产量
/（kg/20�m2）

折合产量
/（kg/hm2）

较CK增产
/% 位次

JK117 9.99 4�995� -8.26 6
JK118 8.92 4�460� -18.09 10
L426 9.27 4�635� -14.88 8

吉食葵2号 8.34 4�170� -23.42 11
吉食葵3号 9.55 4�775� -12.30 7
LSK20 10.99 5�495� 0.92 4
LSK21 11.83 5�915� 8.63 2
科阳2号 12.12 6�060� 11.29 1
科阳4号 5.81 2�905� -46.65 14
赤6008 6.31 3�155� -42.06 13
XKS1618 7.85 3�925� -27.92 12
LJ316 11.17 5�585� 2.57 3
HK170 9.24 4�620� -15.15 9

JK108（CK） 10.89 5�445� 5

表 5 参试向日葵品种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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