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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品种选育周期长，导致向日葵品种选育进程缓慢，向日葵种质资源创新技术滞后。本文通过向日葵本

身生物学特性及向日葵自交系研究及选育现状，利用幼胚培养技术、温室育苗技术与大田试验种植相结

合的方法，以向日葵大田繁育种植为基准，结合温室种植，探索出向日葵自交系完成一个世代所需的≥5℃
的有效积温及光照；合理选择种植地点及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作为技术核心保证，授粉后7~10 d
取胚培养，就可以转入下一代的培育，从而缩短了世代栽培周期，建立起向日葵自交系周年四代的选育

方法，降低了选育成本；对于向日葵自交系的繁育技术领域具有现实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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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ng breeding cycle of new varieties leads to a slow process of sunflower variety selection, and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y of sunflower germplasm resources lags behin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unflowers and the research and breeding status of sunflower in-
bred lines, the techniques of immature embryo culture, greenhouse seedling raising and field trial 
planting were combined to take sunflower field breeding and planting as the standard, in combina-
tion with greenhouse planting, the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and light of more than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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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ed for sunflower inbred lines to complete a generation were explored; the reasonable planting 
site was selected and the advanced technical means and methods were used as the technical core 
guarantee, 7~10 days after pollination, the embryo culture can be transferred to the next genera-
tion, which shortens the culture cycl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sets up the breeding method of the 
annual four generations of sunflower inbred lines, and reduces the cost of breeding; it has practical 
effect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field of breeding technologies of sunflower inbred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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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向日葵是世界四大油料作物之一，是我国重要的特色油料作物，近年来，我国向日葵生产发展很快

[1] [2] [3]。育种成败，关键在亲本，而亲本资源的缺乏正是制约向日葵育种的一大瓶颈；我国向日葵品

种资源和用于组配三系杂交种的自交系材料相对匮乏、遗传基础狭窄、组配优势不强、向日葵种质资源

创新技术滞后，主要利用野生向日葵资源、地方品种与现有骨干自交系杂交，选育优质、抗病、适应性

广的自交系，且野生向日葵的利用常出现自交不亲和、保种困难等问题。 
在育种方法上，由于北方光热资源有限，育种材料只能种植一代，再利用冬季海南冬繁实现现有的

向日葵自交系周年两代的繁育模式，所以育成一个新的向日葵自交系至少需要 3 年以上的时间，新品种

选育周期长导致向日葵品种选育进程缓慢，因此加快优良向日葵资源的利用及向日葵优异自交系的选育，

培育出性状优良、抗病、配合力高的向日葵自交系，对于丰富向日葵育种遗传群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通过优质、抗病、抗逆向日葵种质资源创制，选育出优势性状突出、综合性状优良的向日葵新品种，通

过良种产业化，提高我国向日葵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内外针对向日葵自交系周年四代的繁育技术方面未见相关研究应用，通过本研究，缩短了世代栽

培周期，建立起向日葵自交系周年四代的选育方法，降低了选育成本，对于向日葵自交系的繁育技术领

域具有现实作用和意义。 
由于向日葵种质资源的利用及自交系的创新选育是向日葵杂交种选育的基础，只有培育出性状优良、

抗病、配合力高的自交系，才能组配出优良的三系杂交种。向日葵每个世代都需要经过播种到收获，这

一周期一般为 100~120 d，至少需要≥5℃的有效积温 ≥ 1900℃ [4] [5]。实现周年内向日葵自交系四代繁

育技术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时间、地点 

本研究田间试验于 2004~2006 年在新疆石河子和海南三亚进行，室内试验在新疆石河子进行。 

2.2. 试验材料 

向日葵自交系及其来源：向日葵 60 个早代自交系 001~060 和 60 个稳定自交系 1001~1060，由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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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垦科学院作物所提供。 

2.3. 试验方法 

2.3.1. 试验步骤 
新疆石河子温室盆钵育苗，人工取胚接种培养→新疆石河子温室田，开花套袋授粉收获→海南三亚，

温室育苗，移栽到南繁育种试验田，授粉后取胚接种培养→海南三亚，接种盆钵中，后移植到南繁育种

田，开花套袋授粉收获。 

2.3.2. 新疆石河子春播繁育第一代 
新疆石河子春播，3 月上旬温室盆钵育苗，30~35 d 后移栽到育种试验田，灌水、施肥，精细管理，

保证苗齐、苗壮。5 月上旬开花时，单株套袋授粉，在授粉后 10 d，人工取胚接种培养，即完成第一世

代。 

2.3.3. 新疆石河子夏播繁育第二代 
在新疆石河子夏播(夏播繁育地点选择标准按照自取胚接种培养之日起 100 d 内≥5℃的有效积温 ≥ 

1900℃)。 
5 月底人工取胚培养，以育苗基质为培养土，接种于直径 10 cm 的盆钵中，置于温室中，盆下保持

水分充足，上部用遮阳网遮阳；8 d 子叶展开，25~30 d 后移植到温室田中，保证水肥充足。7 月底开花

套袋授粉；收获前调查向日葵自交系成熟期、结实率、抗逆性和抗病性。8 月底 9 月初割盘、插盘晾晒、

清选、装袋，即完成第二世代。 
向日葵达到生理成熟后要根据天气情况及时收获，清选，晾晒，以防止育种材料丢失，在试验地按

不同材料直接人工脱粒，不仅可以很好地防止材料混杂，而且通风透气性能好，晾晒时间短效果好。收

获后，覆膜田要及时清除残膜，净化农田，防止地膜污染。清除病残体，将病株及时带出田外，集中烧

毁或深埋，防止病菌土壤越冬，给来年作物带来病害。 

2.3.4. 海南南繁加代繁育第三代 
在海南三亚将收获的第二代种子于 9 月底在温室育苗，20 d 后移栽到南繁育种试验田。 
在海南进行向日葵栽植，起垄种植有利于直根系作物向日葵根系下扎延伸，防止倒伏，如遇到暴雨，

有利于排水，防止水涝影响植株正常生长；铺膜有利于提高地温，防止表土板结，改善壤土通气性，压

埋杂草。及时灌水、施肥，精细管理，保证苗齐、苗壮[6] [7]；要根据天气、墒情、苗情来合理灌水施肥，

掌握少量多次的原则，浇水要少，沟底不能见水，防止漏肥，保持地温，水多地温降低，土壤含氧量减

少，不利于根系生长。整个生长期注意病虫害的调查与防治。 
11 月底开花套袋授粉，单盘授粉 2 次，提高结实率[8]；授粉 10 d 后人工取胚接种培养，即完成第三

世代。 

2.3.5. 南繁加代繁育第四代 
在海南三亚将加代收获的种子在 12 月中旬人工取胚培养，以育苗基质为培养土，接种于直径 10 cm

的盆钵中，置于凉棚下，盆下保持水分充足，上部用遮阳网遮阳；6~8 d 子叶展开，25~30 d 后移植到南

繁育种田中。 
南繁育种田应选择土壤肥力中上等的土地种植，且不宜连作，也不宜在低洼易涝地块种植。加强中

耕，中耕应在不伤苗、不埋苗的前提下做到宽中耕、深中耕，以达到更好的除草、提地温的效果，并人

工锄草，灭除杂草减少养分、水分的无效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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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调查病虫害，并及时进行防治；虫害多表现为直接取食造成小花数量的减少；病害多表现为影

响叶片光合作用或养分、水分的吸收、输送，导致植株营养不良，小花不能正常形成和生长发育。适时

防治虫害(棉铃虫、葵螟等)，预防和控制病害(霜霉病、锈病、菌核病、白锈病)的发生、发展。在育种材

料套袋之前的关键时期进行药剂防治，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800 倍液喷雾，40%毒死蜱乳油 800 倍液喷

雾[9] [10] [11] [12]。 
来年 1 月下旬开花套袋授粉，人工辅助授粉应在开花 2~3 d 进行，以后每隔 3 d 天进行 1 次，共需

2~3 次，授粉时间最好在上午露水落下去之后进行。向日葵开花以后不可缺水，做到“见干见湿”的原

则，才能促使盘大粒多粒饱，高产优质，建议成熟后期不灌水，会造成田间湿度过大，易于诱发菌核病。

合理施肥，保障籽粒饱满、种子发芽率高[13] [14]。 
收获前调查向日葵自交系成熟期、结实率、抗逆性和抗病性。2 月中下旬割盘、插盘晾晒、清选、

装袋[15]，3 月初运回新疆石河子，即完成第四世代。 

2.3.6. 影响因素 
根据中国北方光热资源不足的条件下，主要是通过温室育苗，增补自交系生长所需的光热资源。在

新疆石河子春播(春播繁育地点选择标准按照自播种之日起 110 d 内≥5℃的有效积温 ≥ 1900℃)。 
南繁加代地点选择标准按照自播种之日起 110 d 内≥5℃的有效积温 ≥ 1900℃。建议选择海南三亚。 
插盘在新疆石河子一般是平插，在海南三亚区域建议斜插，以防阴雨天气造成盘腐与霉籽[16] [17] 

[18] [19]。 

2.4. 应用结果 

2.4.1. 食葵品种 AR9-9293 的选育 
在 2004 年至 2006 年利用上述方法，通过连续加代 8 代，选育了向日葵不育系 BH4-m241434A，不

育率达 100%，该自交系为食葵 AR9-9293 的不育系。 
通过 2005 年至 2006 年两年期间连续加代 7 代，选育了向日葵恢复系 RR1-61421，形成稳定恢复系

XX5-Ⅳ14111，恢复性达 100%，该自交系为食葵 AR9-9293 的恢复系。 
2015 年 1 月，食葵品种 AR9-9293 经全国向日葵品种鉴定委员会鉴定通过，鉴定编号为国品鉴葵

2015005，证书编号为 2015-1-93 [20]。 

2.4.2. 油葵新葵 27 号(AR8-0501)的选育 
在 2004 年至 2006 年利用上述方法，育成遗传稳定 BH4-92432 不育系和保持系，获得遗传稳定恢复

系 XX4-a211。 
2008 年，用 BH4-92432A 不育系与 XX4-a211 恢复系配制杂交种 AR8-0501，2016 年通过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新审葵 2015 年第 19 号[21]。 

3. 结论 

3.1. 合理选择种植地点 

种植地点作为向日葵自交系周年四代的繁育技术核心为保证，中国北方实现 2 个世代的种植需 170 d
左右，海南三亚实现 2 个世代的种植需 150 d 右，很好地衔接了中国北方及海南三亚各两个世代的种植，

实现周年(一年)四代的种植。 

3.2. 技术优点 

向日葵自交系周年四代的繁育技术，克服了目前向日葵自交系品种选育周期长的缺点，改进了育种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3.13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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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手段，明显缩短了向日葵自交系世代的选育进程，对于向日葵自交系的繁育技术领域具有极大的

经济价值。 

3.3. 解决的问题 

育种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提高了自交系的选育进程和效率，向日葵自交系周年四代的繁育技术具

有培育周期短、成本低、易于操作等优点，解决了向日葵自交系在传统选育过程中的培育周期长、价格

昂贵等问题，提高了我国向日葵产业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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