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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全面评价不同向日葵品种（系）对列当的抗寄生性和其在生产中的应用价值，对‘ＴＰ３３１３’等５０个食葵

品种（系）、‘内蒙杂４号’等６个油葵品种（系）进行了田间自然寄生试验，结果表明：食葵‘ＴＰ３３１３’为对列当免疫的

品种，且病虫害发生较轻，产量相对较高（２６１．１１ｋｇ／６６７ｍ２），因而具有极高的推广应用价值；‘ＴＰ３３１４’为高抗列当

品种，但是受向日葵菌核病危害较重，产量为２１９．６４ｋｇ／６６７ｍ２；‘ＳＨ３６１－Ｌ’、‘ＳＨ３３８－Ｍ’等８个品种表现为中

感，属耐列当品种（系），并且产量相对较高，在生产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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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日葵列当犗狉狅犫犪狀犮犺犲犮狌犿犪狀犪 Ｗａｌｌｒ．属于列

当科列当属，主要寄生在向日葵根上吸取大量营

养［１２］，造成向日葵植株矮小、萎蔫，叶片变黄，产

量和含油量下降［３］，危害严重的地块甚至绝产［４５］。

列当的种子重量极轻，易传播、繁殖快，防治极其

困难。目前其防治措施主要以轮作倒茬及人工拔

除为主，但由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向日葵种植面积

大（２３．３万ｈｍ２，约占全国向日葵总播种面积的

２４．８％）与禾本科作物轮作倒茬困难，人工拔除列

当需大量人工，成本高、效率低，因此具有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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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

选育抗性品种是一项最经济、最有效的防控措

施［６］，也是目前列当防控技术研究的热点方向。但

是我国开展向日葵抗列当品种筛选工作较少，起步

较晚，进展缓慢［７］。另外，不同向日葵种植区域的列

当生理小种可能不同，导致同一个向日葵品种在不

同种植区域对列当的抗性差异性较大，对此作者针

对巴彦淖尔向日葵种植区域选育抗性品种进行了相

关研究，旨为当地生产防控列当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供试向日葵品种（系）包括食葵品种（Ａ系列）和

油葵品种（Ｂ系列），具体信息详见表１。

表１　供试向日葵品种（系）及来源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犲狊狋犲犱狊狌狀犳犾狅狑犲狉犮狌犾狋犻狏犪狉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狊狅狌狉犮犲狊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品种（系）

Ｖａｒｉｅｔｙ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品种（系）

Ｖａｒｉｅｔｙ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Ａ６

Ａ７

Ａ８

Ａ９

Ａ１０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１３

Ａ１４

Ａ１５

Ａ１６

Ａ１７

Ａ１８

Ａ１９

Ａ２０

Ａ２１

Ａ２２

Ａ２３

Ａ２４

Ａ２５

Ａ２６

Ａ２７

Ａ２８

甘葵６号

科阳１号

科阳６号

科阳８号

龙食葵４号

ＬＳＫ１５

ＮＳ００６

ＮＡ００７

陇葵杂４号

ＬＤ９０９１

Ｘ３６０７

蒙吉昌７号

蒙吉昌８号

蒙吉昌１１号

蒙吉昌６号

蒙吉昌９号

ＪＣ９８

ＪＣ４２８

ＪＣ４２９

ＪＣ３８３８

ＪＣ５０９９

ＪＣ３６３９

７Ｌ８１８

ＨＰ５０３９

Ｆ３１２

Ａ０６１

科阳５号ＤＭＣ８１８９ｉ

科阳７号

国家向日葵

产业技术体系

病虫害

研究室

Ａ２９

Ａ３０

Ａ３１

Ａ３２

Ａ３３

Ａ３４

Ａ３５

Ａ３６

Ａ３７

Ａ３８

Ａ３９

Ａ４０

Ａ４１

Ａ４２

Ａ４３

Ａ４４

Ａ４５

Ａ４６

Ａ４７

Ａ４８

Ａ４９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６

ＣＫ

ＪＲ１９３９

ＨＤ５０３８

ＳＤ９１８

ＳＤ９９７

ＳＤ９９９

新启源１号

新启源５号

ＪＫ６０１

ＬＤ５００９

ＬＤ７００９

３６３８Ｃ

Ｘ３９３９

ＴＫ９１９

ＴＹ０４０９

ＴＰ３３１３

ＴＰ３３１４

三瑞６号

ＳＨ３６３Ｍ

ＳＨ３３８Ｍ

ＳＨ３６１Ｌ

ＲＨ３１８

内蒙杂４号

ＮＫ２４４

０９１０２１０１×Ｒ０１２４４

０９１０２１０４×Ｒ５

０９１０２１０９×Ｒ０１２４４

０９１０２８９×Ｒ５

ＪＫ１０３

国家向日葵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研究室

北京凯福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购买）

乌拉特前期新世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购买）

北京金色谷雨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购买）

北京天葵立德种子科技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购买）

北京绿冠集团

内蒙古三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向日葵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研究室

安徽华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购买）

　１）编号字母Ａ代表食葵；Ｂ代表油葵。对照品种‘ＪＫ１０３’为巴彦淖尔市种植面积较大的品种。

Ｌｅｔｔｅｒ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ｅｄｉｂｌｅ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Ｂ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ｏｉｌ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ａｒｉｅｔｙ‘ＪＫ１０３’ｉｓ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ｗｉｔｈｌａｒｇｅｒ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ｉｎＢａｙａｎｎｕｒＣｉｔｙ．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田间设计

试验于２０１５年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白脑

包镇向日葵列当发生严重且均匀的地块进行，对照品

种为‘ＪＫ１０３’，每１０个供试品种（表１）设置１次对照，

小区面积为１３ｍ２，３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

１．２．２　田间管理

试验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５日进行人工播种，大小行

种植，大行１００ｃｍ，小行４０ｃｍ，株距４０ｃｍ，２２００

株／６６７ｍ２，基肥为磷酸二铵１５ｋｇ／６６７ｍ２，硫酸钾

１０ｋｇ／６６７ｍ２，尿素２０ｋｇ／６６７ｍ２。在向日葵３对

真叶时中耕除草，现蕾期浇灌１次水，整个生育期不

使用任何农药。

１．２．３　田间调查

试验于８月３１日（籽粒灌浆期）调查统计向日

葵列当发生情况，采用对角线５点取样法
［８］，每点调

·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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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１ｍ２；向日葵成熟后进行考种测产
［９］，同时调查

记录其他病虫害发生情况。分级标准、田间抗寄生

性鉴定分级、计算公式如下：

向日葵列当寄生严重度分级标准：０级，无列当；

１级，１ｍ２有列当６株以下；３级，１ｍ２有列当６～１０

株；５级，１ｍ２有列当１１～２０株；７级，１ｍ２有列当

２０株以上。

田间抗寄生性鉴定分级采用相对抗寄生方法评

价抗寄生程度，抗寄生程度划分为：免疫 （Ｉ），抗寄

生指数为１．００；高抗（ＨＲ），抗寄生指数为０．８０～

０．９９；中抗（ＭＲ），抗寄生指数为０．４０～０．７９；中感

（ＭＳ），抗寄生指数为０．２０～０．３９；高感（ＨＳ），抗寄

生指数为０．２０以下。

寄生率（％）＝
寄生株数
调查株数×１００

；

寄生指数＝
∑（各级寄生数×各级寄生级值）
调查总数×最高寄生级值

×１００；

相对抗寄生指数＝

鉴定品种（系）的平均寄生指数
对照品种的平均寄生指数

；

抗寄生指数＝１相对抗寄生指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品种的抗性鉴定

由表２可知，供试品种（系）中，对照品种‘ＪＫ１０３’

的列当寄生率达７１．７１％；‘ＴＹ０４０９’、‘ＪＣ４２９’的列当

发生最严重，寄生率高达１００％，其中‘ＪＣ４２９’抗寄生

指数为－１．０５，极显著低于对照品种，为高感品种；

‘甘葵６号’、‘０９１０２８９×Ｒ５’（油葵）、‘科阳１号’等１０

个品种的列当寄生率在２５．１１％～５５．２５％之间，抗寄

生指数在０．４２～０．７４之间，为中抗品种（系）；

‘ＴＰ３３１４’列当的寄生率为０．４０％，抗寄生指数为

０．９９，极显著高于对照品种，为高抗品种；而‘ＴＰ３３１３’

列当寄生率为０，抗寄生指数为１，极显著高于对照品

种，为免疫品种。由图１可看出，免疫品种‘ＴＰ３３１３’

没有列当寄生，长势良好；而和免疫品种‘ＴＰ３３１３’种

植在同一膜上的高感品种‘ＪＣ４２９’上列当的寄生率

达到１００％，由于受到向日葵列当的危害，向日葵植株

矮小，后期逐渐死亡，造成绝产。

表２　不同品种（系）抗列当寄生情况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狌狀犳犾狅狑犲狉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狋狅犗狉狅犫犪狀犮犺犲犮狌犿犪狀犪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ｒａｔｅ

抗寄生指数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ｉｎｄｅｘ

抗性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ｒａｔｅ

抗寄生指数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ｉｎｄｅｘ

抗性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４３ ＴＰ３３１３ ０．００ １ Ｉ Ａ２９ ＪＲ１９３９ ６２．５７ ０．２５ ＭＳ

Ａ４４ ＴＰ３３１４ ０．４０ ０．９９ ＨＲ Ａ３６ ＪＫ６０１ ６５．４４ ０．２１ ＭＳ

Ａ１ 甘葵６号 ２５．１１ ０．７４ ＭＲ Ａ２６ Ａ０６１ ７４．３６ ０．１６ ＨＳ

Ｂ６ ０９１０２８９×Ｒ５ ３０．７２ ０．７１ ＭＲ Ｂ１ 内蒙杂４号 ６０．３１ ０．１６ ＨＳ

Ａ２ 科阳１号 ３３．９１ ０．６１ ＭＲ Ａ１３ 蒙吉昌８号 ７１．４３ ０．１３ ＨＳ

Ａ３０ ＨＤ５０３８ ４９．３５ ０．５７ ＭＲ Ａ１６ 蒙吉昌９号 ６８．９５ ０．１３ ＨＳ

Ａ３ 科阳６号 ４１．０１ ０．５４ ＭＲ Ｂ３ ０９１０２１０１×Ｒ０１２４４ ７４．５６ ０．０８ ＨＳ

Ａ２２ ＪＣ３６３９ ４１．１８ ０．４７ ＭＲ Ａ３５ 新启源５号 ６５．２４ ０．０７ ＨＳ

Ａ３９ ３６３８Ｃ ５３．８２ ０．４６ ＭＲ Ａ１４ 蒙吉昌１１号 ６９．３２ ０．０７ ＨＳ

Ａ４６ ＳＨ３６３Ｍ ４１．２１ ０．４５ ＭＲ Ａ４０ Ｘ３９３９ ７８．８４ ０．０６ ＨＳ

Ａ６ ＬＳＫ１５ ４３．１２ ０．４３ ＭＲ Ａ２３ ７Ｌ８１８ ７６．４６ ０．０６ ＨＳ

Ａ２１ ＪＣ５０９９ ５５．２５ ０．４２ ＭＲ Ａ３３ ＳＤ９９９ ７３．１７ ０．０３ ＨＳ

Ａ４９ ＲＨ３１８ ５０．６７ ０．３９ ＭＳ Ｂ４ ０９１０２１０４×Ｒ５ ８４．９６ ０．００ ＨＳ

Ｂ５ ０９１０２１０９×Ｒ０１２４４ ５７．１１ ０．３６ ＭＳ Ａ１５ 蒙吉昌６号 ８４．５２ ０．００ ＨＳ

Ａ５ 龙食葵４号 ４５．７４ ０．３６ ＭＳ Ａ８ ＮＡ００７ ７１．９１ ０．０２ ＨＳ

Ａ３７ ＬＤ５００９ ５６．３５ ０．３６ ＭＳ Ａ２８ 科阳７号 ８５．５０ －０．０２ ＨＳ

Ａ４８ ＳＨ３６１Ｌ ５４．８４ ０．３５ ＭＳ Ａ３４ 新启源１号 ７０．０１ －０．０４ ＨＳ

Ａ４５ 三瑞６号 ５６．４２ ０．３４ ＭＳ Ａ２７ 科阳５号ＤＭＣ８１８９ｉ ７４．５２ －０．０６ ＨＳ

Ａ４１ ＴＫ９１９ ５８．２ ０．３４ ＭＳ Ａ１８ ＪＣ４２８ ７５．８１ －０．０９ ＨＳ

Ａ７ ＮＳ００６ ４７．７２ ０．３３ ＭＳ Ａ１１ Ｘ３６０７ ８１．０１ －０．１０ ＨＳ

Ａ４ 科阳８号 ６２．６７ ０．３２ ＭＳ Ｂ２ ＮＫ２４４ ７１．８１ －０．１１ ＨＳ

Ａ２５ Ｆ３１２ ５７．９３ ０．３１ ＭＳ Ａ１０ ＬＤ９０９１ ５８．８０ －０．１４ ＨＳ

Ａ３２ ＳＤ９９７ ５４．７６ ０．３１ ＭＳ Ａ２０ ＪＣ３８３８ ７６．５０ －０．１６ ＨＳ

·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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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犜犪犫犾犲２（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ｒａｔｅ

抗寄生指数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ｉｎｄｅｘ

抗性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ｒａｔｅ

抗寄生指数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ｉｎｄｅｘ

抗性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４７ ＳＨ３３８Ｍ ６１．５５ ０．２７ ＭＳ Ａ１７ ＪＣ９８ ９１．３２ －０．２７ ＨＳ

Ａ９ 陇葵杂４号 ５７．３７ ０．２７ ＭＳ Ａ３８ ＬＤ７００９ ９０．３４ －０．３４ ＨＳ

Ａ２４ ＨＰ５０３９ ６１．６５ ０．２７ ＭＳ Ａ４２ ＴＹ０４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４０ ＨＳ

Ａ３１ ＳＤ９１８ ６６．８５ ０．２６ ＭＳ Ａ１９ ＪＣ４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５ ＨＳ

Ａ１２ 蒙吉昌７号 ５８．８７ ０．２５ ＭＳ ＣＫ ＪＫ１０３ ７１．７１ ０．００ －

　１）和分别表示处理值与对照值比较分析差异显著（犘＜０．０５）和差异极显著（犘＜０．０１）。
ａｎｄｓｈｏｗ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ｅｓｔｅｄ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Ｋａｔ０．０５ａｎｄ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１　不同品种田间抗列当情况对比

犉犻犵．１　犚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狌狀犳犾狅狑犲狉

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狋狅犗狉狅犫犪狀犮犺犲犮狌犿犪狀犪

２．２　向日葵品种（系）对列当抗性的应用评价

２．２．１　不同向日葵品种（系）测产情况

由表３可知，对照品种‘ＪＫ１０３’空壳率较高，为

１９．５０％，百粒重较低，为１５．６６ｇ，产量中等，为

２０４．９５ｋｇ／６６７ｍ２；免疫品种‘ＴＰ３３１３’空壳率较

低，为１１．０２％，百粒重较高，为１７．６０ｇ，产量为

２６１．１１ｋｇ／６６７ｍ２，仅低于‘ＳＨ３６３Ｍ’、‘ＳＨ３６１Ｌ’，

与其他供试品种（系）具有显著性差异；高抗品种

‘ＴＰ３３１４’产量为２１９．６４ｋｇ／６６７ｍ２；中抗品种

‘ＳＨ３６３Ｍ’，空壳率为１４．０１％，百粒重为１９．８０ｇ，

产量高达２９６．７１ｋｇ／６６７ｍ２，除‘ＳＨ３６１Ｌ’外，与其

他供试品种（系）具有显著性差异；中感品种‘ＳＨ３６１Ｌ’

产量高达２９１．７２ｋｇ／６６７ｍ２，除‘ＳＨ３６３Ｍ’外，与

其他供试品种（系）具有显著性差异，由此说明该

品种为耐列当品种；在供试油葵品种（系）中，空壳

率较低，在２．３２％～６．０１％之间，百粒重较低，在

４．９５～６．８４ｇ之间，产量也相应较低，在９９．０４～

１５６．８１ｋｇ／６６７ｍ２，其中中抗品系‘０９１０２８９×Ｒ５’的

产量最高，为１５６．８１ｋｇ／６６７ｍ２。

表３　不同向日葵品种（系）测产情况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犢犻犲犾犱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狌狀犳犾狅狑犲狉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品种（系）

Ｖａｒｉｅｔｙ

抗性

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空壳率／％

Ｅｍｐｔｙ

ｇｒａｉｎｒａｔｅ

百粒重／ｇ

１００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产量／ｋｇ·

（６６７ｍ２）－１

Ｙｉｅｌｄ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品种（系）

Ｖａｒｉｅｔｙ

抗性

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空壳率／％

Ｅｍｐｔｙ

ｇｒａｉｎｒａｔｅ

百粒重／ｇ

１００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产量／ｋｇ·

（６６７ｍ２）－１

Ｙｉｅｌｄ

Ａ４６ ＳＨ３６３Ｍ ＭＲ １４．０１ １９．８０ ２９６．７１ａ　 Ａ２２ ＪＣ３６３９ ＭＲ １５．８２ １６．６７ １８６．３３ｌｍ

Ａ４８ ＳＨ３６１Ｌ ＭＳ ２２．７１ １９．０１ ２９１．７２ａ Ａ２０ ＪＣ３８３８ ＨＳ １０．０４ １５．６５ １８５．１５ｌｍ

Ａ４３ ＴＰ３３１３ Ｉ １１．０２ １７．６０ ２６１．１１ｂ Ａ１８ ＪＣ４２８ ＨＳ １３．３５ １６．３５ １８５．１１ｌｍ

Ａ４７ ＳＨ３３８Ｍ ＭＳ ２５．３４ １８．７２ ２４６．３２ｃ Ａ４９ ＲＨ３１８ ＭＳ １３．４４ １６．７２ １８２．９２ｍ

Ａ７ ＮＳ００６ ＭＳ １５．６５ ２０．６５ ２４３．５１ｃ Ａ１２ 蒙吉昌７号 ＭＳ １８．２５ １４．２４ １７３．８４ｎ

Ａ２９ ＪＲ１９３９ ＭＳ １０．７１ １８．３５ ２３８．４２ｃ Ａ３４ 新启源１号 ＨＳ １６．２６ １８．８９ １７３．８９ｎ

Ａ４５ 三瑞６号 ＭＳ ３０．３４ １６．８４ ２２９．７９ｄ Ａ３５ 新启源５号 ＨＳ １２．５３ １５．８５ １７３．８６ｎ

Ａ３０ ＨＤ５０３８ ＭＲ １６．１２ １６．３９ ２２５．９１ｄｅ Ａ１７ ＪＣ９８ ＨＳ １０．５０ １６．５５ １７２．３４ｎ

Ａ３３ ＳＤ９９９ ＨＳ １２．８６ １５．５１ ２２２．５２ｄｅｆ Ａ３９ ３６３８Ｃ ＭＲ ３４．１７ １９．４７ １６９．３３ｎ

Ａ１６ 蒙吉昌９号 ＨＳ １４．０７ １４．０３ ２２１．２６ｄｅｆ Ａ１０ ＬＤ９０９１ ＨＳ １４．４８ １６．０５ １６７．０９ｎｏ

Ａ１４ 蒙吉昌１１号 ＨＳ １８．８２ １６．４５ ２２０．７２ｄｅｆ Ａ２１ ＪＣ５０９９ ＭＲ ２９．４９ １３．９５ １６５．９１ｎｏｐ

Ａ４４ ＴＰ３３１４ ＨＲ １２．４０ １７．５１ ２１９．６４ｅｆ Ａ２ 科阳１号 ＭＲ ２４．５４ １５．３８ １６０．２８ｏｐｑ

Ａ４１ ＴＫ９１９ ＭＳ １３．４１ １７．５８ ２１４．６８ｆｇ Ｂ６ ０９１０２８９×Ｒ５ ＭＲ ２．３２ ６．４６ １５６．８１ｑ

Ａ６ ＬＳＫ１５ ＭＲ ２１．６２ １９．０７ ２０６．７８ｇｈ Ａ１１ Ｘ３６０７ ＨＳ １９．３２ １４．１５ １５６．８３ｑ

Ａ３１ ＳＤ９１８ ＭＳ ２３．３６ ２２．５９ ２０６．０８ｇｈ Ａ３６ ＪＫ６０１ ＭＳ １５．００ １１．９７ １５４．５４ｑ

Ａ３２ ＳＤ９９７ ＭＳ １３．４０ １７．４５ ２０５．５７ｈ Ｂ４ ０９１０２１０４×Ｒ５ ＨＳ ４．３１ ６．２６ １４５．５９ｒ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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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犜犪犫犾犲３（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品种（系）

Ｖａｒｉｅｔｙ

抗性

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空壳率／％

Ｅｍｐｔｙ

ｇｒａｉｎｒａｔｅ

百粒重／ｇ

１００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产量／ｋｇ·

（６６７ｍ２）－１

Ｙｉｅｌｄ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品种（系）

Ｖａｒｉｅｔｙ

抗性

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空壳率／％

Ｅｍｐｔｙ

ｇｒａｉｎｒａｔｅ

百粒重／ｇ

１００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产量／ｋｇ·

（６６７ｍ２）－１

Ｙｉｅｌｄ

ＣＫ ＪＫ１０３ － １９．５０ １５．６６ ２０４．９５ｈ　　 Ａ３ 科阳６号 ＭＲ １３．０５ １３．７５ １４３．２６ｒｓ

Ａ８ ＮＡ００７ ＨＳ １９．９２ １９．２６ ２０３．３３ｈｉ Ａ２３ ７Ｌ８１８ ＨＳ ２０．１５ １４．０７ １４２．１８ｒｓ

Ａ２４ ＨＰ５０３９ ＭＳ １５．０４ １７．６７ １９９．９０ｈｉｊ Ａ１３ 蒙吉昌８号 ＨＳ １８．４６ １５．４２ １３６．４７ｓｔ

Ａ３８ ＬＤ７００９ ＨＳ １６．２４ １５．０４ １９７．６１ｈｉｊｋ Ａ４ 科阳８号 ＭＳ ２３．６５ １１．４３ １３０．７７ｔｕ

Ａ１ 甘葵６号 ＭＲ ２４．８４ １５．９５ １９４．９５ｉｊｋｌ Ａ５ 龙食葵４号 ＭＳ １４．３４ １４．６５ １３０．７３ｔｕ

Ａ２５ Ｆ３１２ ＭＳ ２７．４４ １９．２１ １９４．２４ｉｊｋｌ Ｂ２ ＮＫ２４４ ＨＳ ６．０１ ５．５５ １２９．６１ｔｕ

Ａ９ 陇葵杂４号 ＭＳ １１．３０ １５．７４ １９０．８４ｊｋｌｍ Ａ３７ ＬＤ５００９ ＭＳ １４．９２ １６．１８ １２８．９０ｔｕ

Ａ１５ 蒙吉昌６号 ＨＳ ２１．９１ １６．５５ １８８．５７ｋｌｍ Ｂ５ ０９１０２１０９×Ｒ０１２４４ ＭＳ ２．３３ ４．９５ １２１．７４ｕｖ

Ａ４０ Ｘ３９３９ ＨＳ １２．００ １６．０１ １８７．４１ｌｍ Ｂ３ ０９１０２１０１×Ｒ０１２４４ ＨＳ ２．５５ ６．８４ １１６．０２ｖ

Ａ２６ Ａ０６１ ＨＳ １１．６２ １６．７８ １８７．４６ｌｍ Ａ４２ ＴＹ０４０９ ＨＳ ２１．３４ １１．７６ １１４．２３ｖ

Ａ２８ 科阳７号 ＨＳ １６．４２ １５．９４ １８６．３５ｌｍ Ｂ１ 内蒙杂４号 ＨＳ ３．７２ ６．７２ ９９．０４ｗ

Ａ２７
科阳５号

ＤＭＣ８１８９ｉ
ＨＳ １２．７７ １５．３５ １８６．３７ｌｍ Ａ１９ ＪＣ４２９ ＨＳ － － ０．００ｘ

　１）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下同。

Ｄａｔ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２．２　部分供试品种（系）其他病虫害发生情况

选择免疫、高抗、中抗列当和耐列当的品种（系）

对比其病虫害发生情况，从而全面评价各品种（系）

在生产中的应用价值。由表４可知，对列当免疫的

品种‘ＴＰ３３１３’，其向日葵黄萎病和向日葵菌核病的

发病率较低，分别为０．８１％、１．７４％，病情指数也较

低，分别为０．３２、０．２３，与对照品种均没有显著性差

异，同时未发现向日葵螟的发生；对列当高抗品种

‘ＴＰ３３１４’，其向日葵菌核病发生较重，病情指数为

２．６１，显著高于对照品种，对产量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中抗品种‘ＳＨ３６３Ｍ’产量最高，未发现其感染

向日葵黄萎病和菌核病，但向日葵螟发生较重，花盘

被害率为４．３２％，籽实被害率为１．９５％，显著高于

对照品种；‘３６３８Ｃ’、‘科阳１号’等中抗列当品种，虽

然列当危害较轻，但向日葵黄萎病、菌核病发生较

重。耐列当品种‘ＳＨ３６１Ｌ’未发现向日葵黄萎病和

菌核病，但向日葵螟发生较重，花盘被害率为５．２７％，

籽实被害率为２．１８％。

表４　部分供试品种（系）其他病虫害发生情况

犜犪犫犾犲４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犱犻狊犲犪狊犲狊犪狀犱犻狀狊犲犮狋狆犲狊狋狊狅狀狆犪狉狋狅犳狋犺犲狋犲狊狋犲犱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品种（系）

Ｖａｒｉｅｔｙ

产量／ｋｇ·

（６６７ｍ２）－１

Ｙｉｅｌｄ

抗性评价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向日葵黄萎病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犞犲狉狋犻犮犻犾犾犻狌犿ｗｉｌｔ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向日葵菌核病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犛犮犾犲狉狅狋犻狀犻犪

发病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向日葵螟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ｍｏｔｈ

花盘被害率／％

Ｄｉｓｃ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ｅ

籽实被害率／％

Ｓｅｅｄ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Ａ４６ ＳＨ３６３Ｍ ２９６．７１ ＭＲ ０．００ ０．００ｆ　 ０．００ ０．００ｄ　 ４．３２ １．９５ｂｃ

Ａ４８ ＳＨ３６１Ｌ ２９１．７２ ＭＳ ０．００ ０．００ｆ ０．００ ０．００ｄ ５．２７ ２．１８ｂ

Ａ４３ ＴＰ３３１３ ２６１．１１ Ｉ ０．８１ ０．３２ｆ １．７４ ０．２３ｃｄ ０．００ ０．００ｆ

Ａ４７ ＳＨ３３８Ｍ ２４６．３２ ＭＳ １．７５ ０．４１ｆ ０．００ ０．００ｄ ６．１１ ２．７２ａ

Ａ７ ＮＳ００６ ２４３．５１ ＭＳ ６．９４ ２．０２ｅｆ ５．３ １．２ｂｃ １．７４ １．０５ｄ

Ａ２９ ＪＲ１９３９ ２３８．４２ ＭＳ ７．８５ ３．５５ｄｅｆ ０．００ ０．００ｄ ０．９２ １．２３ｄ

Ａ４５ 三瑞６号 ２２９．７９ ＭＳ ３．５４ ０．５５ｆ ０．００ ０．００ｄ １．７７ ２．０２ｂｃ

Ａ３０ ＨＤ５０３８ ２２５．９１ ＭＲ １３．０２ ３．６４ｄｅｆ ４．３５ ０．６０ｃｄ ０．８３ ０．６７ｅ

Ａ３３ ＳＤ９９９ ２２２．５２ ＨＳ ８．７５ ２．０４ｅｆ １．７１ ０．２１ｃｄ ４．３０ １．２１ｄ

Ａ１６ 蒙吉昌９号 ２２１．２６ ＨＳ ５．２２ １．５０ｅｆ ０．００ ０．００ｄ ０．９２ １．８４ｃ

Ａ１４ 蒙吉昌１１号 ２２０．７２ ＨＳ ９．８０ ３．１７ｄｅｆ ０．００ ０．００ｄ １．７４ ０．６２ｅ

Ａ４４ ＴＰ３３１４ ２１９．６４ ＨＲ ０．９１ ０．１１ｆ ８．００ ２．６１ａ ０．８４ ０．２７ｆ

Ａ６ ＬＳＫ１５ ２０６．７８ ＭＲ １５．２１ ５．８２ｂｃｄ ０．８２ ０．１１ｃｄ ０．００ ０．００ｆ

Ａ１ 甘葵６号 １９４．９５ ＭＲ １５．９７ ６．６９ａｂｃｄ ０．００ ０．００ｄ ０．９２ ０．６３ｅ

Ａ２２ ＪＣ３６３９ １８６．３３ ＭＲ １６．３０ ７．３５ａｂｃ ７．２４ １．０９ｂｃｄ ０．００ ０．００ｆ

Ａ３９ ３６３８Ｃ １６９．３３ ＭＲ ７．８１ ３．１４ｄｅｆ １０．０１ １．９２ａｂ ０．００ ０．００ｆ

Ａ２１ ＪＣ５０９９ １６５．９１ ＭＲ １８．３１ ８．３０ａｂ ２．６２ １．１２ｂｃｄ ２．６１ １．８７ｂｃ

Ａ２ 科阳１号 １６０．２８ ＭＲ １６．５２ ９．６１ａ ８．７４ ２．７４ａ ０．００ ０．００ｆ

Ｂ６ ０９１０２８９×Ｒ５ １５６．８１ ＭＲ ０．００ ０．００ｆ ２．６５ ０．４３ｃｄ ０．００ ０．００ｆ

Ａ３ 科阳６号 １４３．２６ ＭＲ ９．６０ ４．５５ｃｄｅ ８．２４ １．９０ａｂ ０．００ ０．００ｆ

ＣＫ ＪＫ１０３ ２０４．９５ － ５．２０ ０．７１ｆ ３．５２ ０．５４ｃｄ ０．００ ０．００ｆ

·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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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讨论

目前，巴彦淖尔市种植面积较大的近４０个主栽

品种中还没有对列当免疫的品种。本文通过田间自

然寄生试验研究证明，供试的食葵品种‘ＴＰ３３１３’列当

寄生率为０，利用相对抗寄生方法鉴定为免疫品种，其

向日葵螟、向日葵黄萎病等其他病虫害发生危害较

轻，产量较高，为２６１．１１ｋｇ／６６７ｍ２，此外‘ＴＰ３３１３’籽

粒属长粒型，为向日葵籽粒市场收购中最受欢迎的

粒型，因此具有极高的推广应用价值。供试的食葵

品种‘ＴＰ３３１４’，列当寄生率较低，为高抗品种，但受

向日葵菌核病危害较重，产量显著低于免疫品种

‘ＴＰ３３１３’，在生产应用过程中，应考虑向日葵菌核

病的防控问题；另外‘ＴＰ３３１４’籽粒属宽粒型，不受

市场青睐，销路不畅，因此生产中推广应用局限性较

大。上述两个品种是最新选育出的品种，目前仍在

试验阶段，对向日葵列当不同生理小种的抗性表现

等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供试品种（系）中，‘甘葵６号’、‘０９１０２８９×Ｒ５’

（油葵）、‘科阳１号’、‘ＨＤ５０３８’、‘科阳６号’、‘ＪＣ

３６３９’、‘３６３８Ｃ’、‘ＳＨ３６３Ｍ’、‘ＬＳＫ１５’、‘ＪＣ５０９９’

均表现为中抗。其中‘３６３８Ｃ’、‘科阳１号’等向日葵

黄萎病、菌核病发生较重，产量较低，生产应用过程

中应考虑向日葵黄萎病、菌核病的防控问题；而

‘ＳＨ３６３Ｍ’未发生向日葵黄萎病、菌核病，产量最

高，为２９６．７１ｋｇ／６６７ｍ２，但向日葵螟发生较重，生

产中应注意防控向日葵螟的为害。综上所述，生产

中应因地制宜，结合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合理推广应

用中抗品种。

供试品种中，‘ＳＨ３６１Ｌ’、‘ＳＨ３３８Ｍ’、‘ＮＳ００６’

等虽然为中感列当品种，但产量较高，属于耐列当品

种。根据近年来本文作者对列当防治技术研究结

果，在巴彦淖尔向日葵种植区适时浇灌黄河水对列

当发生程度影响很大，具有较好的防控效果（正在试

验中，结果尚未发表），因此在生产中结合适时浇灌

黄河水进行防控情况下，该类品种具有一定的应用

价值。

在鉴定向日葵品种（系）对列当的抗性过程中，

通常利用寄生率和寄生程度来鉴定品种（系）的抗

性［１０］，如果选择列当发生不均的地块进行试验，可

能鉴定出的抗性差异较大；本研究采用相对抗寄生

方法，通过多次设置对照品种，利用寄生指数鉴定品

种（系）的抗性，可以减轻田间列当发生不均匀对试

验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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