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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向日葵列当是危害我国向日葵最严重的杂草%为明确我国向日葵田列当的发生危害情况及防治现状$采用

对角线
G

点取样法对新疆&内蒙古&吉林和河北等主要向日葵种植区进行调查$对向日葵列当的寄生率和寄生强度

等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向日葵列当在向日葵产区广泛分布$严重危害向日葵的生产$其对食葵的寄生率高于

油葵$对抗性品种的寄生率较低%在所有调查地区中内蒙古地区向日葵列当发生最严重$寄生率高达
&%%?

$寄生

强度达到
#FEG

$单株寄生数量最高$达
&&F

株'新疆地区的向日葵列当寄生率居中$吉林&河北向日葵列当发生相对

较轻%通过实地调研结合文献报道$对目前国内外向日葵列当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研究结果为指导向日葵列当

防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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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列当
;'#B(/06&0*3(/( C388-E

属于列

当科
Y->7350D30.3.

列当属
;'#B(/06&

(是一种根寄

生杂草(其野生寄主是菊科
(>6

,

>9)*3.

蒿属
C'%&>

3,2,(9

,,

E

植物(主要寄主作物为向日葵
D&.,(/%6*2

(//**22E

*该杂草在全世界向日葵产区普遍发生(

主要集中在西班牙%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

斯坦和中国等
G%

多个国家&

&

'

(近年来随着向日葵种

植面积不断增加(向日葵列当已经蔓延扩散至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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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G

'

(成为向日葵田最难防治的杂草(对向日葵

生产造成严重威胁*

自向日葵成为全世界主要油用作物以来(其种

植面积和范围日益扩大(同时也导致了向日葵列当

的大暴发*据报道在西班牙有
!

万
D6

$ 向日葵因

向日葵列当的危害而绝产撂荒(在希腊和土耳其向

日葵列当造成向日葵减产高达
G%?

以上&

&

'

*北非

地区自
$%&%

年开始报道有向日葵列当危害以来发

展迅速(短短两三年时间对突尼斯和摩洛哥向日葵

造成减产达
F%?

以上&

$

(

G

'

*近年来向日葵列当对我

国向日葵产业也造成极大的危害(仅在内蒙古巴彦

淖尔其危害面积达
&E##

万
D6

$

(几千公顷向日葵绝

收(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

"

'

*

自
$%

世纪
G%

年代我国就有向日葵田列当危害

的报道(

&'GI

年其在河北省怀来县严重危害向日

葵(并于次年被确定为国内检疫对象&

I

'

)随着我国从

前苏联%东欧等向日葵列当发生区域引种开始(关于

其危害的报道逐渐增多*向日葵列当主要发生在吉

林%黑龙江%新疆和内蒙古局部向日葵种植区(一直

到本世纪初还属于点片发生(危害较轻&

F&!

'

*而近

十几年来(随着向日葵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向日葵

列当的发生危害也随之严重起来(由点片发生发展

为广泛发生(在局部地区已造成毁灭性灾害(严重影

响我国向日葵产业的发展&

"

(

&G$%

'

*由于向日葵列当

的危害(导致这些地区不能继续种植向日葵(而只能

种植经济价值不高的作物(严重影响当地农民收入*

向日葵列当为全寄生植物(自身缺乏叶绿素(不

能进行光合作用(完全依靠寄主提供营养*该杂草有

着极其复杂的生活史(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是成熟的种子在一定的温湿度条件下吸胀(之后在

寄主释放的萌发刺激物诱导下萌发形成发芽管)第二

个阶段为寄生阶段(已萌发的种子接触到寄主根部会

发育成吸器与寄主建立连接(通过吸器从寄主吸取营

养和水分(发育成茎出土后开花结实(完成整个生活

史&

$&$$

'

*其种子极其微小(长约
%E#66

(单株种子量

多达百万粒*该杂草在向日葵现蕾期开始出土(向

日葵盛花期为大量出土时期(其在地下寄生阶段是

危害向日葵生长最为严重的阶段(导致向日葵植株

矮小(花盘小(秕粒增多(含油量降低(品质变差(产

量下降(直接造成向日葵减产甚至绝收*据报道(每

株向日葵寄生向日葵列当
&%

!

$%

株(向日葵减产

I%?

左右(寄生
#%

株以上(减产
F%?

以上(品质下

降&

$#$G

'

*由于其特殊的生活史(造成危害的时期隐

蔽不易被发现(一旦出土其危害已经无法挽回(给防

除带来极大困难*

向日葵列当防治技术是当前全世界面临的难

题(由于其特殊的生活史(传统的除草剂对它很难奏

效)而人工拔除也因为向日葵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劳

动力短缺而难以实现*国内外科学家开展了生物防

除%化学防除%诱导萌发(选育抗列当品种等多种防

治手段的研究&

$"#!

'

(但至今没有一种理想的田间防

治技术能完全有效防治向日葵列当(防治技术相对

滞后(导致向日葵列当的发生越来越严重(部分地区

已经因为向日葵列当的危害而不能继续种植向日

葵(只能改种价值较低的其他作物*

近年来(各向日葵产区均有向日葵列当危害的报

道(但各区域向日葵列当的发生频率%寄生率%寄生强

度等情况不明(且都是针对局部地区的报道(为更全

面了解我国向日葵列当发生危害情况(我们团队于

$%&F

年
"

月到
'

月分别赴新疆%内蒙古%吉林和河北

等地对向日葵主产区向日葵列当发生情况进行了调

查(并对向日葵列当防治措施进行了现场调研(为向

日葵种植及向日葵列当的防治提供一定的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调查方法和地点

采取随机抽样方法在新疆%内蒙古%吉林省和河

北省#区$各县市#表
&

!

#

$向日葵田中随机选取
IF

个样田(用对角线
G

点取样法进行调查*每点均取

向日葵
#%

株(每个样田共调查
&G%

株(记录每株向

日葵上出土的向日葵列当数量#寄生数量$(目测向

日葵生长状况(危害程度(并向当地种植户或植保工

作人员调研防治技术*

?>=

!

数据统计方法

在每个田块调查向日葵列当寄生数量(被寄生

向日葵株数(根据公式分别计算寄生率%寄生强度

等*寄生率#

-

$

n

列当寄生的向日葵株数"向日葵

总株数
h&%%?

)寄生强度#

E

$

n

向日葵列当总株数"

列当寄生的向日葵株数)发生频率#

@

$

n

列当发生

的地块"总调查地块
h&%%?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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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新疆向日葵列当调查样点分布?

$

"#$%&?

!

M&-#.%1+31,/3%+E&(3.&%011,()&

2

&0./Q./

R

.#/

8

样田

J36

,

8.

,

8>*

地点

2>03*)>5

经度

2>5

;

)*1B.

纬度

23*)*1B.

寄主

H>9*

发生情况

Y001--.50.

L&

伊宁萨木于孜乡
F&SG%f$%gM !#S#'f%!gV

油葵
R

L$

巩留塔斯托别乡
F$S&%f!$gM !#S$'f$%gV

油葵
R

L#

巩留前进牧场
F$S$#f#$gM !#S#$f&IgV

油葵
o

L!

巩留吉尔格郎乡
F$S#Gf$IgM !#S&!fG$gV

油葵
R

LG

新源草原改良大队
F$S##f&FgM !#S#$f$$gV

油葵
R

L"

新源肖尔布拉克
F$SG"f$%gM !#S$"f%FgV

油葵
o

LI

新源阿勒玛勒镇
F#S#!f$IgM !#S$!fG$gV

油葵
o

LF

新源坎苏镇
F#SG%f#FgM !#S$#f&%gV

油葵
R

L'

特克斯县乔拉克热克镇
F&SG$f!"gM !#S%'fG&gV

油葵
R

L&%

特克斯县特克斯镇
F&S!If!GgM !#S%'f#!gV

食葵
R

L&&

特克斯县左营乡
F&S!!f&&gM !#S%#f&!gV

油葵
R

L&$

昭苏军马场
F&S%$f&!gM !#S%GfG'gV

食葵
R

L&#

农十师
&F#

团
FFS&&f&'gM !IS&&f$IgV

食葵
o

L&!

农十师
&F#

团
FFS%Gf&IgM !IS&!f%'gV

食葵
o

L&G

农十师
&FF

团
FIS#'f%&gM !IS$%f#GgV

食葵
o

L&"

农十师
&FI

团
FISGFf$%gM !IS&"f$GgV

食葵
o

L&I

农十师
&FI

团
FISGFf$%gM !IS&"f$GgV

食葵
o

L&F

农十师
&F$

团
FISG#f&&gM !"S!&f#$gV

食葵
o

L&'

阿勒泰喀拉布别依村
FIS&Gf#$gM !IS#&f!$gV

食葵
o

L$%

布尔津阔斯特克乡
FIS&Gf#$gM !IS#&f!$gV

食葵
o

L$&

布尔津五彩滩
F"S#'f!#gM !ISG&f%"gV

食葵
o

L$$

哈巴河萨尔塔木乡
F"S$'fGgM !FS%$f%&gV

油葵
o

L$#

农十师
&FG

团
F"S&Ff$$gM !FS%!f&%gV

油葵
o

L$!

农十师
&FG

团
FGS!&f$!gM !FS&If$!gV

食葵
o

L$G

吉木乃吉木乃镇
FGSG&fG!gM !IS#$fG#gV

食葵
o

L$"

吉木乃托普铁热克
FGSG&f%'gM !IS#%f%IgV

食葵
o

L$I

吉木乃托普铁热克
FGSG!f!&gM !IS$Ff#&gV

油葵
R

L$F

吉木乃托普铁热克
FGSG!f!&gM !IS$Ff#&gV

食葵
o

L$'

博乐青得里乡
F&SG"f!%gM !!SG"f%'gV

食葵
o

L#%

阿热托海牧场配种站
F&S!If&FgM !!SGFf!&gV

食葵
o

L#&

农五师
FI

团
F&S!%fGFgM !GS%&f%IgV

食葵
o

L#$

温泉塔秀乡奎屯村
F&S#Gf#'gM !!SG'f#FgV

食葵
o

!

&

$

o

为调查田块中发现向日葵列当(

R

为未发现向日葵列当(下表同*

o;'#B(/06&0*3(/(

,

-.9.5*

(

R;80*3(/(379.5*EQD.936.7.8>WE

表
=

!

内蒙古向日葵列当调查样点分布

"#$%&=

!

M&-#.%1+31,/3%+E&(3.&%011,()&

2

&0./N//&(I+/

8

+%.#

样田

J36

,

8.

,

8>*

地点

2>03*)>5

经度

2>5

;

)*1B.

纬度

23*)*1B.

寄主

H>9*

发生情况

Y001--.50.

V&

武川县可镇
&&&S#$f&GgM !&S%Ff&!gV

食葵
o

V$

武川县可镇
&&&S$"f#"gM !&S&&f&FgV

食葵
o

V#

武川县壕赖山乡
&&&S#&f!"gM !&S&Ff#%gV

食葵
o

V!

四子王旗大黑河乡
&&&S!"f%IgM !&S#If$$gV

食葵
o

VG

四子王旗忽鸡图乡
&&&S!GfG"gM !&S#Gf$"gV

食葵
o

V"

察右中旗华山子乡
&&$S&!f&GgM !&S#Ff$&gV

食葵
o

VI

察右中旗华山子乡
&&$S$$f$"gM !&S#If&&gV

食葵
o

VF

察右中旗库仑苏木
&&$S#Ff#IgM !%S!$f#FgV

食葵
o

V'

四子王旗乌兰花
&&&S!%fG!gM !&S##f!GgV

食葵
o

V&%

达茂旗石宝镇
&&%SG$f&'gM !&S$Gf$'gV

食葵
o

V&&

固阳县怀朔镇
&&%S&Ff#'gM !&S&If&%gV

食葵
o

V&$

固阳县兴顺西镇
&&%SG'f$FgM !&S&"f#FgV

油葵
o

V&#

固阳县金山镇
&&%S&&fG'gM !&S%$f$"gV

食葵
o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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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K+/-./,&0

$

样田

J36

,

8.

,

8>*

地点

2>03*)>5

经度

2>5

;

)*1B.

纬度

23*)*1B.

寄主

H>9*

发生情况

Y001--.50.

V&!

乌拉特前旗明安镇
&%'S!"fG!gM !%SG$f#'gV

食葵
o

V&G

乌拉特前旗查固线
&%'S#&f!FgM !%SGGf$!gV

食葵
o

V&"

乌拉特前旗登布拉格苏木
&%FSGFf#%gM !%SG&fG%gV

食葵
o

V&I

乌拉特前旗新安镇
&%FS#"fG'gM !%SG&f!&gV

食葵
o

V&F

乌拉特前旗西小召镇
&%FS$%fGIgM !%SG$f%%gV

食葵
o

V&'

五原县隆兴昌镇
&%FS&!f!%gM !&S%$f$$gV

食葵
o

V$%

临河区干召庙镇
&%IS&"fG"gM !%S!IfG$gV

食葵
o

V$&

临河区干召庙镇
&%IS&"fG"gM !%S!IfG$gV

食葵
R

V$$

临河区八一乡
&%&S#"f%!gM !%SG%f&"gV

食葵
o

V$#

临河区京复兴乡
&%ISGGf&'gM !%SGGfG%gV

食葵
o

V$!

科右中旗安兴路
&$&S#%f&%gM !GS%&f#$gV

食葵
R

V$G

开鲁县建华镇
&$&S&'fG$gM !#S!GfG$gV

食葵
R

V$"

开鲁县小街基镇
&$&S$!f#$gM !#SG%f$IgV

食葵
R

V$I

开鲁县东风镇
&$&S#&fGIgM !#S!&f!GgV

食葵
o

表
H

!

吉林!河北向日葵列当调查样点分布

"#$%&H

!

M&-#.%1+31,/3%+E&(3.&%011,()&

2

&0./S.%./#/0;&$&.

*

(+)./:&1

样田

J36

,

8.

,

8>*

地点

2>03*)>5

经度

2>5

;

)*1B.

纬度

23*)*1B.

寄主

H>9*

发生情况

Y001--.50.

O&

农安县哈拉海镇
&$!S!!f%"gM !!S%'f!GgV

食葵
o

O$

长岭县光明乡
&$!S$#f&!gM !!S&Gf!'gV

食葵
o

O#

长岭县长岭镇
&$!S%&fGIgM !!S&If$%gV

油葵
R

O!

长岭县长岭镇
&$#SGGfG$gM !!S&If#&gV

食葵
o

OG

长岭县三团乡
&$#S!%f!!gM !!S$Gf!#gV

食葵
o

O"

长岭县前七号
&$#S!"f#GgM !!S&#f"%gV

食葵
o

OI

长岭县东五十八号
&$#S&'fG#gM !!S&'fG#gV

食葵
o

OF

长岭县太平川
&$#S%Ff$&gM !!S$'f%!gV

食葵
o

O'

通榆县新华镇
&$$SG!f&!gM !!S#"f&$gV

食葵
o

O&%

通榆县新兴乡
&$$SG#f$'gM !!S!!f!!gV

食葵
o

O&&

洮南市向阳乡
&$$SG$fGFgM !GS&'f$IgV

食葵
o

O&$

洮南市二龙乡
&$#S%#fG%gM !GS$&f%'gV

食葵
o

O&#

洮南市龙母镇
&$$S$%f%'gM !GS$$f$&gV

食葵
o

H&

涿鹿县卧佛寺镇
&&GS&FfG$gM !%S%'f&"gV

食葵
o

H$

涿鹿县桃花镇
&&GS%#f&IgM !%S%!f$#gV

食葵
o

H#

蔚县暖泉镇
&&!S#%f#!gM #'S!'f$'gV

食葵
o

H!

怀来县土木村
&&GS#"f&IgM !%S$#f%#gV

食葵
R

HG

怀来县阎家房村
&&GS$%f&FgM !%S$Gf$#gV

食葵
R

H"

丰宁县土城镇
&&"S#"f$"gM !&S&Ff!%gV

食葵
R

=

!

结果与分析

=>?

!

向日葵列当发生危害

=>?>?

!

新疆地区向日葵列当发生危害情况

在新疆伊犁地区调查了伊宁市%巩留县%新源

县%特克斯县和昭苏县等
&$

个乡镇的
&$

个样田#

L&

!

L&$

$#表
&

$*该地区以种植油葵为主(其中
#

个

油葵田中发现向日葵列当(主要发生在巩留县和新

源县(发生频率
$G?

)食葵为零星种植(未发现向日

葵列当*新源县肖尔布拉克#

L"

$和阿勒玛勒镇#

LI

$

向日葵列当发生较多(单株向日葵寄生的列当数量最

高为
$#

株#图
&

$(寄生率最高为
G'E#?

#图
$

$(寄生

强度最高为
$E&I

#图
#

$*总体上伊犁地区向日葵列

当发生较轻(向日葵重茬地列当寄生率比较高*根据

文献记录&

&"

'

(特克斯县向日葵列当发生较严重(单株

寄生数量多达
#F

株(但此次我们前往该地区进行调

查发现(玉米已成为该地区主要种植作物(仅有农户

庭院里零星种植的向日葵(其中未发现有列当寄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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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

列当发生的样田中单株向日葵寄生的列当数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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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2

1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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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

向日葵列当寄生率

"#

$

%8

!

9(-6()30

$

(./2*)/4.5(-

1

40)325#3',-..+-0

1

(

!

图
:

!

向日葵列当寄生强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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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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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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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阿勒泰地区以种植食葵为主(种植面积约

#

万
D6

$

*本次调查了北屯市%阿勒泰市%布尔津

县%吉木乃县%哈巴河县及农十师
&F$

%

&FG

%

&FI

团等

地的
&"

个样田#

L&#

!

L$F

$(其中包括
#

个油葵样

地和
&

个抗列当食葵样地#

L&"

$*结果发现仅有

&

块油葵样地未被寄生(发生频率高达
'#EF?

#表

&

$*该地区向日葵列当造成的危害相当严重(被寄

生的向日葵植株矮小(叶片萎蔫(花盘瘦小(部分田

块向日葵绝产*

该地区
"%?

以上的样田列当寄生率超过
G%?

(

#%?

以上的样田列当寄生率在
IG?

以上#图
$

$*单

株向日葵上寄生的列当数量多达
&&G

株#图
&

$(寄

生强度高达
$"E#

#图
#

$*其中受害最严重的是北屯

市和吉木乃县(其次是布尔津县和哈巴河县*调查

结果显示(抗列当向日葵品种的列当寄生率较低(样

地
L&"

和
L&I

在同一个地块(但种植品种不同(

L&"

为抗列当品种(列当寄生率为
#E#?

(寄生强度

#e#IG

)

L&I

种植的是不抗列当品种(列当寄生率高

达
F$E%?

(寄生强度
FE&G

*油葵上列当寄生率较食

葵低(同样都在
&FG

团的
L$#

和
L$!

两个样地(油

葵的列当寄生率
&%?

(食葵则高达
G&E#?

)

L$I

和

L$F

为相邻的两个样地(种植油葵的
L$I

未发现列

当寄生(而种植食葵
L$F

的列当寄生率
I$EI?

*合

理轮作能极大减轻向日葵列当的寄生(

L&#

和
L&!

是同一个地方的样地(其中
L&!

为经过
F

年轮作的

地块(列当寄生率仅为
$EI?

(寄生强度为
&EI

)而

L&#

为重茬种植(列当寄生率
&%%?

(寄生强度
$&EG

#图
&

!

#

$*

新疆博州向日葵主要种植在温泉县(调查的

!

个样地#

L$'

!

L#$

$均有不同程度的列当发生(寄

生率
&"EI?

!

"$EI?

(寄生强度为
&E!$

!

$%EI!

(属

于中度发生*该地区是许多向日葵种植大户青睐的

0生地1(但根据调查情况来看(向日葵列当已经中度

发生(重茬向日葵的风险值仍然很高(应该引起重视

#图
&

!

#

$*

=>?>=

!

内蒙古地区向日葵列当发生危害情况

内蒙古地区调查了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包头%

乌兰察布%通辽和兴安盟的
&%

个县#旗$(

$!

个乡镇

的
$I

个#

V&

!

V$I

$样田#表
$

$(该地区以种植食葵

为主(仅有
&

个油葵样田*所调查地块中仅有
!

个

样田没有列当发生(发生频率高达
FGE&'?

*巴彦

淖尔%呼和浩特%包头和乌兰察布地区向日葵田#

V&

!

V$#

$列当的危害严重影响了向日葵产量(所调查

$#

个地块中仅有
&

个种植抗性品种的样地#

V$&

$未

发现列当寄生(向日葵列当发生频率高达
'GE"?

#表
$

$(单株向日葵上寄生的列当的数量更是高达

&&F

株)察右中旗#

V"

!

VF

$%四子王旗#

V!

%

VG

%

V'

$%达茂旗#

V&%

$%固阳县#

V&&

!

V&#

$向日葵列当

寄生率高(危害严重(多数田块寄生率达到
&%%?

(

其中(固阳县金山镇的食葵田#

V&#

$发生最严重(该

样田为第一年种植向日葵(但寄生率已达到
&%%?

(

寄生强度高达
#FEG

(单株寄生数量高达
&&F

株#图

&

$(向日葵几乎绝产*巴彦淖尔地区#

V&!

!

V$#

$是

内蒙古种植向日葵面积最大的地区(向日葵列当寄

生率在
&IE#?

!

'GE#?

之间#图
$

$(寄生强度为
&E"

!

&$E&

#图
#

$*种植抗列当向日葵品种的样地

#

V$&

(

V$#

$寄生率和寄生强度较低(寄生率最高

$%?

(寄生强度最高为
$E%

#图
&

!

#

$*通辽市和兴

安盟向日葵种植面积小(向日葵列当发生率也较低(

在调查的
!

个食葵田#

V$!

!

V$I

$中仅发现
&

个样

田中有
&

株向日葵列当发生*

=>?>H

!

吉林地区向日葵列当发生危害情况

吉林省向日葵主要集中在西北部(本次共调查

了农安县(长岭县(通榆和洮南市的
&$

个乡镇的
&#

个田块#

O&

!

O&#

$*该地区相对内蒙古和新疆向日

葵种植面积较小(以食葵为主(油葵较少#表
#

$*所

调查的油葵田中没有发现向日葵列当(而食葵田向

日葵列当发生频率高达
&%%?

(但整体发生危害较

轻(单株向日葵上寄生的列当数量最多
G&

株#图

&

$(寄生率为
&%?

!

'F?

#图
$

$(寄生强度
&E%

!

IE'

#图
#

$*发生危害较严重的地区为长岭县和洮南区

的
"

个乡镇(寄生率为
!%?

!

'F?

#图
$

$(寄生强度

为
#E'

!

IE'

#图
#

$(分别为洮南区龙母镇#

O&#

!

!%?

(

#E'

$(二龙乡#

O&$

!

GFEI?

(

#EFI

$(向阳乡

#

O&&

$#

'F?

(

IE!'

$(长岭县太平川镇#

OF

!

'F?

(

Ie'G

$(前七号#

O"

!

FIE#?

(

"EI'

$(长岭镇#

O!

!

F%EI?

(

!E&I

$)农安县#

O&

$和通榆县#

O'

%

O&%

$发生

较轻(寄生率为
&%?

!

$'?

(寄生强度
&E%

!

$EI

#图

&

!

#

$*

=>?>!

!

河北省向日葵列当发生危害情况

河北省主要调查了张家口怀来县%蔚县%涿鹿县

和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的
"

个向日葵地#

H&

!

H"

$

+

&I$

+



$%$%

#表
#

$*调查地区为丘陵地带(向日葵种植面积较

小(很少连片种植*向日葵列当发生较轻(危害不

重*其中涿鹿县#

H&

%

H$

$和蔚县#

H#

$发现向日葵

列当(涿鹿县卧佛寺镇#

H&

$单株向日葵寄生列当数

量最多(为
$%

株#图
&

$(平均寄生强度为
&E#

#图
$

$(

寄生率
$$E%?

#图
#

$(其他样地未发现向日葵列当

寄生*

=>=

!

向日葵列当防治现状

结合实地调查以及对当地种植户和植保科研人

员调研结果(目前田间主要应用的防控列当的技术

有两种(一种是种植抗列当向日葵品种(抗列当向日

葵品种在内蒙古和新疆地区有小范围推广应用(这

种控制技术已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种植户所接受*

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栽培措施来防控(主要包括作

物轮作(套种等方式(在新疆和内蒙古地区采用向日

葵 玉米(向日葵 水稻(向日葵 棉花等轮作或套种

模式(其中旱 旱轮作方式需要较长时间(至少需要

F

年以上才能将向日葵列当防控到较低的水平(而

水 旱轮作方式能够较快实现隔年种植向日葵*至

今没有合适的化学药剂防治技术在田间大面积

应用*

H

!

讨论

根据在新疆%内蒙古%吉林和河北
IF

个向日葵

样田的调查结果(发生列当的样田有
"%

个(发生频

率高达
I"E'?

(表明该杂草在我国已经大面积发

生(部分地区已经造成向日葵绝收(成为我国向日葵

稳产%高产最大的隐患之一*调查发现食葵田向日

葵列当发生率较高(油葵田相对较低(而种植抗向日

葵列当品种的田块的发生率最低*我国向日葵种植

以食用型为主(是造成向日葵列当发生严重的因素

之一(应重视多样化种植(避免单一作物多年重茬*

新疆和内蒙古地区是我国向日葵的主产区(播

种面积占全国
I%?

以上(在所调查的样地中向日葵

列当发生率高(寄生强度高(甚至新开垦的生地第一

年种植向日葵的样地寄生率也很高(表明向日葵列

当的种子已经遍布各地(只要遇到合适的寄主就会

萌发(若不加以控制(会对向日葵产业造成毁灭性的

影响*

向日葵列当一旦发生很难根除(给向日葵生产

带来毁灭性灾难*因此(开展向日葵列当的防控技

术研究刻不容缓*国内外开展了多年的向日葵列当

的防治技术研究(但至今没有较好的防治手段在田

间大面积推广应用*目前主要应用的技术包括化学

防除%农艺措施%生物防治等*

向日葵列当首先应从源头上加以控制(因此必

须加强列当植物检疫(防止其种子随向日葵种子传

播)农艺措施方面应重视轮作倒茬(例如向日葵和玉

米%棉花等非寄主作物经过
F

!

&%

年的轮作倒茬会

减少危害*选育抗列当向日葵品种是防治向日葵列

当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G

'

*此次调查发现(抗性品种

在列当发生严重的地区寄生强度只有
$

左右(对向

日葵不会造成影响(选育抗更高级别生理小种的向

日葵品种是目前的重点&

#"

'

*此外开发适宜的化学

防除技术(如土壤熏蒸%茎叶或土壤处理剂%抗除草

剂转基因作物等(并加快田间应用推广(研究因地制

宜的综合防控体系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虽然我国向日葵列当发生严重(但至今仍没有

系统的监测预报(有的地区甚至许多种植户并不知

道向日葵列当的危害(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

重茬种植向日葵(加剧了向日葵列当的危害(增加了

防治难度*

向日葵列当对我国向日葵的影响日益加重(已

成为严重影响我国向日葵安全生产的问题(应加强

开展向日葵列当综合防控技术研究(控制向日葵列

当的危害和蔓延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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