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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向日葵列当是一种寄生性杂草，严重危害向日葵产业的发展。为有效鉴定向日葵登记品种列当抗性、加快优

良品种推广应用，本研究选取国内具有代表性的３６个食用向日葵登记品种，在内蒙古向日葵主产区乌拉特前旗芦

管壕村和四子王旗高油房村进行了品种列当抗性田间鉴定。结果表明，乌拉特前旗芦管壕村试验点列当生理小种

为Ｆ小种，‘同欣２号’‘诚牌Ｃ９３’等２０份品种在该点表现为免疫水平；‘三瑞３号’‘天葵１６’等１１份品种呈现出高

抗水平；其余５份品种田间表现为易感或者高感水平。四子王旗高油房村试验点列当生理小种为Ｇ小种，‘同欣２

号’‘圣地壹号’等１４份品种在该点表现为免疫；‘诚牌Ｃ９３’‘三瑞３号’等１６份品种表现为高抗；‘龙食葵５号’表现

为中抗；其余５份品种表现为易感或者高感。其中，在两个地区均表现为免疫的品种共有１３份，分别是‘同欣２号’

‘圣地壹号’‘龙葵２７’‘圣地７７７’‘启源６号’‘ＪＲ５５１１’‘益民９３１’‘益民３０３’‘益民９６６’‘益民９６９’‘金谷葵３３’

‘Ｓ２００９’‘新农１０１’；呈现高抗列当的品种有９份，分别是‘三瑞３号’‘天葵１６’‘正博鼎盛’‘双星６号’‘中食葵９０’

‘益民９６８’‘诚牌Ｋ７’‘诚牌Ｋ９’‘三瑞１１号’。这些品种对列当抗性好，在我国向日葵主产区具有较好的市场推广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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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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

一年生寄生性草本植物，植株缺少根系，叶片退化，

不能自主进行光合作用，只能从寄主的根部吸取养

分和水分而生存［１２］。从世界范围来看，向日葵列当

广泛分布于除南北美洲之外的世界各大向日葵产

区，是世界向日葵种植中遇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由于其危害严重，半数以上东欧国家将其列入进出

境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中［３５］。内蒙古是我国最大

的向日葵生产区，种植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一半以

上。近年来，向日葵种植效益好，其播种面积不断扩

大，导致了向日葵种子调运频繁。由于引种混乱以

及种子调运过程中植物检疫工作的滞后，使得向日

葵列当的发生范围不断扩大、危害程度不断增

加［６７］。据调查，２０１２年仅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市向日葵列当发生面积就超过１．３３万ｈｍ２，向日

葵列当平均寄生率达７２％以上，向日葵减产３０％～

４５％，严重地块列当寄生率达９０％以上，单株向日

葵列当寄生量最多达３４５株
［８］。除内蒙古外，我国

新疆、河北、山西、吉林等地也有向日葵列当的危

害［９］。目前，向日葵列当已经成为限制我国向日葵

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向日葵列当主要的寄主植物是向日葵，还可以

寄生番茄、烟草和瓜类等农作物［１０１１］。向日葵被列

当寄生后，导致植株矮小，不能形成花盘，秕粒增多，

籽仁含油率降低，品质变劣，产量下降，严重时直接

造成向日葵的绝收［１２１４］。由于向日葵列当的种子极

小，数量极大，一株可产生１０万粒左右种子，可借土

壤、风、雨、种子、农事操作和农机具进行传播。另

外，向日葵列当种子的休眠期很长，在土壤中可存活

１０年左右，只要有寄主植物根分泌物的刺激就能萌

发，向日葵生产中急需有效的列当防控技术［１５１６］。

目前，向日葵列当的防治方法主要有抗性品种选育、

化学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种植诱捕作物

等［１，１７２２］，其中抗性品种选育是最经济、有效的方

法，而筛选和鉴定抗列当材料是向日葵抗列当育种

的前提。

２０１７年５月，我国正式实施非主要农作物品种

登记制度，包括向日葵在内的２９种作物列入登记管

理［２３］。实施３年多以来，全国共登记向日葵品种

１８００余个
［２４］，迫切需要加强登记品种的鉴定评价，

加快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应对向日葵列当危害问

题，本研究面向全国筛选征集了具有代表性的３６个

食用向日葵品种材料，分别在列当发生严重的河套

灌区乌拉特前旗和阴山北麓四子王旗两个地点进行

抗列当水平的田间鉴定，明确当地列当生理小种级

别，以期筛选出适合向日葵主产区种植的抗列当向

日葵品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的向日葵品种为已经登记的具备向日葵列

当抗性（耐性）的品种，面向全国公开征集，种子由品

种登记申请者自愿提供，经过品种选育种质来源（即

相同种质资源的不重复）、适宜种植区域等情况，选

出３６份材料进行抗性鉴定（表１）。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供试地点列当生理小种的室内鉴定

１．２．１．１　接种营养钵的准备

将基质、蛭石、沙子按体积比２∶１∶１的比例充

分混匀配成培养土，然后在高２３ｃｍ直径１９ｃｍ

营养钵中装入１／３的培养土；再装入１／３接种土

（约１０００ｇ培养土与０．５０ｇ列当种子混匀），列

当种子分别采自于芦管壕村和高油房村进行抗

列当鉴定的田块中；最后再装上１／３的培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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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浇透，备用。

１．２．１．２　接种向日葵的准备

将列当鉴别寄主的种子浸泡２ｈ后点播在上面

准备好的营养钵中（３粒／钵），并用保鲜膜覆盖营养

钵，列当鉴别寄主种子由罗马尼亚农科院向日葵研

究所ＭａｒｉａＰａｃｕｒｅａｎｕ研究员惠赠（表２）。待向日

葵出苗后，将保鲜膜掀掉，定苗，每钵留１株壮苗。

将营养钵置于温度１５～２８℃，相对湿度４０％～

６０％，Ｌ∥Ｄ＝１４ｈ∥１０ｈ温室中培育，每隔５ｄ浇水

一次。每个鉴别寄主设置３次重复。

表１　供试向日葵新品种的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犫狅狌狋狋犲狊狋犲犱狀犲狑狊狌狀犳犾狅狑犲狉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ｎａｍｅ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ｎａｍｅ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１ 太食６１６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１９ ＤＹ２７号 酒泉大元农业有限公司

２ 太食８６８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２０ 双星６号 河北双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 同欣２号 酒泉同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１ Ｓ１３１０ 河北双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 诚牌Ｃ９３ 内蒙古大诚种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２ Ｓ２００９ 河北双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 诚牌Ｋ７ 内蒙古大诚种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３ 益民９６６ 内蒙古杭锦后旗益民种子有限责任公司

６ 诚牌Ｋ９ 内蒙古大诚种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４ 益民９３１ 内蒙古杭锦后旗益民种子有限责任公司

７ 三瑞３号 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 益民３０３ 内蒙古杭锦后旗益民种子有限责任公司

８ 三瑞１１号 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 益民９６３ 内蒙古杭锦后旗益民种子有限责任公司

９ 正和１５ 嘉峪关正和种子有限公司 ２７ 益民９６８ 内蒙古杭锦后旗益民种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圣地壹号 汾阳市金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８ 益民９６９ 内蒙古杭锦后旗益民种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天葵１６ 北京天葵立德种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９ ＪＲ５５１１ 酒泉嘉瑞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天葵５号 北京天葵立德种子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 地葵２号 内蒙古金太阳农业有限公司

１３ 中食葵１３９ 巴彦淖尔市西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１ 金科８８ 北京中农金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 中食葵９０ 巴彦淖尔市西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２ 金谷葵３３ 北京金色谷雨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 龙葵２７ 酒泉酒粮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 龙食葵５号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１６ 圣地７７７ 内蒙古圣地阳光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４ 关尔十号 昌吉市关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７ 启源６号 内蒙古五原县丰收向日葵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 新农１０１ 内蒙古蓝海新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８ ＮＤ１８０ 包头市南德种业有限公司 ３６ 正博鼎盛 酒泉正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表２　列当鉴别寄主对不同生理小种的抗性反应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犺狔狊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狉犪犮犲狊狋狅狋犺犲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犺狅狊狋狊狅犳犗狉狅犫犪狀犮犺犲犮狌犿犪狀犪

鉴别寄主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ｈｏｓｔ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ｎａｍｅ

抗性基因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ｅｎｅ

对不同生理小种的抗性反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ｃｅｓ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ＬＣ１０９３Ａ 犗狉６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Ｓ

ＬＣ１００３Ｂ 犗狉５ Ｒ Ｒ Ｒ Ｒ Ｒ Ｓ Ｓ

ＬＣ１００２Ｂ 犗狉４ Ｒ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ＲＥＣＯＲＤ１２５２６Ａ 犗狉３ Ｒ Ｒ Ｒ Ｓ Ｓ Ｓ Ｓ

１．２．１．３　列当瘤结寄生数量的统计

在向日葵播种５５ｄ后，部分列当刚刚出土，此

时将向日葵植株从营养钵中轻轻拔出后进行洗根，

统计每个植株上寄生的列当和瘤结数量。凡是在鉴

别寄主根系上有瘤结或者列当寄生都划定为感列当

型（Ｓ），没有瘤结或者没有列当寄生的划定为抗列当

型（Ｒ）。按照表２所示的国际通用鉴别寄主的反应

型鉴定供试列当样本的生理小种类型。

１．２．２　田间鉴定试验设计

２０２０年，选择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西小召镇

芦管壕村（４０°５１′Ｎ，１０８°３２′Ｅ）和乌兰察布市四子王

旗高油房村（４１°３１′Ｎ，１１１°４０′Ｅ）向日葵列当发生严

重的地块。采用随机区组排列，每个小区面积３０ｍ２，

３次重复，小区区组间设１ｍ宽观测带，试验区周围

设１ｍ隔离带。采用大小行播种，小行４０ｃｍ（膜

宽），大行９０ｃｍ（膜间距），株距６０ｃｍ。芦管壕村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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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覆膜黄灌的栽培模式，每小区６０株；高油房采用

膜下滴灌的栽培模式，每小区８０株。５月上旬播

种，人工点播，每穴２粒。以经过田间鉴定的

‘ＳＨ３６３’作为感列当的对照品种。田间栽培管理措

施与大田管理相同。

１．２．３　田间调查

在向日葵盛花期，即芦管壕村于８月１０日、高

油房村于８月１５日进行田间调查，统计不同小区内

所有向日葵株数和出土列当的数量，利用下列公式

计算列当的寄生率（犉）和寄生程度（犃犇）
［２５］。

寄生率（犉）＝小区内向日葵被寄生的数量／小

区内向日葵植株数量×１００％。

寄生程度（犃犇）＝小区内列当数／小区内向日葵

植株数量。

１．２．４　鉴定标准

向日葵抗列当田间鉴定标准如表３所示。

表３　向日葵田间抗列当等级评价标准
［２５］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狅犳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狋狅

犗狉狅犫犪狀犮犺犲犮狌犿犪狀犪犻狀狊狌狀犳犾狅狑犲狉犳犻犲犾犱

抗性等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ｒａｄｅ

寄生率（犉）／％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ｒａｔｅ

寄生程度（犃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ｄｅｇｒｅｅ

免疫Ｉｍｍｕｎｅ ０ ０

高抗 Ｈｉｇｈｌ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０＜犉≤１５ ０＜犃犇＜１

中抗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１５＜犉≤３５ ０＜犃犇≤５

易感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３５＜犉≤１００ １≤犃犇≤１０

高感 Ｈｉｇｈｌｙ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７０＜犉≤１００ 犃犇＞１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乌拉特前旗芦管壕村向日葵品种抗列当水平

的鉴定结果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芦管壕村进行田间抗

列当水平鉴定，结果显示，供试的３６个向日葵品种

中，免疫品种有２０个，分别为‘同欣２号’‘诚牌

Ｃ９３’‘圣地壹号’‘中食葵１３９’‘龙葵２７’‘圣地７７７’

‘启源６号’‘ＤＹ２７号’‘益民９６３’‘ＪＲ５５１１’‘益民

９３１’‘益民３０３’‘天葵５号’‘益民９６６’‘益民９６９’

‘Ｓ１３１０’‘金谷葵３３’‘Ｓ２００９’‘关尔１０号’‘新农

１０１’；高抗品种有１１个，分别为‘三瑞３号’‘天葵

１６’‘ＮＤ１８０’‘正博鼎盛’‘双星６号’‘龙食葵５号’

‘中食葵９０’‘益民９６８’‘诚牌Ｋ７’‘诚牌Ｋ９’‘三瑞

１１号’；易感品种４个，分别为‘太食６１６’‘金科８８’

‘地葵２号’‘太食８６８’；高感品种１个，为‘正和１５’

（表４）。

２．２　四子王旗高油房村向日葵新品种抗列当水平

的鉴定结果

　　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高油房村进行田间抗列

当水平的鉴定结果表明，供试的３６个向日葵品种

中，鉴定为免疫品种有１４个，分别为‘同欣２号’‘圣

地壹号’‘龙葵２７’‘圣地７７７’‘启源６号’‘ＮＤ１８０’

‘ＪＲ５５１１’‘益民９３１’‘益民３０３’‘益民９６６’‘益民

９６９’‘金谷葵３３’‘Ｓ２００９’‘新农１０１’；高抗品种１６

个，分别为‘诚牌Ｃ９３’‘三瑞３号’‘天葵１６’‘中食葵

１３９’‘正博鼎盛’‘ＤＹ２７号’‘双星６号’‘益民９６３’

‘中食葵９０’‘益民９６８’‘天葵５号’‘诚牌 Ｋ７’

‘Ｓ１３１０’‘诚牌Ｋ９’‘三瑞１１号’‘关尔１０号’；中抗

性品种１个，为‘龙食葵５号’；易感品种２个，分别

为‘太食６１６’‘太食８６８’；高感品种３个，分别为‘正

和１５’‘金科８８’‘地葵２号’（表４）。

２．３　相同向日葵品种在不同地点抗列当水平鉴定

结果的比较

　　从供试３６个向日葵品种中，筛选出在巴彦淖尔

市乌拉特前旗芦管壕村和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高油

房村两个地区都表现为免疫列当的向日葵品种１３

个，分别为‘同欣２号’‘圣地壹号’‘龙葵２７’‘圣地

７７７’‘启源６号’‘ＪＲ５５１１’‘益民９３１’‘益民３０３’‘益

民９６６’‘益民９６９’‘金谷葵３３’‘Ｓ２００９’‘新农１０１’；

两个地区都表现为高抗列当的向日葵品种９个，分

别为‘三瑞３号’‘天葵１６’‘正博鼎盛’‘双星６号’

‘中食葵９０’‘益民９６８’‘诚牌Ｋ７’‘诚牌Ｋ９’‘三瑞

１１号’（表４）。

２．４　不同供试地点列当生理小种的鉴定

为了进一步明确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芦管壕

村和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高油房村列当抗性鉴定地

点列当生理小种的类型，在室内条件下对供试地点

所采集的列当样本在国际通用鉴别寄主上的反应进

行了观察，结果如表５所示。乌拉特前旗芦管壕村

采集的列当样本在鉴别寄主 ＲＥＣＯＲＤ１２５２６Ａ

（犗狉３），ＬＣ１００２Ｂ（犗狉４）和ＬＣ１００３Ｂ（犗狉５）的根系

上均观察到瘤结形成，在含有抗性基因犗狉６的ＬＣ

１０９３Ａ鉴别寄主上未见有瘤结的形成，因此，生理小

种鉴定为Ｆ；而高油房采集的列当样本在ＲＥＣＯＲＤ

１２５２６Ａ（犗狉３），ＬＣ１００２Ｂ（犗狉４），ＬＣ１００３Ｂ（犗狉５）和

ＬＣ１０９３Ａ（犗狉６）鉴别寄主的根系上均观察到瘤结形

成，因此，生理小种鉴定为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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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供试向日葵品种在不同供试地点抗列当鉴定的结果比较

犜犪犫犾犲４　犚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犲狊狋犲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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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狊狋狊犻狋犲狊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ｎａｍｅ

芦管壕村

Ｌｕｇｕａｎｈａｏｖｉｌｌａｇｅ

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

ｒａｔｅ

寄生程度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

ｄｅｇｒｅｅ

抗性水平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高油房村

Ｇａｏｙｏｕｆａ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

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

ｒａｔｅ

寄生程度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

ｄｅｇｒｅｅ

抗性水平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两个地点抗性

水平汇总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ｉｎｔｗｏｓｉｔｅｓ

ＳＨ３６３（对照）　ＳＨ３６３（ＣＫ） ８５．３７ ７．８３ 高感 ９４．６２ １１．４４ 高感 高感

同欣２号　Ｔｏｎｇｘｉｎ２ ０ ０ 免疫 ０ ０ 免疫 免疫

诚牌Ｃ９３　ＣｈｅｎｇｐａｉＣ９３ ０ ０ 免疫 ０．８５ ０．１３ 高抗 高抗

圣地壹号　Ｓｈｅｎｇｄｉｙｉｈａｏ ０ ０ 免疫 ０ ０ 免疫 免疫

中食葵１３９　Ｚｈｏｎｇｓｈｉｋｕｉ１３９ ０ ０ 免疫 ０．４８ ０．０３ 高抗 高抗

龙葵２７　Ｌｏｎｇｋｕｉ２７ ０ ０ 免疫 ０ ０ 免疫 免疫

圣地７７７　Ｓｈｅｎｇｄｉ７７７ ０ ０ 免疫 ０ ０ 免疫 免疫

启源６号　Ｑｉｙｕａｎ６ ０ ０ 免疫 ０ ０ 免疫 免疫

ＤＹ２７号　ＤＹ２７ ０ ０ 免疫 １．２９ ０．１４ 高抗 高抗

益民９６３　Ｙｉｍｉｎ９６３ ０ ０ 免疫 ２．８２ ０．１１ 高抗 高抗

ＪＲ５５１１　ＪＲ５５１１ ０ ０ 免疫 ０ ０ 免疫 免疫

益民９３１　Ｙｉｍｉｎ９３１ ０ ０ 免疫 ０ ０ 免疫 免疫

益民３０３　Ｙｉｍｉｎ３０３ ０ ０ 免疫 ０ ０ 免疫 免疫

天葵５号　Ｔｉａｎｋｕｉ５ ０ ０ 免疫 １．１２ ０．０６ 高抗 高抗

益民９６６　Ｙｉｍｉｎ９６６ ０ ０ 免疫 ０ ０ 免疫 免疫

益民９６９　Ｙｉｍｉｎ９６９ ０ ０ 免疫 ０ ０ 免疫 免疫

Ｓ１３１０　Ｓ１３１０ ０ ０ 免疫 ０．４３ ０ 高抗 高抗

金谷葵３３　Ｊｉｎｇｕｋｕｉ３３ ０ ０ 免疫 ０ ０ 免疫 免疫

Ｓ２００９　Ｓ２００９ ０ ０ 免疫 ０ ０ 免疫 免疫

关尔１０号　Ｇｕａｎ’ｅｒ１０ ０ ０ 免疫 ０．５６ ０．０９ 高抗 高抗

新农１０１　Ｘｉｎｎｏｎｇ１０１ ０ ０ 免疫 ０ ０ 免疫 免疫

三瑞３号　Ｓａｎｒｕｉ３ ２．５５ ０．０５ 高抗 ８．８９ ０．４７ 高抗 高抗

天葵１６　Ｔｉａｎｋｕｉ１６ １．５５ ０．０２ 高抗 ２．４ ０．３２ 高抗 高抗

ＮＤ１８０　ＮＤ１８０ １．４８ ０．０１ 高抗 ０ ０ 免疫 高抗

正博鼎盛　Ｚｈｅｎｇｂｏｄ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０．６９ ０．０１ 高抗 １．６１ ０．０８ 高抗 高抗

双星６号　Ｓ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ｇ６ ２．３３ ０．２ 高抗 １１．６２ ０．６７ 高抗 高抗

龙食葵５号　Ｌｏｎｇｓｈｉｋｕｉ５ ７．７１ ０．２６ 高抗 ２７．２６ １．３５ 中抗 中抗

中食葵９０　Ｚｈｏｎｇｓｈｉｋｕｉ９０ ０．６２ ０．０７ 高抗 ０．７３ ０．０５ 高抗 高抗

益民９６８　Ｙｉｍｉｎ９６８ ２．８２ ０．０４ 高抗 １０．３８ ０．４６ 高抗 高抗

诚牌Ｋ７　ＣｈｅｎｇｐａｉＫ７ ０．７９ ０．０２ 高抗 ０．７９ ０．０２ 高抗 高抗

诚牌Ｋ９　ＣｈｅｎｇｐａｉＫ９ ４．４４ ０．２１ 高抗 ５．２９ ０．２ 高抗 高抗

三瑞１１号　Ｓａｎｒｕｉ３ ２．９６ ０．１９ 高抗 ５．７２ ０．１１ 高抗 高抗

太食６１６　Ｔａｉｓｈｉ６１６ ８１．３３ ８．４４ 易感 ９６．０４ ５．８２ 易感 易感

金科８８　Ｊｉｎｋｅ８８ ７５．５１ ６．５３ 易感 ９８．０８ １２．０７ 高感 高感

地葵２号　Ｄｉｋｕｉ２ ８９．５６ ８．６４ 易感 ９８．４１ １０．８８ 高感 高感

太食８６８　Ｔａｉｓｈｉ８６８ ８４．２９ ８．３３ 易感 ８３．４６ ７．０１ 易感 易感

正和１５　Ｚｈｅｎｇｈｅ１５ ８７．３３ １２．４６ 高感 ９６．６３ ２１．２ 高感 高感

表５　采用国际通用鉴别寄主对抗性鉴定试验地列当样本进行生理小种鉴定的结果

犜犪犫犾犲５　犘犺狔狊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狉犪犮犲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犗狉狅犫犪狀犮犺犲犮狌犿犪狀犪狊犪犿狆犾犲狊犳狉狅犿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狋犲狊狋狊犻狋犲犫狔狌狊犻狀犵

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犮狅犿犿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犪犾犺狅狊狋狊

鉴别寄主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ｈｏｓｔ

抗性基因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ｇｅｎｅ

抗感性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芦管壕村

Ｌｕｇｕａｎｈａｏｖｉｌｌａｇｅ

高油房村

Ｇａｏｙｏｕｆａ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

ＲＥＣＯＲＤ１２５２６Ａ 犗狉３ Ｓ Ｓ

ＬＣ１００２Ｂ 犗狉４ Ｓ Ｓ

ＬＣ１００３Ｂ 犗狉５ Ｓ Ｓ

ＬＣ１０９３Ａ 犗狉６ Ｒ Ｓ

生理小种类型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ｙｐｅ Ｆ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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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向日葵列当是一种极易发生变异的寄生杂草，

存在很多生理小种分化现象，由于生理小种的不同，

导致其对向日葵的寄生能力存在差异。现有的研究

结果显示，向日葵列当的生理小种共有８种，分为

Ａ，Ｂ，Ｃ，Ｄ，Ｅ，Ｆ，Ｇ和Ｈ８个等级，列当小种等级越

高，其寄生能力越强［５，２６２７］。本研究通过比较在巴

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芦管壕村和乌兰察布市四子王

旗高油坊村田间抗性鉴定结果，发现部分向日葵新

品种在不同地区存在抗性水平的差异，如‘诚牌

Ｃ９３’‘中食葵１３９’‘ＤＹ２７号’‘益民９６３’‘天葵５

号’‘Ｓ１３１０’‘关尔１０号’在乌拉特前旗芦管壕村鉴

定为免疫品种，在四子王旗高油坊村鉴定为高抗品

种；‘龙食葵５号’在乌拉特前旗芦管壕村鉴定为高

抗品种，而在四子王旗高油坊村鉴定为中抗品种；

‘金科８８’‘地葵２号’在乌拉特前旗芦管壕村鉴定

为易感品种，而在四子王旗高油坊村鉴定为高感品

种，说明四子王旗高油坊村列当生理小种的级别高

于乌拉特前旗芦管壕村样本的小种级别，而这一推

测也在后续的供试地点列当生理小种室内鉴定结果

中得到了证实，即四子王旗高油坊村列当生理小种

的级别鉴定为Ｇ，而乌拉特前旗芦管壕村样本小种

的级别为Ｆ。由此可见，在生产实际中进行品种推

广布局前，明确当地列当优势生理小种十分必要。

此外，向日葵品种列当抗性级别应当明确所对应的

列当生理小种，其他病害亦是如此。

在本试验中还发现个别品种如‘ＮＤ１８０’在乌拉

特前旗供试地点（小种Ｆ）表现为高抗，然而在小种

级别高的四子王旗高油房（Ｇ小种）表现为免疫，其

中的原因可能是‘ＮＤ１８０’的种子混杂有其他种子所

致；或者是四子王旗高油房地块中也可能存在小种

级别低于Ｇ的其他生理小种类型。

通过田间鉴定，从供试３６个向日葵品种中，筛

选出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和乌兰察布市四子王

旗两个地区都表现为免疫列当的向日葵品种１３个，

即‘同欣２号’‘圣地壹号’‘龙葵２７’‘圣地７７７’‘启

源６号’‘ＪＲ５５１１’‘益民９３１’‘益民３０３’‘益民９６６’

‘益民９６９’‘金谷葵３３’‘Ｓ２００９’‘新农１０１’；两地均

表现高抗列当的向日葵品种９个，包括‘三瑞３号’

‘天葵１６’‘正博鼎盛’‘双星６号’‘中食葵９０’‘益民

９６８’‘诚牌Ｋ７’‘诚牌Ｋ９’‘三瑞１１号’。上述鉴定

出的免疫或高抗的品种，可以在列当发生严重的地

区进行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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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少。从交尾次数来看，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

年三代劳氏黏虫交尾一次的比例分别占７０．７０％，

５５．５９％和５７．３４％，说明在劳氏黏虫中交尾２次以

上所占比例较高，交尾多次的现象比较普遍，且远高

于东方黏虫。

从对信阳地区黏虫成虫的高空探照灯的监测

结果及田间调查可以推测，东方黏虫和劳氏黏虫在

信阳地区均可以越冬，其中东方黏虫主要以蛹越

冬，而劳氏黏虫以幼虫越冬为主，也可能存在少量

的以蛹越冬。近些年来，在我国北方地区对黏虫的

关注还主要集中在对东方黏虫的监测、调查研究和

防治上，而对劳氏黏虫开展的相关工作却较少，由

其造成的危害也往往被忽视。实际上从对劳氏黏

虫成虫监测及田间调查来看，近几年来该害虫在我

国北方许多地区的发生为害有上升的趋势［１６１７］，

因此今后应加强对其的监测、田间调查及相关研究

工作，及时了解该虫的发生动态和为害情况，更深

入地了解其生物学习性，为今后的预测预报和科学

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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