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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日葵的经济价值与用途一、向日葵的经济价值与用途

• 向日葵子实含油率高，油用种含油率40%—50%（食用种为

20%--30%）。向日葵油稳定性好，气味芳香，并耐贮藏，

亚油酸含量较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为高，长期食用，

有降低人体内胆固醇、防治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作用；还含

有丰富的维生素A、D、E和类胡萝卜素等物质，食用后有

利于人体的发育和代谢。

• 向日葵油是重要的轻工业原料。是肥皂、香皂和各种食用

器具洗涤剂的原料；是制造各种油漆的原料，用它制造的

油漆保色性能好，不反黄；还可以加工为润滑油；纺织工

业、造纸工业也都需要向日葵油。



一、向日葵的经济价值与用途一、向日葵的经济价值与用途
• 向日葵的花、花盘、茎秆、皮壳都可以综合利用。花为筒

状小花，有发达的蜜腺，是重要的蜜源，可以发展养蜂

业；花盘营养丰富，适口性好，其灰分含量比大麦、燕麦

多两倍，总的营养价值近于精饲料。皮壳占子实重量的

30%左右，可制作活性炭、硫酸钾和提取糠醛。茎秆中含

有大量纤维，是造纸和压制纤维板的原料。

• 向日葵适应性广，抗逆性强，对温度光照不敏感，适于在

各种自然条件下种植。对干旱、盐碱、瘠薄都有一定的耐

性。在土壤含盐量0.4%的盐碱地上也能获得一定收成，是

开发盐渍土的先锋作物。



二、向日葵的起源、分布及生产概况二、向日葵的起源、分布及生产概况

• （一）起源

• 向日葵的原产地系北美洲的西南部，其野生种则广泛分布在

北纬30Ｏ--52Ｏ之间的北美南部、西南部以及秘鲁和墨西哥

北部地区。

• 早在1493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当地居民就把向日葵

列为栽培的作物。16世纪初，西班牙探险队员从秘鲁和墨西

哥将向日葵种子带到欧洲，最初种在西班牙的马德里植物园

作为花卉植物栽培，以后逐步传播到其它国家。到1779年
以后，匈牙利人首先从向日葵子实中提出油脂，才正式列为

油料作物，栽培面积不断扩大。



（二）世界与我国的向日葵生产概况（二）世界与我国的向日葵生产概况

• 20世纪60年代以后，向日葵在世界各地得到迅速发展。

1974年油脂产量仅次于大豆，居世界第二位。70年代

中期已有40多个国家种植向日葵。俄罗斯是世界上种

植向日葵最多的国家，余下依次为印度、西班牙、阿

根廷、乌克兰、法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近20
年来，美国、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种植面积都

在扩大，而这些国家的向日葵产品，基本上全部都投

入国际市场。由于向日葵具有耐旱、耐盐、耐瘠的特

性，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其列为抗旱作物在世界干旱地

区推广。向日葵油是欧洲各国的主要食用植物油。

2004年全世界葵花籽产量为2620万t。



（二）世界与我国的向日葵生产概况（二）世界与我国的向日葵生产概况

• 向日葵约于十六世纪末由南亚传入我国南部地区。最早的记

载见于1621年明朝王象晋所著《群芳谱》一书及后来清代陈

扶摇著《花镜》一书中，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只零星种植，全

国总栽培面积仅为2万hm2。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很快，1957
年我国向日葵栽培面积为6.67万hm2，1978年为32万hm2，

1998年为88.98万hm2，2004年全国栽培面积发展到117万
hm2。2004年全国平均单产为1607kg/hm2,总产达到188万t。
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新疆等省区。单

产以内蒙古最高，其次是黑龙江、甘肃、云南、吉林。



（三）我区向日葵生产概况（三）我区向日葵生产概况

•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向日葵籽的主要产区
之一，2004年全区向日葵播种面积36.34万
hm2，平均单产1905kg/hm2，总产60.96万
t。主要分布在巴盟、赤峰、呼盟、哲盟、

呼市、包头，其它盟市也零星种植。



第二节第二节 向日葵栽培的生物学基础向日葵栽培的生物学基础

• 一、向日葵的类型

• 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 L.）,为菊科向

日葵属一年生草本，有三种类型：



（一）食用型（一）食用型

• 植株高大繁茂，株高2.5—3m，不分枝，多

为单头。子实大，长15—30mm，果壳厚，

有棱，皮壳率40%--50%，种仁含油率

30%—50%。生育期120—140d，多为中、

晚熟种。一般抗锈病能力差，但比较耐叶

斑病。子实主要用来嗑食。



（二）油用型（二）油用型

• 植株较矮小，株高1.5—2.0m，有的只有

70—80cm。子实小，长8—15mm，果壳较薄。

皮壳率20%--30%，种仁含油率50%以上。抗

锈病能力较强，而耐叶斑病能力差。子粒

适于榨油。



（三）中间型（三）中间型

• 中间型的性状介于上述二者之间，它的子
实接近于油用型，而株型又与食用型相似。
这种类型一般产量较高，既可食用，也可
榨油。



二、向日葵的形态特征二、向日葵的形态特征
• （一）根

• 向日葵的根系由主根、侧根、须根和根毛组成，为圆锥直

根系。主根入土可达1.5—2m，若土壤松软有的品种可达

3—4米。由主根向四周生出侧根，侧根上着生许多须根，

须根上密布根毛。侧根斜向生长，分布1m左右，大部分

根系分布在0—40cm土层内，在生育前期根系的生长速度

比茎叶快，现蕾至开花期根系生长达最大值，开花以后，

根的生长速度逐渐减慢，子粒乳熟期根系停止生长。向日

葵根系庞大，吸收能力强，因而抗旱、耐瘠性很强。



（二）茎（二）茎

• 向日葵茎直立，园形，茎秆表面粗糙，被一层短而硬的刚

毛。茎由表皮、木质部和海棉状髓构成。茎基部20cm至地

下15cm左右呈半木质化。不同品种其苗期幼茎有绿、红、

紫等颜色，据此可鉴别杂株。茎的分枝性有两种类型，一

种是具有分枝特性，环境条件较差时也能表现出来；另一

种是随环境条件而变化，当肥水充足或主茎停止生长时，

从叶腋生出分枝。田间管理上应将分枝去掉，以保证主茎

与花盘的正常生育。出苗后的一个多月内茎的生长速度缓

慢，现蕾至开花阶段茎生长最快，伸长量占总高度的55%
左右。开花至成熟阶段伸长最慢，仅为总茎高的5%左右，

在乳熟期茎即停止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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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三）叶
• 向日葵属于双子叶植物，出苗10d左右长出真叶。最初长

出的3—4对真叶对生，为短柄叶，往上叶则呈螺旋状排

列，并为长柄叶，叶片大，多为心脏形，也有卵园形和披

针形的，叶缘有缺刻或呈锯齿形，叶面密生刺毛。叶面和

叶柄有一层很薄的蜡质层。叶片数随品种特性与栽培条件

而变化，早熟品种为25—32片，晚熟品种为33—40片，

叶片数与株高、生育期呈正相关。不同叶位的叶片对产量

的贡献有显著的差异，中部叶片输往子实的有机物质最

多，达总量的52%以上，上部叶片供给子实约30%左右，

下部叶供给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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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花（四）花

• 向日葵为头状花序，顶生，也叫花盘。花盘直径

大小不等，一般有20—40cm。有的品种盘心向上

凸起，有的平展，有的下凹，花盘外缘有2—3层
苞叶，盘内最边缘1—3层为舌状花，单性，黄色

或橙黄色，花瓣大。盘内是管状两性花，1000—
2000朵。每朵花花冠5裂，有雄蕊5枚，雌蕊1
枚，多为黄色或褐色。花药长3—7mm，直径1—
2mm，上部末端有合缝，散粉时管腔张开花粉散

出（图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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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顺序是由外缘向盘心逐渐开放。舌状花先开，管状花

后开。管状花第1天只开1—2轮，以后每天开3—5轮，逐

达花盘中心，整个花盘开花时间多为7—10d。管状花凌晨

开放，花冠破裂，花丝生长加快，1--2h后散粉，之后雌蕊

伸出花粉管，柱头张开两裂呈羽状，接受花粉。花粉落到

柱头上，通常在数分钟后发芽，完成授粉，经24—36h完
成受精。授粉后的柱头很快萎蔫，下垂，卷曲，未受精的

柱头在田间条件下生命可维持6—8d。由于向日葵雄蕊先

熟，雌蕊后熟，因此不能自交结实。向日葵属于典型的异

花授粉作物。管状花冠内下部狭窄处有蜜腺，能分泌花

蜜，吸引昆虫进行授粉。



（五）果实（五）果实

• 子房受精后开始发育，成熟后形成坚硬外壳的瘦

果，习惯上称种子。果皮革质，由表皮木栓组

织，厚壁组织组成。果皮内有种子，种子由种皮、

胚组成。种皮为一层半透明的薄膜；子叶两枚，

富含脂肪、蛋白质等营养物质。食用种百粒重

10—15g，油用种百粒重4--6g。同一花盘上的种

子，外围的皮厚、较大，中心的皮薄、较小。







• 三、向日葵的生长发育

• 根据向日葵植株生育特性，结合易于

识别的形象特征，将其生命周期划分

为五个生育时期。



（一）播种到出苗（一）播种到出苗

• 向日葵种子播种后，在地温、水分、空气等条件适宜

的环境中吸水萌动、发芽出苗。种子发芽后先长胚根

后长胚茎。播种后5天以前，先是胚根向下伸长，6—7
天后下胚茎开始伸长，带着子叶向上移动。一般是皮

壳留在地面下，胚芽和子叶破土而出，茎颈部逐渐伸

直，子叶徐徐展开，为出苗期。幼苗具三对真叶后，

地下胚茎上陆续长出侧根。因为地下胚茎段有萌生侧

根的能力，所以播种深度不可太浅，否则减少了侧根

生长的范围，对根系生长不利。



• 向日葵子叶初展开时呈微黄色，渐成淡绿色。胚茎则呈该

品种固有的色泽——紫色、淡紫色、绿色等。从播种到出

苗经历的天数受环境条件的影响，一般春播出苗需12—
16d，夏播需5—8d，5℃以上是向日葵种子萌发所需有效

温度的起点，从播种到出苗所需有效积温约为110--120℃。

• 土壤中盐分含量的多少对向日葵出苗天数有很大的影响。

据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观察，土壤全盐量为

0.2%—0.3%时，油用种出苗需9d左右；全盐量增加到

0.6%以上时，出苗需20余天，而且出苗率大大降低。



（二）出苗到现蕾（二）出苗到现蕾

• 向日葵出苗后2—3d真叶露出，出苗后6—8d左右，苗高约6—
7cm时，第一对真叶展开（叶长达到2cm为标准）。出苗后

10—12d左右第二对真叶展开。出苗后15—20d左右，第三对

真叶展开，至此，对生叶片一般不再增加，由此往上的叶片则

呈轮生排列。

• 向日葵苗期以营养生长为主，随着苗龄的增加和根系、叶片、

茎秆的不断增长，生殖器官开始分化，逐渐向生殖生长阶段过

渡。8—10片叶期为叶芽形成时期，以后生长的叶片都是这个

时期形成的，而实际长出的叶片数则决定于基因型和栽培技术。

如果苗期生长不良，则形成的叶芽少。14—18叶期是花盘雏体

分化期，这是生殖器官形成的开始。18—24叶期是管状花分化

期，花盘上管状花的数量是在这个时期决定的。



• 食用品种株高长到100—120cm、30—34片
叶时（油用种长到25个叶左右），植株顶

端出现由尖形小苞叶围绕的星状体，称小

花蕾。其直径达到1cm左右时为现蕾期。油

用种从出苗到现蕾历时约40d左右，需5℃
以上有效积温约640℃。食用品种从出苗到

现蕾历时约45—60d，其营养生长期比油用

种长10—20d。



（三）现蕾到始花（三）现蕾到始花

• 现蕾后植株迅速生长，茎颈部伸长加快，而将花蕾托出

高于茎颈之上，约经20d左右花盘长大，总苞叶包拢不

住花盘，从盘心由内及外逐渐外露，边缘管状花含苞待

放。接着舌状花冠吐露、张开，同日花盘边沿有少数管

状花的雄蕊管高耸，雌蕊从中穿出，两裂柱头展开，进

入初花期。

• 大多数品种的舌状花冠呈鲜黄色，个别品种花色微紫。

舌状花的雌雄蕊退化，不能受精结实，借其瑰丽鲜艳的

色泽用以招蜂引蝶，为管状花传播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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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蕾前后叶片长出的速度较快，几乎每天可长出一

片新叶。现蕾后10d左右叶片全部出齐不再增多。从

现蕾到初花期约经20余天，需≥5℃有效积温340℃
左右。这段时间株高增长极快，每日增高量油用种

约为3—6cm，食用种约为6—8cm。蕾期累计株高

增长量约占定形株高的50%—60%。花蕾由直径

1cm的星状体发育成直径9—12cm的花盘，平均每

日扩大盘径0.2—0.6cm，是植株生长最旺盛的时

期，也是需肥需水量最多时期。此期吸收的养分约

占总需肥量的50%，耗水量约占总需水量的43%左

右。



（四）始花到终花（四）始花到终花

• 向日葵开花经历着较复杂的过程。花器发育成熟

后，于凌晨4—6时花冠裂片张开，雄蕊花丝迅速

伸长，花药管从花冠中长出，高耸于花冠之上，

大约上午9时前后开始散出黄色花粉。当花药管伸

出时花柱却生长缓慢，柱头滞留在花冠里与花冠

喉部相应，柱头到达管口而不突出于管外。直到

下午5—7时花柱恢复生长，柱头才逐渐伸长，入

夜后分为羽状二裂展开呈黄色或紫色，其上密生

绒毛用以粘附花粉。



• 雄蕊散粉后花丝逐渐屈曲萎缩，而将花药管拉回

到花冠里，花柱及柱头凋谢后萎缩。花器残体仍

然固着在子房上。这时孕育着幼嫩子仁的子房已

膨大，其长度已达到定型子粒长度的4/5左右，果

皮幼嫩洁白，直到成熟时残花才易脱落下来。

• 从舌状花冠展开（始花）到花盘中心管状花开花

授粉结束，单株历时7—10d，群体花期延续15—
20d。



（五）终花到成熟（五）终花到成熟

• 向日葵从终花到种子成熟，经历子实灌浆鼓粒，油分形

成，蛋白质和淀粉积累等生理活动，是决定其经济产量和

品质的重要时期。此时营养体的增长缓慢到终止。

• 向日葵开花授粉前子房体形瘪瘦，受精后子房迅速增长，

而后灌浆膨大到种仁充实。授粉后约经30—40d达到成熟

期。成熟的特征是：花盘背面呈淡黄色而边沿微绿；舌状

花冠凋萎；茎秆黄老；下部叶片枯萎下垂，中上部叶片衰

老；种皮呈该品种固有的色泽，子仁含水量显著减少。

• 从开花到成熟所需5℃以上有效积温约为760℃，如果生理

成熟前出现高温有催熟作用，则有效积温有所减少。



（六）向日葵的生育期（六）向日葵的生育期

• 向日葵从出苗到生理成熟经历日数称为生育期。生育期因品种特

性、种植地区、栽培技术、气候条件等不同而差异很大。一般食

用型品种120—140d，油用型品种100—200d。

• 同一品种种植在不同地区生育期长短差别很大。如白葵杂一号杂

交种，在呼和浩特市种植需123d，在吉林省白城市需115d，在

山西省汾阳县需108d，而在山西定襄县需83d。生育期长短的差

异主要表现在营养生长阶段，播种期早的营养生长期较长；而生

殖生长阶段的差别较小。例如，从出苗到现蕾经历的日数，早播

和晚播的相差21d，而从现蕾到成熟早晚相差仅2—3d。因为向

日葵生育期间要求的有效积温相对稳定，达不到要求的积温就不

能进入到下一个生育阶段。在气温低时，必须延长其营养生长期

才能向生殖生长转化，因而延长了生育期。



四、向日葵对温光的要求四、向日葵对温光的要求

(一)对温度的要求

向日葵对温度的适应性较强，即耐高温又耐低温，这是它能广泛地在世界

各地的原因之一。向日葵种子在2--4℃开始萌动，4℃即能发芽，5℃时

可以出苗。幼苗耐寒力较强，可经受几小时-4℃的低温。向日葵苗期抗

冻的特性，使它能适应北方冷凉地区早播而借以提高产量。植株最适的

生育温度为25--30℃，温度过高或过低均会使其生育减慢或停止生长。

• 同一品种在不同环境中，从出苗到现蕾以及从现蕾到开花所需有效积温

基本稳定。各品种类型所需活动积温（≥5℃）不等，早熟种为2000--
2200℃，中熟种是2200--2400℃，中晚熟种为2400--2600℃，晚熟种为

2600℃以上。

• 开花至生理成熟期较大的昼夜温差有利于油分的积累。



（二）对光照的要求（二）对光照的要求
• 向日葵属于短日照作物。但由于在世界各地不同日照条件

下种植，经自然选择和人工培育的结果，其光照特性已有

所改变，有些品种已成为中性日照作物。一般品种对日照

反应不敏感，尤其生育期较短的早熟品种更不敏感。只有

在日照特长的高纬度地区才有较明显的光周期反应。

• 向日葵为喜光植物，其幼苗、叶片、花盘都有强烈的向阳

性，头部向着太阳旋转。直到大部分管状花受精后子实逐

渐充实，花盘的重力超过转动力时，花盘就向东南方呈不

同程度的倾斜或下垂，并不再转动。



第一节向日葵光合产物与油分的积第一节向日葵光合产物与油分的积
累累

• 一、光合产物的积累和分配

• 向日葵的叶片、总苞叶和茎秆的嫩绿部分

是制造营养物质的器官。子实产量中94%
来自叶片，约有5%来自苞叶，另有1%来自

茎的绿色部分。



((一一))不同部位的叶片对子实产量的贡献不同部位的叶片对子实产量的贡献

• 整株叶片中，依其长出先后及着生部位区分为下部

叶、中部叶、上部叶，各部位叶片的特征、功能及

光合产物的供应对象有所不同。下部叶片主要为根

系幼苗生长提供养分，叶片较小，其叶面积在现蕾

期已基本固定不再增长，到开花前衰老或凋萎。中

部叶片宽大，叶数多，光合产物多，主要提供茎秆、

花盘和子实生育的需要，对植株生育和产量贡献较

大。上部叶片光合效率较高，对子实产量尤其对油

分积累的作用最大。



• 河北省沧洲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向日葵开花前分别去掉上、

中、下部的叶片，测定其不同部分叶片对产量的影响。结果表

明：去除下部叶片对产量的影响不明显。因为去叶时下部时片

已衰老或枯死。上部８片叶的光合产物形成的子实为45.5ｇ，

平均每叶生产5.7ｇ。虽然上部叶片较小而少，叶面积较小，但

其生活力强，光合生产率高，光合产物较少地消耗于营养体的

生长，而较多地供应花盘子实的生育和油分的形成，且距花盘

最近，向花盘输送养分距离最短，因而对产量的作用较大。中

部约14片叶光合产物形成的子实为55.1ｇ,平均每叶生产3.9
ｇ，单叶生产力次于上部叶片，但形成子实产量的总量多于上

部叶片形成的总量；中部叶片宽大，数量多，其叶面积之和约

为上部叶面积和的 2.3倍，而且寿命长，其功能期贯穿于整个生

殖生长阶段，光合产物多。但光合产物多用于茎秆和花盘建

成，单叶对子实产量的直接作用则小于上部叶片。



（二）苞叶对子实产量的作用（二）苞叶对子实产量的作用

• 苞叶着生在花盘的外围，个体虽小而为数众多，扩

大了光合作用的面积，提高了光合生产率。苞叶距

小花最近，光合产物输往子实的距离短，因而对子

实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贡献。据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

研究，分别在现蕾期、开花期、灌浆期剪除全部或

一部分总苞叶后，单盘饱满粒数减少，空粒秕粒增

加，产量有规律地下降。蕾期、花期、灌浆期剪除

全部苞叶的分别减产7.6%、4.8%、1.9%。剪除时

间越早则丧失光合产物越多，减产幅度越大。说明

苞叶一开始即参与子实产量的建成。



（三）不同生育阶段干物质的积累分析（三）不同生育阶段干物质的积累分析

• 向日葵生育前期（从出苗到现蕾），光合面积

小，光合产物较少，干物质积累量仅占成熟时干

物质总量的18％左右。生育中后期随着光合器官

的形成和扩大，光合生产率显著提高，因而干物

质积累速度加快。现蕾至开花期干物质积累量占

总量的40％左右。开花至成熟期（增加了总苞叶

的生产因素）干物质积累量占总量的41％左右。



• 向日葵各生育阶段中植株体内干物质的分配随生育进程而变动。

苗期至现蕾前，叶片的干物重最大，约占植株总量的86.7%；茎

秆的干物重仅只占总量的13.3%。现蕾期茎秆的干物重迅速增

长，已占总量的38%左右；叶片的干物重比重下降为60%，但仍

占优势。此时花盘尚小，只占干物质总量1.4%左右。

• 开花期茎秆粗度达到最大值，其干物重占总量的50%以上，叶片

的干物质比重下降为35%左右。花盘越来越大，积累的干物质越

来越多，约占总量的15%。到生理成熟期干物质大量积累于子实

内，花盘及子实中积累的干物质激增，占总量的42%—50%。茎

秆中的营养物质大量转入到花盘，使其干物质比重下降为38%以

下。此时叶片衰老黄化，光合能力低微或丧失，营养物质输出，

使干物质比重下降到20%左右。



二、油分的积累二、油分的积累

• （一）向日葵油的组成成分

• 向日葵油含有较多的亚油酸，中等数量油酸，少

量的亚麻酸。亚油酸含量达73.9%，在几种植物

油中为最高。向日葵油中还含有少量及微量的游

离脂肪酸、磷脂等，总类脂化合物含量为5%，其

中磷脂占1%，蜡质低于1%，油醇微量。此外，

向日葵油中还含有维生素E类和微量的叶黄素及

胡萝卜素等色素。油醇、维生素和色素使向日葵

油具有一定的色泽和清香的味道。



（二）油分的形成和积累（二）油分的形成和积累

• 1、油脂的形成 向日葵叶片、茎秆中的可溶性

的碳水化合物，主要以葡萄糖形式输送到种子

中，然后形成油脂。输送到种子里的碳水化合

物是可塑性物质，它可以转化为油脂，也可以

转化成蛋白质，这两种产物的形成量存在着互

为消长的关系，究竟往哪个方向转化得多些，

取决于品种与当时的环境条件。



22、油脂形成的时期、油脂形成的时期

• 向日葵种子形成的最初10—15d里，运到种子内的可溶性糖主

要转化成蛋白质，以构成细胞核、细胞质与细胞壁，在开花

两周后，种内才开始合成与沉积油脂，同时也进行蛋白质的

合成。向日葵种子形成初期，皮壳中干物质积累最强烈，种

仁中的干物质仅占15—16%。花盘边缘的种子内的油脂，在

最初10天积累的速度较慢，油脂积累最快是在受精后2—3
周；而花盘中央部分的种子内油脂的积累则在受精后3—4
周；受精后第六周起，油脂形成显著减慢。试验结果表明，

当子实含水量下降到36%时，子实的干重、含油量达最大

值，即向日葵开花后33—35天可达生理成熟期，也称油熟期。



• 花盘上不同部位的子实，其含油率有显著

的差异，外圈的子实粒大而饱满，千粒重

高，皮壳率高，而含油率低；近花盘中心

的子实虽瘦小，千粒重与皮壳率低，而含

油率则高；小花盘及中等花盘（直径20cm
以下）的子实含油率高于大花盘。



第三节第三节 向日葵的栽培技术向日葵的栽培技术
• 一、选地与整地

• 向日葵对土壤的适应性很广，一般PH在5.5—8.5之间，重粘土到
轻沙质土壤，有机质含量从1%--10%的土壤都可种植。但仍以在

土层深厚、腐殖质含量高，结构好，保水保肥强的黑钙土、黑土
以及肥沃的冲积土上栽培更为适宜。

• 向日葵不能重茬、迎茬，在没有列当寄生地区，也要实行4—5年
轮作，如有列当寄生，则应实行8—10年轮作。重迎茬除了加重

列当危害外，并增加了病虫滋生繁殖的机会，造成严重减产的后
果。

• 禾谷类作物是向日葵的良好前作。在菌核病严重发生的地区，向
日葵不能以豆科作物为前作。

• 由于向日葵根群庞大，根系入土深广，耕地浅根系难以下扎，遇
风雨易发生根部倒伏，所以适宜的耕翻深度为20—25cm。春播

向日葵要求前一年秋季深耕，耕后耙耱保墒，经过冬春冻融，春
季再进行耙、压、耱作业，为播种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



二、施肥二、施肥

• （一）向日葵的营养特点

• 在肥料三要素中，向日葵吸收量的顺序是钾最

多，氮次之，磷较少。据辽宁省农科院试验，每

生产食用型子实100kg，需氮6.22kg、五氧化二

磷1.33kg、氧化钾14.6kg。每生产油用型子实

100kg，需要氮7.44kg、五氧化二磷1.86kg、氧

化钾16.6kg。



11、氮的吸收规律、氮的吸收规律
• 油用向日葵从出苗到现蕾，历时约1.5个
月，吸收的氮占其一生耗氮总量的39%；

从现蕾到开花历时20—25d，吸收的氮占总

量的31%；从开花到成熟历时约1个月，吸

收的氮占耗氮总量的30%。从现蕾到开花

历时虽短，植株生长发育的速度却最快，

吸收的氮最多，为吸氮高峰。因而现蕾期

之前追施氮肥具有重要意义。



22、磷（、磷（PP22OO55）的吸收规律）的吸收规律

• 磷参与植株体内糖分转化为脂肪的过程，

增施磷肥可提高含油率。

• 向日葵各个生育阶段中吸收的磷数量并不

均衡。食用品种从出苗到现蕾期间吸收的

磷最多，占其一生中耗磷总量的46%左

右，后期吸收的磷肥较少。所以磷肥应作

为基肥来施。



33、钾、钾(k(k22O)O)的吸收规律的吸收规律

• 钾素营养能增强向日葵叶的光合作用，促进碳水化合物的

形成，加速糖分的转化和运转；使茎秆生长健壮，增强其

抗倒伏、耐低温、抗病害的能力；并能增加含油率。

• 向日葵在苗期、现蕾期、开花期、结实期等不同生育时

期，基本上是均衡地吸收钾素肥料，未发现吸钾高峰期。

植株各部位吸收积累钾素的数量却有明显差异。花盘中积

累的钾素最多，占全株含钾总量的36%--39%；其次是茎

秆，占27%左右。因此，钾肥应在现蕾前施用，以满足花

盘及茎秆生长发育的需要。



44、微量元素的效应、微量元素的效应

• 向日葵需硼较多，硼可促进花器的发育，有利于

授粉，能提高结实率4.2%—6.2%。硼还可以提高

种子含油率。缺硼将导致花粉发育不良，并引起

花盘畸形。锰参与向日葵光合作用，对油分形成

过程有促进作用。铜可改善向日葵体内蛋白质和

碳水化合物的代谢，提高种子含油率。缺上述微

量元素的地区或土壤，应予以补充。



（二）向日葵施肥技术（二）向日葵施肥技术

• 1、基肥 基肥的作用在于提供向日葵整个生

育期间对养分的需要。基肥应以有机肥为

主，配合一定量的化肥。肥料充足时采用撒

施，将肥料均匀地撒在地面上，随秋耕或春

耕翻入土中。如果肥料量少可采用条施。基

肥施用量一般为30000—45000kg/hm2。



• 2、种肥 具有促苗早发的作用。用作向日葵的种

肥以速效性肥料为主，如尿素、过磷酸钙、氯化

钾等。也可施腐熟后的有机肥。

• 向日葵产区大部分种植在较瘠薄的耕地上，施基

肥少或不施基肥，所以应重视种肥的应用。种肥

以磷肥为主，配合施用氮肥和钾肥，一般每公顷

施用纯氮35—45kg、磷（P2O5）15—30kg、钾

(k2O)105kg左右。

• 种肥必须与种子隔开，否则会影响出苗。



• 3、微量元素拌种 在石灰性土壤上，一般缺锰或缺锌。向

日葵用锌、锰微量元素拌种在苗期叶色浓绿，生长健壮。

• 4、追肥 向日葵需肥较多，在生长发育期间应依据需肥规

律进行适时追肥。向日葵追肥量应当根据土壤肥力状况和

植株生长状况灵活掌握，才能收到最佳追肥效果。

• 向日葵在现蕾期结合培土进行追肥。一般每公顷追施尿素

225—300kg、氯化钾或硫酸钾75—150kg，在距向日葵根

6—9cm处开沟，施入肥料后随即覆土。

• 5、叶面喷肥 向日葵生育后期如出现缺肥时，可在开花后

喷施0.005%的锌、铜、锰和钼溶液，能提高子实含油量。



三、播种与合理密植三、播种与合理密植

• （一）品种选择

• 选择高产、含油率高、多抗和生育期适中

的向日葵杂交种。在蜂源不足的情况下，

选择自交结实率高的品种。在盐碱土壤种

植应选耐盐碱性强的杂交种。



（二）种子准备（二）种子准备

• 1、提高种子纯度，向日葵种子易混杂，除繁种制种过程

中防止混杂外，在播种之前进行人工粒选，去掉杂色粒、

小粒等，以提高种子纯度。

• 2、发芽试验，为了实现一次播种保全苗，在播种之前进

行种子发芽试验。精量播种要求发芽率在98%以上。一穴

播一粒种子。

• 3、种子处理

• （1）晒种 播种前3—5d内晒种1—2d，有利于种子发芽、

出苗，并对种子有杀菌作用。

• （2）药剂处理 为防治向日葵霜霉病，用50%福美霜以

0.1%浓度对种子喷雾拌种，使种皮湿匀即可。



（三）播种（三）播种

• 1、播种深度：向日葵种子具有较强的顶土能力，

播深在9cm以内均能正常出苗。如播种过浅（＜

3cm）不仅容易“芽干”，而且幼苗出土往往把种壳

顶出地面，子叶被种壳夹住不能张开，影响幼苗生

长。

• 2、播种期：土壤温度达到5℃即可播种，食用种生

育期长可早播，我区一般在4月中旬到下旬播种；

油用种生育期短的可晚播些，我区一般在4月下旬

到5月上旬播种。盐碱地种植向日葵，其播期应安

排在返盐之前。

• 3、播种方式：一般为条播，行距为55—70cm。



四、合理密植四、合理密植

• 1、密度与品种的关系 食用种植株高大，根深叶茂，覆盖

面大，单株占有较大的营养面积，种植密度小些，一般密

度控制在45000株/hm2以下。对于植株较矮的油用向日葵

杂交种密度也不得60000株/hm2。

• 2、密度与土壤肥力的关系 肥力高的地块宜密，土壤可满

足较密群体的生长需要。而瘠薄少肥的地块，必须有较大

的营养面积才能维持单株正常生育应稀一些。

• 3、密度与灌水的关系 有灌水条件，种植密度宜大。干旱

地区土壤水分缺乏，过密致使花盘小，秕粒多，应该种得

稀些。



五、田间管理五、田间管理

• （一）查田补苗

• 向日葵大多种植在半干旱、轻盐碱的瘠薄土地

上，如播种质量和出苗情况较差时，应进行查苗

补种或移栽。

• （二）定苗

• 多粒穴播的向日葵，出苗后一穴多株，互相拥

挤，相互争水争肥，必须进行早间苗、适时定

苗，培育壮苗。定苗须在1—2对真叶时进行。



（三）中耕除草（三）中耕除草

• 1、苗前松土 向日葵早春播种，出土时间长达15—30
天，在此期间如遇雨，会造成土壤板结，影响出苗，所以

要进行苗前松土，在盐碱地上种向日葵，须在幼苗出土前

进行浅锄，把表土盐分扒开，或者把苗眼上的盐碱推到垄

背上，可以大大减轻碱害，并且还有疏松土壤，提高地

温，促进幼苗出土和生长的作用。

• 2、中耕 生育期间一般进行中耕（铲耥）2—3次。第一次

是在1—2对真叶时进行，结合疏苗（间苗），达到除草松

土的目的。第二次中耕是在定苗后一周左右进行。第三次

中耕在封垄之前完成，否则会损伤或折断植株，并给田间

作业带来困难。



（四）灌溉（四）灌溉

• 向日葵苗期地上生长缓慢，为促进根系向

下伸展，要进行蹲苗。从现蕾到开花的20
天，需水量增加，吸收的水分占其一生总

需水量的40%左右，是需水关键期，如有

灌溉条件及时灌水，以满足其生长发育的

需要。在开花期和灌浆期已进入雨季，但

如遇干旱要及时灌溉，以促进子实的形成

和灌浆。



• （五）辅助授粉

• 蜜蜂对向日葵授粉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只蜂

1天可完成1.2万朵花的传粉。一箱蜂群能完成

0.3—0.4hm2地的传粉，产蜂蜜30—35kg，然而

对向日葵的增产效益比起产的蜂蜜价值要高出几

倍。如果蜂源不足，要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人工

授粉方法有两种，一是粉扑子授粉，二是花盘接

触授粉。人工辅助授粉应在上午9—12时进行。



六、收获六、收获

• 当向日葵花盘背面发黄，花盘边缘微绿；舌状花

瓣凋萎或干枯，苞叶黄褐；茎秆黄老，叶片黄绿

或黄枯下垂；种皮形成该品种特有的色泽；掐开

或咬开种仁里没有过多的水分即可收获。

• 收回的花盘应立即摊开晾晒，定时翻动。当花盘

上的种子松动容易脱落，即可脱粒。食用型种子

含水量降到10%以下，油用型种子含水量降到7%
以下，才适于安全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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