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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向日葵新品种龙食葵8号的推广和应用,对其亲本来源、选育过程、特征特性、栽培技术要点等方

面进行介绍。龙食葵8号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以12102A为母本、1604R为父本,选育而

成的食用向日葵杂交新品种。2018-2019年,龙食葵8号连续两年在3省9个地区进行区域试验,平均产量

2867.5kg·hm-2,较对照品种JK108增产9.71%。2021年通过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编号为

GPD向日葵(2021)230006。该品种属于中熟品种,生育期103d,植株直立健壮,株高202.2cm,茎粗2.83cm,
叶片数32片,籽仁粗蛋白含量25.3%,含油率46.1%。龙食葵8号中抗黄萎病和菌核病(根腐型),中感菌核

病(盘腐型)、黑斑病和褐斑病。该品种适宜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生态相似地区春季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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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日葵(HelianthusannuusL.)为菊科向日

葵属一年生草本植物,起源于北美洲[1],素有葵

花、向阳花、望日葵、转日莲的美称,具有耐逆性

强、生态适应性广、经济价值高等特征,是世界四

大油料作物之一[2],也是我国重要的粮油经济作

物[3],兼具食用、油用、饲用及药用价值。目前,向
日葵种植已遍布世界70多个国家,俄罗斯、阿根

廷、乌克兰、中国、美国是种植面积较大的国家[4]。
葵花籽作为向日葵的果实富含蛋白质[5]、长链脂

肪酸[6]、维生素E[7]、植物甾醇[8]、角鲨烯[9]等多

种生物活性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调节血

脂的作用[10],常用于休闲食品、菜肴、烘焙产品制

作中改善口感风味和营养品质。随着消费者对食

物的选择更加趋向营养、健康、安全、可持续性等

因素,植物蛋白产品作为新型食品在提供高质量

蛋白质的同时兼具营养性和功能性,其市场规模

正在不断扩增。葵花籽仁蛋白具有优良的起泡

性、乳化性、持水性、持油性及稳定性,是植物蛋白

饮料的优质原料;葵花籽仁蛋白中谷氨酸和天冬

氨酸含量达30%[11],可作为新型的天然蛋白鲜味

肽及鲜味调节剂的制作原料。
在大食物观背景下,葵花籽的高营养价值和

经济价值优势日益突出,在营养食品领域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由于全球葵花籽产出主要以油用

葵花籽为主,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食用葵花籽生

产国与出口国[12],在国际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优

势。我国食用向日葵年均播种面积约56万hm2,占
世界食用向日葵种植总面积的50%左右[13],相较

于油用向日葵在生产中占据绝对优势。食用葵花

籽营养丰富、口感香脆、方便携带、易取食,相比其

他坚果价格优势明显,是我国人民主要的休闲零

食。我国作为食用向日葵消费大国,近年来销售量

呈上升趋势,从2013-2014年度的156.3万t增加

至2019-2020年度的216.0万t[14]。随着食品

加工技术不断提升,开发了多种风味的葵花籽

仁休闲食品和深加工营养食品,充分满足不同

人群的购买需求,加工附加值开发潜力巨大,市
场需求持续增加,急需大量优质向日葵新品种作

为支撑。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向日葵“三系”

杂交育种工作[15],选育的杂交种具有生长势、结
实率、抗逆性、产量和品质均优于双亲及一般常规

品种的特点[16]。截至2019年底,全国食用向日

葵登记品种1283个[15],但生产中主栽品种相对

单一,生产上缺乏高产、优质、高抗多种病虫害的

优良新品种。优良品种的选育对我国食用向日葵

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杂种优势的研究与利用

是品种选育的重要领域,也是发掘食用向日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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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潜力最有效的育种手段[17]。黑龙江省农业科

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以不育系12102A为母本、
恢复系1604R为父本杂交选育出食用向日葵新

品种龙食葵8号,该品种整齐度高、丰产性好、籽
仁蛋白含量丰富、口感香脆。本文通过介绍其亲

本来源、选育过程、特征特性、栽培技术要点等内

容,旨在为龙食葵8号在适宜地区的推广和示范

提供一定理论基础。

1 亲本来源及选育过程

1.1 母本

母本12102A是以地方品种“三道眉”为基础

材料,在黑龙江省和海南省两地,采用系谱选择、
自交、回交等方法于2012年选育而成的食用向日

葵不育系,该材料具有整齐度好、配合力高的

特性。
1.2 父本

父本1604R是以引进杂交种“丰葵杂1号”
为基础材料,在黑龙江省经连续6代选择优良单

株自交,于2014年选育而成的食用向日葵恢复

系,该材料具有配合力高的特性。
1.3 选育过程

2015年,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以12102A为母本、以1604R为父本杂交,配制

出食用向日葵三系杂交种。2016-2017年,在黑

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康金试验基地进行所内鉴定试

验;2018-2019年,在3省9个地区进行了连续

2个生长周期的区域试验,命名为龙食葵8号。
2021年通过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登记编号为GPD向日葵(2021)230006。

2 特征特性

2.1 农艺性状

龙食葵8号属于中熟品种,出苗至成熟平均

103d,生育期整齐度高。株高202.2cm,茎粗

2.83cm,叶片数32片。舌状花颜色为中等黄色,
花盘直径20.9cm,花盘形状平整,花盘倾斜度

4级。籽粒为长锥形,主色白色,黑色条纹,粒长

2.6cm,粒宽0.8cm。百粒重19.0g,单盘粒重

130.13g,结实率75.26%,籽仁率54.43%。
2.2 品质分析

2021年,委托农业农村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按照国家标准《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GB5009.5-
2016)》和《植物油料 含油量测定(GB/T14488.1-

2008)》对龙食葵8号进行品质检测。检测结果表

明,龙食葵8号籽仁粗蛋白含量25.3%、含油率

46.1%。
2.3 抗性鉴定

2018-2019年连续两年,委托黑龙江省农业

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对龙食葵8号进行抗病性

鉴定。菌核病(盘腐型)采用人工接种鉴定,菌核

病(根腐型)、黄萎病、黑斑病和褐斑病采用病圃鉴

定,由表1可知,综合2年鉴定结果:龙食葵8号

中抗黄萎病,中抗菌核病(根腐型),中感菌核病

(盘腐型)、黑斑病、褐斑病。

表1 2018-2019年龙食葵8号抗病鉴定结果

年份 病害名称 平均病情指数 抗性评价

2018 菌核病(根腐型) 12.60 中抗

菌核病(盘腐型) 41.58 中感

黄萎病 26.85 中抗

黑斑病 59.60 中感

褐斑病 53.80 中感

2019 菌核病(根腐型) 18.56 中抗

菌核病(盘腐型) 48.17 中感

黄萎病 28.83 中抗

黑斑病 64.73 中感

褐斑病 53.86 中感

2.4 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

2018-2019年连续两年,参照《植物新品种

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向日葵(NY/T
2433-2013)》对龙食葵8号进行特异性、一致性

和稳定性测试。结果表明,龙食葵8号与近似品

种在叶片颜色、主茎叶数、叶柄与主茎的夹角、植
株高度5个方面有明显差异,具备品种特异性;同
时,两年试验结果表明龙食葵8号具备向日葵品

种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2.5 转基因检测

2020年,委托农业农村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对龙食葵8号进行转基

因检测,采用实时荧光PCR法,按照农业部1782号

公告-3-2012标 准 对 其 进 行 FWV35S启 动 子、
CaMV35S启动子、NOS终止子、NOS启动子检

测,龙食葵8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是非转基因

品种。

3 产量表现

2018-2019年,龙食葵8号在黑龙江省哈尔

滨、齐齐哈尔、大庆,内蒙古巴彦淖尔、赤峰、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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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特,新疆阿勒泰、石河子、乌鲁木齐,连续2年进

行区域试验,以JK108为对照品种。4月27日-
5月30日播种,行距66.7cm,株距70cm,小区

面积20m2。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重复

间设步道,四周设保护行。由表2可知,2018年黑

龙江省区域试验平均产量2122.9kg·hm-2,较
对照品种增产14.01%;2019年黑龙江省区域试

验平均产量1951.0kg·hm-2,较对照品种增产

14.62%;2018 年 新 疆 区 域 试 验 平 均 产 量

2478.0kg·hm-2,较对照品种增产8.12%;2019年

新疆区域试验平均产量3258.0kg·hm-2,较对

照品种增产7.88%;2018年内蒙古区域试验平均

产量3448.0kg·hm-2,较对照品种增产12.20%;

2019年内蒙古区域试验平均产量3947.0kg·hm-2,
较对照品种增产5.76%。综合2年区域试验结

果,龙食葵8号平均产量2867.5kg·hm-2,较对

照品种JK108增产9.71%。

表2 2018-2019年龙食葵8号区域试验产量表现

年份 试点 品种 产量/(kg·hm-2)增产率/%

2018 黑龙江 龙食葵8号 2122.9 14.01

JK108(CK) 1862.1
新疆 龙食葵8号 2478.0 8.12

JK108(CK) 2292.0
内蒙古 龙食葵8号 3448.0 12.20

JK108(CK) 3073.0
平均 龙食葵8号 2683.0 11.37

JK108(CK) 2409.0

2019 黑龙江 龙食葵8号 1951.0 14.62

JK108(CK) 1702.2
新疆 龙食葵8号 3258.0 7.88

JK108(CK) 3020.0
内蒙古 龙食葵8号 3947.0 5.76

JK108(CK) 3732.0
平均 龙食葵8号 3052.0 8.30

JK108(CK) 2818.1
两年平均 龙食葵8号 2867.5 9.71

JK108(CK) 2613.6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整地

龙食葵8号适宜选择土地平整,中等以上肥

力地块种植,与非菊科作物实行4年以上轮作周

期,优先选择玉米、小麦等禾本科前茬,避免重茬、
迎茬。深翻整地有利于主根、侧根的生长,减少地

下害虫的危害,建议秋翻深度25~30cm。

4.2 播种

播种前进行种子精选,选择大小均匀、饱满、
无异色、无虫蚀等符合播种要求的种子,合理使用

种衣剂对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具体参照国家质量标

准《经济作物种子 第2部分:油料类(GB4407.2-
2008)》[18]。施足底肥,施种肥磷酸二铵10.0~
13.3kg·(667m2)-1,钾肥2~3kg·(667m2)-1。
龙食葵8号适宜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生态相

似,≥10℃活动积温2300℃以上地区春季播

种,当5cm土层温度连续5d达到10℃以上即

可播种。合理密植,建议株行距70.0cm×66.7cm,
保苗1500~1800株·(667m2)-1为宜。
4.3 田间管理

当幼苗出现1对真叶时进行间苗,2~3对真

叶时定苗,及时查补缺苗;做好中耕除草,当第6
片叶展开后进行第一次中耕松土;在现蕾期完成

第二次中耕培土;根据土壤肥力,7~8对叶片时

追施尿素6.7~10.0kg·(667m2)-1;授粉期放蜂

可有效提高结实率,参照《主要农作物蜜蜂授粉及

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规程第3部分:油料作物(油
菜、向日葵)(NY/T3263.3-2020)》[19],一般1hm2

种植面积投放3~5箱蜜蜂;及时做好病、虫、鼠、
鸟害的预防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

针,必要时进行无人机喷防,农药使用应符合《农
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NY/T1276-2007)》[20]

的规定。
4.4 收获

向日葵是对收获要求较高的作物,最适收获

时期为花盘背面距边缘2~3cm变成褐色,舌状

花干枯或脱落,茎秆呈黄绿色或黄色,中上部叶片

为淡黄色,种皮外壳硬化,此时应及时收盘、脱粒,
选择干燥、清洁、易于籽粒翻动的场地于晴天晾晒

4~5d,之后进行清选、分级,封装贮存。

5 结语

龙食葵8号属中熟食用向日葵三系杂交种,
植株生长整齐,株高适中,茎秆粗壮,花盘硕大、平
整,植物学特征特性有别于对照品种,具有特异

性;结实率、籽仁率高,具有较好的丰产性和适应

性。籽粒白底具黑色条纹,粒型好,籽仁蛋白含量

高,磕食口感好;适宜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地区

春季播种。随着市场需求和深加工技术创新的推

动,龙食葵8号在适宜区域种植依托地区气候与

土地资源优势,有望形成规模化种植,助力当地农

业增产、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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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dingandCultivationTechnologyofNew
EdibleSunflowerVarietyLongshikui8

WANGJing,XIEPengyuan,ZHOUFei,TONGBotong,DIChengqian,HUANGXutang,MAJun,

WANGWenjun
(InstituteofIndustrialCrops,Heilongjiang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HeilongjiangSunflowerGenetic
Improvement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Harbin150086,China)

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cultivationandapplicationofthenewsunflowervarietyLongshikui8,this
studycomprehensivelydescribeditsparentallineage,breedingprocess,agronomiccharacteristicsandkey
cultivationtechnology.Longshikui8isanewhybridvarietyofediblesunflowerbredbytheInstituteof
IndustrialCrops,Heilongjiang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with12102Aasthefemaleparentand1604Ras
themaleparent.Duringregionaltrialsconductedacrossninelocationsinthreeprovincesfrom2018to2019,

thecultivardemonstratedanaverageyieldof2867.5kg·ha-1,surpassingthecontrolvarietyJK108by
9.71%.In2021,itpassedtheregistrationofnon-majorcropvarietiesbytheMinistryofAgricultureand
RuralAffairs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whithapprovalnumberasGPDSunflower(2021)230006.
Thisvarietybelongstothemidmaturityvariety,withagrowthperiodof103days.Theplantisuprightand
robust,withaheightof202.2cm,astemthicknessof2.83cm,32leaves,theproteincontentofseedsis25.3%,

andtheoilcontentis46.1%.Longshikui8ismoderatelyresistanttoverticilliumwiltandsclerotinia(rootrot
type),andmoderatelysusceptibletosclerotinia(diskrottype),blackspot,andbrownspot.Thisvarietyis
suitableforspringplantinginecologicallysimilarareassuchasHeilongjiang,InnerMongoliaandXinjiang.
Keywords:ediblesunflower;varietyselectionandbreeding;Longshikui8;cultivati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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