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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日葵的用途

 1．油用 
籽实含油率高，一般油用种含油在40%以上，食用种20.3% 。
油质量高

属于半干性油，在工业上用途广泛 。
 2．食用 
种仁营养丰富，有微香 。
 3．药用 
向日葵入药主治头痛眩晕、功能性子宫出血、高血压、胃癌

等疾病 。



 4.作青饲料和牧草

向日葵油饼：含粗蛋白30%～36%，脂肪8%～11%，糖
分19%～22%，是家畜、家禽的好饲料。

花盘：含有粗蛋白7%～9%，粗脂肪6.5%～10.5%，果
胶3%，灰分10%，其营养价值接近精饲料，是养猪的好
饲料。 

 5. 养蜂蜜源 
优质蜜源：葵花花大，花期长，花内富有蜜腺。

 6.其它

皮壳 ,茎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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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原产墨西哥、北美，1510年左右传入欧洲 。最初是
作为观赏植物种在植物园里，以后作为干果食用。1779年
匈牙利开始用于榨油，此后才作为油料作物栽培。 

主要生产国:俄罗斯、阿根廷、中国、印度、法国等。

我国常年向日葵栽培面积近百万公顷，主要集中在辽宁、
吉林、黑龙江、山西、宁夏、甘肃、新疆、内蒙古等省区。



我国向日葵有春播和夏播两种 。 

春播向日葵:以食用种为主，大多种在盐碱、旱、薄、
低产地上，单产仅百斤左右，但分布广，面积大，是我
国向日葵生产的主要部分。

夏播向日葵:多种油用种，主要是无霜期较长地区复种
的向日葵，产量高于春播1～2倍，但面积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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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日葵的分类

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 L.）属于菊科，向日葵
属，通常叫向日葵，又叫朝阳花、太阳花、转日莲、
葵花等。

 1.按种子用途分类

 1.1 食用型 
 1.2 油用型 
 1.3 中间型 



1.食用型  2.中间型  3.油用型



2. 按生育期分类

极早熟种   生育日数在85天以内。

早熟种      生育日数为86～100天。

中早熟种   生育日数为101～105天。

中熟种       生育日数为106～115天。

中晚熟种   生育日数为116～125天。

晚熟种       生育日教在126天以上。



二、植物学特征

1.根 

直根系。主根入土深度一般为1～2m；60%左右
的根系分布在0～40cm耕层土中，横向分布可达
1m左右 。

根系发达，根量比玉米大1倍以上，风干重占整个
植株的20%～30%。故具有抗旱、耐瘠薄、抗倒
伏的特点。 



根的生长

现蕾期前：根的生长速
度比茎生长得快 ，苗期
根、茎比为2.5:1 ，故苗
期较耐旱； 

现蕾到开花阶段：根生
长最快，根系每天要伸
长3～5cm左右； 

开花到成熟：根系生长
逐渐缓慢 ，平均每天根
系入土深度仅0.4cm左右。 



2.茎 
茎直立。由皮层、木质部和海绵状髓（也就是
稂）组成 。

表面粗糙有坚硬的刚毛，可以减少水分的蒸
发，增强抗旱的能力  。

幼茎的颜色：一般可分绿色、红色、紫色、紫
红色等，依此来鉴别杂株。 

茎的生长速度：从现蕾到开花阶段最快。



3.叶 

下部1～4对为对生叶，以上叶片互生或螺旋状排列。

早熟种一般25～32片；晚熟品种一般33～40片 。



野生种多呈披叶形，栽培种多呈心脏形。叶缘缺刻深浅不
等。

叶面及叶柄上着生短而硬的绒毛，覆有一层蜡质层，可以
减少水分的蒸发。

向日葵的叶片形状
1.叶片  2.叶柄  3. 茎



叶片功能分组

产量的98%左右是由叶片制造的。

底部的6～8片叶：主要是供给根部生长之用.
中部叶片：制造养分能力较强，50%以上的产量
是依靠中层叶片制造养分而获得的。

上部叶片：只形成约30%的产量。



4.花 
头状花序，着生在茎秆的项端，也叫花盘。
直径一般为20～30cm。花盘外缘有2～3层苞叶。花盘上

有两种花，即舌状花和管状花（或筒状花）。 



向日葵的花盘构造
       
1.舌状花  2.管状花

舌状花：着生在花盘的四周边缘，有1～3层，颜色
鲜艳,有浅黄、橙黄和紫红色等。

花瓣大，无性花（性器官退化）。偶有单性花（雌
蕊），但不孕，所以不结实。



管状花:位于舌

状花内侧，是完
全花。
筒状花冠:由五

个花瓣合成，内
有五个雄蕊和一
个雌蕊。雄蕊有
五个离生花丝，
上部合生聚合花
药管，成为管
状 .

管状花



每个花盘上管状花的数量:因品种和栽培水平不同
而异，一般为1 000～1 800朵。 

管状花开花的次序:由外向内逐层开放。第一天只
开1～2轮，以后每天开2～3轮，最多不超过5轮。
整个花盘开花时间为8～10天 。



开花授粉过程

一般情况下，花粉落到柱头上，5～10min就能发
芽，经24～36h完成授精。

柱头的生活力：≤10 DPA,但受精能力最强为
≤2～3 DPA。

花粉粒的生命力：1d
异花授粉作物：雄蕊先熟，雌蕊后熟，且自交生
理不亲和.



5.果实 

果实为瘦果。由皮壳(果皮)、种皮和胚构成。 

食用种的种子较大,长，一般为15～25mm，百粒重
10～15g。

油用种的种子较小，短而宽，长8～14mm，子仁饱
满，皮较薄，一般百粒重4～6g。



同一花盘上的种子大小和形状也有差异。

外圈：种子粒大、皮厚、百粒重高；

花盘中心：种子较小，皮较薄。

中部种子：介于两者之间，大小均匀、整齐，具
有本品种的典型特征 。 



试从向日葵的形态特征解释
其抗旱性较强的原因.



三、 向日葵的生长发育阶段

1．苗期 
春播从播种到出苗需12～16天，夏播仅需3～5天。 
叶形成阶段：出苗到3～4对真叶，决定向日葵一生
的叶片数目。 

花原基形成阶段 ：3～4对真叶到7～8对叶，决定花
盘的小花数（子粒数）。

雌雄蕊形成期：7～8对叶到现蕾期，决定小花是否
可育 。



2、现蕾期

春播:35～50天左右，夏播:28～35天。

3、开花期 
春播:需25～40天，夏播:18～21天。 
生长最旺盛的阶段。

4、成熟期

春播:35～55天，夏播:25～40天左右。

成熟时需要晴朗天气。



四、向日葵生长发育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1.温度 
既喜温热而又耐低温 。
发芽所需最低温度为4-6℃。最适温度为31-37℃，最高温度

为37-44℃。

向日葵计算积温的起点温度是5℃ 。早熟品种≥5℃的活动积
温为2000～2 200℃，中熟品种为2 200～2 400℃，中晚熟品
种为2400～2 600℃，晚熟品种为2600℃以上。

在开花到成熟阶段如温度过高(超过40℃)和湿度过大（相对湿
度达到90%以上），生长就要停止。

幼苗可忍受－7℃短时低温,成熟时如遇-1℃的低温，叶片就要
脱落 。



2.水分 
抗旱力较强 。但不同生育期的抗旱能力及对水
分的要求不一样 。 

苗期:抗旱能力最强;
蕾花期:向日葵需水量最大，约占全生育期需水
量的60%以上，又正是花盘发育及种子形成的
关键时期 。

成熟期：向日葵需水量不大，需要晴朗的天气 。



3.光照 
喜光作物。它的幼苗、叶片和花盘都有强烈的
向日性。

向日葵属于短日照作物或中性日照作物。一般
品种对日照反应不敏感，特别是早熟品种对日
照反应更不敏感。  



4.土壤 

向日葵适应性强，一般土地均能种植.
耐盐碱，甚至在含盐量0.3%的盐碱地上也能正常生
长 。它的耐盐力比玉米约高1倍，比小麦高60%。
在盐碱地上种植向日葵以后土壤中的盐分和碱化度
有所减轻，所以它是生物制碱的“先锋作物”。



5.营养 

每生产50kg葵花子需从土壤中吸收纯氮2.3-3kg，
五氧化二磷1.3-1.5kg，氧化钾9.3-15kg。

氮肥 ：增加氮素可使茎叶中的营养物质及种子含
油量增多。氮前中期大部集中在叶部，在生理成熟
期则集中于子实。

磷肥：可促进幼苗根系发展 。在生育后期作用不
明显。

钾肥：向日葵需要最多。在体内能促进多种代谢反
应，提高作物抗逆性。



吸肥动态

幼苗期：需要磷素较多,吸收养分少.
花盘形成至开花期：需要氮素最多,此期吸收养分
约占全部养分的3/4。

开花至成熟：吸收钾素最多,吸收养分占全部养分
的1/4左右.

应注意施全肥，前期以磷为主，中后期需肥增
多，且以氮、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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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制度与轮作

1．为什么要轮作？ 
连作使土壤养分消耗过多，失去平衡 ;
连作使寄生杂草列当为害严重 。 
连作向日葵病害较多 .



2. 如何轮作 ？
前茬的安排:对前茬要求不高,浅根系禾本科作物和
豆科作物均可.

轮作周期的长短:主要是依据病原菌和列当种子在
土壤中保持生活力的时间长短。 例如列当种子在
土壤中存活至少6年，6年以内不宜再种植向日
葵；而在一般病害如黄萎病、霜霉病、白腐病较
严重的发生地区，轮作周期一般不少于4年。



东北、内蒙古等地向日葵轮作一般为期较短，
3～4年不等，其方式主要为：

一般盐碱地：向日葵→大豆或粟谷→玉米或高粱
→向日葵；

新垦盐碱地：黑豆或粟谷→向日葵→粟谷→玉米
或高粱→向日葵。

夏播向日葵地区：冬小麦+向日葵→玉米→冬小
麦+玉米→玉米→冬小麦+向日葵, 或粮食作物→
油葵→绿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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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播种技术

1.1播前准备。

一是精选良种; 二是种子处理。

1.2播种期。

确定播种期的原则：

春播:当地无霜期的长短及积温和所用品种的生育
日数。

夏播:夏熟作物的收获期到早霜间的生育日数或积
温，一般多选择生育期较短的油用种子 。

一般油用种多属早熟或早中熟，食用种多属中熟
或中晚熟。



春播：应在6cm地温连续4～5天稳定到8～10℃
时为好。

夏播：宜抢早播种。需要考虑生理成熟前15 d昼
夜温差的影响。

春播地区:一般以4月上旬为宜，高寒地带可延迟
到5月上旬。

夏播地区:以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为宜。 



1.3 播种方法 
主要有平播和垄播两种 。机械平播产量不低于
垄播，春旱地区平播明显增产

向日葵最好东西向播种 。
播种深度：黏地、盐碱地一般以3～4 cm为
宜；沙土播种深度可达6～7 cm 。



2. 种植密度 

小株密植

其理论依据在于：

一是充分利用光能和地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二是把氮素消耗于形成茎叶，提高种子含油量；

三是减少空壳率，降低皮壳率。



肥地:每公顷3.75万株；山坡地宜密，每公顷4.2万株.
高秆品种（株高大于2 m）宜稀，每公顷2.7万～3万株；

矮秆品种（株高小于1.2 m）宜密，每公顷6万～7.5万株；

中秆品种（株高1.2～2 m）, 每公顷4.05-4.5万株。

大垄栽培:  一般以行距60～70 cm，每公顷3.75万～4.5万
株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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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施足底肥 
底肥应占总需肥量的60％左右(薄地，油葵生育期短），

可每公顷施优质农家肥4.5万～7.5万kg 。
 2．重施种肥

夏播向日葵施用种肥可弥补底肥的不足 。
施用复合肥作种肥 。
化肥作种肥注意与种子保持一定距离，至少3.5cm以上 。
 3．适期追肥。

定苗以后，或在形成花盘以前，追施磷、钾肥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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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田补苗

2. 间苗定苗

3. 合理灌溉

从出苗到现蕾（55d）：需水量少,不宜灌水。

现蕾到开花（17 d）：需水量多。向日葵最旺盛生
长阶段，对水分十分敏感 。

灌浆期：必须保证供水充足 。



4.杂草防治 
主要采用化学除草,中耕对向日葵的产量影响不明显.
5.及时打杈

及时打杈可以避免养分消耗，保证主茎花盘子粒饱
满。

打掉下部的老黄叶、感病叶，以改善通风透光条
件，对增产有利。



6.做好人工辅助授粉和放蜂工作，提高结实率。

典型的异株异花授粉作物 ，又是虫媒授粉作
物，完全依靠昆虫辅助来完成花粉传送 .

一般自花授粉率极低，空壳现象比较普遍，约
占30％，多的达50％以上，甚至整个花盘都是
秕粒 。



在距离向日葵地100 m的四周均匀布放蜂箱，密度
越大授粉效果越好。

人工授粉一般2-3次。第1次应在向日葵进入开花
2～3 d时进行，以后每隔3～4 d授粉1次。授粉时
间在上午露水消失后，即9—11时进行。 



7 病虫害防治

 7.1 病害 
①选育抗病品种；

②及时处理病残体和自生苗；

③选地倒茬；

④合理密植，科学施肥；

⑥药剂防治，可用托布津1000倍液、波尔多液（硫酸铜、
石灰、水的配比为1：1：200）、65％代森锌500～700倍
液等防治褐斑病、黑斑病等病害，用氰氨化钙防治菌核病。 



7.2 虫害 
地下害虫如蝼蛄、金针虫、地老虎等；

苗期害虫如金龟子、象甲等；

葵盘子实害虫如向日葵螟、棉铃虫等。

一般苗期害虫发生较为普遍，危害也较严重，
故应把重点放在保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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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收获

  花盘背面变黄，边缘微绿，舌状花瓣凋萎或干枯，苞叶茎秆
黄老，叶片黄绿或黄枯下垂，种皮（果皮）形成该品种特有
色泽，种仁没有过多水分时，就是最佳收获时机。

 2．储藏

向日葵种子储藏条件，种子含水量是主要的，其次是温度 。
种子的安全储藏水分最好为8％～9％，不应超过13％ 。
在夏季最高气温20～25℃、冬季最低气温3～7℃的自然条件

下，1～3年内的发芽率可达95％～99.7% 。



1.向日葵的生长发育对环境条件有何要求?
2.向日葵为何不宜连作?
3. 向日葵采取小株密植方式种植的理论依
据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