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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UPOV向日葵品种DUS 

测试指南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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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DUS 测试指南是开展植物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的重要依据。对中国和 UPOV 向日葵品种 DUS 测试指

南在繁殖材料、测试方法、DUS 判定标准、分组性状、测试性状和观测时期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结合 DUS 测试田

间情况提出了修订现行向日葵 DUS 测试指南的建议，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向日葵品种 DUS 测试指南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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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是一个政府

间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瑞士），根据《植物新品种

保护国际公约》建立，该公约于 1961 年在巴黎通过，

并在 1972 年、1978 年和 1991 年进行了修订 [1]。

1999 年 4 月 23 日，我国成为 UPOV 第 39 个成员国，

实行 1978 年文本。

植 物 新 品 种 特 异 性（也 称 为 可 区 别 性，

Distinctness）、一致性（也称为均一性，Uniformify）和稳

定性（Stability）简称 DUS 测试，是品种管理的重要技

术支撑，是农作物授予新品种权和通过审定、登记的

必要条件之一 [2]。植物品种 DUS 测试指南是判定育

种人选育的植物群体 / 类群是否达到品种标准的重要

依据，是 DUS 测试的基础 [3-5]。

本文对 UPOV 和我国的向日葵品种 DUS 测试

指南进行比较分析，旨在总结不同指南的优缺点，为

修订我国向日葵品种 DUS 测试指南提供合理、科学

的参考依据，进而提高我国向日葵品种保护效率。

1　向日葵品种 DUS 测试指南概况
UPOV 于 2000 年发布了向日葵 DUS 测试指

南，版本号为 TG/81/6[6]。我国于 13 年后（2013 年）

以行业标准的形式发布了向日葵 DUS 测试指南，行

业标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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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下简称 
NY/T 2433。 两 个 指 南 均 适 用 于 所 有 向 日 葵

（Helianthus annuus L.）品种，包括自交系、杂交种和

开放授粉品种。基金项目： 农业农村部品种资源保护项目（111821301354052249）

4.4.4　采取新技术是措施　在利用好育种、营销新

模式基础上，企业还可以采取直接或间接为种业服

务的新技术。如智能化、物联网、无人机、机器人等。

4.4.5　立足国内，走出国门是方向　国内市场是有限

的，要进军国外，进一步开拓市场。企业应培养适应

国际生产经营的人才，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东

南亚水稻种子市场，中东玉米、棉花种子市场）为目

标，深入了解其国情、种情、人情，利用我之长，补其他

之短，切实做到出得去、走得进、留得下、站得稳。

4.4.6　重视专业性企业发展　在我国的种子企业

中，90% 以上是中小种子企业，这些企业是促进整

个行业发展的基础和基石；而这些企业中多数又以

专业性的企业为主。因此，要高度重视我国专业性

种子企业的发展。作为专业性的公司首先要做专，

专门做好一件事，以获得话语权；同时也要做精，人

无我有，人有我忧，以获得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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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和 UPOV 向日葵品种 DUS 测试指南
的比较分析

2.1　繁殖材料的要求　两个指南对提交的繁殖材料

质量要求相同。提交的繁殖材料一般不进行任何影

响品种性状正常表达的处理（如种子包衣处理），如

果已处理，应提供处理的详细说明。两个指南对提

交的繁殖材料数量要求不同。TG/81/6 要求自交品种

提供 5000 粒种子，杂交种和开放授粉品种提供 1kg
种子，对于杂交种，还需另外提供 5000 粒父母本种子

（比如单交种、雌性系（雄性不育系）和雄性系），对于

雄性不育系而言，还需另外提供 5000 粒保持系种子。

NY/T 2433 要求油用向日葵提供 500g 种子，食用向

日葵提供 1000g 种子，而不需要提供亲本材料。

2.2　测试方法　两个指南的测试方法主要对测试周

期、测试地点和测试数量等做了具体规定。两个指南

的测试周期相同，均至少为 2 个独立生长周期。对测

试地点的规定也相同，测试通常在一个地点进行，如

果某些性状在该地点不能充分表达，可在其他符合

条件的地点对其进行观测。测试数量不同。TG/81/6
规定每个试验应保证至少有 40 株，至少设 2 个重复，

如果用酶电泳法检测杂交组合，至少对每个自交系

10 株苗进行 1 次试验，至少对单交种 4 株和三交种

10 株进行分析。NY/T 2433 规定单交种和亲本材料

每小区不低于 30 株，其他杂交种和开放授粉品种为

60 株，共设 2 个重复，不利用电泳法检测杂交组合。

2.3　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判定标准　TG/81/6
规定评价自交系的一致性时，应采用 2% 的群体标

准和至少 95% 的接受概率。此外，同一群体标准和

接受概率应适用于雄性不育系外杂交和等基因雄性

育性植株一致性的评定。对于单交种，应采用 5%
的群体标准和至少 95% 的接受概率，对于三交种和

开放授粉品种，品种内的变异不应超过已知品种。

NY/T 2433 规定自交系和单交种采用 1% 的群体标

准和至少 95% 的接受概率，三交种采用 4% 的群体

标准和至少 95% 的接受概率，开放授粉品种的一致

性水平不应低于同类型品种。

2.4　 性 状　 在 UPOV 相 关 技 术 文 件 中，性 状

（characteristic）是指可遗传表达的能准确识别、区

分和描述的植物特征或特性。用于 DUS 测试的性

状应满足以下几个基本条件：（1）是特定的基因型

或者基因型组合的结果；（2）在特定环境条件下是

充分一致和可重复的；（3）在品种间表现出足够的

差异，能够用于确定特异性；（4）能够准确描述和识

别；（5）能够满足一致性的要求；（6）能够满足稳定

性要求。按照性状在 DUS 测试指南中的功能和要

求将性状分为5类，包括基本性状、带星号（*）性状、

分组性状、补充性状和技术问卷性状。带星号（*）
性状为 UPOV 用于统一品种描述所需要的重要性

状，除非受环境条件限制性状的表达状态无法测试，

否则所有 UPOV 成员都应使用这些性状。

2.4.1　分组性状　分组性状主要用于近似品种筛选

和特异性测试种植试验的品种分组。质量性状是最

好的分组性状，分组性状应当是带星号（*）性状，和

/ 或包括在技术问卷或申请表中的性状。在选择数

量性状或假质量性状作为分组性状时，应考虑选用

的性状数据即使来自不同的地点，也能够有效区分

已知品种。在 TG/81/6 中有 7 个分组性状，在 NY/T 
2433 中有 9 个分组性状（表 1）。

表 1　TG/81/6 与 NY/T 2433 分组性状对比

序号
TG/81/6
性状编号

TG/81/6
性状名称

NY/T 2433
性状编号

NY/T 2433
性状名称

类型

1 性状 4 * 叶片：绿色程度 / / QN

2 性状 5 * 叶片：泡状程度 性状 21 * 叶片：泡状程度 QN

3 性状 14 * 开花期 性状 6 * 开花期 QN

4 性状 28 * 植株：高度 性状 34 * 植株：高度 QN

5 性状 29 * 植株：分枝 性状 31 * 植株：分枝 QL

6 性状 39 * 瘦果：边缘条纹 性状 42 * 瘦果：边缘条纹 QN

7 性状 40 * 瘦果：边缘间条纹 性状 43 * 瘦果：边缘间条纹 QN

8 / / 性状 29 * 植株：花盘倾斜程度 QN

9 / / 性状 30 * 花盘：形状 PQ

10 / / 性状 35 瘦果：大小 QN

QL ：质量性状；PQ ：假质量性状；QN ：数量性状，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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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G/81/6 与 NY/T 2433 测试性状对比

序号
TG/81/6 
性状编号

TG/81/6
性状名称

分级数 类型
NY/T 2433 
性状编号

NY/T 2433 
性状名称

分级数 类型 性状差异

1 2 下胚轴：花青甙显色强度 9 QN 1 植株：幼茎花青甙显色 9 QN BW

2 8 叶片：先端形状 9 PQ 15 叶片：形状 5 PQ BW，BD

3 4 * 叶片：绿色程度 9 QN 2 叶片：颜色 3 QN FJ

4 25 苞叶：长度 9 QN 13 苞叶：尖长度 5 QN FJ

5 33 * 花盘：大小 9 QN 33 * 花盘：大小 5 QN FJ

6 37 瘦果：厚度 9 QN 37 瘦果：厚度 3 QN FJ

7 16 舌状花：形状 4 PQ 7 舌状花：形状 3 PQ FJ，BD

8 7 叶片：横截面形状 5 PQ 18 叶片：横截面形状 3 PQ FJ，BD

9 34 * 花盘：形状 6 PQ 30 * 花盘：形状 4 PQ FJ，BD

10 13 茎秆：顶部刚毛（0~5cm） 9 QN 5 植株：茎上部刚毛 9 QN XT

11 14 * 开花期 9 QN 6 * 开花期 9 QN XT

12 19 * 舌状花：颜色 8 PQ 8 * 舌状花：颜色 8 PQ XT

13 15 舌状花：密度 9 QN 9 舌状花：密度 9 QN XT

14 24 苞叶：形状 3 PQ 11 苞叶：形状 3 PQ XT

15 3 * 叶片：大小 9 QN 14 * 叶片：大小 9 QN XT

16 6 * 叶片：锯齿 9 QN 16 * 叶片：锯齿 9 QN XT

17 9 * 叶片：叶耳 9 QN 20 * 叶片：叶耳 9 QN XT

18 5 * 叶片：泡状程度 9 QN 21 * 叶片：泡状程度 9 QN XT

19 11 * 叶片：侧脉夹角 3 PQ 22 * 叶片：侧脉夹角 3 PQ XT

20 12 叶片：叶尖高度（植株 2/3） 9 QN 23 叶片：叶尖高度 9 QN XT

21 20 管状花：颜色 3 PQ 25 管状花：颜色 3 PQ XT

22 22 管状花：柱头花青甙显色强度 9 QN 26 管状花：柱头花青甙显色 9 QN XT

23 31 植株：主盘与最近侧盘位置 3 PQ 28 植株：主盘与最近侧盘位置 3 PQ XT

24 29 * 植株：分枝（排除环境因素

分枝）

QL 31 * 植株：分枝 QL XT

25 30 植株：分枝类型 5 PQ 32 植株：分枝类型 5 PQ XT

26 28 * 植株：高度 9 QN 34 * 植株：高度 9 QN XT

27 35 瘦果：大小 9 QN 35 瘦果：大小 9 QN XT

28 36 * 瘦果：形状 4 PQ 36 * 瘦果：形状 4 PQ XT

29 38 * 瘦果：主色 8 PQ 38 * 瘦果：主色 8 PQ XT

30 42 瘦果：果皮斑点 QL 39 瘦果：色斑 QL XT

31 41 瘦果：条纹颜色 4 PQ 41 瘦果：条纹颜色 4 PQ XT

32 39 * 瘦果：边缘条纹 3 QN 42 * 瘦果：边缘条纹 3 QN XT

33 40 * 瘦果：边缘间条纹 3 QN 43 * 瘦果：边缘间条纹 3 QN XT

34 10 叶片：叶翼 3 QN 19 叶片：叶翼 QL XZ

35 32 * 花盘：姿态 9 PQ 29 * 植株：花盘倾斜度 9 QN XZ，BD

36 1 下胚轴：花青甙显色 QL 3 叶：花青甙显色 QL /

37 17 舌状花：姿态 5 PQ 4 植株：主茎叶数 9 QN /

38 18 舌状花：长度 9 QN 10 苞叶：密度 9 QN /

39 21 管状花：柱头花青甙显色 QL 12 苞叶：花青甙显色 QL /

40 26 苞叶：绿色程度 9 QN 17 叶片：锯齿规则性 QL /

41 27 苞叶：先端姿态 3 PQ 24 叶片：叶柄与主轴夹角 3 QN /

42 43 位点 Me1 基因表达 3 TS 40 瘦果：条纹 QL /

43 44 位点 Pgd1 基因表达 3 TS 27 花粉：颜色 2 PQ /

44 45 位点 Pgi2 基因表达 3 TS / / / / /

45 46 位点 Shdh1 基因表达 3 TS / / / / /

46 23 管状花：花粉 QL / / / / /

TS ：特殊性状；BW ：观测部位不同；FJ ：分级数不同；XT ：无差异；BD ：表达状态不同；XZ ：性状类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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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G/81/6 与 NY/T 2433 差异性状分析

序号
TG/81/6
性状编号

TG/81/6
性状名称

NY/T 2433
性状编号

NY/T 2433
性状名称

差异说明

1 2 下胚轴：花青甙显

色强度

1 植株：幼茎花青甙

显色

TG/81/6 观测部位为下胚轴，NY/T 2433 观测部位为幼茎

2 8 叶片：先端形状 15 叶片：形状 TG/81/6 观测部位为叶片先端，表达状态为披针形 / 披针形到窄三

角形 / 窄三角形 / 窄三角形到宽三角形 / 宽三角形 / 宽三角形到锐

尖形 / 宽三角形到圆形 / 锐尖形 / 圆形，NY/T 2433 观测部位为整个

叶片，表达状态为椭圆形 / 披针形 / 三角形 / 心形 / 圆形

3 16 舌状花：形状 7 舌状花：形状 TG/81/6 此性状分为 4 级，表达状态为梭形 / 窄卵形 / 宽卵形 / 圆形，

NY/T 2433 此性状分为 3 级，表达状态为梭形 / 卵圆 / 近圆

4 7 叶片：横截面形状 18 叶片：横截面形状 TG/81/6 此性状分为 5 级，表达状态为极凹 / 微凹 / 平 / 微凸 / 极凸，

NY/T 2433 此性状分为 3 级，表达状态为凹 / 平 / 凸

5 34 * 花盘：形状 30 * 花盘：形状 TG/81/6 此性状分为 6 级，表达状态为极凹 / 微凹 / 平 / 微凸 / 极凸 / 
畸形，NY/T 2433 此性状分为 4 级，表达状态为凹 / 平 / 凸 / 畸形

6 32 * 花盘：姿态 29 * 植株：花盘倾斜

度

TG/81/6 花盘：姿态性状为假质量性状，表达状态为水平 / 倾斜 / 垂
直 / 直干向下半翻转 / 曲干向下半翻转 / 直干向下翻转 / 曲干向下

翻转 / 曲干极弯曲向下翻转 / 极向下翻转，NY/T 2433 植株：花盘倾

斜度为数量性状，水平向上 / 水平向上到倾斜 / 倾斜 / 倾斜到垂直 /
垂直 / 垂直到向下倾斜 / 向下倾斜 / 向下倾斜到水平向下 / 水平向

下

7 10 叶片：叶翼 19 叶片：叶翼 TG/81/6 叶片：叶翼性状为数量性状，NY/T 2433 此性状为质量性状

8 4 * 叶片：绿色程度 2 叶片：颜色 TG/81/6 此性状分为 9 级，NY/T 2433 此性状分为 3 级

9 25 苞叶：长度 13 苞叶：尖长度 TG/81/6 此性状分为 9 级，NY/T 2433 此性状分为 5 级

10 33 * 花盘：大小 33 * 花盘：大小 TG/81/6 此性状分为 9 级，NY/T 2433 此性状分为 5 级

11 37 瘦果：厚度 37 瘦果：厚度 TG/81/6 此性状分为 9 级，NY/T 2433 此性状分为 3 级

TG/81/6 相比增加了“叶：花青甙显色、植株：主茎叶

数、苞叶：密度、苞叶：花青甙显色、叶片：锯齿规则

性、叶片：叶柄与主轴夹角、花粉：颜色”7 个性状，

删除了“下胚轴：花青甙显色、舌状花：姿态、舌状

花：长度、管状花：柱头花青甙显色、管状花：花粉、苞

叶：绿色程度、苞叶：先端姿态”7 个性状，未采用分

子性状作为 NY/T 2433 的补充性状。

从表 4 可以看出，TG/81/6 与 NY/T 2433 幼苗

期的性状和瘦果的相关性状观测时期基本相同，幼

苗期性状观测时期为第 1 对真叶出现，瘦果的相关

性状观测为干种子。TG/81/6 叶片相关性状观测时

期主要集中在 E4，NY/T 2433 叶片相关性状观测时

期主要集中在 79，TG/81/6 叶片相关性状观测时期

早于 NY/T 2433；TG/81/6 舌状花、管状花和苞叶相

关性状主要集中在 F3.2，NY/T 2433 舌状花和苞叶

相关性状主要集中在 77，管状花相关性状主要集

中在 79，TG/81/6 在 F3.2 观测时期观测部位相对 
集中。

从表 1 可以看出，TG/81/6 与 NY/T 2433 均将 
“* 叶片：泡状程度、* 开花期、* 植株：高度、* 瘦果：

边缘条纹、* 瘦果：边缘间条纹”5 个数量性状和“植

株：分枝”1 个质量性状做为分组性状。NY/T 2433
与 TG/81/6 相比，去掉了“* 叶片：绿色程度”这个性

状，增加了“* 植株：花盘倾斜程度、* 花盘：形状、

瘦果：大小”3 个性状。

2.4.2　测试性状　TG/81/6 与 NY/T 2433 测试性状

数量差异不大（表 2）。TG/81/6 有 46 个测试性状，

其中质量性状 5 个、数量性状 21 个、假质量性状 
16 个、特殊性状 4 个。NY/T 2433 有 43 个测试性状，

其中质量性状7个、数量性状22个、假质量性状14个。

从表 2 和表 3 可以看出，TG/81/6 与 NY/T 2433
测试性状完全相同的性状有 24 个，分级数不同的性

状有 4 个，观测部位不同的性状有 1 个，观测部位及

表达状态不同的性状有 1 个，性状类型不同的性状

有 1 个，性状类型及表达状态不同的性状有 1 个，分

级数及表达状态不同的性状有 3 个。NY/T 2433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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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TG/81/6 与 NY/T 2433 测试性状、观测时期对比

序号
TG/81/6
观测时期

TG/81/6
观测性状

NY/T 2433
观测时期

NY/T 2433
观测性状

1 A2 下胚轴：花青甙显色、下胚轴：花青甙显色强度 11 植株：幼茎花青甙显色

2 E4 叶片：大小、叶片：绿色程度、叶片：泡状程度、叶片：

锯齿、叶片：横截面形状、叶片：先端形状、叶：叶耳、

叶片：叶翼、叶片：侧脉夹角、叶片：叶尖高度（植株

2/3）、

61 叶片：颜色、叶：花青甙显色

3 F1 茎秆：顶部刚毛（0~5cm） 65 植株：主茎叶数

4 F3.2 舌状花：密度、舌状花：形状、舌状花：姿态、舌状花：长

度、舌状花：颜色、管状花：颜色、管状花：柱头花青甙

显色、管状花：柱头花青甙显色强度、管状花：花粉、苞

叶：形状、苞叶：长度、苞叶：外侧绿色程度

71 植株：茎上部刚毛

5 M0 苞叶：先端姿态、植株：高度 77 舌状花：形状、舌状花：颜色、舌状花：密度、苞叶：密度、

苞叶：形状、苞叶：花青甙显色、苞叶：尖长度

6 M0-M2 植株：分枝（排除环境因素分枝）、植株：分枝类型、植

株：主盘与最近侧盘位置

79 叶片：大小、叶片：形状、叶片：锯齿、叶片：锯齿规则性、

叶片：横截面形状、叶片：叶翼、叶片：叶耳、叶片：泡状

程度、叶片：侧脉角度、叶片：叶尖高度、叶片：叶柄与主

茎夹角、管状花：颜色、管状花：柱头花青甙显色、花粉：

颜色

7 M3 花盘：姿态、花盘：大小、花盘：形状、 81 植株：主盘与最近侧盘的位置

8 M4 瘦果：大小、瘦果：形状、瘦果：厚度、瘦果：主色、瘦果：

边缘条纹、瘦果：边缘间条纹、瘦果：条纹颜色、瘦果：

果皮斑点

85 植株：花盘倾斜度、花盘：形状、植株：分枝、植株：分枝

类型、

9 / / 91 花盘：大小、植株：高度

10 / / 00 瘦果：大小、瘦果：形状、瘦果：厚度、瘦果：主色、瘦果：

色斑、瘦果：条纹、瘦果：条纹颜色、瘦果：边缘条纹、瘦

果：边缘间条纹

A2：子叶和第 1 对真叶出现；E4：芽远离叶片，直径 5~8cm，保持水平，苞叶一部分展开；F1：花芽弯曲，舌状花伸出盘外；F3.2：最外 3 层管状花散粉，

柱头显露；M0：舌状花脱落，花盘背部仍是绿色；M2：花盘背部变黄，苞叶 3/4 变为褐色，种子含水量为 20%~25% ；M3：花盘背部和苞叶变为褐色，

茎干枯，种子含水量约为 15% ；M4：植株所有器官为深褐色，种子含水量接近 10% ；11：幼苗已经长出，子叶展开且随后长出的第 1 对真叶长度小

于 4cm ；61：花蕾伸长且与茎秆最上部叶片距离达 0.5~2cm ；65：花蕾伸长且与茎秆最上部叶片距离达 2cm 以上；71：花盘伸展，从顶部直接观察，

可看到发育不完全的舌状花；77：花盘上花药显露 50% ；79：花盘上花药显露 80%~100% ；81：舌状花凋零；85：葵盘背面颜色已经变黄，但苞叶仍

为绿色；91：苞叶变为黄褐色，此时为生理成熟阶段；00：干种子

表 5　NY/T 2433 修订建议

章节 原文 修改意见 修改理由

7.3 一致性判定标准 建议参照 TG/81/6 的一致性判定标准 采用更宽松的判定标准符合我国目前向日葵育种水平

性状 10 名称改为“苞叶：数量”；该性状也可以考虑

删除

通过田间 DUS 测试发现“苞叶：数量”此性状测试极为耗费时

间，且品种内变异系数较大

性状 15 建议参照 TG/81/6 修改“叶片：形状” “叶片：形状”此性状与叶耳的有无密切相关，有叶耳的叶片形

状大多为心形，不利于品种的区分

性状 19 建议参照 TG/81/6 修改“叶片：叶翼”性状 叶翼的表达状态在品种内是连续的，更符合数量性状的特点

性状 27 建议增加表达状态“浅黄色、中等黄色、深

黄色”

黄色花粉品种中，花粉的黄色程度有区别

性状 29 建议参照TG/81/6修改“植株：花盘倾斜度” 在 DUS 测试过程中发现，植株茎秆弯曲程度和弯曲部位在品

种间有差异，TG/81/6 的表达状态更能真实反映各品种的表达

状态，有利于区分品种

性状 34 观测时期改为盛花期，测量方法改为测量

植株自然高度

目前的观测时期为“前 1：苞叶变为黄褐色”，此时为生理成熟

阶段，该时期植株颈部大多弯曲，给测量造成了诸多不便

增加性状 建议参照 TG/81/6 增加“管状花：花粉”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不育系无花粉

建议参照 TG/81/6 增加“舌状花：姿态”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舌状花：姿态”在品种间有很好的区分度

附录 B 所有性状解释中的

具体分级数据

建议全部删除 因测试地区分布较广，如在行标中规定具体分级数据，无法得

到科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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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分析
DUS 测试做为品种审定、登记和保护的技术

支撑，DUS 测试指南是开展 DUS 测试的重要依据。

UPOV 向日葵品种 DUS 测试指南于 2000 年发布实

施，我国于 13 年之后发布了向日葵 DUS 测试指南。

TG/81/6 和 NY/T 2433 的测试性状数量差异不大，测

试时期均主要集中在 4 个时期。TG/81/6 在同一时

期所观测的部位相对集中，如在 F3.2 观测时期，同

时观测了向日葵花盘苞叶、舌状花和管状花部位的

性状。NY/T 2433 在观测时期 77 和 79 对上述部位

的性状进行了观测，通过测试人员田间调查，发现

在观测时期 F3.2、77 和 79 对花盘性状进行观测，

性状表达没有明显差异，建议在同一时期对花盘上

的性状进行观测。此外，本文通过系统比对、分析

TG/81/6 与 NY/T 2433 的异同并结合实际，对向日葵

田间 DUS 测试提出以下 8 条修订建议（表 5）。
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分子标记技

术逐步应用于品种鉴定领域。我国研制并发布实

施了利用 SSR 分子标记方法对小麦 [8]、玉米 [9]、大

豆 [10]、棉花 [11] 等主要农作物以及部分蔬菜 [12-13]、水 
果 [14-15]、牧草 [16] 和油菜 [17] 进行品种鉴定的技术标

准，但目前还没有发布利用分子标记方法开展向日

葵品种鉴定的技术标准。虽然有专家学者利用 SSR
标记方法开展了向日葵指纹图谱构建及品种纯度鉴

定等方面的研究 [18-19]，但仍缺少统一的技术标准。

因此建议加快出台分子鉴定标准，从而建立统一的

DNA 指纹图谱数据库，以便从表型和分子两个层面

更加准确地描述向日葵。

本文表型测试数据均来源于农业农村部植物

新品种测试（巴彦淖尔）分中心，性状的表达状态仅

适用于河套地区，修订建议也是基于向日葵在河套

地区的性状表达基础上提出的。为了丰富测试表达

状态以及测试性状表达状态的稳定性，建议加大向

日葵品种的观测量，在多地进行向日葵性状的观测。

加快推进向日葵测试指南的修订，可为我国向日葵

品种选育、登记、保护以及市场监管等环节提供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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