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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观赏向日葵优质高产栽培技术
王文军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哈尔滨 150086）

摘要：根据黑龙江省的气候特点和观赏向日葵特性，从选地整地、品种选择、播种、水肥管理、整株除草、病虫害防治、花期调控、

采收储存等方面总结了多年的试验和推广经验，提出了黑龙江省观赏向日葵优质高产的栽培技术，为推广观赏向日葵提供参考。

关键词：观赏向日葵；景观营造；栽培技术

观 赏 向 日 葵（Helianthus annuus L．）为 菊 科

（Asteraceae）向日葵属（Helianthus）一年生草本植

物。观赏向日葵株型高大，枝叶茂盛，花色鲜艳，具

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观赏向日葵的茎秆能作良好的

隔音板，可以代替木料，经化学加工后，还可作人造

纤维或造纸原料，燃烧后是优良的钾肥和钙肥，可直

接作肥料；向日葵花盘含有粗蛋白，青贮或粉碎后可

用作猪、奶牛的饲料，为养殖产业提供优质饲料；舌

状花可入药或提取黄色素；子仁对缓解神经衰弱、降

低胆固醇有一定的疗效 [1]。

观赏向日葵原产于北美地区，具有抗逆性强、适

应性广、耐旱、耐盐碱、耐瘠薄的特点，同时生育期短，

切花产量高，种植观赏向日葵不但可有效利用和改造

中低产田，还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近年来，随着市场

需求的逐年扩大，观赏向日葵已广泛应用于盆栽、切

花、景观及园林绿化等，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根据

近年观赏向日葵新品种推广示范经验，提出了黑龙江

省观赏向日葵优质高产的栽培技术，供生产者参考。

基金项目： 国家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资助项目（CARS-14）；农业
部东北亚麻科学观测站；国家麻类种质改良中心亚麻分中心

1　选地整地
观赏向日葵虽然耐贫瘠，但在土壤肥沃、疏松

地块生长则更繁茂，花枝多且花朵大，不易种植在低

洼、易涝地块及前茬施用长残效除草剂的地块，容易

产生药害。前茬以小麦、玉米等禾谷类及棉花为好，

忌豆类、菊科茬及向日葵连作地块。深翻有利于根

系生长，减轻地下害虫为害。

2　品种选择
2.1　效果营造　应优先选择观赏性好、花期长、抗

性强、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且子粒饱满的品种，同时也

要充分考虑植株高矮、花期长短、花色差异的合理搭

配，可起到良好的营造效果。在植株高矮搭配上选

择不同株高的品种使群体高低错落有致；在花期搭

配上可选择不同花期品种种植，使群体的观赏时间

更长，如果选择同一品种也可采用错期播种的方法

延长开花期，选择分枝型品种也可达到延长开花期

的效果；在花色的搭配设计上，不同花色品种有序搭

配，能使群体具有层次感、观赏性 [2]。

2.2　品种选择　目前，适应黑龙江省种植的观赏向

日葵品种主要为龙赏葵系列，其中龙赏葵 1 号为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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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省选育的第 1 个观赏向日葵品种，该品种具有

分枝且无花粉，花期长，舌状花菊黄色，管状花紫色。

单秆型品种与分枝型品种有较大差别，单秆型

只有一朵花，但花盘较大，花型整齐；分枝型品种主

头与分枝的花盘均较单秆品种小，但分枝陆续开花，

花期较长。

2.3　产量表现　2015 年参加黑龙江省观赏型向日

葵区域试验，龙赏葵 1 号花枝数为 20 个，比对照月

影多 2 个；花瓣数为 36 个，比对照月影多 3 个；平均

每 hm2 子实产量 1106.7kg，比对照月影增产 21.97%。

2016 年续试，龙赏葵 1 号花枝数为 26 个，比对照月

影多 7 个；花瓣数为 39 个，比对照月影多 4 个；平均

每 hm2 子实产量 900.0kg，比对照月影增产 20.52%。

2 年平均比对照月影增产 21.25%，综合性状表现好。

3　播种
3.1　播种期　观赏向日葵喜温暖、阳光充足的环境，气

温达到 15℃左右、地温 13~14℃时即可播种，黑龙江省

一般在 5 月上旬达到播种条件，具体播种时间主要由

开花观赏期决定。观赏向日葵开花时间与播期、栽培

条件有关，一般播种后 50~80d 开花，开花期 25d 左右。

3.2　合理密植　原则是高大分枝型品种宜稀；矮秆

分枝型及单秆型品种宜密。矮秆分枝型或单秆型品

种株型较小，株行距可以采取 30cm×60cm ；高大分枝

型品种，株行距可以采取 60cm×60cm，如果地力较好，

株行距还可以适当增大，保持通风可减少病害发生。

3.3　播种方式　观赏向日葵栽培可以采取直播方

式，深度 2cm 为宜，还可以采取点播或条播方式，播

种前可通过晒种来提高芽势，通过药剂拌种预防病

虫为害。为保证出苗整齐，控制开花期，可以在温室

或大棚育苗，育苗 20d 后即可移栽。

4　加强田间管理
4.1　间苗定苗　为确保苗期生长快，防止幼苗徒

长，应在 1 对真叶期间苗，2 对真叶期定苗。

4.2　水分控制　在不同生育期，观赏向日葵的水分

需求差异很大。播种至现蕾期应适当控制水分，利于

根系生长并增强植株抗性；当光照强、气温高时，应

及时浇水，以防叶片萎蔫，影响生长。现蕾期和开花

期是需水高峰期，缺水将对产花量及花叶色泽产生

影响；若水肥过大，容易徒长并导致基部叶片发黄。

4.3　合理追肥　观赏向日葵需肥量大，应施足底肥，

结合整地每 hm2 施有机肥 30t 及适量速效化肥，同时

施入药剂可预防地下害虫。除在整地时施入基肥以

外，应分别在现蕾期及开花期进行 2 次追肥，每 hm2 追

尿素 150kg。整个生育期要防止过量施肥，以避免生

长过盛造成花期缩短、花瓣数减少，影响切花品质 [3]。

4.4　植株管理　在多风的季节，植株高大且多分枝品

种应立支柱拉网支撑，以防倒伏。及时除去过密枝、弱

枝、底叶，有利于剩余植株和花枝发育，避免病害发生。

4.5　科学除草　可以进行播种前翻耕掩埋除草，如

果杂草顽固、较多，可覆地膜抑制杂草。第 1 次除草

结合定苗进行，第 2 次除草结合中耕追肥进行，中耕

时应培土防止倒伏。

向日葵生长中后期植株长势旺盛可以抑制杂

草生长。尽量不要使用除草剂，以免影响种子出苗，

并在植株生长过程中产生药害，如果必须使用除草

剂，需在 1 周之后再播种，豆磺隆、莠去津、草甘膦等

类型除草剂不适用于向日葵。

5　防治病虫害
病虫害防治应以防为主、以治为辅，防治措施

以清除病株集中烧毁为主，一旦发生病虫害，应立即

进行防治，以免病虫为害影响花枝产量和品质。

观赏向日葵主要病害有菌核病、锈病、黑斑

病、褐斑病等。菌核病　每 hm2 选用五氯硝基苯

25~40kg，加湿润的细沙土 130~200kg，拌匀后撒在

地面上即可抑制菌核病，也可选用 50% 腐霉利可湿

性粉剂 1500~2000 倍液，或 40% 菌核净可湿性粉

剂 600~800 倍液，或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

液喷雾防治。锈病　选用 15% 三哇酮可湿性粉剂

800~1100 倍液，或 50% 硫磺悬浮剂 300 倍液喷施。

黑斑病　选用 75%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

或 50% 异菌脲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喷施。褐斑病

　选用 70% 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或

50% 苯菌灵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均匀喷洒。以上

药剂均 7~10d 喷 1 次，连续喷 2~3 次。

观赏向日葵的虫害主要有蚜虫、向日葵螟、黑

绒金龟甲等。蚜虫　选用 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或 20% 啶虫脒可湿性粉剂 2500~3000
倍液喷雾防治。向日葵螟　选用 2.5% 溴氰菊酯乳

油 1000 倍液喷雾防治。黑绒金龟甲　选用 2.5%
敌百虫粉剂处理 [4-6]。

6　花期调控
观赏向日葵花期一般为 15~45d，其最佳观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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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0~30d。可以通过错期播种的方法延长花期，即

第 1 次播种后隔 7d 左右播种下一茬，连续错期播种

2 次，也可以只错期 1 次，但应间隔 15d 左右，这样

能保证在第 1 批花未开败的情况下，第 2 批已经开

花，而且不影响整体效果。根据不同品种类型，单秆

品种可适当缩短错期间隔时间，而分枝品种可适当

延长间隔时间。对于分枝型品种也可以考虑去除主

花，具体做法：主头开花后，去掉主花，促发侧枝，同

时补充肥水，侧枝会连续开花。但这种方法费时费

力，而且花期延长时间不长。

7　采收贮藏
应在舌状花露色时采收切花，花头用软纸包

裹，以利于运输，叶片应保持充盈饱满，无黄叶及

萎蔫叶。采花后应立即进行预处理，一般用 0.02%
洗洁精配合杀菌剂浸泡 15~30min，以保证储运时

间及插花寿命。采花后及时预冷可减少乙烯释放

量，防止花茎弯曲，有利于排出有害物质，也能起到

延长贮运时间及瓶插寿命的目的。一般花枝的最

适保鲜温度为 0~1℃，相对湿度为 90%~95%，同时

要避免与水果、蔬菜等乙烯释放量大的物品一同 

存放。

包装前，应按照不同级别分类，花茎直立，叶

片饱满，无损伤、无病斑的花枝为优等。一般可按

10~12 支一捆扎把，花茎留 50~70cm 长为宜，并保留

顶部 1~2 片叶，基端用含保鲜剂的海绵或脱脂棉捆

扎，并用塑料膜包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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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有趣、热点选题 ]
三、稿酬与奖励
对公益性和服务型的信息不收取发表费，且发放稿酬，每篇被“中国种业编辑部”首发的原创信息，对作者（团队）发放 200 元稿酬；每

月对该类信息按发布后一周内的阅读量进行排名，对排名前三的作者（团队）在原有稿费基础上额外奖励 300 元，对排名第四至第十名的
信息额外奖励 200 元。

对于有盈利或者广告宣传性质的稿件酌情收取加工费，不发放稿酬。
四、投稿方式
请将稿件的电子版（word）发送到如下邮箱：dhd115@163.com，在邮件题目中标明“微信投稿”字样。我们将在收到稿件后一周内对

拟录用稿件作者提出修改意见和明确答复；投稿后 7 天内如未收到回复则为稿件不合适，可尝试投放其他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