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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播期对向日葵黄萎病发病程度的影响

Effects of delayed sowing date on the incidence of Verticillium wilt of sun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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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黄萎病是由半知菌亚门的大丽轮枝菌

Verticillium dahliae引起的一种真菌性病害，是造成

向日葵减产的主要病害（曹丽霞等，2009）。向日葵

黄萎病发生受多种因素影响，曹雄等（2014）发现品

种抗病性的强弱是影响黄萎病发生、发展及危害程

度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外有关播期调整对向日

葵黄萎病发生程度影响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

本研究于2010—201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

古）、宁夏回族自治区（简称宁夏）多个样地设置向日

葵不同的播期试验，研究推迟播期对向日葵黄萎病

发病程度的影响，以期为防控向日葵黄萎病提供简

便有效的措施。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向日葵品种：向日葵食葵杂交种 LD5009

和油葵杂交种美葵 562，北京凯福瑞种子公司。试

验地选择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乌拉特前旗、

杭锦后旗的合作农户和宁夏石嘴山惠农区以及惠农

区红果子镇向日葵黄萎病发生严重的田块。

1.2 方法

试验小区设计：2010年，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五原县、乌拉特前旗、杭锦后旗选用向日葵品种

LD5009从 5月 8日至 6月 13日进行播期试验，播期

之间时间间隔 9 d，共 5个播期。2011年，在宁夏石

嘴山惠农区选用向日葵品种LD5009从4月15日至

5月 30日进行播期试验，播期之间时间间隔 5 d，共

10 个播期；在宁夏红果子镇选用向日葵品种

LD5009 和美葵 562 从 4 月 25 日至 6 月 4 日进行播

期试验，播期之间时间间隔 10 d，共 5 个播期。

2012 年，在宁夏石嘴山惠农区选用向日葵品种

LD5009 从 4 月 25 日至 5 月 23 日进行播期试验，播

期之间间隔7 d，共 5 个播期。试验中设置的第1个

播期为当地的原始播期，其余播期为推迟播期。向

日葵田间种植密度 40 000株/hm2，株行距为 40 cm×

60 cm。不同播期处理设3个小区重复，每小区面积

为30 m2，随机区组排列。

2010—2012年于向日葵盛花期，按照向日葵黄

萎病分级标准（Flood et al.，2010），调查每个播期所

有向日葵的黄萎病发生情况，每个播期于向日葵

盛花期调查 1 次，记录发病株数和病级，其中根据

2010年数据计算黄萎病发病株率，2011—2012年数

据计算黄萎病病情指数。病情指数=∑（各级代表

数值×各级病株数）/（调查总数×最高级代表数值）×

100；发病株率=发病植株数/调查总数×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推迟播期对黄萎病发病程度的影响

2010 年在内蒙古 3 个不同地点进行了播期试

验，在向日葵盛花期调查向日葵黄萎病的发病情况，

结果显示，在五原县试验点，向日葵黄萎病的发病株

率随播期推迟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在乌拉特

前旗和杭锦后旗也呈现类似趋势。向日葵黄萎病发

病株率在乌拉特前旗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再降低

的趋势。在杭锦后旗试验点，向日葵黄萎病的发病

株率整体上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说明依据当地播

期时间，适当的推迟向日葵播期可以减轻向日葵黄

萎病的发生。



为了进一步验证 2010年得到的播期与向日葵

黄萎病发病程度关系的试验结果，2011—2012年在

宁夏惠农区、红果子镇进行了播期试验，结果显示，

向日葵黄萎病病情指数随着向日葵播期推迟呈现出

逐渐下降的趋势（图 1），说明向日葵晚播可以减轻

黄萎病的发生。

图1 2011—2012年不同播期对宁夏向日葵黄萎病发病程度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different sowing dates on the occurrence degree of Verticillium wilt of sunflower in Ningxia in 2011—2012

A：2011年惠农区；B：2011年红果子镇；C：2012年惠农区。A：Verticillium wilt of sunflower in Huinong in 2011；B：Verti-

cillium wilt of sunflower in Hongguozi in 2011；C：Verticillium wilt of sunflower in Huinong in 2012.

3 讨论

赵洪亮等（2012）认为，棉花适当晚播可以减轻

黄萎病的发生。本试验也得出相似结论，于2010—

2012年在不同地点进行向日葵推迟播期试验，发现

通过推迟向日葵播期可以降低黄萎病的发生，这可

能由于播期推迟后土壤温度相对较高，有利于向日

葵种子在较短的时间内萌发和出土，从而缩短病原

菌对寄主根部的侵染时间。同时，土壤温度较高有

利于向日葵幼苗根系的发育，从而增加根系对病菌

侵染的抵抗力。在播期设置时应注意，起始播期往

往以当地传统的播期为基点，而最后播期的设置一

定要以品种能否成熟为前提。因此，建议在内蒙

古西部地区和宁夏银川北部地区，为了控制向日

葵黄萎病的发生，在保证向日葵成熟的前提下，其播

种时间可由传统的4月25日前后推迟到5月25日前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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