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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油用型向日葵种质资源对 ２ 种新入侵
病害的抗性鉴定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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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向日葵白锈病、黑茎病是 ２ 种危害严重的新入侵病害ꎬ新疆地区新源县和特克斯县为这 ２ 种病害发生区ꎮ 研

究目前种植的油用型向日葵品种对向日葵白锈病和黑茎病的抗性差异ꎬ可为新疆伊犁地区向日葵品种选育及其病害综合

防控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选择伊犁地区广泛种植的 １６ 种油用型向日葵种质资源为供试品种ꎬ试验地设在新源县和特克

斯县田间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５—９ 月调查样地的病叶数ꎬ并计算病情指数ꎬ同时测定样地的平均产量ꎬ最后综合以上结果确定各品

种的抗性水平ꎮ 【结果】不同向日葵品种在同一供试条件下对白锈病和黑茎病存在明显的抗性差异ꎬ在新源县 ＮＸ１９０１２(西
域朝阳)的病情指数分别为 ７.８３ 和 ２５.６２ꎬ而品种 ＫＷＳ２０４ 的病情指数为 ２１.０４ 和 ３９.５０ꎻ部分品种在不同的供试地点表现出

一致的抗性水平ꎬ品种新引 Ｓ３１ 感染白锈病后在新源县的病情指数为 ９.４１ꎬ在特克斯县为 ９.３８ꎻ另有部分品种在不同地点

存在不同的抗性水平ꎬ如 Ｇ１０１ 感染白锈病后在新源县和特克斯县的病情指数分别为 ９.１６ 和 １１.７８ꎬ而感染黑茎病后在新源

县和特克斯县的病情指数分别为 ３１.０５ 和 ３７.７９ꎮ 【结论】通过对白锈病和黑茎病病情指数、向日葵产量及当地气象数据的

综合研究ꎬ发现 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最适宜在新疆伊犁地区种植ꎬ品种 Ｓ６０６、ＴＯ１２２４４、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骆驼)也可作为多样

化种植的候选品种ꎬ而新葵杂系列品种中新葵杂 ５ 号可作为今后品种选育的试验材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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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日葵白锈病和黑茎病分别由真菌 Ａｌｂｕｇｏ
ｔｒａｇｏｐｏｇｏｎｉｓ ( Ｐｅｒｓ.) Ｇｒａｙ 和 Ｐｈｏｍａ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ｉｉ
Ｂｏｅｒｍａ 引起ꎬ在世界范围内严重威胁向日葵的生产

(陈卫民等ꎬ２００６ꎬ２００８ａꎬ２００８ｂꎬ２００８ｃꎬ２０１０ａꎻ Ｇｕ￣
ｌｙａ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７)ꎮ 其中ꎬ白锈病在澳大利亚、阿根

廷、南非、德国、美国经常暴发(Ｌａｖ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ꎻ
而黑茎病在欧洲、南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和美国均

有报道 ( Ｍａｌｅｋｉ ＆ Ｄａｒｖｉｓｈｚａｄｅｈꎬ ２０１４ꎻ Ｓｅａｓｓａ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ꎬ在法国该病害流行曾造成 １.３ ｔｈｍ－２的

严重损失(Ｐéｒè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ꎮ 通过调查发现ꎬ近年

来在新疆由向日葵白锈病和黑茎病造成的危害ꎬ是
导致向日葵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ꎮ 由于向日葵对

多种植物病害的敏感性ꎬ遗传抗病成为防治白锈病

和黑茎病的有效策略之一(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
Ｓｃｈｗａｎｃ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ꎬ但在我国有关向日葵种质

资源对白锈病和黑茎病抗性鉴定的报道较少ꎮ 本

研究旨在查清目前新疆种植的油用型向日葵品种

对向日葵白锈病和黑茎病的抗性差异ꎬ并探明 ２ 种

病害严重度与向日葵产量之间的相互关系ꎬ为新疆

地区向日葵种植品种的选育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及供试品种

新疆伊犁地区是油用型向日葵主要种植区ꎬ每
年种植约 ３.３３ 万 ｈｍ２ꎬ其中新源县(Ｎ４３.４３５４０６°ꎬ
Ｅ８３.２６７５１８°)和特克斯县(Ｎ４３.２２７５３５°ꎬＥ８１.８１６６００°)
是主要种植县ꎮ 因此ꎬ试验地选择在这 ２ 个县ꎮ

选择伊犁地区主要种植的 １６ 个油用型向日葵

品种供试ꎬ分别为 ＴＯ１２２４４、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骆驼)、
新葵杂 ４ 号、新引 Ｓ３１、ＫＷＳ２０４、新葵杂 ６ 号、矮大

头 ５６７、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新葵杂 １０ 号、Ｓ６０６、
矮大头 １００３、新葵杂 ５ 号、Ｔ８２２１、新引 ７１１、澳优、
Ｇ１０１ꎮ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于 ２０１５ 年 ５—９ 月进行ꎬ新源县 ５ 月 １３ 日

播种ꎬ特克斯县 ５ 月 １５ 日播种ꎬ东西走向种植ꎬ株

距 ２７ ｃｍꎬ行距 ５０ ｃｍꎬ共 １６ 个处理ꎬ重复 ３ 次ꎮ 小

区长 ６ ｍꎬ宽 ２ ｍꎬ每个小区种植 ４ 行ꎮ 各处理小区

采用随机区组排列(陈卫民等ꎬ２０１０ｂꎬ２０１３ꎻ 方仲

达ꎬ１９９８ꎻ 宋红梅等ꎬ２００６ꎻ 王宝山ꎬ２００８ꎻ 张金霞

等ꎬ２０１２)ꎮ

１.３　 田间调查

田间向日葵白锈病调查时间为 ６ 月 １９ 日(６ 月

２１ 日)、７ 月 １ 日、７ 月 ９ 日、７ 月 ２０ 日(７ 月 １９ 日)、
８ 月 ５ 日ꎮ 每个小区第 ２、３ 行取样ꎬ每行取 ５ 株ꎬ共
１０ 株ꎬ挂牌标记进行定点调查ꎮ 每株取上、中、下 ３
片叶ꎬ数出其中有白锈病病斑的叶片数ꎬ计算病情

指数ꎮ
向日葵黑茎病调查时间为 ７ 月 ２０ 日、８ 月 ５

日、８ 月 １９ 日(８ 月 １８ 日)、８ 月 ３１ 日、９ 月 ７ 日(９
月 ８ 日)、９ 月 ２４ 日(９ 月 ２９ 日)ꎮ 统计方法同上ꎮ

测产时每个小区随机取样 １０ 株ꎬ测得平均单

株产量ꎬ再结合小区面积和小区株数ꎬ统计每个小

区的产量ꎮ

１.４　 数据统计与分析

向日葵白锈病、黑茎病病情指数计算参照陈卫

民等(２０１４)ꎬ向日葵白锈病、黑茎病抗性划分标准

参照陈卫民等(２０１０ｂ)ꎮ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ＤＰＳ 数

据处理的邓肯氏新复极差法和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统计

与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向日葵生长期内新源县和特克斯县的温度和

降雨量

向日葵生长期间的温度和降雨量对病害发生

的影响很大ꎮ 表 １ 显示ꎬ向日葵整个生长期内新源

县的温度均高于特克斯县ꎬ总温度高出 ３５３.３ ℃ꎬ５
月 １３ 日—７ 月 １ 日(苗期)温度明显高于特克斯

县ꎬ８ 月 ２０ 日(结籽期)以后两地温度基本一致ꎻ两
地的降雨量未呈现一定的规律ꎬ但新源县的总降雨

量低于特克斯县ꎬ共低 ４７.６ ｍ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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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向日葵生长期内新源县和特克斯县的温度和降雨量(２０１５ 年)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Ｘｉｎ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Ｔｅｋ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５

起止时间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ｄｉｎｇ ｔｉｍｅ

新源县 Ｘｉｎｙｕａｎ

温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降雨量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 ｍｍ

起止时间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ｄｉｎｇ ｔｉｍｅ

特克斯县 Ｔｅｋｅｓ

温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降雨量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 ｍｍ

５ 月 １３ 日—６ 月 １９ 日 １３ Ｍａｙ－１９ Ｊｕｎｅ ６９２.９ １４４.４ ５ 月 １５ 日—６ 月 ２１ 日 １５ Ｍａｙ－２１ Ｊｕｎｅ ６０８.０ １０２.８
６ 月 ２０ 日—７ 月 １ 日 ２０ Ｊｕｎｅ－１ Ｊｕｌｙ ２６２.２ ３３.５ ６ 月 ２２ 日—７ 月 １ 日 ２２ Ｊｕｎｅ－１ Ｊｕｌｙ １９０.８ ５８.８
７ 月 ２ 日—７ 月 ９ 日 ２ Ｊｕｌｙ－９ Ｊｕｌｙ １７９.０ ６.５ ７ 月 ２ 日—７ 月 ９ 日 ２ Ｊｕｌｙ－９ Ｊｕｌｙ １５６.０ １５.３
７ 月 １０ 日—７ 月 ２０ 日 １０ Ｊｕｌｙ－２０ Ｊｕｌｙ ２８０.０ ０.５ ７ 月 １０ 日—７ 月 １９ 日 １０ Ｊｕｌｙ－１９ Ｊｕｌｙ ２２３.０ ５.５
７ 月 ２１ 日—８ 月 ５ 日 ２１ Ｊｕｌｙ－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４１０.０ １２.７ ７ 月 ２０ 日—８ 月 ５ 日 ２０ Ｊｕｌｙ－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８７.０ ５７.６
８月 ６日—８月 １９日 ６ Ａｕｇｕｓｔ－１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０４.０ １６.１ ８月 ６日—８月 １８日 ６ Ａｕｇｕｓｔ－１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４２.０ ２６.２
８月 ２０日—８月 ３１日 ２０ Ａｕｇｕｓｔ－３１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３３.０ ３６.９ ８月 １９日—８月 ３１日 １９ Ａｕｇｕｓｔ－３１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６.０ ２０.７
９月１日—９月７日 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１７.０ ４.５ ９月１日—９月８日 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１５.０ ５.９
９月８日—９月２４日 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８.０ ３９.６ ９月９日—９月２８日 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４５.０ ４９.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７４６.１ ２９４.７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３９２.８ ３４２.３

２.２　 向日葵白锈病调查结果

２.２.１　 新源县向日葵白锈病病情指数 　 由表 ２ 可

以看出ꎬ新源县向日葵白锈病病情指数随着时间的

推移呈逐渐上升的趋势ꎮ ６ 月 １９ 日第 １ 次调查时

各品种向日葵已发病ꎬ其中ꎬＫＷＳ２０４ 病情指数最

高ꎬ达 ５.９３ꎬ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病情指数最低ꎬ为
１.２３ꎻ８ 月 ５ 日最后一次调查时ꎬＫＷＳ２０４ 病情指数

仍最高ꎬ达 ３９.７５ꎬ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 病情指数最低ꎬ为
１０.４９ꎮ ５ 次调查各品种的平均病情指数排序为

ＫＷＳ２０４>新葵杂 ６ 号>澳优>新葵杂 ４ 号>新葵杂

１０ 号>矮大头 １００３ >新引 Ｓ３１ > Ｓ６０６ >新引 ７１１ >
Ｔ８２２１>Ｇ１０１>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骆驼)>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
>ＴＯ１２２４４>新葵杂 ５ 号>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ꎮ 方

差分析显示ꎬＫＷＳ２０４ 的病情指数与其他 １５ 个品种

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ꎬ新葵杂 ６ 号的病情指数与

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ＴＯ１２２４４、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新
葵杂 ５ 号、ＮＸ０１０２５ (西部骆驼) 差异极显著(Ｐ <
０.０１)ꎬ而与其他 ９ 个品种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１)ꎮ

表 ２　 ２０１５ 年新源县向日葵白锈病病情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ｗｈｉｔｅ ｂｌｉｓｔｅｒ ｒｕｓｔ ｉｎ Ｘｉｎｙｕａｎꎬ ２０１５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病情指数

６ 月 １９ 日
９ Ｊｕｎｅ

７ 月 １ 日
１ Ｊｕｌｙ

７ 月 ９ 日
９ Ｊｕｌｙ

７ 月 ２０ 日
２０ Ｊｕｌｙ

８ 月 ５ 日
５ Ａｕｇｕｓｔ

均值±标准差
Ｍｅａｎ±ＳＤ

ＴＯ１２２４４ ３.４５ ８.５２ ８.２７ ９.３８ １２.１０ ８.９７１７±３.３９５４Ｃｃｄ
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骆驼) Ｘｉｂｕｌｕｏｔｕｏ ２.４７ ７.４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７ １２.５９ ９.２４６３±４.３５４２Ｃｃｄ
新葵杂 ４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４ ４.０７ ７.５３ １２.３４ １６.５４ １８.６４ １２.０７８２±６.３２８１ＢＣｂｃｄ
新引 Ｓ３１ ＸｉｎｙｉｎＳ３１ ３.５８ ８.８９ １０.６２ １１.６０ １２.３４ ９.８４４４±３.７１３７ＢＣｃｄ
ＫＷＳ２０４ ５.９３ １６.２９ １７.２８ ２５.９３ ３９.７５ ２２.９７４９±１４.１３２５Ａａ
新葵杂 ６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６ ３.９５ ８.５２ １５.５６ １５.８０ ２６.１７ １４.９９７０±９.０５５６Ｂｂ
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 Ａｉｄａｔｏｕ５６７ＤＷ ４.６９ ７.９８ ８.７７ ９.８８ １０.４９ ９.１１８９±２.４４４０Ｃｃｄ
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 Ｘｉｙｕｚｈａｏｙａｎｇ １.２３ ６.６７ ９.７５ １０.１２ １１.３６ ８.２２７２±４.６２７３Ｃｄ
新葵杂 １０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１０ ３.５８ ８.０３ １２.４７ １３.２１ １６.３０ １１.７９９４±５.４８８８ＢＣｂｃｄ
Ｓ６０６ ３.２１ ７.９０ １０.６２ １１.８５ １３.８２ ９.８３４９±４.４３２９ＢＣｃｄ
矮大头 １００３ Ａｉｄａｔｏｕ１００３ ３.０８ ５.７０ ９.９２ １１.２６ １７.８９ ９.９０３３±６.１８８６ＢＣｃｄ
新葵杂 ５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５ ３.４４ ４.６９ １０.１２ ９.２６ １４.８１ ８.９３８０±４.７３２１Ｃｃｄ
Ｔ８２２１ ３.２１ ９.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７４ １２.５９ ９.５４０１±３.８９０５ＢＣｃｄ
新引 ７１１ Ｘｉｎｙｉｎ７１１ ３.５８ ８.４０ １１.１１ １１.１１ １２.８４ ９.７５４０±３.９２９９ＢＣｃｄ
澳优 Ａｏｙｏｕ ３.７０ ９.７５ １２.３５ １７.５３ １９.７５ １３.２５８５±６.２１２８ＢＣｂｃ
Ｇ１０１ ３.９５ ８.１５ ９.１４ １０.４９ １４.０７ ９.５２８８±３.７７５０ＢＣｃｄ

　 　 同列数据后附不同大、小写字母者分别表示在 ０.０１、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每个处理重复 ３ 次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ａｎｄ 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２.２.２　 特克斯县向日葵白锈病病情指数 　 由表 ３
可以看出ꎬ特克斯县向日葵白锈病病情指数随着时

间的推移呈逐渐上升的趋势ꎮ ６ 月 ２１ 日各品种的

病情指数都较低ꎻ ８ 月 ５ 日最后一次调查时ꎬ

９８　 第 １ 期 荆珺等:新疆油用型向日葵种质资源对 ２ 种新入侵病害的抗性鉴定与评价

 
 

 
 

 
 

 
 

 
 



ＫＷＳ２０４ 病情指数最高ꎬ达 ２３.４６ꎬ新引 Ｓ３１ 和新引

７１１ 病情指数最低ꎬ均为 １３.９５ꎮ ５ 次调查各品种的

平均病情指数排序为 ＫＷＳ２０４>新葵杂 １０ 号>新葵

杂 ４ 号>新葵杂 ６ 号>Ｇ１０１>新葵杂 ５ 号>ＴＯ１２２４４>
澳优>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Ｔ８２２１>新引 Ｓ３１>新引 ７１１>
Ｓ６０６>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骆驼)>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

矮大头 １００３ꎮ 方差分析显示ꎬＫＷＳ２０４ 的病情指数

与新葵杂 ４ 号、新葵杂 ６ 号、新葵杂 １０ 号、Ｇ１０１ 差

异不显著(Ｐ>０.０１)ꎬ而与其他 １１ 个品种差异极显

著(Ｐ<０.０１)ꎬ矮大头 １００３、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
新引 ７１１、Ｓ６０６、新引 Ｓ３１、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骆驼)之

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ꎮ

表 ３　 ２０１５ 年特克斯县向日葵白锈病病情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ｗｈｉｔｅ ｂｌｉｓｔｅｒ ｒｕｓｔ ａｔ Ｔｅｋｅｓꎬ ２０１５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病情指数

６ 月 ２１ 日
２１ Ｊｕｎｅ

７ 月 １ 日
１ Ｊｕｌｙ

７ 月 ９ 日
９ Ｊｕｌｙ

７ 月 １９ 日
１９ Ｊｕｌｙ

８ 月 ５ 日
５ Ａｕｇｕｓｔ

均值±标准差
Ｍｅａｎ±ＳＤ

ＴＯ１２２４４ ０.００ ７.２９ １２.２２ １３.８３ １９.０１ １１.５２１６±７.４０２６ＢＣｂｃ
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骆驼) Ｘｉｂｕｌｕｏｔｕｏ ０.１２ ５.８１ １１.４８ １２.８４ １８.２７ ９.５３４７±６.５９３３ＣＤｃｄ
新葵杂 ４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４ ０.１２ ９.０１ １３.７０ １７.０３ ２０.１２ １２.３８９６±７.９３８６ＡＢＣｂ
新引 Ｓ３１ ＸｉｎｙｉｎＳ３１ ０.６２ ７.７８ １１.８５ １２.７１ １３.９５ ９.７４９０±５.４４１１ＣＤｃｄ
ＫＷＳ２０４ ０.４９ １１.９７ １５.３１ ２１.１１ ２３.４６ １５.６７６０±９.００４１Ａａ
新葵杂 ６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６ ０.００ ７.２８ １５.５５ １７.７８ １８.７７ １２.２６１６±８.０４２３ＡＢＣｂ
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 Ａｉｄａｔｏｕ５６７ＤＷ ０.１２ ８.７７ １０.８６ １３.７０ ２０.９９ １１.３１２６±７.７２６０ＢＣｂｃ
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 Ｘｉｙｕｚｈａｏｙａｎｇ ０.００ ６.０５ １１.４８ １２.２２ １５.５３ ９.４０７１±６.６１７６ＣＤｃｄ
新葵杂 １０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１０ ０.３７ ９.６３ １４.５７ １６.３０ ２１.４８ １２.５９３０±８.６３７１ＡＢａｂ
Ｓ６０６ ０.２５ ８.４０ １１.１１ １２.５９ １４.８１ ９.５６３０±６.０２０６ＣＤｃｄ
矮大头 １００３ Ａｉｄａｔｏｕ１００３ ０.００ ４.９４ ８.２７ １０.００ １４.４５ ７.６７５２±５.５４９７Ｄｄ
新葵杂 ５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５ ０.４９ １０.６２ １２.５９ １６.０５ １６.４２ １２.０２３１±６.４９８８ＢＣｂｃ
Ｔ８２２１ ０.６２ ７.６６ １１.１１ １５.３１ ２２.２２ １１.１６９５±８.１６６５ＢＣｂｃ
新引 ７１１ Ｘｉｎｙｉｎ７１１ ０.１２ ６.９２ １２.８４ １３.０８ １３.９５ ９.６２２１±６.０５７８ＢＣＤｃｄ
澳优 Ａｏｙｏｕ ０.３７ ７.４１ １２.１０ １５.０６ １９.６４ １１.３１６８±７.５３３３ＢＣｂｃ
Ｇ１０１ ０.２５ ８.１５ １４.０７ １６.４２ ２０.００ １２.２０４８±８.２９７８ＡＢＣｂ

　 　 同列数据后附不同大、小写字母者分别表示在 ０.０１、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每个处理重复 ３ 次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ａｎｄ 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综合表 １、表 ２、表 ３ 可以看出ꎬ新源县 ５ 月 １３ 日

至 ６ 月 １９ 日总温度为 ６９２.９ ℃ꎬ降雨量为 １４４.４ ｍｍꎻ
５ 月 １５ 日—６月 ２１ 日特克斯县的总温度为 ６０８.０ ℃ꎬ
降雨量为 １０２.８ ｍｍꎻ新源县的总温度和降雨量均高

于特克斯县ꎮ 高温、高湿是向日葵白锈病发生的适

宜条件ꎬ因此新源县向日葵白锈病的发病早于特克

斯县ꎮ ６ 月 ２２ 日以后ꎬ特克斯县的降雨量开始上

升ꎬ低温、高湿是向日葵白锈病循环侵染的适宜条

件ꎬ致使后期特克斯县向日葵白锈病的病情指数高

于新源县ꎮ 新葵杂系列在两地的病情指数均偏高ꎻ
在后期调查中ꎬ２ 个品种 ＫＷＳ２０４、矮大头 １００３ 在

新源县和特克斯县表现出明显的差异ꎬ且在新源县

的病情指数高于特克斯县ꎬ以 ＫＷＳ２０４ 品种尤为明

显ꎬ这与特克斯县温度低、降雨多有关ꎮ

２.３　 向日葵黑茎病调查结果

２.３.１　 新源县向日葵黑茎病病情指数 　 由表 ４ 可

以看出ꎬ新源县向日葵黑茎病病情指数随着时间的

推移呈逐渐上升的趋势ꎬ且后期上升速度较快ꎮ ７
月 ２０ 日向日葵黑茎病已发生ꎬ其中ꎬＫＷＳ２０４ 病情

指数最高ꎬ达 ９.５９ꎬＴＯ１２２４４ 病情指数最低ꎬ为０.３７ꎻ
９ 月 ２４ 日调查时各品种病情指数上升幅度较大ꎬ
ＫＷＳ２０４ 病情指数仍最高ꎬ达 ９５.５６ꎬ新引 Ｓ３１ 病情

指数最低ꎬ为 ６５.１９ꎮ 供试品种中ꎬＫＷＳ２０４、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 发病最重ꎬ病情指数上升较快ꎮ ６ 次调查各

品种的平均病情指数排序为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 >
ＫＷＳ２０４>矮大头 １００３>新葵杂 ６ 号>澳优>新葵杂 ４
号>Ｇ１０１>新葵杂 １０ 号>新葵杂 ５ 号>新引 ７１１>
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骆驼) >ＴＯ１２２４４>新引 Ｓ３１>Ｔ８２２１>
Ｓ６０６>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ꎮ 方差分析显示ꎬ矮大

头 ５６７ＤＷ 与新葵杂 ４ 号、ＫＷＳ２０４、新葵杂 ６ 号、矮
大头 １００３、澳优、Ｇ１０１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１)ꎬ而与

其他 ９ 个品种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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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０１５ 年新源县向日葵黑茎病病情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ｂｌａｃｋ ｓｔｅｍ ｒｏｔ ｉｎ Ｘｉｎｙｕａｎꎬ ２０１５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病情指数

７ 月 ２０ 日
２０ Ｊｕｌｙ

８ 月 ５ 日
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８ 月 ３１ 日
３１ Ａｕｇｕｓｔ

９ 月 ７ 日
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９ 月 ２４ 日
２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均值±标准差
Ｍｅａｎ±ＳＤ

ＴＯ１２２４４ ０.３７ ８.８９ １４.８１ ３１.８５ ３６.３０ ６９.６３ ２８.９４５１±２５.５１８１Ｃｃｄ
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骆驼) Ｘｉｂｕｌｕｏｔｕｏ ３.４１ １２.２２ １２.５９ ２８.１５ ３７.０４ ７４.８１ ２９.１４４９±２７.０１６２Ｃｃｄ
新葵杂 ４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４ １.８５ ６.６７ １５.１９ ３１.８５ ４２.９６ ８８.１５ ３３.６１２９±３２.５２１７ＡＢＣｂｃｄ
新引 Ｓ３１ ＸｉｎｙｉｎＳ３１ ２.１５ ８.８９ １６.３０ ２９.６３ ３７.０４ ６５.１９ ２８.３８６１±２５.０５８８Ｃｃｄ
ＫＷＳ２０４ ９.５９ １７.７８ ４７.４１ ２８.１５ ３８.５２ ９５.５６ ３９.８７６０±３１.３１３６ＡＢａ
新葵杂 ６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６ ３.７０ ９.６３ １４.４４ ４０.７４ ４２.２２ ８８.８９ ３５.６６４９±３３.４６４４ＡＢＣａｂｃ
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 Ａｉｄａｔｏｕ５６７ＤＷ ２.７４ ２５.９３ ３４.８１ ４３.７１ ４５.９３ ８７.４１ ４４.０５７１±２８.３８３０Ａａ
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 Ｘｉｙｕｚｈａｏｙａｎｇ ５.９３ ７.７８ １１.８５ ２６.６７ ３０.３７ ７１.１１ ２７.５１６４±２７.５４０２Ｃｃｄ
新葵杂 １０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１０ ４.６７ ８.１５ １４.８２ ３２.５９ ３７.０４ ７４.８２ ３０.６１６３±２７.１２３６Ｃｂｃｄ
Ｓ６０６ ６.２６ １２.２２ １４.８２ ２０.７４ ３２.５９ ７１.１１ ２７.６４５３±２１.６３１２Ｃｄ
矮大头 １００３ Ａｉｄａｔｏｕ１００３ ５.７４ ２５.１８ ３１.１１ ３８.５２ ３９.２６ ７３.３３ ３７.４４１９±２２.５９４８ＡＢＣａｂ
新葵杂 ５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５ ４.４４ １１.４８ １４.０７ ２８.１５ ３６.３０ ８２.２２ ２９.９２５６±２９.９９５８ＢＣｂｃｄ
Ｔ８２２１ ５.７８ １１.８５ １３.３３ ２３.７０ ２９.６３ ７７.０４ ２８.０８９９±２６.２８９４Ｃｃｄ
新引 ７１１ Ｘｉｎｙｉｎ７１１ ６.１５ １２.５９ １３.３３ ２５.１８ ３０.３７ ７１.８５ ２９.１５１０±２５.３３６９Ｃｃｄ
澳优 Ａｏｙｏｕ ４.０７ １２.２２ １６.３０ ３３.３４ ３６.３０ ９４.８２ ３４.６９１９±３５.０５２５ＡＢＣａｂｃｄ
Ｇ１０１ ３.７０ １０.７４ １４.０７ ３１.１１ ３６.３０ ９０.３７ ３２.４９８２±３４.７７２５ＡＢＣｂｃｄ

　 　 同列数据后附不同大、小写字母者分别表示在 ０.０１、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每个处理重复 ３ 次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ａｎｄ 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２.３.２　 特克斯县向日葵黑茎病病情指数 　 由表 ５
可以看出ꎬ特克斯县向日葵黑茎病病情指数随着时

间的推移呈逐渐上升的趋势ꎬ且后期上升速度较

快ꎮ ７ 月 ２０ 日向日葵黑茎病已发生ꎬ新葵杂 ６ 号病

情指数最高ꎬ达 ５. ７７ꎬＴＯ１２２４４ 病情指数最低ꎬ为
０.１２ꎻ９ 月 ２９ 日调查时ꎬ各品种病情指数上升幅度

较大ꎬ所有病情指数均在 ７０ 以上ꎬ其中ꎬ新引 Ｓ３１
病情指数最高ꎬ达 ９３. ３３ꎬＴＯ１２２４４ 病情指数仍最

低ꎬ为 ７０.７４ꎮ ６ 次调查各品种的平均病情指数排序

为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Ｇ１０１>ＫＷＳ２０４>澳优>新葵杂 ６
号>新葵杂 １０ 号>新葵杂 ５ 号>矮大头 １００３>新引

７１１>新葵杂 ４ 号 >ＮＸ０１０２５ (西部骆驼) > Ｓ６０６ >
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 >Ｔ８２２１>新引 Ｓ３１>ＴＯ１２２４４ꎮ
方差分析显示ꎬ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 病情指数与 Ｇ１０１ 差

异不显著(Ｐ>０.０１)ꎬ而与其他 １４ 个品种差异极显

著(Ｐ<０.０１)ꎮ

表 ５　 ２０１５ 年特克斯县向日葵黑茎病病情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ｂｌａｃｋ ｓｔｅｍ ｒｏｔ ａｔ Ｔｅｋｅｓꎬ ２０１５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病情指数

７ 月 ２０ 日
２０ Ｊｕｌｙ

８ 月 ５ 日
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８ 月 １８ 日
１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８ 月 ３１ 日
３１ Ａｕｇｕｓｔ

９ 月 ８ 日
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９ 月 ２９ 日
２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均值±标准差
Ｍｅａｎ±ＳＤ

ＴＯ１２２４４ ０.１２ ７.４１ １５.９３ ３３.３３ ４６.６７ ７０.７４ ２９.５３４５±２６.４９０８Ｃｃ
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骆驼) Ｘｉｂｕｌｕｏｔｕｏ ０.９８ １.８５ ８.５２ ３２.５９ ４１.４８ ８８.１５ ３１.２７３９±３４.０９５５Ｃｃ
新葵杂 ４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４ １.０３ ２.９６ １３.３３ ４０.００ ４４.４５ ８７.４１ ３１.３２１５±３５.８３４６ＢＣｃ
新引 Ｓ３１ ＸｉｎｙｉｎＳ３１ ０.６８ １.８５ １３.３３ ３４.０７ ３７.７８ ９３.３３ ３０.１８５９±３４.４９０５Ｃｃ
ＫＷＳ２０４ ４.３９ １２.２２ ２０.７４ ４４.４４ ４５.１９ ８５.１８ ３５.０７８９±２９.５０５２ＢＣｂｃ
新葵杂 ６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６ ５.７７ １０.７４ １２.２２ ３６.３０ ４２.２２ ９２.５９ ３３.５７３８±３５.４１９２ＢＣｂｃ
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 Ａｉｄａｔｏｕ５６７ＤＷ ５.５６ １６.６７ ４１.４８ ４６.６７ ５１.８５ ８９.６３ ４５.６０２３±３２.３２９３Ａａ
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 Ｘｉｙｕｚｈａｏｙａｎｇ １.３５ ２.９６ １１.１１ ２５.１１ ４５.９３ ８５.５６ ３１.２２１２±３５.３９０７Ｃｃ
新葵杂 １０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１０ ３.８９ ８.５２ １６.３０ ３０.３７ ４６.６７ ８７.４１ ３２.６７８５±３２.３７００ＢＣｃ
Ｓ６０６ ０.２１ １.１１ １１.８５ ２８.５２ ４３.７１ ８９.６３ ３１.２７１２±３５.８０６７Ｃｃ
矮大头 １００３ Ａｉｄａｔｏｕ１００３ １.６９ ５.１９ ２０.７４ ３８.５２ ４８.１５ ７２.５９ ３２.１１７６±２９.５８９５ＢＣｃ
新葵杂 ５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５ ０.６７ １.８５ １２.２２ ３０.３７ ４８.８９ ８９.６３ ３２.４９１９±３７.９２３８ＢＣｃ
Ｔ８２２１ ０.８９ ２.９６ １４.０７ ３１.１１ ４３.７０ ９２.５９ ３１.１９２６±３５.６１７２ＢＣｃ
新引 ７１１ Ｘｉｎｙｉｎ７１１ １.２３ ４.０７ １６.５９ ２４.４４ ４５.９２ ８２.２２ ３１.８８５７±３０.７４８８Ｃｃ
澳优 Ａｏｙｏｕ ０.６５ ５.１８ １４.４５ ３１.１１ ４５.９３ ９０.３７ ３３.７２９０±３６.１１８４ＢＣｃ
Ｇ１０１ ２.６７ １０.００ ２７.４１ ４２.２２ ５１.８５ ９２.５９ ４２.０５５８±３４.４１３５ＡＢａｂ

　 　 同列数据后附不同大、小写字母者分别表示在 ０.０１、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每个处理重复 ３ 次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ａｎｄ 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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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表 １、表 ４、表 ５ 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９ 月 ２８ 日新源县的总温度高于特克斯县ꎬ降雨

量低于特克斯县ꎮ 在第 １ 次(７ 月 ２０ 日)、第 ２ 次

(８ 月 ５ 日)调查时新源县的向日葵黑茎病病情指

数均高于特克斯县ꎬ说明新源县的发病早于特克斯

县ꎻ但 从 ６ 次 调 查 的 平 均 病 情 指 数 来 看ꎬ 除

ＫＷＳ２０４、矮大头 １００３、澳优外ꎬ其余 １３ 个品种在特

克斯县的病情指数均高于新源县ꎬ这与特克斯县的

低温度、多降雨有密切的关系ꎮ

２.４　 油用型向日葵种质的产量

表 ６ 显示ꎬ新源县向日葵平均产量排序为

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Ｓ６０６>ＴＯ１２２４４>ＮＸ０１０２５(西
部骆驼)>Ｇ１０１>新葵杂 ５ 号>Ｔ８２２１>新引 ７１１>新
引 Ｓ３１>新葵杂 ４ 号>新葵杂 ６ 号>新葵杂 １０ 号>澳
优>ＫＷＳ２０４>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矮大头 １００３ꎮ 由方差

分析结果可知ꎬ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产量与矮大头

１００３、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 ＫＷＳ２０４ 差异极显著 ( Ｐ <
０.０１)ꎬ而与其他 １２ 个品种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１)ꎮ

特克斯县向日葵平均产量排序为 ＮＸ１９０１２(西
域朝阳) >新引 ７１１>Ｓ６０６>ＴＯ１２２４４> ＮＸ０１０２５(西
部骆驼)>新引 Ｓ３１>新葵杂 ５ 号> Ｇ１０１>澳优>矮大

头 ５６７ＤＷ>新葵杂 １０ 号 > Ｔ８２２１ >新葵杂 ４ 号 >
ＫＷＳ２０４>新葵杂 ６ 号>矮大头 １００３ꎮ 由方差分析

结果可知ꎬ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与矮大头 １００３、新
葵杂 ６ 号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ꎬ而与其他 １３ 个品种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ꎮ
此外ꎬ 除 ＫＷＳ２０４、 矮 大 头 ５６７ＤＷ、 矮 大 头

１００３、澳优外ꎬ其余品种在新源县的产量高于特克

斯县ꎬ这与特克斯县的向日葵白锈病、黑茎病的病

情指数高于新源县有关ꎮ

表 ６　 ２０１５ 年新源县和特克斯县向日葵产量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ｉｎ Ｘｉｎ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Ｔｅｋｅｓ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ꎬ ２０１５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平均产量(均值±标准差)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ｙｉｅｌｄ (ｍｅａｎ±ＳＤ) / (ｋｇｈｍ－２)

新源县 Ｘｉｎｙｕａｎ 特克斯县 Ｔｅｋｅｓ

ＴＯ１２２４４ ２０.３５５±１.２３９５Ａａ １８.１３５６±２.９３７８Ａａｂｃ
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骆驼) Ｘｉｂｕｌｕｏｔｕｏ １８.４４６７±２.５４４８Ａａ １７.９５７１±４.１２９Ａａｂｃ
新葵杂 ４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４ １７.４８９８±１.６７６４Ａａｂ １５.５００８±２.２８９４Ａａｂｃ
新引 Ｓ３１ ＸｉｎｙｉｎＳ３１ １７.６６６７±２.４２３９Ａａｂ １７.４６８２±２.２１３１Ａａｂｃ
ＫＷＳ２０４ １０.４５８９±１.３０５３ＢＣｂ １５.１６７±１.５３６Ａａｂｃ
新葵杂 ６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６ １７.３９２３±２.１０３９ＡＢａｂ １２.９７７８±０.３９４６Ａｂｃ
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 Ａｉｄａｔｏｕ５６７ＤＷ ８.１７２８±１.４１１５Ｃｃ １６.５０４２±４.４７６５Ａａｂｃ
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 Ｘｉｙｕｚｈａｏｙａｎｇ ２０.３４２２±０.７３３８Ａａ １９.８９５±２.０２７４Ａａ
新葵杂 １０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１０ １６.８０５１±３.４３７１ＡＢａｂ １７.４８６７±３.５８２１Ａａｂｃ
Ｓ６０６ ２０.２７５９±１.４９１２Ａａ １７.７９１１±１.８１４３Ａａｂｃ
矮大头 １００３ Ａｉｄａｔｏｕ１００３ ８.２０２１±１.４１１Ｃｃ １２.７６９９±１.３４５９Ａｃ
新葵杂 ５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５ １９.１５８９±６.７５８９Ａａ １６.８５４２±２.２９０７Ａａｂｃ
Ｔ８２２１ １７.８３３３±１.４４３４Ａａｂ １６.５２６８±５.４２７１Ａａｂｃ
新引 ７１１ Ｘｉｎｙｉｎ７１１ １８.６０６６±２.５０９３Ａａｂ １８.９９１７±１.０８８７Ａａｂ
澳优 Ａｏｙｏｕ １２.８７９７±４.０１２７ＡＢＣｂｃ １７.９１６７±４.２３９５Ａａｂｃ
Ｇ１０１ １８.３６±４.４６１６Ａａ １６.７９３６±２.２２１７Ａａｂｃ

　 　 同列数据后附不同大、小写字母者分别表示在 ０.０１、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每个处理重复 ３ 次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ａｎｄ 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２.５　 油用型向日葵种质的抗性鉴定

由表 ７ 可知ꎬ对于向日葵白锈病ꎬ新葵杂 ６ 号

在新源县表现为中感ꎬ在特克斯县表现为高感ꎻ
ＴＯ１２２４４、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骆驼)、新引 Ｓ３１、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Ｓ６０６、新葵杂 ５ 号、
Ｔ８２２１、新引 ７１１、澳优 １０ 个品种在新源县表现为中

抗ꎬ在特克斯县表现为中感ꎻ新葵杂 ４ 号、新葵杂 １０
号、Ｇ１０１ 在新源县表现为中抗ꎬ在特克斯县表现为

高感ꎻＫＷＳ２０４ 在新源县和特克斯县均表现为高感ꎬ
矮大头 １００３ 品种在新源县和特克斯县均表现为

中抗ꎮ
对于向日葵黑茎病ꎬＴＯ１２２４４、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

骆驼)、新葵杂 ４ 号、新引 Ｓ３１、ＮＸ１９０１２ (西域朝

阳)、新葵杂 １０ 号、Ｓ６０６、新葵杂 ５ 号、Ｔ８２２１、新引

７１１ 在新源县和特克斯县均表现为中感ꎻＫＷＳ２０４、
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 均表现为高感ꎻ新葵杂 ６ 号、矮大头

１００３、澳优在新源县表现为高感ꎬ在特克斯县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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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感ꎻＧ１０１ 在新源县表现为中感ꎬ在特克斯县表

现为高感ꎮ
综合来看ꎬ不同品种对于白锈病的抗性不同ꎬ

在新源县普遍具有中抗特征ꎬ而在特克斯县则表现

为中感甚至高感特征ꎻ不同品种在 ２ 个地区对于黑

茎病表现基本一致ꎬ普遍为中感或高感特征ꎮ

表 ７　 新源县和特克斯县各品种抗性鉴定结果(新疆ꎬ２０１５ 年)
Ｔａｂｌｅ 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ｉｎ Ｘｉｎ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Ｔｅｋｅｓ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ꎬ ２０１５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白锈病 Ｗｈｉｔｅ ｂｌｉｓｔｅｒ ｒｕｓｔ

新源县 Ｘｉｎｙｕａｎ 特克斯县 Ｔｅｋｅｓ

黑茎病 Ｂｌａｃｋ ｓｔｅｍ ｄｉｓｅａｓｅ

新源县 Ｘｉｎｙｕａｎ 特克斯县 Ｔｅｋｅｓ

ＴＯ１２２４４ ＭＲ ＭＳ ＭＳ ＭＳ
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骆驼) Ｘｉｂｕｌｕｏｔｕｏ ＭＲ ＭＳ ＭＳ ＭＳ
新葵杂 ４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４ ＭＲ ＨＳ ＭＳ ＭＳ
新引 Ｓ３１ ＸｉｎｙｉｎＳ３１ ＭＲ ＭＳ ＭＳ ＭＳ
ＫＷＳ２０４ ＨＳ ＨＳ ＨＳ ＨＳ
新葵杂 ６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６ ＭＳ ＨＳ ＨＳ ＭＳ
矮大头 ５６７ＤＷ Ａｉｄａｔｏｕ５６７ＤＷ ＭＲ ＭＳ ＨＳ ＨＳ
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阳) Ｘｉｙｕｚｈａｏｙａｎｇ ＭＲ ＭＳ ＭＳ ＭＳ
新葵杂 １０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１０ ＭＲ ＨＳ ＭＳ ＭＳ
Ｓ６０６ ＭＲ ＭＳ ＭＳ ＭＳ
矮大头 １００３ Ａｉｄａｔｏｕ１００３ ＭＲ ＭＲ ＨＳ ＭＳ
新葵杂 ５ 号 Ｘｉｎｋｕｉｚａ Ｎｏ.５ ＭＲ ＭＳ ＭＳ ＭＳ
Ｔ８２２１ ＭＲ ＭＳ ＭＳ ＭＳ
新引 ７１１ Ｘｉｎｙｉｎ７１１ ＭＲ ＭＳ ＭＳ ＭＳ
澳优 Ａｏｙｏｕ ＭＲ ＭＳ ＨＳ ＭＳ
Ｇ１０１ ＭＲ ＨＳ ＭＳ ＨＳ

　 　 ＨＲ:高抗ꎻＭＲ:中抗ꎻＨＳ:高感ꎻＭＳ:中感ꎮ
ＨＲ: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ꎻ ＭＲ: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ꎻ ＨＳ: Ｈｉｇｈ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ꎻ Ｍ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向日葵白锈病和黑茎病自然发病的

条件下ꎬ同时在 ２ 个县测定目前广泛种植的 １６ 个

油用型向日葵品种对这 ２ 种病害的抗性水平ꎮ 结

果表明ꎬ向日葵种质对白锈病、黑茎病的抗性较差ꎬ
大部分品种在新源县对向日葵白锈病表现为中抗ꎬ
而在特克斯县则表现为中感ꎻ多数品种在新源县和

特克斯县对向日葵黑茎病表现为中感ꎮ 由于不同

品种遗传特点及生态适应性等差异ꎬ导致品种间感

病程度表现不同(薛丽静等ꎬ２００１)ꎮ 不同向日葵品

种在同一供试条件下对白锈病和黑茎病均存在明

显的抗性差异ꎬ如在新源县ꎬ品种 ＮＸ１９０１２(西域朝

阳) 的病情指数分别为 ７. ８３ 和 ２５. ６２ꎬ 而品种

ＫＷＳ２０４ 病情指数为 ２１.０４ 和 ３９.５０ꎬ这与不同品种

的遗传背景差异有关ꎻ即使同一品种在同一供试地

点ꎬ对于 ２ 种病害的抗性水平也呈现一定差异(张
治家等ꎬ２０１２)ꎮ 此外ꎬ部分品种在不同的供试地点

表现出一致的抗性水平ꎬ如品种新引 Ｓ３１ 感染白锈

病后在新源县的病情指数为 ９.４１ꎬ在特克斯县为

９.３８ꎬ可能由于该部分向日葵品种的抗性是以多基

因互作而成(曹雄等ꎬ２０１４)ꎻ另有部分向日葵品种

在不同地点存在不同的抗性水平ꎬ如 Ｇ１０１ 感染白

锈病后在新源县和特克斯县的病情指数分别为９.１６
和１１.７８ꎬ而感染黑茎病后在新源县和特克斯县的病

情指数分别为 ３１.０５ 和 ３７.７９ꎬ说明在不同地点的向

日葵白锈病和黑茎病病原菌的致病力可能存在一

定的分化现象(卜浩宇等ꎬ２０１４)ꎮ 因此ꎬ引起向日

葵白锈病和黑茎病病原菌致病力分化的原因及部

分向日葵品种的抗性机理与分子抗性基础等有待

深入研究(曹雄等ꎬ２０１４)ꎮ
另外ꎬ综合分析向日葵白锈病和黑茎病的病情

指数、向日葵产量及当地气象数据ꎬ发现 ＮＸ１９０１２
(西域朝阳)最适宜在新疆伊犁地区种植ꎬ其对白锈

病和黑茎病病原菌具有较高的抗性ꎬ且感病亲和能

力较差ꎬ使得该品种在新源县和特克斯县的 ２ 种病

害发 生 季ꎬ 仍 然 保 持 较 高 产 量ꎮ 品 种 Ｓ６０６、
ＴＯ１２２４４、ＮＸ０１０２５(西部骆驼)也可以作为多样化

种植的潜在候选品种ꎬ病原菌虽可在这些品种上造

成病害ꎬ但对其产量影响相对较小ꎮ 新葵杂系列品

种中ꎬ新葵杂 ５ 号的产量优于新葵杂 ４ 号、６ 号、１０
号品种ꎬ具有较好的耐病性ꎬ可为后期品种选育提

供 试 验 材 料ꎮ 研 究 还 发 现ꎬ ＫＷＳ２０４、 矮 大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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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７ＤＷ、矮大头 １００３、澳优 ４ 个品种感病性较高ꎬ导
致病害发生严重ꎬ产量水平较低ꎮ 因此ꎬ不建议在

特克斯县和新源县种植以上品种ꎬ而是否可以在新

疆其他县(市)种植ꎬ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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