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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向日葵产业技术体系赤峰综合试验站简介

国家向日葵产业技术体系是2008年农业部启动的50个体系之一，

由1位首席科学家、3个功能研究室、10位岗位科学家、10个综合试验站

组成，国家向日葵产业技术体系研发中心设在内蒙古农牧业科学研究

院。核心任务是解决向日葵大面积提高单产、改善品质和提高向日葵种

植效益等技术问题。赤峰向日葵综合试验站，站长谭丽萍，下设5个示

范县，分别为翁牛特旗、松山区、敖汉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主要针

对内蒙古中东部向日葵产业存在的问题和技术需求，开展向日葵新品

种筛选、抗病增产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病虫草害综合防控技术

研究，对本区域的向日葵产业发展起到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作用。

赤峰市农牧科学院向日葵研究所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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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向日葵在我国种植面积广泛，主产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

和西北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多数地区海拔300～2000米，无霜期

90～150天，降雨集中在6—8月，这种气候特点、地理环境适宜向日葵

的生长发育。

本书参照国内生产实践及国外相关资料编写，从向日葵的发展、

品种特征特性、栽培技术、良种繁育技术、病虫草害识别与防治技

术等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本书语言通俗易懂，内容科学实

用，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性和广泛的适用性，适合于农技人员，种子

生产、经营、管理者和广大农民朋友阅读，也为内蒙古中东部的向日

葵生产、科研及产业化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2015年5月于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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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内蒙古中东部向日葵
发展概况

第一节　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农业生产概况

一、内蒙古中东部地区自然条件概况

（一）赤峰市

赤峰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西辽河上游，大兴安岭西南段山

脉与内蒙古高原、西辽河平原、燕山北麓山地截接复合部位。位于北

纬41°17′10″～45°24′15″，东经116°21′07″～120°58′52″。东西

宽375km，南北长457.5km，总面积9万km2。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总观

地貌属山地丘陵区，中低山和丘陵约占土地总面积的73.3％。市境地

势西高东低，北、西、南三面环山，西部地势最高海拔2067m，而东部

最低海拔不足300m。

赤峰市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日光充足，年日照时

数为2800～3100h，光能总辐射量为5700～6100J/m2；全年平均

气温一般为0～7℃，绝大部分地区有效积温在180 0～30 0 0℃之

间；西北部林区无霜期60～90d，中部、中南部110～120d，东南部

130～140d；南部年均气温6～7℃，北部1～4℃。全市大部分地区多

年平均降水量在350～450mm之间，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81mm，蒸

发量达2000～2300mm，降水70%主要集中在6—8月，雨热同季；西

北部林区降水达450～500mm，沙区330mm左右。年均风速在3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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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二）通辽市

通辽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处北纬42°15′～45°41′，

东经119°15′～123°43′，总面积5.9万km2，南北长约418km，东西宽

约370km，属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交会处。地势南部和北部高，中部

低平，呈马鞍形，北部为大兴安岭南麓余脉的石质山地丘陵，占全

市总面积的22.8%，海拔高度400～1300m；南部为辽西山地边缘的

浅山、黄土丘陵区，占全市总面积的7.0%，海拔高度550～730m；中

部为西辽河流域沙质冲积平原，占全市总面积的70.0%，海拔高度

120～320m。其中在西辽河流域冲积平原与山地、丘陵之间的过渡地

带分布着起伏不平的沙丘和沙地，海拔高度200～400m。

通辽市属典型的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多风，夏

季炎热，雨热同季。年平均气温0～6℃，年平均日照时数3000h左

右，≥10℃积温3000～3200℃，无霜期140～160d，年平均降水量

350～400mm，蒸发量是降水量的5倍左右，年平均风速3～4.4m/s，全

年8级以上大风日数20～30d。

通辽市地带性土壤为栗钙土，其余土壤主要有风沙土、灰色草

甸土等十个种类，以风沙土为主，占总面积的43.5%。

（三）兴安盟

兴安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中段，属浅

山丘陵地区，大兴安岭从西北到东南纵贯兴安盟，南北长380km，东

西宽320km，总面积近6万km2。

兴安盟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大部分地区年平

均气温为4.6～6.3℃。冬季严寒漫长，大部分地区为6个月左右。

全盟无霜期95～145d，大部分地区110～130d。年降水量平均为

400～450mm，大部分地区日照时数在2800～3100h之间，中南部地区

10℃以上积温在2200～310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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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呼伦贝尔市

呼伦贝尔市地处东经115°31′～126°04′，北纬47°05′～53°20′，

东西630km，南北700km，总面积25.3万km2，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全市

土地利用形成自东向西依次为农—林—农—牧的分布格局。 

呼伦贝尔草原属亚洲中部蒙古高原的组成部分。大兴安岭以东

北—西南走向纵贯呼伦贝尔市中部，形成三大地形单元和经济类型

区域：大兴安岭山地为林区，海拔700～1700m；岭西为呼伦贝尔大草

原，是草原畜牧业经济区，海拔550～1000m；草原与林地的过渡地

带，多是黑钙土，适于发展种植业，形成以国有农牧企业为主要成分

的农牧结合经济带；岭东地区为低山丘陵与河谷平原，形成种植业

为主的农业经济区，海拔200～500m。 

呼伦贝尔市耕地呈两条带状分布在大兴安岭东西两侧向平原

过渡地带。耕地土壤以黑土、暗棕壤、黑钙土和草甸土为主，土质

肥沃，自然肥力高。一般黑土、黑钙土有机质含量在5％～7％以上，

暗栗钙土在3％～4％以上。大兴安岭山地及其东西两麓有机质在

全自治区为最高，黑土、黑钙土及森林土壤和黑土的腐殖质含量都

在4%以上。

呼伦贝尔市属寒温带和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大兴安岭山脊

和两麓气候差异明显。其特点是：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温凉短促，

春季干燥风大，秋季气温骤降，霜冻早，年平均气温-5～2℃；热量

不足，昼夜温差大，有效积温利用率高；无霜期短（农区120～150d，

林区81～90d，牧区115～124d），但日照丰富，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500～3100h，利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缩短了生长期；降水量不

多，降水期集中于7—8月的植物生长旺期，且雨热同期。岭东区为半

湿润性气候，年降水量为500～800mm；岭西区为半干旱性气候，年降

水量为300～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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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农作物种植概况

（一）赤峰市

赤峰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全市耕地面积约97.4万hm2，占总面积

的10.82%，其中水浇地26.3万hm2，水田2.3万hm2，旱地68.8万hm2，旱

地中有水平梯田38万hm2，可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30%，是一个

典型的旱作农业地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82.7万hm2，主要种植的

农作物有玉米、向日葵、小麦、水稻、谷子、高粱、荞麦、绿豆及蔬菜

等。赤峰市粮食产量达22.69亿kg，其中谷物产量为20.81亿kg，豆类

产量为1.28亿kg，薯类产量为0.6亿kg。经济作物中油料产量为

0.37亿kg，甜菜产量为2.72亿kg。

（二）通辽市

通辽市耕地面积107.44万hm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12.87万hm2，盛

产玉米、小麦、水稻、大豆及小杂粮等，粮食总产量稳定在35亿kg以

上。粮食作物播种面积92.09万hm2，占总播种面积的81.6%；油料作物

播种面积5.54万hm2，占总播种面积的4.9%；蔬菜播种面积7.00万hm2，

占总播种面积的6.2%。2011全年粮食产量56亿kg，其中玉米48.51亿kg，

水稻1.97亿kg；油料产量1.29亿kg；甜菜产量1.88亿kg；蔬菜产量

25.27亿kg。

（三）兴安盟

全盟现有耕地80万hm2，适于多种农作物的生长和种植，其中水浇

地25.3万hm2。以玉米、大豆、小麦、水稻、马铃薯为主的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约66.67万hm2。粮食总产稳定在20亿kg左右，最高达到29.1亿kg，

是全区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以高粱、向日葵、花生及杂豆、蔬菜、

中蒙药材等为主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约13.3万hm2。

玉米是兴安盟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

盟粮食作物之首。2002年种植玉米26.76万hm2，总产量79260万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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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的种植面积仅次于玉米，2002年种植面积5.15万hm2，总产量

5210万kg，平均亩产量约67.4kg，品种多为高油大豆。马铃薯在全盟

各地均有种植，每年种植面积为3万～4万hm2，亩产量1000kg以上。

甜菜是兴安盟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每年种植面积0.67万hm2

左右。每年种植杂豆10.1万hm2，总产量4980万kg。其中绿豆种植

7.77万hm2，产量3970万kg；红小豆种植1.17万hm2，产量490万kg;芸

豆种植1.17万hm2，产量520万kg。另外，胡萝卜的种植面积稳定在

130hm2左右，总产量800万kg。 

（四）呼伦贝尔市

呼伦贝尔市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有玉米、小麦、马铃薯、向日葵、

大豆、甜菜等。2002年，呼伦贝尔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53.5万hm2。

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30.76万hm2，全年粮食产量45亿kg，在粮

食作物中，小麦产量7亿kg，玉米产量20亿kg，大豆产量8.5亿kg，马

铃薯产量4.65亿kg；在经济作物中，油料产量2.4亿kg，甜菜产量

0.21亿kg。

第二节　向日葵种植历史与发展前景

一、向日葵的引种历史

（一）向日葵的起源与分布

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 L.）的原产地系北美洲的西南部，其

野生种则广泛分布在北纬30°～52°之间的北美南部、西南部以及秘

鲁和墨西哥北部地区。首先是由北美印第安人将野生向日葵进行驯

化，变为最早的栽培向日葵。

早在1493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当地居民就把向日葵列为

栽培的作物。16世纪初，西班牙探险队员从秘鲁和墨西哥将向日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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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带到欧洲，最初在西班牙的马德里植物园作为花卉植物栽培，以

后逐步传播到其他国家。到1779年以后，匈牙利人首先从向日葵籽实

中提出油脂，才正式列为油料作物，栽培面积不断扩大。

20世纪60年代以后，向日葵在世界各地得到迅速发展。1974年

油脂产量仅次于大豆，居世界第二位。70年代中期已有40多个国家

种植向日葵。俄罗斯是世界上种植向日葵最多的国家，其后依次为印

度、西班牙、阿根廷、乌克兰、法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近20年

来，美国、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种植面积都在扩大，而这些国

家的向日葵产品，基本上全部都投入国际市场。由于向日葵具有耐

旱、耐盐、耐瘠的特性，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其列为抗旱作物在世界干

旱地区推广。

（二）中国向日葵的引种历史

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人把向日葵种子从越南传到我国云

南，之后传入我国北方地区。多数学者认为，最早记载向日葵的文献

为明朝王象晋所著《群芳谱》，称之为“丈菊”。清朝陈扶摇所著《秘

传花镜》中，称之为“向日葵”。近年有报道，河南省新安县荆紫山

发现明正德十四年（1519）重修玉皇阁时的琉璃瓦，瓦上有向日葵图

案。这样，将大大提前向日葵传入我国的时间。

新中国成立前向日葵只零星种植，全国总栽培面积仅为2万hm2。

新中国成立后，向日葵面积不断扩大，并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扎

下根来，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华北、西北半干旱或轻盐碱地区。近年

来，随着全国食油需求量增加，在中国北部约有300万km2的地区逐渐

发展了一条向日葵带：东起黑龙江，西起新疆，北纬35°～50°，包括黑

龙江省大部，以及内蒙古、辽宁、吉林、新疆、宁夏、青海、甘肃北部、

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北部。这些地方主要属季风气候，阳

光充足，雨热同季，全年降水80％集中在作物生长旺期，具有向日葵生

长所需要的生态条件。其中，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其次是吉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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