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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生长周期内主要病害发生规律及绿色防控方法探析

周小军Ǔ刘为玉
邵阳县塘田市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Ǔ湖南Ǔ邵阳Ǔ422111

摘Ȟ要：本文通过对油菜生长周期内主要病害的发生规律进行系统分析，探讨病害的季节性、区域性以及与环境

因素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系列绿色防控方法，包括物理防控、生物防控和化学防控，减少化学农药的使

用，保护生态环境，同时有效控制病害。物理防控方法主要通过农业耕作和物理隔离技术来预防病害的发生；最后讨

论绿色防控策略的制定、实施要点以及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为油菜病害的绿色防控提供

科学依据，促进油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油菜；病害；发生规律；绿色防控

1��引言

油菜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广的油料作物之一，其产量

和品质直接关系到我国食用油的自给率和农业经济的发

展。油菜生长周期内易受到多种病害的侵扰，如菌核

病、霜霉病、白锈病等，这些病害不仅影响油菜的生长

和产量，还可能降低菜籽油的品质。随着我国对农业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传统的高量化学农药防治方法因

其环境污染和抗药性问题而受到限制。因此，探索安

全、高效、环境友好的绿色防控技术成为油菜病害管理

的新方向。本文分析油菜生长周期内主要病害的发生规

律，并结合绿色植保理念，探讨和评价适合我国油菜生

产的绿色防控方法，以期为油菜病害的科学防控提供理

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2��油菜生长周期及病害概述

2.1  油菜生长周期
油菜的生长周期是指从播种到成熟收获的整个过

程，这一周期显著影响着油菜的产量和品质。油菜生长

周期通常分为五个阶段：发芽出苗期、苗期、蕾薹期、

开花期和角果成熟期。发芽出苗期开始于播种后，种子

吸收水分膨胀，胚根和胚芽穿破种皮，直至子叶展开。

苗期从子叶展开到现蕾，是油菜生长的基础阶段，主要

特征是营养器官的生长。蕾薹期从现蕾到初花，此时油

菜开始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变，主茎迅速伸长花序

开始分化。开花期从初花到终花，这一时期油菜的生殖

生长达到顶峰，大量花朵开放进行授粉和受精。最后是

角果成熟期，从终花到种子成熟，角果逐渐充实种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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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熟。整个生长周期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气候条

件、土壤肥力、种植密度和栽培管理等。

2.2  油菜主要病害种类
油菜在其生长周期中易受到多种病害的侵扰，这些

病害可以根据受感染的部位和病原类型进行分类。常见

的油菜病害主要包括根肿病、菌核病、霜霉病、白锈

病、白粉病、黑斑病、黑胫病、病毒病等。根肿病是由

真菌引起的土传病害，主要表现为根部形成肿瘤，严重

影响植株的生长和发育。菌核病则是由核盘菌引起的一

种流行性病害，常导致茎部和叶片出现水渍状斑块，并

形成黑色菌核。霜霉病和白锈病均由真菌性病原体引

起，损害叶片和茎部造成叶片发黄、枯萎。白粉病主要

影响叶片和茎，形成白色粉末状物质。黑斑病和黑胫病

则分别影响叶片和茎部，导致黑色斑点和茎部腐败。

2.3  病害对油菜生长的影响
油菜病害的发生对植株的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均

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病害侵染初期，油菜可能仅表现出

轻微的生长受阻和叶片黄化，但随着病害的发展，植株

的生长点可能会坏死，导致植株矮小分枝增多，严重时

甚至整株死亡。叶片受害后，光合作用效率下降，影响

能量的积累和营养物质的合成，进而减少角果的数量和

种子的饱满度。根部病害如根肿病和黑胫病则会损害根

系，削弱植株的水分和养分吸收能力导致植株早衰。开

花和结荚期的病害还可能导致花而不实或种子发育不良

降低含油量。此外，病害的发生还可能增加农业生产成

本，因为需要额外的农药和劳动力进行防治。

3��油菜病害发生规律分析

3.1  病害发生的季节性规律
油菜病害的发生与季节变化密切相关，不同季节的

温度、湿度、降雨等气候条件对病害的发生和传播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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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春季随着气温回升，土壤湿度增加，为病

菌的萌发和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此时油菜易感染根腐

病和白锈病。进入夏季高温多雨的环境容易导致霜霉病

和菌核病的流行，尤其在梅雨季节，连绵的阴雨天气为

病害的侵染提供了绝佳的环境。秋季天气转凉昼夜温差

加大，有利于病害的潜伏和越冬，如油菜黑斑病往往在

晚秋开始显现症状。冬季低温虽然不利于多数病菌的活

动，但若遇到暖冬可能会延长病菌的活跃期，增加春季

病害发生的风险。

3.2  病害发生的区域性规律
油菜病害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规律，这主要受

到气候条件、土壤类型、种植习惯和作物品种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油菜主要分为冬油菜和春油菜两大种植区

域。冬油菜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上海、

浙江、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南部等。

这些区域湿润多雨的气候条件特别适合菌核病、根肿

病、霜霉病、白粉病等病害的发生。例如，长江中下游

的油菜产区常常面临菌核病的严重威胁，而在长江上游

和云贵高原地区，白锈病的发生较为普遍。春油菜区则

主要分布在河南中北部、山西、陕西部分地区、西藏以

及东北、西北等地区。这些区域的气候相对干燥寒冷，

病害发生的情况与冬油菜区有所不同。北方和青藏高原

油菜产区除了要防控菌核病、黑胫病、白粉病、霜霉病

等，还需要注意黑腐病、黑斑病的威胁。

3.3  病害发生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油菜病害的发生与环境因素紧密相关，气候条件如

温度、湿度、降雨量以及光照等都是影响病害发生和流

行的主要因素。温度对病害的发生具有显著影响，例

如菌核病和霜霉病通常在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的环境中

发病更为严重。降雨量和湿度不仅直接影响病原体的存

活和传播，还影响油菜的生长状况，使其更易感病。例

如，春季多雨和高湿度的环境有利于霜霉病和白锈病的

发生和蔓延。此外，干旱条件可能会加剧蚜虫等传毒媒

介的危害，增加病毒病的发生风险。土壤类型和pH值也
对病害发生有影响。例如，根肿病在酸性土壤中发生更

为频繁，通过调节土壤pH值可以有效控制该病害的发
生。此外，土壤结构和排水条件也会影响病害的发生，

如土壤粘重、排水不良的田块更易发生根腐病。

4��绿色防控方法探析

4.1  物理防控方法
物理防控是利用自然或人工物理因素，如光、热、

电、温度、湿度和放射能、声波等防治病虫害的措施。

这种方法包括原始的手工捕杀和现代物理技术的应用，

是一种古老而又现代的防治手段。人工捕杀、清除病株

和使用简单工具诱杀或设置障碍防除，尽管费劳力、效

率低、不易彻底，但在没有更好防治办法的情况下，仍

然是较好的急救措施。物理防控方法多样，例如利用害

虫的趋光性，使用黑光灯和其他类型的诱虫灯进行诱

杀；利用昆虫对特定颜色的趋向性，使用粘虫色板进行

诱捕；通过物理阻隔，如防虫网，阻止害虫接触作物；

以及利用温度控制，比如冷冻或加热处理种子或土壤，

消灭病原菌和害虫。此外，还可以使用放射能、电离辐

射处理害虫，破坏其生殖细胞使其不育，这是一种在害

虫管理中应用的物理方法。

4.2  生物防控方法
生物防控是一种利用生物资源来控制害虫和病害的

方法，它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中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

的关系，以及某些生物体对特定病虫害的抗性。这种

方法包括使用天敌、病原微生物、植物提取物和其他生

物活性物质来控制害虫和病害。利用天敌进行生物防控

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如释放瓢虫来控制蚜虫，或者使用

寄生蜂来控制蛾类害虫。这些天敌能够有效地减少害虫

的数量，同时避免了化学农药的使用，减少了对环境的

污染。此外，某些病原微生物，如真菌、细菌和病毒，

可以作为生物农药来控制害虫，例如利用苏云金杆菌

（Bt）来防治鳞翅目害虫。植物提取物和生物活性物质
也是生物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可以从植物中提取

或通过生物技术合成，用于防治病虫害。

4.3  化学防控方法
化学防控是农业生产中常用的病虫害防治手段，它

依赖于化学农药来控制害虫、病菌和其他有害生物。化

学农药因其快速、高效的特点，在病虫害管理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意识的提

高，化学防控方法正逐渐向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方向发

展。现代化学防控注重选择性地使用农药，以减少对非

靶标生物和环境的影响。这包括使用高效、低毒、低残

留的农药，以及采用精准施药技术，确保农药有效到达

目标而最小化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例如，利用无人机进

行精准喷洒，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和施药过程中的漂

移。此外，化学防控还涉及到抗性管理策略，通过轮换

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农药，来防止害虫和病原体产生抗

药性。这种方法有助于延长农药的有效使用寿命，并减

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5��绿色防控策略的实施与管理

5.1  绿色防控策略的制定
绿色防控策略的制定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



农业科技与发展·2024� 第3卷�第8期

87

在充分了解病虫害发生规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农业生

产的实际情况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绿色防控策略的

核心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同时保证农作物的健康生

长和产量的稳定。这需要我们采取多种措施，包括生态

调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科学用药等。生态调控是

通过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增强自然控害能力和作物抗病

虫能力。这包括推广抗病虫品种、优化作物布局、培育

健康种苗、改善水肥管理等健康栽培措施，并结合农田

生态工程、果园生草覆盖、作物间套种、天敌诱集带等

生物多样性调控与自然天敌保护利用等技术，改造病虫

害发生源头及孳生环境。其次，生物防治技术是利用生

物资源来控制害虫和病害，包括以虫治虫、以螨治螨、

以菌治虫、以菌治菌等方法。这涉及到使用天敌、病原

微生物、植物提取物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来控制病虫

害。例如，利用瓢虫控制蚜虫，或者使用苏云金杆菌

（Bt）来防治鳞翅目害虫。
5.2  绿色防控策略的实施要点
实施绿色防控策略时需要遵循一系列关键要点以确

保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绿色防控的实施应基于对当地

病虫害发生规律的深入了解，包括病害的季节性、区域

性特征以及与环境因素的关系。绿色防控策略应综合运

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科学用药等方法。

农业防治措施包括种植抗病品种、轮作、深翻土壤、清

洁田园等，旨在减少病原菌和害虫的初始数量。物理防

治则利用光、电、温度等物理因素，如使用黑光灯诱杀

害虫或地膜覆盖减少病害发生。生物防治方法涉及释放

天敌、应用生物农药和利用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控

制病虫害。科学用药是绿色防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强调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并严格遵守安

全间隔期，以减少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此外，绿

色防控策略的实施还需要加强监测预警系统，通过定期

监测病虫害的发生动态，及时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

5.3  绿色防控效果的评估反馈
绿色防控效果的评估反馈是确保防控策略有效实施

和持续改进的关键环节。评估工作通常涉及对防控措施

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进行系统分析，包括对农业生

产、生态环境、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的全面考量。防治

效果的评估侧重于绿色防控措施对病虫害的直接影响，

如害虫数量的减少、病害发生率的下降等。这通常通过

对比实施区和对照区的病虫害发生情况来实现，包括田

间调查和样本分析等方法。同时提质效果评估关注农产

品的质量提升，如农残减少、产品口感和外观改善等。

这涉及到对农产品进行质量检测和营养成分分析，以及

消费者满意度调查。经济效益评估则着眼于绿色防控措

施对农业生产成本、产出和市场价值的影响。这包括计

算投入产出比、成本节约和市场价格变化等因素。生态

效益评估考虑的是绿色防控措施对生物多样性、土壤健

康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这通常需要监测农田生态系

统中物种多样性、天敌数量和土壤质量的变化。

6��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综合分析油菜生长周期内主要病害

的发生规律，并探讨绿色防控方法的应用。通过研究明

确了油菜病害的季节性、区域性规律及其与环境因素的

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括物理防控、生物防控

和化学防控在内的绿色防控策略，并讨论了这些策略的

实施要点。同时，强调了绿色防控效果评估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评估反馈机制，以促进绿色防控措施的持续改

进和优化。绿色防控方法在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保护生

态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绿色防

控策略的实施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病虫害的监

测预警、防控技术的集成应用、农民的培训教育以及政

策的支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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