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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全国油菜菌核病发生特点、原因分析及

治理对策

杨清坡，　刘　杰，　姜玉英，　刘万才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病虫害测报处，北京　１００１２５）

摘要　为监测病原和病害发生发展动态、病菌发育与作物感病和适合发病天气的吻合度，及时发布病情预报，指导

适时防治，２０１６年全国１５个省（区、市）８６个区域测报站按照《油菜菌核病测报技术规范》开展油菜菌核病病情调

查，结果发现，２０１６年全国油菜菌核病发生面积大、区域集中、发生程度重；前期病情接近常年，后期病情扩展迅速。

病害流行的原因主要有：田间菌源充足，子囊盘萌发早；子囊萌发盛期与油菜盛花期高度吻合；气候因素适宜，品种

抗性低，栽培管理不科学等。可通过加强监测预警，科学用药，选育抗性品种等措施减轻发病程度，降低危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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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油料油脂消费大国，油菜是我国国

产食用植物油的最主要来源［１２］，也是提高我国食用

油自给率，改善我国油料产业的关键力量［３４］。因此

油菜高产、稳产对稳定全国油料市场具有重大意义。

油菜整个生育期中，病害发生种类繁多，其中对油菜

损伤最严重的是油菜菌核病。油菜菌核病又称茎腐

病［５６］，由核盘菌引起。病菌主要以菌核混在土壤、

种子或肥料中越夏和越冬，菌核萌发后产生子囊盘，

释放出的子囊孢子随风传播，早期侵害油菜基部叶

柄，随后侵害叶片、茎秆和花瓣，多数情况下侵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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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瓣，受害的花瓣落到茎秆或叶柄处引起发病，茎部

遭受侵染后最开始出现水渍状病斑，湿度大时生有

灰白色霉层，病茎内部腐烂成空心，生有黑色鼠粪状

菌核，极易被风吹倒［７］。核盘菌常常造成油菜植株

干枯倒伏，角果减少，千粒重降低，导致油菜减产

１０％～５０％，历史最高发病率达８０％
［８］。另外油菜

菌核病极易暴发成灾，给生产带来巨大损失［９１０］。

２０１６年全国油菜菌核病发生面积大，程度重，本研

究拟通过监测油菜菌核病病原和田间病害发生发展

动态、病菌发育与作物感病和适合发病天气条件的

吻合度，分析发生原因和暴发主要因素，及时发布病

情预报，掌握油菜菌核病发生危害的年度差异，提高

监测预警水平，指导适时防治。

１　材料与方法

全国１３个省份８６个区域测报站按照《油菜菌

核病测报技术规范》（ＮＹ／Ｔ２０３８－２０１１）开展病情

调查。全国发生面积、防治面积、挽回损失和实际损

失数字来自《全国植保专业统计资料》。

１．１　田间子囊盘消长动态调查

选择旱作、连茬、长势较好的油菜田一块，当春

季气温稳定通过５℃后开始调查，每５ｄ调查１次，

直到连续两个调查日查不到子囊盘为止。调查时田

间对角线５点取样（边缘的点离田埂５ｍ以上），每

点固定面积５０ｃｍ×５０ｃｍ（即０．２５ｍ２）。调查固定

点内子囊盘萌发数量，计算子囊盘平均密度。

１．２　病情系统调查

选择种植当地主栽品种、连茬且历年发病较重，

长势较好、生育期分别为早、中、晚的类型田３块，从

油菜初花期，至油菜成熟收获前３～５ｄ结束，每５ｄ

调查１次，调查时每块田平行线１０点取样，每点按

行连续调查１０株，作标记固定。发病初期调查叶发

病株、茎发病株和茎发病严重度；当茎病株率达

１０％以上时，只查茎病株及其严重度，分别计算叶、

茎病株率和病情指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２０１６年油菜菌核病发生特点

２．１．１　全国发生面积大，发生区域集中

２０１６年全国油菜菌核病发生面积３０８．５４万ｈｍ２，

防治面积３４２．７９万ｈｍ２，挽回损失６６．０９万ｔ
［１１］。与近

年全国油菜菌核病发生面积比较，２０１６年发生面积接

近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４年（表１），高于２０１３年的２８５．６万

ｈｍ２
［１２］，虽低于２００３年历史最高值３５０．７８万ｈｍ２，仍属

于高发年份［１２］。发生区域集中在江南、长江中下游和

西南地区北部，发生面积分别为１０８．４５万、１３８．０１万和

４５．４４万ｈｍ２，分别占全国发生面积的３３．９０％、４４．６３％

和１４．３０％。其中湖南发生面积７８．４０万ｈｍ２，占全国

发生面积的２５．４１％，湖北发生面积８４．１８万ｈｍ２，占全

国发生面积的２７．３％，四川发生面积２５．２７万ｈｍ２，

占全国发生面积的８．１８％（表１）。

２．１．２　病情发生程度与上年相比总体偏重

２０１６年全国油菜菌核病总体偏重发生，其中江

淮中西部、江汉平原、鄂东部分地区大发生。油菜主

产省（市）平均病株率一般１１．２５％～３４．３２％（表

２），局部地区病株率偏高，如安徽沿江中部义安、南

陵、无为，沿江西部望江、怀宁、太湖，江淮中部舒城、

肥西等地病株率为４７．００％～６８．７９％，湖北天门病

株率达５５．６０％，永川局部田块病株率达１００％。与

上年同期相比油菜主产省（市）平均病株率一般增加

４４．１９％～７８．４９％。四川、重庆平均病株率同比增

加分别高达１０９．９５％和１１６．５６％。油菜主产省

（市）病情指数一般３．２１～１０．６０，重发区域病情指

数偏高，如安徽沿江中部和江淮中部局部地区最终

病情指数为２９．３０～４２．３０，湖北黄石加权病情指数

达３６．３９。与上年同期相比，病情指数一般增加

３２．４４％～６６．８０％，四川病情指数同比增加１７３．４５％。

２．１．３　前期病情接近常年，后期病情扩展迅速

２０１６年油菜主要种植区前期田间病情稳定，接

近上年，后期病情扩展迅速，病情严重。２月末至３

月初，主茎叶发病进入始盛期，田间平均叶病株率多

数在１．４０％～６．１９％，接近上年。据统计，２月２９

日至３月６日，长江中下游大部分油菜种植区油菜

处于蕾薹期至初花期，病情较轻，如湖北平均叶病株

率一般在１．４０％，安徽平均叶病株率为１．２０％，江

南大部分种植区油菜处于始花期，湖南平均叶病株

率在０．２９％～３．７８％，江西平均叶病株率在１．７９％

～６．２０％。

３月中旬进入发病盛期，田间叶病株率大多在

８．０１％～２０．１０％。据统计３月１４日至３月２０日，江

南大部分油菜种植区处于盛花期，叶部发病迅速，湖

南各州市平均叶病株率在２．１９％～１９．０１％，江西叶

病株率一般４．８９％～６．８０％，局部最高达５９．００％。

长江中下游大部分油菜种植区处于始花期至盛花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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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病程度重于上年，如湖北油菜菌核病发生面积

１５．３０万ｈｍ２，同比增加４２．００％，严重田块叶病株率

１９．９８％～３５．０１％，安徽全省平均叶病株率３．６９％，

比常年同期增加４．００％，局部地区超过１５．００％。

３月下旬至４月初，江南大部油菜处于盛花末

期至谢花期，长江中下游大部油菜处于盛花期至盛

花末期，主茎发病进入始发期，田间平均茎病株率一

般０．２０％～５．００％。据统计，３月２８日至４月３

日，植株茎部发病较轻，如湖北加权平均茎病株率

１．３０％，一般茎病株率１．００％～３．５０％，安徽全省

茎病株率一般０．２０％～２．００％。

４月中旬，江南、长江中下游地区油菜处于荚果

期，主茎发病进入盛发期，茎病株率一般６．００％～

１９．０１％。例如４月１１日至４月１７日，湖南油菜菌

核病茎病株率平均值为６．７９％，最高茎病株率达

１２．１０％，浙江平均茎病株率１９．００％，湖北茎病株率

平均５．００％，局部严重田块茎病株率高达８７．００％，

安徽油菜茎病株率一般１４．００％～４７．２０％。

２．１．４　危害损失加重

２０１６年全国油菜菌核病发病严重，给油菜安全生

产造成极大压力，经有效防治，挽回损失６６．０９万ｔ，

同比增加６．３１％，比近５年均值增加２１．８４％，其中

湖北、湖南、重庆挽回损失均超过１５万ｔ，江西挽回损

失近５０万ｔ。全国油菜菌核病实际损失１９．５７万ｔ，

同比增加７．４１％，比近５年均值增加１９．７７％。其

中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实际损失分别为６．０５万、

５．２８万、２．１７万和１．２７万ｔ，同比增加８．６２％、

２．３３％、２１．９１％ 和４４．３２％（表３）。

表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全国油菜菌核病发生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狉犪狆犲狊犮犾犲狉狅狋犻狀犻狅狊犲犳狉狅犿２０１４狋狅２０１６犻狀犆犺犻狀犪

区域

Ａｒｅａ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６年Ｉｎ２０１６

发生面积／

万ｈｍ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ｒｅａ

占全国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发生

程度／级

Ｄｅｇｒｅｅ

２０１５年Ｉｎ２０１５

发生面积／

万ｈｍ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ｒｅａ

占全国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发生

程度／级

Ｄｅｇｒｅｅ

２０１４年Ｉｎ２０１４

发生面积／

万ｈｍ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ｒｅａ

占全国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发生

程度／级

Ｄｅｇｒｅｅ

西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四川Ｓｉｃｈｕａｎ ２５．２７ ８．１８ ４ １９．３８ ６．１７ ３ １９．１８ ６．１０ ３

云南Ｙｕｎｎａｎ ２．２７ ０．７３ ２ １．５２ ０．４８ １ １．６６ ０．５３ １

贵州Ｇｕｉｚｈｏｕ ８．６５ ２．８０ ２ ６．０４ １．９２ ２ ６．３９ ２．０３ ２

重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９．２５ ２．９９ ３ ８．６９ ２．７７ ３ ８．７６ ２．７８ ３

小计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４５．４４ １４．３０ － ３５．６４ － － ３６．００ － －

江南

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７８．４０ ２５．４１ ４ ７６．８８ ２４．４７ ４ ７２．００ ２２．８８ ４

江西Ｊｉａｎｇｘｉ ２０．１５ ６．５３ ４ ２４．１７ ７．６９ ４ ２０．８８ ６．６４ ３

浙江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９．９０ ３．２１ ４ １０．６７ ３．４０ ３ １２．００ ３．８１ ４

小计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１０８．４５ ３３．９０ － １１１．７１ － － １０４．８８ － －

长江中下游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８４．１８ ２７．３０ ３ ９３．７４ ２９．８４ ４ ９０．２３ ２８．６８ ５

安徽Ａｎｈｕｉ ３０．８０ ９．９８ ４ ３４．７２ １１．０５ ４ ３７．８９ １２．０４ ４

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２．７１ ７．３６ ３ ２４．１３ ７．６８ ３ ２７．２９ ８．６７ ４

上海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０．３２ ０．１１ ２ ０．４２ ０．１３ ３ ０．４８ ０．１５ ４

小计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１３８．０１ ４４．６３ － １５３．０２ － － １５５．８８ － －

黄淮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ａｒｅａ

河南 Ｈｅｎａｎ ５．３３ １．７３ １ ５．３３ １．７０ ３ ６．２０ １．９７ ３

陕西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０５ ２．２９ ２ ６．７５ ２．１５ ２ ７．８０ ２．４８ ３

西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甘肃Ｇａｎｓｕ １．３５ ０．４４ ２ １．５７ ０．５０ １ １．６４ ０．５２ ２

青海Ｑｉｎｇｈａｉ １．７７ ０．５７ ２ ０．１０ ０．０３ １ ２．２５ ０．７２ ２

全国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３０８．５４ － － ３１４．１３ － － ３１４．６４ － －

表２　２０１６年与２０１５年全国主要省区油菜菌核病发病情况比较

犜犪犫犾犲２　犗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狅犳狉犪狆犲狊犮犾犲狉狅狋犻狀犻狅狊犲犳狉狅犿２０１５狋狅２０１６犻狀犿犪犻狀狆狉狅犱狌犮犻狀犵犪狉犲犪狊犻狀犆犺犻狀犪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平均病株率／％　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ｐｌａｎｔ

２０１６年

Ｉｎ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年

Ｉｎ２０１５

同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ｙｅａｒｏｎｙｅａｒ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６年

Ｉｎ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年

Ｉｎ２０１５

同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ｙｅａｒｏｎｙｅａｒ

四川Ｓｉｃｈｕａｎ １３．４７ ６．２２ １１６．５６ ７．５２ ２．７５ １７３．４５

贵州Ｇｕｉｚｈｏｕ ９．００ ６．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３３ ３．５０ ５２．２９

重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１３．７１ ６．５３ １０９．９５ ８．１４ ８．１２ ０．２５

湖南Ｈｕｎａｎ ３４．３２ ２３．８０ ４４．２０ ２２．０１ １５．２９ ４３．９５

江西Ｊｉａｎｇｘｉ ２１．６１ １２．１０ ７８．６０ １３．９８ ７．５０ ８６．４０

湖北Ｈｕｂｅｉ ２９．４０ １６．５０ ７８．１８ ２０．５０ １０．６０ ９３．４０

安徽Ａｎｈｕｉ ２６．５０ １７．０８ ５５．１５ １７．２０ １０．３１ ６６．８３

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７．５０ １４．５６ ８８．８７ ２２．０５ １２．４０ ７７．８２

浙江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１４．００ ８．３４ ６７．８７ ５．７１ ５．５３ ３．２６

上海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１．２５ ８．３４ ３４．８９ ７．４１ ４．５２ ６３．９４

河南Ｈｅｎａｎ ６．４０ ４．４３ ４４．５０ ３．９６ ２．９９ ３２．４４

陕西Ｓｈａａｎｘｉ ４．４９ ３．０２ ４８．６８ ３．２１ ２．５５ ２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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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６年与２０１５年全国主要省区油菜菌核病危害损失情况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狅犻犾狊犲犲犱狉犪狆犲狅狌狋狆狌狋犾狅狊狊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狉犪狆犲狊犮犾犲狉狅狋犻狀犻狅狊犲犫犲狋狑犲犲狀２０１５犪狀犱

２０１６犻狀犿犪犻狀狆狉狅犱狌犮犻狀犵犪狉犲犪狊犻狀犆犺犻狀犪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挽回损失／万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ｄａｍａｇｅ

２０１６年

Ｉｎ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年

Ｉｎ２０１５

同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ｙｅａｒｏｎｙｅａｒ

与近五年均值相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ｅ

ｌａｓｔ５ｙｅａｒｓ

实际损失／万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ｏｓｓ

２０１６年

Ｉｎ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年

Ｉｎ２０１５

同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ｙｅａｒｏｎｙｅａｒ

与近５年均值相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ｅ

ｌａｓｔ５ｙｅａｒｓ

四川Ｓｉｃｈｕａｎ ４．４７ ３．６１ ２３．８２ ８．７６ ０．９６ ０．５９ ６２．７１ ２３．６２

贵州Ｇｕｉｚｈｏｕ ０．８６ ０．８８ －２．２７ ６．４４ ０．４５ ０．４９ －８．１６ －１５．４１

重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１４．９４ １０．８２ ３８．０８ ４０２．２５ ０．４４ ０．４１ ７．３２ ７．３２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１５．６２ １５．２３ ２．５６ ２１．２２ ５．２８ ５．１６ ２．３３ ４８．９０

江西Ｊｉａｎｇｘｉ ４９．３２ ４４．１５ １１．７１ ３７０．７９ １．２７ ０．８８ ４４．３２ １３８．７２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２０．８６ ２０．５３ １．６１ １９．１５ ６．０５ ５．５７ ８．６２ １７．８９

安徽Ａｎｈｕｉ ６．２５ ５．３９ １５．９６ ３１．０８ ２．１７ １．７８ ２１．９１ ２０．０２

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６．２６ ７．３８ －１５．２０ －４．７５ １．７６ １．９３ －８．８１ －１６．９０

浙江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２．２３ １．８７ １９．２５ ２３．０７ ０．３９ ０．３３ １８．１８ ７．１４

上海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０．３８ ０．５３ －２８．３０ １１３．９６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０ －３４．７４

河南 Ｈｅｎａｎ １．３０ ０．４４ １９５．４５ １０７．０１ ０．１５ ０．２７ －４４．４４ －１９．６１

陕西Ｓｈａａｎｘｉ ０．７８ ０．４６ ６９．５７ ４８．２９ ０．２３ ０．４８ －５２．０８ －３５．０３

全国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６６．０９ ６２．１７ ６．３１ ２１．８４ １９．５７ １８．２２ ７．４１ １９．７７

２．２　发生原因

２．２．１　田间菌源充足，子囊盘萌发早

油菜菌核病在我国各油菜产区都有发生，是长

江流域、江南地区、东南沿海冬油菜区常发性病害，

病原菌寄主广泛，土壤中菌核和病残体极易残留，造

成菌源基数高。２０１６年主要油菜种植区子囊盘萌

发早、萌发量大、萌发期长，为菌核的侵染危害提供

了便利条件。３月下旬，河南南部、陕西关中处于子

囊盘萌发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处于萌发盛期，西南大

部、江南地区进入萌发盛末期，萌发期比常年偏早。

子囊盘密度偏高。如表４所示，长江中下游和西南

种植区大部田间子囊盘密度偏高，每平方米子囊盘

数一般２～４个，如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四川田间

每平方米子囊盘数分别为４．２０、３．４０、６．３０、２．４０和

３．２０个，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加１６．６７％、２１．

４２％、－１０．００％、２０．１０％和５７．６４％，与近７年同

期均值相比，分别增加３５．４９％、１．４０％、３４．３８％，

８．００％、２１．９０％
［１３］。

２．２．２　子囊萌发盛期与油菜盛花期高度吻合

２０１６年全国油菜菌核病子囊盘萌发期与油菜

盛花期吻合度较高，长江中下游和西南种植区大部

重合天数达１０～２４ｄ，如湖南省子囊盘萌发盛期为

２月２８日至３月２５日，油菜盛花期为３月５日至３

月２５日，重合天数为２１ｄ；湖北子囊盘萌发期为３

月１５日至３月３０日，油菜盛花期３月１０日至３月

３０日，重合天数１６ｄ；安徽子囊盘萌发盛期为３月

１０日至４月３日，油菜盛花期为３月１０日至４月３

日，重合天数２４ｄ（表５）。

表４　２０１６年油菜菌核病主要发病指标

犜犪犫犾犲４　犐狀犮犻犱犲狀犮犲犻狀犱犲狓犲狊狅犳狉犪狆犲狊犮犾犲狉狅狋犻狀犻狅狊犲犻狀２０１６

省（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ｉｔｙ）

田间子囊盘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ａｐｏｔｈｅｃｉｕｍ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

子囊盘数／

个·ｍ－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ａｐｏｔｈｅｃｉｕｍ

比上年同期

增减／％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ｙｅａｒ

ｏｎｙｅａｒ

比近７年

均值增减／％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

ｔｈｅｌａｓｔ７ｙｅａｒｓ

叶病株率

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ｐｌａ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ｌｅａｖｅｓ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比上年同期

增减／％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ｙｅａｒ

ｏｎｙｅａｒ

比近７年

均值增减／％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

ｔｈｅｌａｓｔ７ｙｅａｒｓ

茎病株率

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ｐｌａ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ｓｔｅｍ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比上年同期

增减／％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ｙｅａｒ

ｏｎｙｅａｒ

比近７年均值

增减／％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

ｔｈｅｌａｓｔ７ｙｅａｒｓ

云南Ｙｕｎｎａｎ １．２０ －８．００ －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０．１０ －８８．９０ －９３．１０ １．２０ －２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０ ０ ０

四川Ｓｉｃｈｕａｎ ３．２０ ５７．６４ ２１．９０ １５．２０ ７．００ １０３．２０ ０．３０ －２．２１ －７５．８０

重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１．３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８０ ６．４０ １８．４０ ０ ０ ０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４．２０ １６．６７ ３５．４９ ８．９０ １７．１０ ３４．８０ １．５０ ５０．００ ６６．７０

江西Ｊｉａｎｇｘｉ ３．４０ ２１．４２ １．４０ ６．１０ ７．３０ ７．５０ ０．４０ １．２０ １．４０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６．３０ －１０．００ ３４．３８ ９．５０ － － １．３０ － －

安徽Ａｎｈｕｉ ２．４０ ２０．１０ ８．００ ３．７０ ０ ８．００ ０．１０ － －

浙江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０ ０ ０ ８．００ － － ０．５０ － －

河南 Ｈｅｎａｎ ０．２０ ０ ０ ３．５０ － － ０．５０ － －

陕西Ｓｈａａｎｘｉ ２．７０ －２８．９０ －２２．８９ ２．７０ －１５．６０ －７．５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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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６年油菜盛花期与菌核病子囊盘萌发期情况

犜犪犫犾犲５　犉犾狅狑犲狉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狉犪狆犲犪狀犱犪狆狅狋犺犲犮犻狌犿犵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犵犲狅犳狉犪狆犲狊犮犾犲狉狅狋犻狀犻狅狊犲犻狀２０１６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子囊盘萌发盛期／月日

Ａｐｏｔｈｅｃｉｕｍ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盛花期／月日

Ｆｕｌｌｂｌｏｏｍｓｔａｇｅ

盛花期与常年相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

ｆｕｌｌｂｌｏｏｍｓｔａｇｅ

发病盛期／月日

Ｐｅａｋ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０３ １５－０４ ０５

海门市：０３ １５－０３ １９
东台市：０３ ３１－０４ ０８
兴化市：０３ ２０－０３ ３０

接近

海门市：５月２０日

东台市：４月中、下旬

兴化市：４月２０日

四川Ｓｉｃｈｕａｎ ０２ ２５－０３ １０ ０３ １０－０３ ２５ 接近 ３月中旬－下旬

重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０４ ０１－０４ ２０ ０３ １０－０４ １０ 晚３天 ４月上旬－中旬

湖南Ｈｕｎａｎ ０２ ２８－０３ ２５ ０３ ０５－０３ ２５ 早２天 ３月中旬－４月上旬

江西Ｊｉａｎｇｘｉ ０３ ２０－０４ ０１ ０３ ２７－０４ ０４ 晚３天 ３月下旬末－４月上旬

湖北Ｈｕｂｅｉ ０３ １５－０３ ３０ ０３ １０－０３ ３０ 早５天 ３月下旬－４月下旬

安徽Ａｎｈｕｉ ０３ １０－０４ ０３ ０３ １０－０４ ０３ 早４天 ３月中旬－４月上旬

浙江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０３ ２５－０４ ０６ ０３ ２５－０４ １０ 接近 ４月中旬－下旬

河南Ｈｅｎａｎ 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 ０３ ２０－０４ １９ 晚２天 ４月下旬－５月上旬

陕西Ｓｈａａｎｘｉ ０３ ２５－０３ ３０ ０３ １５－０４ ０９ 早３天 ４月上中旬

２．２．３　气候因素有利

２０１５年冬季，全国平均气温－２．３℃，较常年同

期（－３．４℃）偏高１．１℃。江南东部、华南东部及海

南、西南东部局部等地偏高１～４℃。全国平均降水

量为２４．１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０．５ｍｍ）偏多１．３倍，

为田间菌源越冬提供了有利条件［１１］。２０１６年１月，

全国平均降雨量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同期最多，其中华南

大部，江南大部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２成至２倍。

２月份，全国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江淮、江汉、江南

西部等地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１～４℃，冬暖春湿为子

囊盘的萌发提供了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也造成油菜抽

薹早。２月１１－１５日，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遭受短时寒

潮袭击，江淮、江南、华南中部和北部及贵州等地降温

幅度在１６℃以上，多地遭受５级以上大风，造成油菜

茎叶受损，为病原菌侵染提供了便利条件。

３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或接近常年，

降雨接近常年，其中华南东部、江南南部、四川大部

降水偏多５成至２倍，造成３月中下旬油菜种植区

病叶率快速增加，发病严重。

４月份全国平均气温１２．６℃，较常年同期偏高

１．６℃，其中江淮东北部、江汉东北部偏高２～４℃。全

国平均降水量６２．２ｍｍ，较常年同期偏多３９．１％，其

中南方大部降水偏多２～８成。５月份全国平均气

温１６．３℃，其中华南大部，四川西北部气温比常年

同期偏高０．５～２℃。全国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同期

偏多１９．１％，江淮、江南中东部、湖南中部等地降水

量较常年偏多２～５成。４月和５月，南方多地遭受

暴雨洪涝，此时正值油菜谢花结荚，抵抗力下降，接

连阴雨天气，田间湿度大，极端天气造成植株机械损

伤。气温适宜，对油菜菌核病的蔓延流行极为有利，

造成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油菜茎部发病严重。

２．２．４　品种抗性不高

油菜种植区主栽品种对油菜菌核病抗性较差，

比较容易感病。总体来看，全国油菜主产省（市）甘

蓝型油菜的种植比例一般都在９０％以上，品种总体

抗病程度为感病和一般，感病品种比例一般都在

５０％以上，最高省份达到１００％。如表６所示，目前大

部分省区油菜主栽品种抗病性偏低，感病程度偏高。

６个省的油菜品种总体易感病，其余６省油菜品种感

病程度一般。四川、湖南、湖北油菜种植面积最大，均

超过１００万ｈｍ２，油菜品种感病程度分别为感病、一

般、一般。感病品种比例一般在４０％～７０％，最高

达１００％。病情指数一般在２０～３０，最高达４２．１０。

油菜品种抗病程度不高为油菜菌核病的发生提供了

十分有利的条件。

２．２．５　栽培管理不科学

各省种植结构复杂，种植制度不一，油菜生育期

不同步，导致花期变长，子囊盘萌发盛期得以与油菜

盛花期长时间吻合，为菌核侵染提供了便利。另外

油菜菌核病发病前期，病症较隐蔽，后期植株高大茂

密，药剂防治难度大，农民对菌核病认识不足，疏于防

治；防治适期，无法做到科学用药，难以收到理想的防

治效果，为油菜菌核病的发生流行提供了极大便利。

３　对策与讨论

３．１　加强田间监测，确定防治关键期

油菜菌核病后期的发病程度与核盘菌花瓣侵染

率密切相关［１４］，加强田间监测，及时关注田间油菜

花瓣感病情况，全面掌握田间油菜病虫害发生动态，

从而确定最适宜的防治时期。研究表明［６］，在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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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和盛花中期各喷药一次即可有效抑制病原菌对

茎秆的侵染，减缓油菜菌核病的扩展蔓延，减轻损

失。倘若施药一次，在盛花期喷药，也可达到不错的

防治效果，茎病株率防效可达到８２．６９％
［１５］。

表６　２０１６年全国油菜主产区主栽品种抗性情况

犜犪犫犾犲６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狉犪狆犲狏犪狉犻犲狋狔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犻狀犿犪犻狀狆犾犪狀狋犻狀犵狉犲犵犻狅狀狊狅犳犆犺犻狀犪

省份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种植面积／万ｈｍ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ａｒｅａ

甘蓝型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犅狉犪狊狊犻犮犪狀犪狆狌狊

总体感病程度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ｖａｒｉｅｔｙ

感病品种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

四川Ｓｉｃｈｕａｎ １０４．０３ ９２ 感病 ８５ ４２．１０

贵州Ｇｕｉｚｈｏｕ ５５．３３ ９０ 一般 ５２ ５．３３

重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２４．９１ ８０ 一般 ３５ １３．４０

湖南 Ｈｕｎａｎ １２８．６０ ９６．３ 一般 ４１．９ ２２．０１

江西Ｊｉａｎｇｘｉ ５４．６４ ９０ 一般 ９０ ２４．４０

湖北 Ｈｕｂｅｉ １２０．２７ ９９．３ 一般 ６０ ２０．５０

安徽Ａｎｈｕｉ ５２．００ ９６ 感病 ９０ ２４．９０

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８．７５ １００ 感病 １００ ３４．９０

浙江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１６．５３ ９０ 感病 ７０ ２４．９０

上海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０．３３ １００ 感病 ９０ ７．４１

河南 Ｈｅｎａｎ ３４．６７ ８５．１ 感病 ７７．４ ４．０９

陕西Ｓｈａａｎｘｉ １９．００ ９３．５ 一般 ２７ ６．０２

３．２　科学用药，延缓抗药性产生

国内长期使用多菌灵及其复配剂防治油菜菌核

病，导致核盘菌产生了极强的抗性，部分地区菌株对

多菌灵抗性甚至增强了１０～２０倍
［１６］，可交替使用

乙烯菌核利、异菌脲和腐霉利等防治菌核病［１５］；也

可使用木霉、盾壳霉和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控制核

盘菌［１７２１］。提高防治效果的同时，减少化学农药用

量，延缓病原菌抗药性发展。

３．３　选育高产抗病品种

目前生产上主要油菜品种对菌核病抗病程度总

体不高，积极研发推广高抗品种是关键。油菜菌核

病的侵染循环中，油菜叶片和茎部发病９０％以上是

由于花瓣介导的侵染［６］，如能阻止花瓣发病或者花

瓣能杀死病原菌，菌核病的侵染循环基本被阻断。

因此可培育花瓣少甚至无花瓣的油菜品种［２２］；利用

基因工程方法培育能产生抗菌肽的油菜花器等［２３］。

同时选用茎秆坚硬、抗倒伏、花期短的品种减少菌核

病侵染的几率，提高油菜菌核病的防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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