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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１０年油菜主要病虫害发生危害情况的统计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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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我国油菜种植面积逐年增加，尤其近三年均超过７５３万ｈｍ２，种植制度调整、观赏型油菜与

高产型油菜间隔种植、病虫害抗药性增强以及气候异常等因素导致我国油菜病虫害总体处于重发状态，防控压力

大。近１０年油菜各类病虫害年发生面积在７２１．１８万～８８１．７４万ｈｍ２次，防治面积在６８６．１８万～９８２．２８万ｈｍ２

次，通过防治年均挽回油菜损失９８．３４万ｔ，占全国油菜总产的７．２５％；年均实际损失２８．０９万ｔ，占全国油菜总产

的２．０７％。影响全国油菜生产的最为重要的１０种病虫害依次为油菜菌核病、油菜蚜虫、油菜霜霉病、小菜蛾、油菜

甲虫（叶甲科和露尾甲科甲虫，下同）、油菜茎象甲、油菜病毒病、地下害虫、菜粉蝶和油菜白锈病，以总损失计，比例

分别为５５．６０％、２３．４４％、９．５１％、２．８７％、２．４３％、１．６９％、１．５８％、１．５３％、０．８６％和０．５０％。对油菜生产威胁最

大的病虫害是油菜菌核病和油菜蚜虫。本文用大量翔实的历史数据统计分析了近１０年来油菜主要病虫害造成的

危害损失和暴发危害情况，为油菜病虫害的监测预警及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油菜；　病虫害；　危害损失；　暴发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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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菜是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之一，因其产油效

率高，菜籽油成为我国国产食用植物油的重要来源。

２００６年前后，受国际市场影响，国内油菜生产效益

下降，种植面积连续３年下滑
［１］。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１０

年间，随着我国“双低”油菜优势区域规划目标实

现［２］，国产油菜品质和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在国家政

策调整和市场推动下，油菜生产开始恢复增长，油菜

种植面积和单产，连续１０年持续增长。同时，全国

油菜病虫害发生程度也有所增加，１０年间油菜病虫

害总体处于重发态势，对油菜产量和油料产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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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严重威胁。其中影响较大的１０种常发性病

虫害包括油菜菌核病、油菜蚜虫、油菜霜霉病、小菜

蛾、油菜甲虫（叶甲科和露尾甲科甲虫，下同）、油菜

茎象甲、油菜病毒病、地下害虫、菜粉蝶和油菜白锈

病，另外油菜根肿病已成为长江中下游局部油菜区

顽疾，严重威胁当地油菜生产。病虫害活动猖獗给

植保工作带来很大压力，通过积极防治，年均挽回损

失９８．３４万ｔ。及时总结分析病虫害发生危害情况，

有助于农业部门植保机构调整植保工作方向，突出

工作重点，更好地做好油料作物病虫害的监测预警

和防控工作，有效控制病虫危害，减轻灾害损失，保

障油菜生产丰收和国家油菜产业安全。

１　材料与方法

全国油菜产区的１３个省份８６个区域测报站按

照病虫害测报技术规范开展病情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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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面积统计

首先抽样调查，计算抽样的各类型油菜田（早、中、

晚播或长势１、２、３类田）块达到防治指标的油菜地块数

及占各类型调查地块的百分比，然后以各类代表面积

及达到防治指标田块面积所占比例，采用加权平均法

求得某一单项病虫发生面积的比例，最后以此百分比

与油菜种植面积的乘积作为单项病虫害发生面积。

１．２　防治面积

防治面积是指利用化学、生物、物理等措施对油

菜病虫害进行控制的面积。

１．３　危害损失

（１）自然损失量的计算方法：首先计算每６６７ｍ２

损失数，即每６６７ｍ２油菜平均单产和相应级别的损

失率的乘积。油料作物病虫害发生程度分为５级，

大发生时（５级）的综合损失率按３０％计算，级差为

６％，即油料作物病虫害不同发生程度综合损失率分

别为６％、１２％、１８％、２４％、３０％。

（２）不防治自然总损失量的计算：即每６６７ｍ２

自然损失数乘以各种病虫发生总面积。

（３）单项病虫害损失总量的计算，在计算出油菜总

损失的基础上，首先计算单项病虫害在该作物病虫总

发生面积中的比重。比重（犘）＝（单项病虫害发生面积

×相应的级别）／（发生总面积×综合发生程度）×１００％；

单项病虫不防治的损失量＝不防治总损失量×犘。

（４）挽回损失计算方法：单项病虫挽回损失＝

（单项病虫不防治损失数／单项病虫发生面积）×防

治面积×９０％。９０％为防治效果，根据具体防治情

况可变动。

油菜整体的挽回损失为单项病虫的挽回损失累加。

（５）实际损失计算方法：单项病虫的实际损失＝

单项病虫的不防治损失数－挽回损失数。

油菜整体的实际损失为单项病虫的实际损失

累加［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近１０年来油菜主要病虫害发生概况与植物保

护贡献分析

２．１．１　油菜主要病虫害危害损失基本情况

近１０年来，全国油菜病虫害总体处于严重发

生状态，对油菜生产和国家油料产业安全形成了严

重威胁。据统计，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全国油菜病虫害

发生面积在５４５．３５万～８２０．２２万ｈｍ
２ 次，平均

７０８．７６万ｈｍ２次，１０年间油菜病虫害发生面积增

长较快，前５年（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最高值为１９９９年

的７２０．２８万ｈｍ２次，平均值为６３１．９４万ｈｍ２次，后

５年（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最高值为２００２年的８２０．２２万

ｈｍ２次，平均值为７８５．５８万ｈｍ２次。而近１０年来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全国油菜病虫害年发生面积持续

处于高位状态，一般在７２１．１８万～８８１．７４万ｈｍ２次，

年平均８２２．７８万ｈｍ２次，比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１０年平均

值增加１６．０９％，是油菜种植面积均值（７１４．６２万ｈｍ２

次）的１．１５倍，防治面积在６８６．１８万～９８２．２８万ｈｍ２

次，年平均８８５．３４万ｈｍ２次，是油菜种植面积的１．２４

倍。病虫害发生面积持续增加，基本都在８００万ｈｍ２

次以上，仅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由于全国油菜种植面积

锐减，病虫害发生面积降低至８００万ｈｍ２次以下，但

也超过了上一个１０年的平均值。近３年虽然稍有下

降，但发生面积依然维持在８００万ｈｍ２次以上的高位

状态（表１）。１０年间危害损失（挽回损失＋实际损失）

一般在８０．１２万～１４９．９２万ｔ，均值为１２６．４３万ｔ，同

比增加了２６．８７％。

２．１．２　油菜主要病害的危害损失情况

近１０年来，油菜病害发生程度总体偏重，发生危

害造成的损失逐年增加，且显著高于上一个１０年。

据统计，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全国油菜病害发生面积在

２０６．５５万～４７５．９０万ｈｍ
２ 次，均值为３７７．０３万

·５２·



２０１８

ｈｍ２次，防治面积２８０．８１万～３９７．９１万ｈｍ２次，均

值为３４０．５７万ｈｍ２次，危害损失（挽回损失＋实际

损失）３９．１７万～９４．１７万ｔ，均值为６５．１４万ｔ，年度

间波动较大。而近１０年来，油菜病害扩展迅速，发

生面积和危害损失持续处于高位状态，全国油菜病

害年发生面积在３６１．４８万～５２８．６４万ｈｍ
２次，平均

４６５．１１万ｈｍ２次，同比增加了２３．３６％，防治面积均

值为５０４．１８万ｈｍ２次，同比增加了４８．０４％。发生

面积一般都占油菜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５５％以上，

尤其近两年，发生面积占比接近６０％ （表２）。１０年

间，病害造成的损失（挽回损失＋实际损失）均值为

８３．５０万ｔ，同比增加２８．１９％。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全国油菜病虫害危害损失情况与油菜产量比较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狅犻犾狊犲犲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犾狅狊狊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犮犪狀狅犾犪犱犻狊犲犪狊犲狊犪狀犱狆犲狊狋狊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份

Ｙｅａｒ

发生面积／万ｈｍ２次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ｒｅａ

防治面积／万ｈｍ２次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ａｒｅａ

挽回损失／万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ｌｏｓｓ

实际损失／万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ｏｓｓ

油菜总产／万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挽回损失占总产比／％

Ｒａｔｉｏ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ｌｏｓｓ

实际损失占总产比／％

Ｒａｔｉｏ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ｌｏｓｓ

２００７ ７２１．１８ ６８６．１８ ６１．６３ １８．４９ １０５７．２６ ５．８３ １．７５

２００８ ７８７．７３ ７５５．６１ １０６．８３ ３３．８２ １２１０．１７ ８．８３ ２．７９

２００９ ８２７．８４ ８９８．６３ ９１．０９ ２７．１５ １３６５．７１ ６．６７ １．９９

２０１０ ８０８．７８ ９３７．１４ ９１．５９ ２７．８６ １３０８．１９ ７．０１ ２．１３

２０１１ ８８１．１６ ９４５．２９ ９５．８２ ２５．８７ １３４２．５６ ７．１４ １．９３

２０１２ ８７０．０４ ９２３．０２ ９８．７３ ３０．３５ １４００．７３ ７．０５ ２．１７

２０１３ ８０５．７０ ９２４．６５ ９３．３９ ２５．２２ １４４５．８０ ６．４６ １．７４

２０１４ ８８１．７４ ９８２．２８ １１８．０８ ３１．８４ １４７７．２２ ７．９９ ２．１６

２０１５ ８２９．０４ ９０４．５７ １１０．２１ ２８．９９ １４９３．０７ ７．３８ １．９４

２０１６ ８１４．５８ ８９６．０１ １１５．９９ ３１．３３ １４５４．５６ ７．９７ ２．１５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８２２．７８ ８８５．３４ ９８．３４ ２８．０９ １３５５．５３ ７．２５ ２．０７

　１）数据来源：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全国植物保护统计资料》（２００７－２０１６）；粮食产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

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２０１６）；Ｄａｔａｏｆｙｉｅｌｄｆｒｏ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表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全国油菜病害危害损失情况与油菜产量比较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狅犻犾狊犲犲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犾狅狊狊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犮犪狀狅犾犪犱犻狊犲犪狊犲狊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份

Ｙｅａｒ

发生

面积／万ｈｍ２次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ｒｅａ

防治

面积／万ｈｍ２次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ａｒｅａ

挽回

损失／万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ｌｏｓｓ

实际

损失／万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ｏｓｓ

油菜

总产／万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挽回损失占总产比／％

Ｒａｔｉｏｏｆ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ｌｏｓｓ

实际损失占

总产比／％

Ｒａｔｉｏ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ｌｏｓｓ

发生面积占病虫害

总面积比／％

Ｒａｔｉｏ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ａｒｅａ

２００７ ３６１．４８ ３４６．４０ ３３．３２ １１．２９ １０５７．２６ ３．１５ １．０７ ５０．１２

２００８ ４４１．１９ ４２６．０１ ７０．２３ ２０．１８ １２１０．１７ ５．８０ １．６７ ５６．０１

２００９ ４６８．３８ ５１８．２４ ６０．２７ １８．４９ １３６５．７１ ４．４１ １．３５ ５６．５８

２０１０ ４６０．２１ ５５１．９４ ５９．９１ １７．９８ １３０８．１９ ４．５８ １．３７ ５６．９０

２０１１ ４５５．８１ ４９０．０４ ５２．２１ １４．４１ １３４２．５６ ３．８９ １．０７ ５１．７３

２０１２ ５２８．６４ ５４８．１１ ７１．６４ ２４．１０ １４００．７３ ５．１１ １．７２ ６０．７６

２０１３ ４５７．９９ ５４８．０２ ５９．８８ １６．６７ １４４５．８０ ４．１４ １．１５ ５６．８４

２０１４ ５０２．６６ ５５５．１９ ７８．２８ ２３．４４ １４７７．２２ ５．３０ １．５９ ５７．０１

２０１５ ４９３．３８ ５３４．８３ ７５．９４ ２２．３８ １４９３．０７ ５．０９ １．５０ ５９．５１

２０１６ ４８１．３４ ５２３．０４ ８０．５５ ２３．８２ １４５４．５６ ５．５４ １．６４ ５９．０９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４６５．１１ ５０４．１８ ６４．２２ １９．２８ １３５５．５３ ４．７３ １．４２ ５６．５３

　１）数据来源：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全国植物保护统计资料》（２００７－２０１６）；油菜产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

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２０１６）；Ｄａｔａｏｆｙｉｅｌｄｆｒｏ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ｄａ

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油菜生产中全国性比较严重的病害有油菜菌核

病、油菜病毒病、油菜霜霉病和油菜白锈病４种。其

中油菜菌核病对油菜生产威胁最大，每年的发生危

害和造成的损失都比较高，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１０年平

均，每年通过防治挽回损失５２．７１万ｔ，占油菜全部

病害挽回损失的８２．０８％，实际损失为１５．７５万ｔ，

占油菜全部病害实际损失的８１．６９％ （表３，图１），

尤其是近３年以来，油菜菌核病呈逐年加重趋势，防

治挽回的损失２０１４－２０１６比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３年的

平均值增加３７．５１％，实际损失增加了３７．６６％。油菜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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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病总体发生平稳，防治挽回损失最高为１．８５万ｔ，

近年来保持在１．４０万ｔ左右，实际损失保持在０．６２万ｔ

以下。油菜霜霉病危害损失低于菌核病，但近３年

逐渐呈加重态势，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防治挽回损失均值

（１１．４４万ｔ）比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均值（５．６６万ｔ）增加

１０２．１２％，实际损失均值（３．３４万ｔ）比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均值（２．２万ｔ）增加５１．８２％。油菜白锈病危害损

失相对较轻，近１０年来防治挽回损失最高为０．８０

万ｔ，实际损失低于０．１７万ｔ（表３）。其他病害危害

损失较小，没有单独统计，其中油菜根肿病需要引起

注意，该病害自１９９５年国内报道以来已经在重庆、四

川、云南、湖北等地广泛流行，且病情逐年加重。虽然

目前只是在局部地区发生较重，但是对油菜产量和品

质影响却十分严重，发病田块需要轮作８年以上才能

彻底消除危害［４］，潜在威胁巨大。有研究表明，油菜

一旦被根肿菌侵染，产量损失将高达５６．４％
［５］。

表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油菜主要病害危害损失情况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犾狅狊狊犲狊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犮犪狀狅犾犪犱犻狊犲犪狊犲狊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万ｔ

年份

Ｙｅａｒ

油菜菌核病

Ｒａｐｅ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ｎｉｏｓｅ

挽回

Ｓａｖｅｄ

实际

Ａｃｔｕａｌ

油菜病毒病

Ｒａｐｅｖｉｒ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

挽回

Ｓａｖｅｄ

实际

Ａｃｔｕａｌ

油菜霜霉病

Ｒａｐｅｄｏｗｎｙｍｉｌｄｅｗ

挽回

Ｓａｖｅｄ

实际

Ａｃｔｕａｌ

油菜白锈病

Ｒａｐｅｗｈｉｔｅｒｕｓｔ

挽回

Ｓａｖｅｄ

实际

Ａｃｔｕａｌ

其他病害

Ｏｔｈｅｒｓ

挽回

Ｓａｖｅｄ

实际

Ａｃｔｕａｌ

２００７ ２７．９７ ９．２７ １．７７ ０．５２ － － － － ３．５８ １．６５

２００８ ６１．１５ １７．０２ １．８５ ０．５３ ４．４８ １．９９ ０．８０ ０．１３ １．９５ ０．５１

２００９ ５０．１３ １５．１９ １．４１ ０．４２ ６．８５ ２．４１ ０．５８ ０．１７ １．２９ ０．３０

２０１０ ５０．５３ １４．７２ １．３２ ０．５７ ６．４６ ２．２０ ０．３２ ０．１１ １．２８ ０．３７

２０１１ ４０．９１ １１．０８ １．６０ ０．６２ ８．３９ ２．３５ ０．３２ ０．０９ １．０１ ０．２７

２０１２ ５７．６６ １９．７２ １．２３ ０．４８ １０．６０ ３．１８ ０．６３ ０．１０ １．７９ ０．６５

２０１３ ４７．２７ １３．３８ １．３２ ０．３７ ９．５６ ２．５８ ０．４７ ０．０８ １．２６ ０．２６

２０１４ ６３．２２ １９．３１ １．３２ ０．４９ １１．８８ ３．２８ ０．４８ ０．０９ １．３８ ０．２７

２０１５ ６２．１７ １８．２２ １．２２ ０．４７ １１．０８ ３．３５ ０．４３ ０．０９ １．０４ ０．２５

２０１６ ６６．０９ １９．５７ １．４３ ０．４８ １１．３５ ３．３８ ０．５５ ０．１３ １．１２ ０．２５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５２．７１ １５．７５ １．４５ ０．５０ ８．９６ ２．７５ ０．５１ ０．１１ １．５７ ０．４８

　１）数据来源：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全国植物保护统计资料》（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油菜主要病害危害损失情况比较

犉犻犵．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狅犻犾狊犲犲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犾狅狊狊犲狊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犮犪狀狅犾犪犱犻狊犲犪狊犲狊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２．１．３　油菜主要虫害的危害损失情况

油菜生产中比较常见的害虫有蚜虫、地下害虫、小

菜蛾、菜粉蝶、油菜甲虫、油菜茎象甲。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１０年间，虫害发生面积在３３３．３７万～４２５．３５万ｈｍ２

次，均值为３５７．６８万ｈｍ２次，同比增加９．２％；防

治面积在３２９．６０万～４５５．２５万ｈｍ
２ 次，均值为

３８１．１３万ｈｍ２ 次，同比增加了２２．６１％；为害损失

（挽回损失＋实际损失）均值为４３．５２万ｔ，同比增加

了１５．０５％，其中油菜蚜虫为害造成损失最大。１０

年间，油菜蚜虫为害损失（挽回损失＋实际损失）自

２０１１年达到高峰４１．１４万ｔ之后，每年损失在

２８．８６万ｔ左右，年度间波动不超过２万ｔ，每年通过防

治挽回损失２３．４８万ｔ，占油菜全部虫害挽回损失的

６７．９２％，实际损失为５．３８万ｔ，占油菜全部虫害实际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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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的６０．１１％（表４）。地下害虫、小菜蛾２００８年前

后造成损失相对较重，２０１１年以后总体呈下降趋势，

实际造成损失一般在０．２万～０．９万ｔ。菜粉蝶、油

菜甲虫和油菜茎象甲年度间发生比较平稳，实际损

失自２０１０年开始均在０．７５万ｔ以下（表４）。

２．１．４　植物保护在油菜生产中的贡献分析

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１０年的油菜病虫害发生危害

情况分析比较可知，通过积极防治我国每年挽回油

菜损失６１．６３万～１１８．０８万ｔ，占全国油菜总产的

５．８３％～８．８３％；１０年平均年挽回损失９８．３４万ｔ，

占全国油菜总产的７．２５％。防治后每年仍损失油

菜１８．４９万～３３．８２万ｔ，占全国油菜总产的１．７４％

～２．７９％；１０年平均年实际损失２８．０９万ｔ，占全国

油菜总产的２．０７％。即全国每年因病虫危害实际

造成油菜损失大约３０万ｔ，每年通过防治可挽回油

菜损失大约１００万ｔ（表１）；每年因病虫危害造成的

损失仅为全国油菜总产的２％，实际挽回的损失约

占全国油菜总产的７．３％。

表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油菜主要虫害为害损失情况１
）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犾狅狊狊犲狊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犮犪狀狅犾犪犻狀狊犲犮狋狆犲狊狋狊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万ｔ

年份

Ｙｅａｒ

油菜蚜虫

Ｒａｐｅａｐｈｉｄ

挽回

Ｓａｖｅｄ

实际

Ａｃｔｕａｌ

地下害虫

Ｓｏｉｌｉｎｓｅｃｔｓ

挽回

Ｓａｖｅｄ

实际

Ａｃｔｕａｌ

小菜蛾

犘犾狌狋犲犾犾犪狓狔犾狅狊狋犲犾犾犪

挽回

Ｓａｖｅｄ

实际

Ａｃｔｕａｌ

菜粉蝶

犘犻犲狉犻狊狉犪狆犪犲

挽回

Ｓａｖｅｄ

实际

Ａｃｔｕａｌ

油菜甲虫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ｂｅｅｔｌｅ

挽回

Ｓａｖｅｄ

实际

Ａｃｔｕａｌ

油菜茎象甲

Ｓｔｅｍｗｅｅｖｉｌ

挽回

Ｓａｖｅｄ

实际

Ａｃｔｕａｌ

其他害虫

Ｏｔｈｅｒｓ

挽回

Ｓａｖｅｄ

实际

Ａｃｔｕａｌ

２００７ ２１．７９ ５．０３ １．５９ ０．３８ － － － － － － － － ４．９４ １．８１

２００８ １９．４６ ４．２４ １．８７ １．０５ ４．３４ ４．４９ ０．７３ ０．０５ ２．３７ ０．６５ １．７７ ０．４０ ６．０６ ２．７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６ ５．０６ １．０３ ０．４３ ３．１９ ０．９２ ０．７７ ０．１２ ２．５５ １．００ ０．９７ ０．４８ ２．２６ ０．６５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６ ６．３９ １．２３ ０．３７ ３．０９ ０．８９ ０．８５ ０．１６ ２．４８ ０．６０ １．８８ ０．６１ ２．２０ ０．８６

２０１１ ３２．７２ ８．４２ １．６６ ０．４８ ２．２０ ０．５３ ０．９２ ０．２０ ２．０３ ０．４９ １．４２ ０．５７ ３．０４ ０．７６

２０１２ ２２．８８ ５．１１ １．３２ ０．４３ ２．３６ ０．５３ ０．９４ ０．１５ １．７４ ０．４６ １．０１ ０．４４ １．６２ ０．５０

２０１３ ２４．２１ ５．２２ １．１４ ０．３５ １．８３ ０．８３ １．１３ ０．２１ ２．０８ ０．７３ １．１８ ０．５７ １．９４ ０．６６

２０１４ ２６．３０ ５．６８ １．６７ ０．３８ １．９１ ０．３３ ０．９２ ０．１７ ３．３９ ０．５６ ２．２０ ０．５０ ３．４２ ０．７８

２０１５ ２３．３８ ４．２１ １．４７ ０．３８ １．５４ ０．２８ ０．９１ ０．１７ ２．２０ ０．５６ ２．１１ ０．４５ ２．６８ ０．５８

２０１６ ２４．０４ ４．４５ １．３４ ０．２８ １．９１ ０．６２ ０．９４ ０．１７ ２．３５ ０．７２ １．７４ ０．４６ ３．１３ ０．８１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２３．４８ ５．３８ １．４３ ０．４５ ２．４８ １．０５ ０．９０ ０．１６ ２．３５ ０．６４ １．５９ ０．５０ ３．１３ １．０２

　１）数据来源：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全国植物保护统计资料》（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２．２　油菜常发性病虫害对油菜产量的影响分析

油菜作为我国国产食用植物油的最主要来源，

其稳产高产对稳定全国油料市场意义重大［６８］。油

菜整个生育期过程中，病害种类繁多，但具有突发、

暴发威胁，造成损失最严重的病虫害主要有油菜菌

核病、油菜霜霉病和油菜蚜虫。

２．２．１　油菜菌核病

油菜菌核病是油菜所有病虫害中发生范围最广、

发生面积最大、暴发频率最高、危害损失最重的一类

病害，容易暴发成灾［９１０］。上一个１０年油菜菌核病发

生面积扩展迅速，从１９９７年的２６６．４３万ｈｍ２持续增

加至３５０．７８万ｈｍ２，防治面积从２５０．００万ｈｍ２增加

至３１８．１８万ｈｍ２，２００６年前后，受全国油菜种植面积

缩减影响，油菜菌核病发病面积降低至２９５万ｈｍ２以

下。近１０年来，菌核病发生危害依然严重，扩展速

度虽然减缓，但发生面积一直保持在３１０万ｈｍ２的

高位状态，最高达到３２８．８０万ｈｍ２，防治面积最高

达３８９．９６万ｈｍ２。１０年间，油菜菌核病造成的损

失也显著增加，与上一个１０年相比，危害损失（挽回

损失＋实际损失）均值增加了１４．６７％，损失值一度

超过８０万ｔ，实际损失接近２０万ｔ（表５）。尤其是

近３年，危害损失最严重。２０１６年菌核病发生面积

３０８．５４万ｈｍ２，防治面积３４２．７９万ｈｍ２，防治挽回损

失高达６６．０９万ｔ，占当年油菜总产的４．５４％，实际损

失１９．５７万ｔ，占当年油菜总产的１．３５％。危害损失

仅次于２０１６年的是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５年，菌核病发生面积

分别为３１７．５８万ｈｍ２和３１９．３８万ｈｍ２，防治面积

分别为３６１．４９万ｈｍ２和３５６．４０万ｈｍ２。产量损失

虽不及２０１６年，但防治挽回损失均超过６０万ｔ，占当

年油菜总产比例均超过４％，实际损失超过１８万ｔ，占

当年油菜总产比例均在１．２％以上（表５）。１０年中

防治挽回损失超过５５万ｔ的年份有５个，同年间，实

际损失均超过１７万ｔ，而上一个１０年间，防治挽回

损失最高的为２００２年的５０．０７万ｔ。

２．２．２　油菜蚜虫

油菜蚜虫是所有油菜虫害中最易暴发成灾的害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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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发生特点一般为繁殖快、发生面广、持续时间

长［１１１３］。近１０年，油菜蚜虫发生面积一般在２００万

～３００万ｈｍ
２次，均值为２２７．３４万ｈｍ２次，防治面积

一般在２２０万～３３０万ｈｍ
２次，均值为２６０．５６万ｈｍ２

次，与上一个１０年相比，蚜虫的发生面积和防治面

积年度基本持平，年度间基本平稳。但２０１１年油菜

蚜虫为害出现高峰，发生面积和防治面积最大，分别

为２９７．５３万ｈｍ２次和３２２．８４万ｈｍ２次；为害损失

也最严重，防治挽回损失３２．７２万ｔ，占当年油菜总

产的２．４４％，实际损失８．４４万ｔ，占油菜总产的

０．６３％（表５）。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油菜蚜虫发生为

害仅次于２０１１年，发生面积分别为２３１．４６万ｈｍ２

次和２５９．７７万ｈｍ２次，防治面积为２５９．２７万ｈｍ２

次和２９８．０１万ｈｍ２ 次，通过防治挽回损失分别为

２４．２１万ｔ和２６．３０万ｔ，分别占当年油菜总产的

１．６７％和１．７８％，实际损失为５．２２万ｔ和５．６８万ｔ，

分别占当年油菜总产的０．３６％和０．３８％。虽然近

年来油菜蚜虫发生为害较稳定，但依然不容小觑，１０

年间通过防治挽回损失超过２３万ｔ的年份就有

５个。

表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１０年间主要病虫害暴发危害情况统计分析１
）

犜犪犫犾犲５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犮犪狀狅犾犪犾狅狊狊犲狊犮犪狌狊犲犱犫狔狆犲狊狋狅狌狋犫狉犲犪犽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病虫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发

年份

Ｙｅａｒ

发生面积／万ｈｍ２次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ｒｅａ

防治面积／万ｈｍ２次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ａｒｅａ

挽回损失／万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ｌｏｓｓ

实际损失／万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ｏｓｓ

油菜总产／万ｔ

Ｙ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

ｃａｎｏｌａ

挽回占油菜

总产比／％

Ｒａｔｉｏ

实损占油菜

总产比／％

Ｒａｔｉｏ

油菜菌核病

Ｒａｐｅ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ｎｉｏｓｅ

２０１４ ３１７．５８ ３６１．４９ ６３．２２ １９．３１ １４７７．２２ ４．２８ １．３１

２０１５ ３１９．３８ ３５６．４０ ６２．１７ １８．２２ １４９３．０７ ４．１６ １．２２

２０１６ ３０８．５４ ３４２．７９ ６６．０９ １９．５７ １４５４．５６ ４．５４ １．３５

油菜蚜虫

Ｒａｐｅａｐｈｉｄ

２０１１ ２９７．５３ ３２２．８４ ３２．７２ ８．４２ １３４２．５６ ２．４４ ０．６３

２０１３ ２３１．４６ ２５９．２７ ２４．２１ ５．２２ １４４５．８０ １．６７ ０．３６

２０１４ ２５９．７７ ２９８．０１ ２６．３０ ５．６８ １４７７．２２ １．７８ ０．３８

油菜霜霉病

Ｒａｐｅｄｏｗｎｙｍｉｌｄｅｗ

２０１４ １５２．６１ １５６．５４ １１．８８ ３．２７ １４７７．２２ ０．８０ ０．２２

２０１５ １４３．９０ １４３．５２ １１．０８ ３．３５ １４９３．０７ ０．７４ ０．２２

２０１６ １４０．２７ １３６．５４ １１．３５ ３．３８ １４５４．５６ ０．７８ ０．２３

　１）数据来源：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全国植物保护统计资料》（２００７－２０１６）；油菜产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

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２０１６）；Ｄａｔａｏｆｙｉｅｌｄｆｒｏ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２．２．３　油菜霜霉病

油菜霜霉病是油菜整个生育期中都可能发生的一

种病害，也是造成油菜低产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４１５］。上

一个１０年油菜霜霉病对油菜生产并不构成威胁，而近

１０年来，油菜霜霉病发生逐年加重，尤其是近三年，发

生面积和防治面积均超过１４０万ｈｍ２，２０１４年危害最为

严重，发生面积和防治面积分别为１５２．６１万ｈｍ２和

１５６．５４万ｈｍ２，比２００８年增加了１倍，防治挽回损

失１１．８８万ｔ，占当年油菜总产的０．８０％，实际损失

３．２７万ｔ，占当年油菜总产的０．２２％。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６年为害仅次于２０１４年，发生面积、防治面积和

防治挽回损失略低于２０１４年，实际损失略高于

２０１４年（表５）。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植保工作在油菜病虫防控中的作用

根据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近１０年的油菜病虫害发生

危害情况统计结果可知，每年植物保护通过防治挽

回油菜损失约９８．３４万ｔ左右，尤其是近３年，挽回

损失均超过１１０万ｔ，是１０年前的１．７９～１．９２倍；

１０年间，挽回损失占全国油菜总产比一般在５．８３％

～８．８３％，平均７．２５％，实际损失保持在２％左右，

说明植保工作在减轻油菜病虫害危害，促进油菜高

产稳产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油菜种植面积

逐年增加，近三年以来均超过７５３万ｈｍ２，观赏型油

菜与高产型油菜间隔种植，病虫抗药性增强，气候异

常等因素导致病虫害活动频繁，防控压力大，植保工

作依然承担着不可或缺的重任。

３．２　关于影响油菜生产的最主要的病虫害种类

统计分析近１０年主要病虫害危害损失情况，如

果以总损失计，则影响全国油菜生产最为重要的十大

病虫害依次为油菜菌核病、油菜蚜虫、油菜霜霉病、小

菜蛾、油菜甲虫、油菜茎象甲、油菜病毒病、地下害虫、

菜粉蝶和油菜白锈病，比例分别为５５．６０％、２３．４４％、

９．５１％、２．８７％、２．４３％、１．６９％、１．５８％、１．５３％、

０．８６％和０．５０％。如果以实际损失计，则影响全国

油菜生产最为重要的十大病虫害排序依然相同，所占

比例依次为５７．７４％、１９．７３％、１０．０７％、３．８３％、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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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５％、１．８３％、１．８２％、１．６６％、０．５７％和０．４１％。

由此可见，油菜菌核病以绝对优势占据榜首，成为影

响油菜安全生产的最大威胁；油菜蚜虫成为仅次于

油菜菌核病的第二大威胁；油菜根肿病面积不大，植

保统计尚未涉及，但该病害类似于油菜田的顽疾，一

旦发病，数十年将无法耕种，且近年来在长江中下游

地区有扩展蔓延趋势。

３．３　新形势下，加强监测预警在油菜安全生产中的

作用

　　根据农业部农药零增长行动规划和以绿色发展

理念引领种植业转型升级的总要求，新形势下保障

油菜产量和品质，抵御病虫害的威胁，一个重要的方

面是要加强监测预警。以油菜生产中造成危害损失

最严重的菌核病为例，油菜菌核病后期的发病程度

与花瓣核盘菌侵染率密切相关［１６］，通过监测掌握田

间油菜花瓣侵染情况，才能确定适宜的防治时期，有

研究表明，关键期喷药一次，茎部病害株率防效可达

８２．６９％
［１７］。因此应加强监测预警技术研究，完善测

报体系队伍建设，做好长、中、短期的油菜病虫害发生

趋势预测，提前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控预警方案，遇到

重大病虫害暴发危害，有能力控制其暴发流行趋势，

减轻危害损失，保障油菜丰收和油菜产业安全。

参考文献

［１］　殷艳，陈兆波，余健康，等．我国油菜生产潜力分析［Ｊ］．中国农

业科技导报，２０１０，１２（３）：１６ ２１．

［２］　农业部发展计划司．新一轮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汇编

［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９：８６ ８９．

［３］　李春广，汤金仪．植物保护统计技术与方法［Ｍ］．北京：中国农

业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０２ １１４．

［４］　杨正茜．油菜根肿病发生动态与危害及其防治技术研究［Ｄ］．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２０１４．

［５］　ＲＥＮＬｉ，ＪＩＡＪ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ＬＩ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ｃｌｕｂｒｏｏ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ｉｅｌｄｌｏｓｓ［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３（４）：７７５ ７７７．

［６］　殷艳，廖星，余波，等．我国油菜生产区域布局演变和成因分析

［Ｊ］．中国油料作物学报，２０１０，３２（１）：１４７ １５１．

［７］　王璐．中国油菜产业安全研究［Ｄ］．武汉：华中农业大学，２０１４．

［８］　王汉中．我国油菜产需形势分析及产业发展对策［Ｊ］．中国油料

作物学报，２００７，２９（１）：１０１ １０５．

［９］　康育光，韩巨才，刘慧平，等．核盘菌对几种杀菌剂的敏感性研

究［Ｊ］．山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２６（１）：１９ ２１．

［１０］李慧，文李，刘凯，等．油菜抗菌核病机制研究进展［Ｊ］．作物研

究，２０１５，２９（１）：８４ ８９．

［１１］刘爱芝，韩松，张书芬，等．吡虫啉及其复配剂不同施药方法对

油菜蚜虫控制效果［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０，３６（３）：１６２ １６５．

［１２］李德友，何永福，陆德清，等．油菜蚜虫发生危害规律及防控技

术［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１０，２３（５）：１７５７ １７５９．

［１３］符明联，侯树敏，朱炫，等．油菜蚜虫防控技术研究［Ｊ］．安徽农

业科学，２０１１，３９（９）：５２８７ ５２８９．

［１４］李荣峰，徐秉良，梁巧兰，等．甘肃省白菜型冬油菜霜霉病发生

规律［Ｊ］．中国油料作物学报，２０１２，３４（４）：４１３ ４１８．

［１５］王伟，方小平．油菜霜霉病病原菌生物学特性及发病条件的研

究［Ｃ］∥陈万权．病虫害绿色防控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国植

物保护学会２０１５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

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６］侯树敏，ＭＡＬＧＯＲＺＡＴＡＪ，李强生，等．利用油菜花瓣实验检

测油菜菌核病［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０９，２５（１７）：２０３ ２０５．

［１７］孙俊铭，韦刚，张启高，等．油菜菌核病防治药剂筛选试验报告

［Ｊ］．安徽农学通报，２００７，１３（７）：８０ ８１．

（责任编辑：田　?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

（上接１６页）

［１１］ＧＡＭＢＩＮＯＧ，ＰＥＲＲＯＮＥＩ，ＣＡＲＲＡＡ，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ｓｉ

ｌｅｎｃｉｎｇｉｎｇｒａｐｅｖｉｎ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ｗｉｔｈＧＦＬＶ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ｅｎ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ｓｉＲＮ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ｙｔｏｓｉｎｅ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１９

（１）：１７ ２７．

［１２］田莉莉，牛良．葡萄抗病毒双价ＲＮＡｉ植物表达载体构建及其

对烟草的遗传转化［Ｊ］．果树学报，２０１２，２９（６）：９９７ １００３．

［１３］田莉莉，牛良．葡萄广谱抗病毒ＲＮＡｉ载体构建及对合子胚起源

的体细胞胚的遗传转化［Ｊ］．分子植物育种，２０１６，１４（１）：７２ ７９．

［１４］郭佩佩，伍辉军，高学文．大豆凝集素基因犾犲犮狊转化烟草增强对

烟草花叶病毒的抗性［Ｊ］．植物病理学报，２０１３，４３（２）：１５７ １６５．

［１５］任芳，董雅凤，张尊平，等．酵母ｐａｃ１基因介导对葡萄Ｂ病毒

的抗性［Ｊ］．植物保护学报，２０１５，４２（４）：５３８ ５４３．

［１６］ＲＡＤＩＡＮＳＡＤＥＳ，ＰＥＲＬＡ，ＥＤＥＬＢＡＵＭＯ，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

ｇｅｎｉｃ犖犻犮狅狋犻犪狀犪犫犲狀狋犺犪犿犻犪狀犪ａｎｄｇｒａｐｅｖｉｎｅｐｌａｎｔ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犌狉犪狆犲狏犻狀犲狏犻狉狌狊犃（ＧＶ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Ｊ］．Ｐｈｙｔ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ａ，

２０００，２８（１）：７９ ９６．

［１７］ＬＩＮＧＫａｉｓｈｕ，ＺＨＵＨａｉｙｉｎｇ，ＧＯＮＳＡＬＶＥＳ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

犌狉犪狆犲狏犻狀犲犾犲犪犳狉狅犾犾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犲犱狏犻狉狌狊２ｉｓｃｏｎｆｅｒｒｅｄｂｙｐｏｓｔｔｒａｎ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ｎｅｓｉｌｅｎｃ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犖犻犮狅狋犻犪狀犪犫犲狀狋犺犪犿犻犪狀犪

［Ｊ］．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１７（４）：７３３ ７４０．

［１８］ＪＡＲＤＡＫＪＡＭＯＵＳＳＩＲ，ＷＩＮＴＥＲＨＡＧＥＮＰ，ＢＯＵＡＭＡＭＡＢ，

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ＦＬＶ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ｒｅｐｅａ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ｆｏ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ｐｅｖｉｎｅ［Ｊ］．ＰｌａｎｔＣｅｌｌ

Ｔｉｓｓｕｅ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９，９７（２）：１８７ １９６．

［１９］任芳，范旭东，董雅凤，等．葡萄Ａ病毒外壳蛋白基因克隆及

分子变异分析［Ｊ］．分子植物育种，２０１２，１０（５）：５６８ ５７４．

［２０］任芳，董雅凤，张尊平，等．葡萄抗病毒转基因研究进展［Ｊ］．

园艺学报，２０１３，４０（９）：１６３３ １６４４．

（责任编辑：田　?）

·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