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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双季稻区冬油菜早熟品种选育
和机械栽培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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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摘要］　为促进南方双季稻区冬油菜生产的发展，选育出油菜早熟品种和实行机械栽培是生产急需解决的
两大问题。 课题组经过近 ５年的系统研究，现已成功选育出 ５个早熟、双低、抗病、高含油量的油菜新组合（品
系）。 成功研制了适合油菜免耕（浅耕）直播要求的 ２ＢＹＦ（Ｄ）—６型油菜免耕直播联合播种机，并配套研究了
适合直播油菜要求的一次性施用控释肥；同时配合农艺上的催熟剂的开发与使用，研制了与高密度早熟油菜
品种相配套的 ４ＹＣ －２００油菜联合收割机。 形成了在南方双季稻区机械化种植油菜农艺操作规程。 通过以
上集成技术的实施，实现了油菜种植成本降低，种植面积扩大，油菜产量和种植经济效益的提高，试验测定，
通过机械化种植油菜，每公顷纯收入可增至 ４ ５００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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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国是世界油菜生产大国，常年油菜面积达

８００ ×１０４ ｈｍ２
左右、总产 １ ２００ ×１０４ ｔ 左右，均居世

界第一位。 每公顷产 １ ６５０ ｋｇ 左右，与世界平均产
量持平。 但我国人口众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用植物油消费快速增加，以至于
国产食用植物油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需靠大量进口。
据有关统计资料

［ １，２］ ，２００５ 年，我国实际进口植物油
脂 ６７２ ×１０４ ｔ，进口大豆 ２ ４００ ×１０４ ｔ，合计折合进口
油脂超过 １ ０００ ×１０４ ｔ，进口量与国内产量几乎相
同。 至 ２００７ 年，国内的油料生产停滞不前，而市场
需求继续扩大，国内生产量合计为 ８８５ ×１０４ ｔ，进口
量达到 １ ３６１ ×１０ ４ ｔ，国产食用植物油自给率已
不足 ４０ ％，远远超出国际安全警界线范围，我国食
用植物油的战略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随着菜籽油在
工业、能源上的利用扩展，食用植物油供应紧张程度

将更显严峻。 面对“食用油之危”，胡锦涛总书记
２００８ 年曾两次批示要求：大力发展油菜生产，保障
国家食用植物油自给。 温总理在同年的人大枟政府
工作报告枠中明确指出，“特别要加强粮食、食用植
物油、肉类及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食品生产”。
国务院也提出了促进油菜生产发展的意见。 可见，
油菜生产的重要性已被提高到国家战略安全的高

度，发展油菜生产，增加国内供给已成为国人共识。
要保证食用植物油安全，当务之急是尽快增加

有效供给。 增加作物总产量一靠提高单产，二靠扩
大种植面积。 作物单产提高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
近 ２０年来我国油菜单产水平提高不足１５０ ｋｇ／ｈｍ２，平
均每年提高菜籽产量仅有 ７．５ ｋｇ／ｈｍ２

左右，年份
之间还有较大的反复。 依此推算，全国每年菜籽总
产量因单产的提高增加量只有 ５ ０００ ×１０４ ｋｇ 左右，
仅相当 ３．３３ ×１０４ ｈｍ２

油菜的菜籽产量，湖南仅有
６００ ×１０４ ｋｇ 左右，约相当 ４ ０００ ｈｍ２

油菜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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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靠提高单产在短期内大规模增加总产数量相
当困难。 若通过大规模扩大种植面积来迅速增加菜
籽总产则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据估计，目前我国
南方冬季每年尚有超过 ２ ０００ ×１０４ ｈｍ２

冬闲田可种

植油菜，其中湖南、江西、广东、广西 ６６６．７ ×１０４ ｈｍ２

左右，且多以双季稻田为主。 湖南省油菜生产居全
国第 ２ 位，主要分布在湘北、湘南、湘中、湘西等地
区，每年有高达 ２００ ×１０４ ｈｍ２

以上的可种植油菜的

优良稻田被闲置。 这些冬闲田冬季温、光、水资源丰
富，土壤类型十分适合油菜生长，加之油菜是冬季作
物，不与粮食作物争地，这为油菜的发展提供了巨大
的空间。 如果能将其中 ５０ ％左右的冬闲田种上油
菜，则湖南每年可扩大油菜种植面积 １００ ×１０４ ｈｍ２

以上，可增加菜籽 １５０ ×１０４ ｔ以上，高于湖南现有菜
籽总产数量。 全国每年则可扩大油菜种植面积达
２００ ×１０４ ｈｍ２

以上，可增加菜籽 ６００ ×１０４ ｔ 以上，是
全国现有菜籽总产量的一半多，可快速实现短期内
大规模增加国内菜籽有效供给的目标。 同时，冬闲
稻田通过种植油菜作物，土壤结构得到改良，肥力水
平得到提高，对后作水稻的高产、稳产也具有良好的
作用。

为了解决我国南方双季稻区发展油菜生产的问

题，农业部提出了振兴油料行动计划，组织开展油菜
高产创建活动，湖南省设置省长项目“湖南双季稻
区油菜早熟品种选育和机械化生产技术研究与生产

示范”（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和湖南省重大专项“油菜产业
化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等课题进
行了研究，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阶
段性成果。
2　油菜早熟品种选育
2．1　早熟品种选育的意义

１）油菜早熟品种成熟早，是解决双季稻与油菜
季节矛盾的根本途径。 当前种植的油菜品种为半冬
性甘蓝型品种， 其生育期偏长， 一般要求在 ９ 月中
下旬至 １０ 月上旬播种， 次年 ５ 月上中旬成熟， 全生
育期 ２１０ 天左右；而南方直播早稻要求 ４ 月 １０ 日左
右播种， 抛秧早稻要求 ４ 月 １５ 日左右抛秧， 插秧早
稻要求 ４ 月 ２５ 日左右插秧， 与油菜季节矛盾十分
突出。 同样南方直播棉花要求 ４ 月中下旬播种， 移
栽棉花要求 ４ 月下旬至 ５ 月中旬移栽， 也与油菜存
在季节矛盾。 双季晚稻一般在 １０ 月中下旬收割，
又影响油菜适期播种。 这样就导致很多地方为了保

双季稻，不种油菜，导致冬闲。 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
办法是选育油菜早熟品种

［３，４］ 。
２）油菜早熟品种耐迟播，冬前长势远强于迟熟

品种。 与正常育苗移栽油菜比，稻田直播油菜播种
期一般要迟 １５ ～２０ 天，双季稻区更迟，迟熟油菜品
种播后因气温相对较低，苗期生长差，田间杂草危害
严重，常导致草荒苗，严重影响油菜产量，而早熟品
种耐迟播，冬前长势远强于迟熟品种。

３）油菜早熟品种成熟早，可避开 ５ 月上中旬高
温逼熟，种子千粒重和含油量均较高。 油菜生长适
宜温度为 １０ ～２０ ℃，成熟期适宜温度为 １５ ～２０ ℃，
但我国南方现有油菜品种一般在 ５ 月上中旬成熟，
正处气温急剧上升时期，从表 １ 可看出，长沙近 ５ 年
５ 月每旬平均气温多在 ２０ ℃以上，每旬日最高气温
平均多年在 ２５ ℃以上，５ 月每日气温高于 ３０ ℃的
天数最多达 ９ ～１１ 天。 这样的气温条件对油菜中迟
熟品种产量形成影响较大。 一般早熟品种千粒重可
达 ４ ｇ 左右，而迟熟因高温逼熟的油菜千粒重仅 ３ ｇ
多。

表 1　2001—2005年长沙 5月份气温情况
Table 1　Temperature of May in Changsha

between 2001 and 2005

时间
旬平均

气温／℃
旬日最高

气温平均／℃
旬每日气温高于

３０ ℃的时间／ｄ
上旬 ２０．７８ ２６．８３ １

２００１ 中旬 ２３．２６ ２９．９８ ５
下旬 ２３．８２ ２８．００ ３
上旬 １６．９４ １９．２６ ０

２００２ 中旬 ２１．２ ２５．６１ ０
下旬 ２３．２４ ２７．５１ ４
上旬 ２１．０ ２７．２３ ０

２００３ 中旬 ２０．８６ ２３．８４ ２
下旬 ２２．３２ ２６．７２ ３
上旬 １９．８４ ２５．３５ ２

２００４ 中旬 ２２．１７ ２６．３０ １
下旬 ２５．８６ ３２．２０ ８
上旬 ２２．４５ ２７．３２ ２

２００５ 中旬 ２２．７５ ２６．２６ ２
下旬 ２３．３４ ２７．２７ ４

４）早熟品种也是油菜机械收割所必须。 现在
油菜多采用两次收获，即先割倒，再携出田外摊晒或
堆垛 ７ ～１０ 天，然后脱粒，在收获过程中损失率至少
在 １５ ％以上。 而据笔者等试验，油菜机械收获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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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可控制在 ８ ％以下。 油菜早熟品种具有矮秆、抗
倒，少分枝等特点，十分适于机械收获。
2．2　早熟品种的育种目标

油菜早熟品种与原有油菜品种相比是一个全新

概念的品种。 它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１）明显的早熟性： 根据稻稻油三熟栽培的要

求， 除非油菜育苗移栽可以在 ９ 月中下旬播种外，
直播早熟油菜品种要求其生育期在 ２１０ 天左右， 生
育期活动积温在 ２ ０００ ℃以下，即在长沙 １０ 月中旬
播种， 次年 ２ 月下旬始花，３ 月下旬终花，４ 月 ２０ 号
左右成熟收割，这样才有利于全年三熟高产。

２）矮秆： 现杂交油菜株高达 ２００ ｃｍ 左右，早熟
品种的株高应控制在 １６０ ｃｍ 左右，主茎总节数为
２０ ～２３ 节。 植株结荚部位为筒形。

３）优质：种子含油量 ４２ ％以上，芥酸含量 １ ％
以下，油酸含量 ７０ ％以上，亚麻酸含量 ５ ％以下，硫
苷含量 ３０ μｍ／ｇ以下。

４）抗性强：越冬期和开花期抗寒力强。 抗倒
伏。 抗菌核病，霜霉病和病毒病。

５）较高的种子产量：每公顷产至少 １ ５００ ｋｇ 以
上，要求达到 ２ ２５０ ｋｇ／ｈｍ２。
2．3　研究进展

１）初步明确油菜早熟品种鉴定和选育方法。
在鉴定方法上要选择始花较早、终花亦早的类型为
宜，这种类型开花适时、开花集中，其感温性和感光
性都较迟钝。 在选育方法上，系统选育的要进行连
续定向选择，杂交育种的要选择中 ｘ 早或晚 ｘ 早的
组合，以兼顾产量性状。 杂优利用的要选择早熟、优
质、高产、配合力强、耐密植、抗寒抗倒的组合。 导入
早花基因也是选育早熟品种的途径之一

［ ５］ 。
２）育成一批早熟杂种及品系：笔者等充分利用

现有双低、高含油量、高油酸、抗病、抗倒的种质资源
和优良品种为基础，采用系统选育、杂交育种、诱变
育种、杂种优势利用、导入早花基因等多种途径进行
早熟品种 （组合）选育。 目前己育成杂 １６１３，杂
１０６２，０７ －４０２，０７ －１０６２，０７ －１４７２ 等组合（品系）。
ａ．杂 １６１３：该组合是利用本所育成的甘蓝型油菜核
不育系 １５ＮＡ 与本所选育的特早熟甘蓝型油菜恢复
系 １６１３ 杂交育成的特早熟甘蓝型和低油菜新组合，
一般 １０ 月 １０ 日左右播种，２ 月底、３ 月初开花，４ 月
３０ 日以前成熟。 株高 １６０ ｃｍ，折合产量 ２ ２５０ ｋｇ／ｈｍ２

左右，种子含油量 ４４ ％，硫苷含量 ２２．６ μｍ／ｇ，芥酸含
量接近 ０。 ｂ．杂 １０６２：０７ －１４７２ ×０７ －１０６２ 的杂种

组合。 采用化学杀雄制种，品质达到双低。 １０ 月上
中旬播种，４ 月 ２５ 日左右成熟，株高 １６０ ｃｍ 左右，
折合产量 ２ ２５０ ｋｇ／ｈｍ２

左右。 ｃ．０７ －４０２：黄籽双
低油菜新品系，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上中旬播种，３ 月初
开花，４ 月 ２５ 日左右成熟，株高 １７０ ｃｍ 左右，折合
产量 ２ ２５０ ｋｇ／ｈｍ２

左右。 ｄ．０７ －１０６２：来自湘油
１１ ×中油 ８２１ 杂交后代，长期作为抗病材料筛选，该
材料属双低品系。 １０ 月上中旬播种，４ 月 ２５ 日左右
成熟，株高 １６０ ｃｍ，主茎 ２０ ～２３ 节，折合产量达
２ ２５０ ｋｇ／ｈｍ２，见图 １。

图 1　杂 1062植株形态图
Fig．1　The plant mophyology of hybrid 1062

3　机械播种
3．1　机械播种的意义

１）做到适时早播，抓住有效播种季节，促进优
质高产。 现研制的播种机完成 １ｈｍ２

地播种时间约

４ ｈ，１ 天可播 １．３ ～２ ｈｍ２ 。 既节约劳动力，又降低
生产成本（机播 １ ｈｍ２

仅需 ３００ 元），促进农民增收。
２）促进南方冬闲田开发，有利水土保持，发展

油菜生产，实现全年高产。
３）有利于油菜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６］ 。

3．2　研究进展
研制出 ２ＢＹＦ －６ 型油菜免耕直播联合播种机。

湖南农业大学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油菜免耕直播机械化
装备及技术体系的研究。 现已开发出集播种、施肥、
开排水沟、覆土功能于一体并具有自动监控系统的
２ＢＹＦ －６ 型油菜免耕直播联合播种机（见图 ２）。 该
播种机主要由操作系统，开沟、覆土系统，排种、排肥
系统，传动系统，动力及电子监控装置等组成，主要
技术参数：配套动力 １１．３ ｋＷ；种子播量 １．５ ～
４．５ ｋｇ／ｈｍ２；肥料播量（控释肥）２２５ ～４５０ ｋｇ／ｈｍ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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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宽度 ２４０ ｍｍ；排水沟深度≤２００ ｍｍ（可调）；
厢面单边覆土宽度≥１ ０００ ｍｍ；播种行数 ６ 行；工作

效率 ０．１ ～０．１５ ｈｍ２ ／ｈ。

图 2　2BYF－6型油菜免耕直播联合播种机
Fig．2　2BYF－6 type stubble no－tillage multi －seeder for rape

　　截止 ２００８ 年底在湖南、浙江、江西、湖北等省推
广应用 ６１１ 台，播种冬油菜面积约 ２．０４２ ×１０４ ｈｍ２，
为农民节约播种成本 ６ ６０３．１４ 万元，增收节支总额
６ ８０９．１３ 万元。 ２００７ 年通过湖南省科技厅组织的
鉴定，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其排种器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使农机和农艺得到有机结合。
3．3　主要创新点

１）功能上，实现一次操作完成 ４ 个工序：播种、
开沟、施肥、覆土联合作业。 既可用于油菜播种，又
可用于小粒种蔬菜播种和农田开沟排水。

２）结构上，排肥采用一体三行外槽轮排肥器，
播种采用偏心轮型孔轮式专用精密排种器，可实现
一个排种器播三行，播种后的土壤断面形状如图 ３
所示。 单轴式离合器实现了离合器主、从部分在一
根轴上完成接合与分离功能，从而达到传递运动和
动力的目的。 排种、排肥管接地端设计有随动轮式
仿形机构，能随时根据地形的变化保证排种、排肥管
离地间隙不变。 采用红外线传感器与单片机组成
６ 通道监控单元，实现了单位时间内各通道播量显
示和记录，并可对种子箱和肥料箱存量进行监控。

图 3　厢沟断面
Fig．3　The section of ditch

　　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南方冬油菜产
区冬前雨水充足，导致田间杂草严重影响油菜苗生
长，而前茬作物水稻绝大部分由全喂入联合收割机
收获，收获后田间留茬高，严重影响油菜出苗，因此
有必要在播种前对土壤进行浅耕除草、灭茬。 因此，
２００９ 年成功研究出具有土壤表层浅耕除草、灭茬、
播种、施肥、开排水沟、覆土 ６ 项功能于一体的

２ＢＹＤ －６ 型油菜浅耕直播联合播种机，如图 ４ 所
示。 此外，为提高播种的精准性（包括播量精确，种
子落地点位置准确），正在进一步研究适合油菜种
子物理机械特性要求的排种器，能实现在不同播种
时间、不同土壤墒情、不同油菜品种、不同地理位置
及气候环境下的用种量的可调节性，种子播入田间
后位置的可控制性的排种器

［ ７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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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BYD－6型油菜浅耕直播联合播种机
Fig．4　2BYD－6 type stubble shallow－tillage multi －seeder for rape

4　机械收割
4．1　机械收割的意义

我国传统的冬油菜收获方法是采用二次收获，
即先将油菜割倒，携出田外摊晒或堆垛 ７ ～１０ 天充
分干燥后，再集中进行脱粒。 在割倒、搬运、摊晒或
堆垛过程中，产量损失在 １０ ％以上，若摊晒中遇雨，
产量损失可达 ２０ ％ ～３０ ％。 采用机械收获联合
总损失率可控制在 ８ ％以下。 机械收获省工，收
１ ｈｍ２

油菜不足 ７．５ ｈ。
4．2　研究进展

近年来，湖南农业大学专门研制了针对高密度
机械化直播油菜的专用油菜联合收割机，如图 ５ 所

示。 该机具主要由割台，输送机构，脱粒、清选机构，
脱出物切碎抛撒机构等组成。 能够实现割倒、脱
粒、清选和秸秆还田 （脱出物细碎并均匀平铺田
间土壤表层）４ 项作业一次完成。 ２００９ 年油菜春
收已投入使用。 该机具主要技术性能指标：配套动
力为 ３０ ～４０ ｋＷ；割幅 ２ ０００ ｍｍ；总损失率≤７ ％；
破碎率≤０．５ ％；清选含杂率≤５ ％；工作效率达
０．２ ～０．３ ｈｍ２ ／ｈ；轻杂物细碎率≤２５０ ｍｍ（长度）。
4．3　主要创新点

１）功能上，实现油、稻、麦的联合收割。 实现
稻、麦、油三种作物的收割要求，扩大了联合收割机
的作业功能，降低了收割机的使用成本。

图 5　4YC－200油菜联合收割机
Fig．5　4YC－200 rapeseed combine

　　
　　２）结构上，在脱粒滚筒与凹板筛上配合安装了
动、定刀片，沿轴线方向采用间距不等的近似螺旋排
列，实现茎秆、角果在脱粒滚筒内切碎，降低脱粒滚
筒的功耗，提高了籽粒的脱净率。 同时在脱粒滚筒
杂物排出口增设离心风机，将切碎的脱出物均匀喷
洒于田间，实现秸秆还田；将原有脱粒滚筒的刚性弓
齿更换成柔性工程塑料条，实现柔性脱粒。 降低机
械化收获时刚性齿对油菜籽粒打击破碎率，影响脱

粒效果，避免堵塞凹板筛筛孔，实现物料快速有效分
离；采用风筛组合式清选机构，在传统的离心风机两
端增设轴流叶片，使风机出风口风力更均匀，筛面采
用特殊防粘技术，提高清选效果，降低清选损失；采
用履带行走机构，实现差速转向。 两条履带可实现
同步和差速的正、反转，减小转弯半径，提高田间转
弯性能，适应丘陵、山区小田块油菜机械化作业。

３）通过现代传感与测试技术，设计集成在线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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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机具行走速度，割幅，测产及单位时间收割面积的
自动测量系统，为操作人员及时反馈机具工作情况
信息，同时缓解收割机经营户在工作过程中的计费
与农户之间的矛盾。

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等正研制适合
油菜收割的全液压伸缩式割台。 当割刀前伸时用于
收获油菜，而后缩时则用于收获水稻和小麦。 整个
前伸与后缩由液压系统操作完成。 避免现有稻麦收
割机改装的油菜收割机其割台所采用的拼接或挂接

所带来的缺陷，提高了割台整体刚度，减少了振动。
此外，研制温控脱粒技术及其装备。 由于发动机在
正常工作时，通过冷却水和废气排放的热能占整个
发动机功率的 ３０ ％以上，因此充分利用该部分热能
对物料进行预热、预干燥，增加物料的可脱性，提高
脱净率

［ １０］ 。
5　与机播机收相配套的主要农艺措施
5．1　研制出随播种一次施用的控释肥

笔者等已研制出一种肥料控释包衣剂，该包衣
剂由成膜剂、乳化剂、分散剂、消泡剂和溶剂经溶解
乳化配制而成，适用于各种普通颗粒肥料的包衣。
在其表面形成具有致密膜孔道的包衣膜，通过调节
包衣膜的厚度、膜孔大小、膜孔密度等参数，使肥料
养分的释放规律与作物的需肥规律一致，并提高肥
料利用率 ２５ ％ ～４５ ％。 用于油菜的控释肥是根据
油菜对 ＮＰＫＳＢ 等养分的需要配制成的专用控释肥，
在苗期可陆续释放，４ 个月后（蕾苔期）大量释放。
现将第一批控释肥试验结果列于表 ２，由表 ２ 可以
看出，包膜控释肥与等量的普通复合肥比，可增产
２４ ％。

表 2　湖南农业大学油菜控
释肥试验结果（2007）

Table 2　The results of rapseed controlled －release
fertilizers by HNAU （2007）

处理含
小区产

量／ｋｇ
比对照

增产／％
千粒

重／ｇ
种子含

油量／％
蛋白

质／％
４８ ％普通

复合肥 ６００ ｋｇ ／ｈｍ２ ２．８６２ ２６．５ ５．３８４ ５ ４１．１５ ２５．５３
４８ ％包膜控
释肥 ６００ ｋｇ ／ｈｍ２ ３．００８ ３２．９ ５．３５４ ３ ４３．２２ ２５．３７

４８ ％包膜
控释肥 ３００ ｋｇ ／ｈｍ２ ２．８５７ ２ ６．２ ５．２５９ １ ４２．０８ ２５．４３

不施肥（ＣＫ） ２．２６３ ０ ４．７５２ １ ４１．１１ ２３．７６
　　注：所用品种为湘杂油 ７６３
5．2　研制出与油菜机械收获相配套的油菜催熟剂

如前述，在我国南方多熟地区油菜收获的传统

方法是两段收获法，先将油菜割倒运至田外，经摊晒
或堆垛 ７ ～１０ 天后熟后再行脱粒。 使用机械收获需
要收割脱粒一次完成，而油菜适宜收获期植株含水
量在 ７０ ％以上，种子含水量在 ３０ ％以上，给一次收
获脱粒带来困难。 为此笔者等开展了油菜催熟剂的
研究。 油菜催熟剂有三个功能，一是促进角果和植
株脱水；二是促进体内的营养物质向种子转运；三是
促进成熟一致和适当提早成熟。 研究表明，油菜催
熟剂在油菜油份积累的高峰期施用，一般不会导致
种子含油量的降低，但对种子的千粒重有一定的影
响。 由于施用催熟剂后机械收割，损失比较小，能及
时腾地给后作物播种和移栽。 据笔者等实验情况，
２００９年 ４月 ２８日喷施催熟剂，５月 ２日机械收割，结果
见表 ３。

表 3　油菜喷施催熟剂后
机械收获的产量结果（2009）

Table 3　The yield results by mechanical harvest
after ripener sprad on rapeseed （2009）

丘块

编号

催熟

机收

重量／ｋｇ
实收面

积／ｈｍ２
含杂

率／％
含水

量／％
除杂后

产量／
（ ｋｇ· ｈｍ －２ ）

实收

产量／
（ ｋｇ· ｈｍ －２ ）

损失

率／％

５ １２０ ０．０７ １５ １１．５ １ ４５７ １ ５００ ７．３

5．3　适度管理的主要措施
因为冬油菜生长期间气温较低，病虫害较少等

前提，笔者等提出的油菜“机播机收、适度管理”的
栽培模式，主要内容是：油菜栽培的重点是抓好机
播、机收两个环节，将油菜栽培管理的所有环节尽量
整合到机播或机收两个环节中去，若不出现大的问
题，一般不予管理，只在必须管理时再进行管理。
如：播种后或油菜生产期间遇干旱，必须要进行灌
溉。 若病虫害大发生，要抓紧防治等等。

１）防除杂草。 前作水稻收割后，要喷一次除草
剂，在油菜封行前田间出现杂草要及时在行间喷施
除草剂。

２）灌溉、排水。 播种时遇干旱，则要及时进行
沟灌，以促进出苗；在油菜生长期间遇到秋旱要及时
沟灌；在秋雨多的年份，要及时清沟排水。

３）防止病虫。 根据病虫测报，若春后属于高
温、高湿年份，要加强菌核病的防治，若为低温高湿
的年份，要加强霜霉病的防治。
6　结语

湖南农业大学近年来，从农机与农艺相结合的
基本思路出发，通过早熟品种选育、种植机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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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的推广、一次性控释肥和化学催熟剂的使用，配
套新型农艺措施的实施，实现了油菜种植成本降低，
种植面积扩大，油菜产量和种植经济效益的提高，试
验测定，通过机械化种植油菜，每公顷纯收入可增至
４ ５００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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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ｖｅ ｎｅｗ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ａｒｌｙ-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ｏｉ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２ＢＹＦ（Ｄ）-
６ ｔｙｐｅ ｓｔｕｂｂｌｅ ｎｏ-ｔｉｌｌａｇｅ ｍｕｌｔｉ-ｓｅｅｄｅｒｓ ｆｏｒ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ｆｒｅｅ （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ｔｉｌｌ-
ａｇ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ａｒｌｙ-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ｓ， ａ ４ＹＣ-２００ ｔｙｐｅ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ｈａｒ-
ｖｅｓｔ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ｏｎｅ-ｔｉｍｅ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ｒｉｐｅｎｅｒ ａ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ｉｃ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００ ｙｕａｎ ｐｅｒ ｍｕ ｂ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ｃｏｓｔ， ｅｘｐ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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