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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油菜的高产、优质栽培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

手段，同其他作物一样，油菜也很容易遭受病虫害的侵

害，要想切实提高油菜的产量和质量，便需立足于地区

种植实际，将最基本的病虫害防治抓好，为油菜的最终

高产保驾护航。

一、油菜病虫害的综合成因探讨

（一）受天气条件影响

天气因素是引发油菜病虫害的主因所在，以蚜虫为

例，这一虫害通常在每年的春秋时节或干旱天气最为多

发，在夏秋时节或气温较高、较低的天气则较少出现，

加之，不同气候条件下产生的蚜虫类型也不尽相同。对

此，农户在油菜种植中应基于本地气候特征及种植实

际因地制宜，拟定针对性的病虫害防治方案，除此之

外，降水亦是影响油菜病虫害的重要因素，在降水量

低于 1mm时，发生病虫害的概率最小，在降水量达到

1 ～ 4mm之间时，尚可以控制住病虫害的危害限度，若

是降水量高于 5mm，则很容易诱发病虫害，甚至还会影

响到油菜的最终质量。

（二）受湿、温度影响

温、湿度状态不同，所产生的油菜病虫害类型及影

响也不同，通常来看，在空气湿度高于 80%的环境中，

病菌的传播更为迅速，也更容易导致病虫害，且对油菜

种植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更严重。为此，必须提前加以规

避，农户在实际种植中需立足油菜长势及同温、湿度情

况适时做好调节，尽量为油菜创设一个更为适宜的种植

环境，将温、湿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二、几种常见油菜病害的防治探讨

油菜在种植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病害一般为三种，即

病毒病、菌核病和霜霉病。

（一）病毒病

该病大部分是由于蚜虫传染所致，品种不同的油菜

在发病表现上也有较大差异，最为突出地表现为叶片花

叶，呈半透明状，在遭遇寒潮天气，日温差较大时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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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病。处于成熟期的油菜在发病后植株很容易畸形，

甘蓝型油菜是最容易发病的类型，发病初期叶片表面会

长有颜色为黄色，性状为针头状的透亮小斑点，之后慢

慢发展为圆形的大黄斑，根茎处呈水渍样。叶片全部变

黑之后，可观察到成片的枯死点，芥菜、白菜型油菜，

在发病过程中会向着叶脉两侧慢慢褪绿，叶片变为花

叶，叶脉大多还是半透明状态，病重后叶片会出现卷曲

问题。还需强调的一点是，由于病毒病本身容易转型寄

生，若是农户如果未能将发病油菜找出，及时做抽离处

理，发病油菜在经受风雨的侵袭后还会继续将病毒传染

至更多油菜。针对这一病害的防治，在开始发病时便要

及早发现、及早用药，可以使用吗啉胍、病毒净、病毒

A（浓度为 20%）500 倍液等药剂，以喷雾形式均匀喷

施，使用频次保持在 7～ 10 天/次，一般喷施 2～ 3次

便可。

（二）菌核病

这一病害一般频发于盛行时期是每年的 4月上旬至

6月这一时间段内，多发病于较为潮湿的气候条件下，

因为其本身便有一定的软腐病特征，因而油菜在发病

后，大多自根部逐渐腐烂，直至蔓延至整个植株。同病

毒病一样，田间出现一株发病油菜后，便会大肆蔓延，

致使大片油菜因病枯萎，尤其是那些步入成株期的油

菜，一旦染病在发病初期便会显露茎秆损伤问题，危害

极大。病情继续严重后，成株茎秆也开始长出颜色为黄

褐色的斑点，在此情形下，若是天气较为干燥，这些本

身已经受损的茎秆将出现开裂问题，继而慢慢腐烂，茎

秆最终变为空心状。

在防治方面，着重紧抓清沟防渍、田间管理等事

宜，于初花期可以 70%甲基硫菌灵 1000 倍液、25%扑

海因 500 倍液、50%多菌灵 500 倍液等药剂作为主治药

物，也可以 30～ 50g速克灵兑水来防治，使用频次保持

在 7～ 10 天/次，一般使用 2次便可见效。考虑该病的

发病特征、菌核的高附着性等的影响，在实际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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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采取轮作方式，以期自根源上将菌核灭杀干净，

为油菜的生长供以更为洁净安全、相对无菌的环境，让

其少受菌核的侵扰。此外，由于菌核喜于潮湿环境中生

存，因而，在多雨时节要注意做好排泄处理，确保田间

环境的相对干燥，以此抑制菌核的长速。

（三）霜霉病

在整个油菜生育期容易发病，遭遇长期降水天气导

致空气湿度较大时最容易发病，发病后对叶片的危害

最大，叶片正面会生出若干颜色为灰白色或者浅黄的病

斑，病斑数量较多且还会出现彼此相连的情形。步入发

病后期，叶片会大量枯萎，茎枝处的病斑一开始呈水浸

状，之后演变为杂乱的黑色病斑，还会生出白色霜状

霉，荚果处的病变部位呈淡黄色，也长有霜状霉，有些

病况较严重的油菜，其荚果形状弯曲且细小。

要想强化防治效果，既要“治”，又要“防”，在治

疗方面，可以 72%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喷洒或

60%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提前进行喷施；

初期治疗时，可以选用 500 ～ 600 倍液的甲霜铜（浓度

为 25%）、甲霜灵（浓度为 25%）或者代森锰锌（浓度

为 25%）作为药剂，喷施频次一般在 7 ～ 10 天/次，

施治 2～ 3次便可。在预防方面，关键在于田间管理，

最好将种植地选在有一定地势、气流畅通、排水便利的

地段，注意加大磷肥、钾肥的施加量，同时控制好氮肥

的施加量，氮肥一旦过量，将大大加大霜霉菌的发病概

率。平时灌溉时秉持合理性原则，避免大水漫灌，降水

之后适时排水，将田间残留的病叶、枯叶、残体清理干

净，做好深埋、烧毁处理，以期阻断病菌的蔓延渠道。

三、几种常见油菜虫害的防治探讨

（一）蚜虫

蚜虫是油菜生长期间最为普遍且危害极大的虫害，

在类型上可细分为萝卜蚜、桃蚜两类，往往以群聚形式

聚集于叶背、叶心等处，吸食其中的汁液，一旦汁液被

吸食干净，叶片便会变黄、卷曲，油菜整体长速变缓。

蚜虫灾害最为严重的阶段是在油菜抬苔后，无数蚜虫附

着于叶苔处，轻则扰乱叶苔的正常开花和结荚，重则致

使油菜的死亡，气温适宜、天气干燥的环境最为适宜蚜

虫的繁衍。每只雌性蚜虫通常能繁衍 80 ～ 100 只小蚜

虫，小蚜虫出生 5～ 7d后便能继续繁衍，不但速度快且

数量多，因而，农户在发现蚜虫问题后，务必要即刻防

治，一旦防治延误，便容易加重损失。在防治方面，需

将物理、化学防治整合应用，诸如必须紧抓中耕处理，

于油菜花期之前便需中耕盖土，科学控制种植密度，尽

量保证通透性，蚜虫数量增多时，可以喷施抗蚜威水粉

散粒剂，一般间隔 7d喷施一次便可。在蚜虫大肆繁衍

时，可以喷施高效氯氢菊酯，尤其要抓好苗期、花期两

个阶段的药剂喷施，唯有强化用药治疗的深入限度，方

能起到更为充分、到位的杀虫效果。

（二）菜青虫

这一害虫多存在于油菜幼苗阶段，菜青虫主要以叶

肉为食，会大肆吞食叶肉，乃至把整个叶片吞噬殆尽，

如此，油菜很容易因为干枯致死，引发的种植损失往

往是不可预估的。纵观各类油菜虫害，菜青虫是很是

其中常见的一种，原因在于其在春夏秋冬四季皆会存

在，尤其是每年的 9—11 月，这一时段也正是幼虫生长

最快的时段，通常会大肆吞食菜叶。在防治方面，也需

整合多元手段，比如说，要做好田间清理事宜，将残

叶、杂草清理好，深耕细耙，让虫卵无法越冬，保护

并适当投放一些广赤眼蜂一类的天敌昆虫，适时进行

人工捕虫等。此外，幼虫 2龄之前还可以 1%杀虫素乳

油（2000 ～ 2500 倍液）进行喷施除虫，以其防治成效

好、适用范围大、覆盖面积广、更具针对性等优势可以

大大强化防虫效果。

四、油菜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

（一）化学防治技术

土壤处理是做好化学防治的先决保证，重点在于对

地块土壤加以细致的消毒清理，将潜藏于其中的越冬害

虫及病菌一一清理干净，具体而言：在整地之前可以使

用 70%甲基托布津 750 ～ 1000g，同约为 30kg的细碎土

壤充分搅拌之后撒入土中，此举能在很大限度上遏制病

虫害的发病；也可以准备好 50%辛硫磷乳油 500mL，同

30kg细碎土壤充分均匀，之后再撒入土中，对于土壤中

的虫卵也能发挥较好的防治效果。

药剂喷施仍旧是现阶段见效最快、效果最好且便利

快捷的病虫害防治手段，也正是因为如此，即便现下各

种防治技术不断创新，但在油菜种植中大多数农户还是

会选择药剂喷施手段。在使用药剂时必须注意对用量的

控制，一旦喷施过量不但会阻碍油菜的正常生长、降低

其质量，超出标准的药剂残留还会危害到人体健康，这

无疑同当下倡导的食品安全、绿色饮食理念背道而驰。

（二）生物防治技术

在现下自然生态日渐恶化的大环境下，化学防治技

术的缺陷愈发显现出来，尽管其防治成效高，但也容易

伤及有益生物或者害虫天敌，生物防治则可以很好地填

补这一缺陷。主要原理在于“以虫杀虫”，也就是在田

间培养适量天敌昆虫，借助它们的力量消灭害虫，这一

方法虽然见效慢，但只要坚持下去，培养出足量天敌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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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便可以实现对害虫及其天敌种群的动态化控制，达

成害虫防治目标。

诸如七星瓢虫便可用于蚜虫的防治，依托于生物防

治技术，可以大大强化油菜病虫害防治成效，其另一

显著特色在于生态友好，除了投放天敌昆虫外，喷施性

激素喷雾以及微生物性农药也是不错的选择。以微生物

农药为例，此类农药一方面可以起到较好的害虫消灭效

果，另一方面还可以保护害虫天敌，也不会危害到周围

环境，安全指数远大于化学农药，且兼具持久性和生态

性。近年来，这些以昆虫、病毒、细菌治虫的生物防治

技术不断得到创新和优化，也因此愈发受到广大基层农

户的青睐，日后相关部门及人员应加大对生物防治技术

的推广力度，让更多农户享受到便利。

（三）农业防治技术

对于病虫害问题，除了发病后的及时治疗之外，日

常种植中的一系列农业防治措施亦不可忽视，唯有将田

间管理做到位，方能为油菜创设一个更为稳定、适宜、

安全的田间环境，让油菜可以更高质、高效地生长。

在油菜种植品种上，要立足于地域实际，综合考量

多方面要素妥善做出选择，品质越好的油菜品种，抗病

性往往更强，油菜生长期间遭受病虫害侵袭的概率也就

越低。在实际选种时，各级农业部门要做好培训引导，

结合近几年的病虫害发病趋势、本地气候特征、地理概

况等对农户展开更为专业的选种引导和种植技术培训，

为广大农户提供更多有利借鉴。

在种植方式上，轮作能有效强化油菜的抗病水平，

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地块土壤环境，因而，在实际种植

中，农户最好选用轮作方式，按部就班科学轮作，通常

可以同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重茬保持在三年内。在种

植之前，农户还需按步落实好应准备事宜，立足于地块

土壤状况及油菜品种做好一系列养护处理，诸如对于油

菜种子，在播种之前需要进行必要的漂洗处理，将其中

潜藏的诸多菌核过渡掉。除了以上准备外，油菜种植密

度的控制也要视为重点，科学控制好田间油菜的间距，

让每一棵油菜皆有适宜的生长空间，如此，不仅有利

于后续施肥事宜的推进，也能大大防范倒伏问题，一举

多得。

油菜步入花期后，按部就班进行 2～ 3次中耕盖土

处理，有利于油菜根系的生长，防范菌核病，下雨之后

适时排水，维系适宜的湿度环境，花期喷施适量多菌灵

在防范菌核病方面同样有显著效果。在实际种植中，农

户还需基于油菜在各个种植阶段的特征采用与之相宜的

田间管理方式，按阶段抓好相应管理要点，开沟排水处

理必不可少，尽量提高土壤的通透度和排水性。

（四）做好宣传推广

在病虫害防治实践中防治效果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促进病虫害防治技术下沉基层是当务之急。基层农户

不仅是病虫害技术的主要应用者，亦是决定油菜最终产

量的直接关系人，农业部门要定期选派技术人员深入基

层、扎根基层，做好讲解、示范和引导，确保各项技术

手段真正落实到田间地头。做好基层宣传，让更多农

户意识到紧抓病虫害防治的必要性，强化他们的防治观

念，引导他们学会运用多种新型防治技术，将作为保障

的群众基础打好，病虫害防治成效的提升自然也不在话

下。在实际宣传中，一是要以文字信息宣传为基础，搭

配短视频等前沿推广手段，做好示范引领，注意推广内

容的精简性和趣味性，实现“俗”与“雅”的有机融

合；二是要在推广的同时兼顾地域特色，诸如基于菏泽

地区油菜品种、病虫害类型做好针对性指导，以方言做

技术解析等，以多元手段增强农户的心理认可限度。此

外，考虑到实际推广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多方人员，要

依靠大家的协同努力，因而，要配备更为全面细致的推

广应用保障机制，落实好保障事宜，使得病虫害防治技

术能够切实推广开来、应用到位。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油菜病虫害防治效率的高低同油菜种植

成效及最终收益直接相关，如何立足于地区油菜种植

实际，致力于病虫害的高效防治，帮助农户提高种植收

益是难点所在，对此，需要多方面人员的协同努力。在

实际防治中，应基于地域实况因地制宜拟定好病虫害防

治规划，抓好防治要点，致力于防治技术的创新和防治

效果的提升，以期为油菜的高质量、高效率种植夯实基

础、供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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