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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是十字花科芸薹属的油料作物，其种籽

含油量高，营养丰富，是世界第二大油料作物。

油菜居我国五大油料作物之首，是重要的食用油

源和蛋白饲料来源，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

油菜是靠群体生产来提高产量的作物，不同的群

体密度对油菜个体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影响不同。

通过合理的种植密度来调控油菜的产量构成因素，

对影响和发掘油菜产量潜力至关重要。合理种植

密度能协调好个体生长和群体生长的关系，充分

发挥个体生产潜力，提高油菜单位面积产量。不

同地区生态条件有很大的差异。密度是建立合理

群体结构的重要条件之一，油菜的产量及其构成

因素也受其影响［ 1］，只有确定适宜的群体密度范

围，合理密植，使其生育过程中的个体和群体之

间的矛盾得到协调统一，才能充分利用土壤养分

和光、热资源［ 2］，在相同的投入下取得更高的单

摘要：在北京顺义、甘肃酒泉、甘肃靖远布点，试验研究了不同种植密度对冬油菜越冬率、生育期、产量的
影响。结果表明，群体密度在60万耀120万株/hm2，越冬率可达到80%以上。冬油菜生育期有随群体密度的增加而缩
短的趋势，密度为60万耀90万株/hm2时，生育期为279 d，120万耀150万株/hm2时，生育期为276 d。群体密度对冬油
菜越冬率、生育期、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较大，且随着密度的增加越冬率、生育期、产量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
的变化。试区适宜的群体密度为60万耀120万株/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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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锌可湿性粉剂 800～1 000倍液喷雾防治，每隔

7～10 d喷 1次，连喷 2～3次。

虫害主要有豆荚螟、蚜虫。可在菜豆始花期选

用 55%高氯甲维盐乳剂 1 000倍液，或 1.8%阿维菌

素乳油 1 500～2 000倍液，或 2.5%溴氰菊酯乳油

2 000倍液防治豆荚螟为害，每隔 7～10 d喷 1次，

连喷 2～3次。蚜虫发生初期用 2.5%溴氰菊酯乳油

2 500倍液，或 2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2 000倍液

喷雾防治，每隔 7～10 d喷 1次，连喷 2～3次。

3.9 适时采收

以菜豆荚长 30 cm左右时采收为宜，一般菜

豆开花后第 14 d或出苗后 60 d进入采收期，应按

市场需要及时采摘上市，9月底至 10月初拉秧。

采收时可用剪刀将菜豆柄部剪断，不要用力扭扯，

以防扯断枝蔓和损伤幼荚，影响产量。

3.10 护膜压膜，二次利用

护好原膜，实现原膜二次利用。次年可在原

膜上直接点播玉米，进入下一次模式循环。因此

应在豆角生长期及豆角拉秧后做到及时压膜、护

膜，尽量不损坏地膜［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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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面积产量，充分发挥油菜的增产潜力［ 3 - 4］。我

们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生态条件下生产中的密度问

题，对冬油菜的种植密度进行研究，旨在为北方旱

寒区冬油菜的高产、优质、高效栽培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自然环境条件及试验设计

试验根据不同的生态条件设 3个试点，即北

京顺义以及甘肃酒泉、靖远。试验于 2005— 2009

年进行。

北京点试验设在顺义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基地，

属暖温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

温 11.5℃，年日照时数 2 750 h，有效积温 4 500

℃，年平均降水量 625 mm，无霜期 195 d左右。

极端高温 40.5 ℃，极端低温 -19.1 ℃。试验设 5

个处理，密度分别为 30 万株/hm2、60 万株/hm2、

90 万株/hm2、120万株/hm2、150 万株/hm2。随机

区组排列，3次重复，小区面积 18 m2（6 m×3 m），

行距 20 cm，播深 2 cm，株距根据密度设计自行确

定。指示油菜品种为陇油 6号。

酒泉点试验设在酒泉市肃州区果园乡中沟村，

海拔 1 470 m。该区属半沙漠干旱性气候，其特点

为气候干旱降水少，蒸发强烈日照长，冬冷夏热

温差大，秋凉春旱多风沙。常年最高气温 36.6℃，

最低为 -31.6℃，无霜期 127～158 d，年平均降水

量 84 mm，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3 056.4 h。试验设 5

个处理，分别为 15万株/hm2、30万株/hm2、45万

株 /hm2、60 万株 /hm2、75 万株/hm2。随机区组排

列，3次重复，小区面积 18 m2（6 m×3 m），行距

20 cm，播深 2 cm，株距根据密度设计自行确定。

指示油菜品种为陇油 7号。

靖远点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

光照充足，冬春严寒，风沙大，雨雪少，夏季酷

热。海拔 1 500～1 700 m，年平均气温 8.8℃，极

端最高气温 37.4℃，极端最低气温为 -23.8℃，

12 月和 1 月份平均最低气温分别为 -13.7 ℃、

-14.5℃，日均温≤0 ℃稳定天数 181 d，≥10℃

积温 3 224. 4 ℃，无霜期 185 d，年平均降水量

240 mm，多集中在 7、8、9 月，9月至次年 5月

降水量 106.3 mm。年平均蒸发量 1 657.1 mm。日

照时数 2 688.7 h。试验设 4个处理，密度分别为

60万株/hm2、90万株/hm2、120万株/hm2、150万

株/hm2。随机区组排列，3次重复，小区面积8 m2

（2 m×4 m）。指示油菜品种为天油 2号。

1.2 测定项目与方法

播种翌年返青后调查越冬率，按时观察记载

物候期；成熟后各小区随机抽样 10株考种，收获

时以小区为单位单收单打计实产。

2 结果分析

2.1 不同种植密度对冬油菜越冬率的影响

由表 1可看出，酒泉点平均越冬率为 82.2%，

种植密度为 15万株/hm2时越冬率最高，为 88.4%，

密度为 45万株/hm2时越冬率最低，为 74.3%，变

化幅度不大。北京点平均越冬率为 76.6%，越冬率

随种植密度增大而降低，种植密度为 30万株/hm2

时越冬率最高，为 96.9%；密度为 150 万株 /hm2

时，越冬率最低，为 55.4%。靖远点平均越冬率为

81.3%，越冬率随种植密度增大而降低，种植密度

为 60万株/hm2时越冬率最高，为 89.0%；密度为

150万株/hm2时，越冬率最低，为 70.0%。总体分

析，密度越小，越冬率越高，越冬率随种植密度

增大而降低。

2.2 不同种植密度对冬油菜生育期的影响

由表 2可以看出，酒泉点各密度的生育期均

为 279 d，说明密度对生育期没有影响；靖远点、

北京点的各处理生育期也相差不大，靖远点各处

理生育期为 276～279 d，北京点各处理生育期为

处理密度
（万株/hm2）

越冬率（%）

酒泉点 靖远点 北京点

15 88.4

30 81.7 96.9

45 74.3

60 85.4 89.0 88.7

75 81.3

90 86.0 76.2

120 80.0 65.9

150 70.0 55.4

处理密度
（万株/hm2）

生育期（d）

酒泉点 靖远点 北京点

15 279

30 279 244

45 279

60 279 279 244

75 279

90 279 245

120 276 245

150 276 246

表 1 不同试验点不同种植密度下冬油菜的越冬率

表 2 不同种植密度下冬油菜的生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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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246 d。说明密度对生育期影响不大。

2.3 不同种植密度对冬油菜产量的影响

从表 3可以看出，不同种植密度对冬油菜产

量有显著影响，由于不同地区生态环境以及气候

条件的差异，所以设计的密度水平都不相同。在

酒泉点的 5个处理中，以密度为 75万株/hm2的产

量最高，折合产量达到 3 351.00 kg/hm2；60 万

株 /hm2 的产量次之，折合产量达到 3 018.80

kg/hm2； 30 万株 /hm2 产量最低，为 2 200.50

kg/hm2。靖远点的 4 个处理中，以密度为 60 万

株/hm2产量最高，达 3 160.05 kg/hm2。北京点的 5

个处理中，以密度 90万株/hm2产量最高，折合产

量达到 1 555.35 kg/hm2；60万株/hm2的产量次之，

产量达到 1 354.80 kg/hm2；150 万株/hm2 产量最

低，为 1 114.80 kg/hm2。因此在保障安全越冬的

前提下，种植密度以 60 万～90 万株/hm2为宜。

3 小结与讨论

1）本研究表明，密度越小，越冬率越高，越冬率

随种植密度增大而降低；密度对生育期影响不大。

不同种植密度对冬油菜产量有显著影响，酒泉地

区以 75 万株 /hm2 产量最高，折合平均产量

3 351.00 kg/hm2；靖远以 60 万株 /hm2 产量最高，

折合平均产量达到 3 160.05 kg/hm2；北京以 90万

株 /hm2 产量最高，折合平均产量达到 1 555.35

kg/hm2。综合考虑，保障安全越冬的前提下，北方

冬油菜栽培群体密度以 60万～90万株/hm2为宜。

2）群体密度对冬油菜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它不但

影响冬油菜的生长发育，影响壮苗问题，而且影

响越冬率和冬油菜的安全越冬、经济性状，最终

直接影响到产量。合理的群体密度是冬油菜安全

越冬的必要条件。合理密植，协调个体与群体生

长，建立一个合理的群体结构，是实现稳产高产

的重要措施。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栽培密度对产

量构成因素影响较大。杨经泽等研究表明，油菜

生产栽培密度偏稀，是影响单产水平提高的重要

原因之一［ 5］。栽培密度过小，虽有利于单株的生

长发育，提高了壮苗率和越冬率，但个体与群体

之间的矛盾不能得到协调统一，单位面积株数太

少，不利于利用地力和光热资源，单产不能有效

的提高。密度太大，由于营养供给不足，影响个

体发育，容易形成弱苗，导致越冬率降低，从而

影响单产［ 6］。适宜的种植密度不但可以提高土地

利用率，有效利用光、热、养分等资源，还可以

发挥土地最大产能，使群体产量潜力达到有效发

挥。

3）在北方旱寒区冬油菜，冬油菜栽培的关键是保

证安全越冬问题，壮苗则是安全越冬的前提和保

证，而合理密植是培育壮苗的基本途径之一［7 - 8］。

依据本试验，在大部分地区，冬油菜合理的群体密

度范围为 60万～90万株/hm2，在此群体密度范围

内，越冬率在 80%以上，产量可达到 3 000 kg/hm2

以上。要实现这样一个产量目标，除合理密植外，

还要及时间苗、定苗等栽培管理措施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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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密度
（万株/hm2）

折合产量（kg/hm2）

酒泉点 靖远点 北京点

15 2 334.00 bc
30 2 200.50 c 1 188.45 bc
45 2 218.50 bc
60 3 018.00 ab 3 160.05 a 1 354.80 ab
75 3 351.00 a
90 3 060.00 a 1 555.35 a
120 2 860.05 a 1 303.35 bc
150 2 431.05 b 1 114.80 c

表 3 不同试验点不同种植密度冬油菜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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