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常年油菜种植面积在 73.7 万 hm2 [1]，但

是与国外种植油菜相比效益低，主要原因是机械

化程度低，劳动力成本太高。油蔬两用技术是在收

获油菜的前提下，再增收一季油菜薹，作为鲜食蔬

菜或加工成脱水蔬菜，可以有效提高油菜种植效

益。郑培土等[2]研究了摘薹次数对油蔬两用油菜

产量、性状和经济效益的影响，认为摘薹两次最理

想，CHEN 等[3]研究表明，摘薹一次与不摘薹产量

相当，但产值增加一倍。裴正峰等研究了最适摘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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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种植密度。石有明和黄华磊等[7-8]对油菜最适

摘薹高度和油蔬两用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为了

促进效益农业的快速发展，本研究针对油蔬两用

油菜各项关键栽培技术做了系统研究和分析，完

善油蔬两用油菜高效种植技术，并对其应用前景作

了详细分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生产上推广应用

提供技术支撑。本文通过近些年对油蔬两用关键技

术的相关研究，解决油蔬两用技术在生产上推广应

用的一些难题，如油蔬两用油菜的最适种植密度、何
时摘薹、摘薹次数等。

1 材料和方法
2006～2008 两个年度在渝西作物试验站(永

川)进行了双低油菜油蔬两用栽培大区对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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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油蔬两用与对照的菜薹和菜籽产量 kg/hm2

处理
菜薹产量 菜籽产量

2007 2008 平均 2007 2008 平均 ±%

油蔬两用 2 382 2 355 2 368.5 2 218.5 2 248.5 2 233.5 -17.7

单收菜籽(CK) - - - 2 415.0 3 013.5 2 715.0 -

油蔬两用油菜摘薹后(表 3)，株高、有效分枝

高度、一次有效分枝数和一次分枝有效角果数都

极显著地下降，较 CK 分别下降了 9.4%、54.2%、

58.5%和 30.6%。二次分枝有效角果数极显著地

增加，较 CK 增加了 527.9%。全株有效角果数的

差异不显著。每果粒数、千粒重的差异也不显著，

这 3 项产量构成因素的不显著变化，与单株产量

差异不显著相一致。株高、分枝高度的下降，显著

提高油蔬两用油菜的抗倒性。此外，油蔬两用油菜

的初花期较对照延迟 7 d，成熟期延迟 2 d。由此

可见，摘薹导致油菜在株型、有效角果组成、抗倒

性、生育进程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变化。

2.2 菜薹营养结构对比

表 2 油蔬两用与对照的投入和产出比较 元 /hm2

处理 投入 产出 纯收入

油蔬两用 5 625 14 057.1 8 450.1

单收菜籽(CK) 5 025 11 344.5 6 319.5

±CK 600 2 730.6 2 130.6

±CK% 11.9 24.1 33.7

注：菜籽 4.18 元 /kg，菜薹 2.00 元 /kg。

表 3 摘薹对品种主要农艺性状的影响

处理
株高

(cm)

分枝高度

(cm)

一次分

枝数

角果数
每果粒数

千粒重

(g)

单株产量

(g)

倒伏面积

比例 (%)主序 一次 二次 全株

油蔬两用 197.5 45.4 4.4 - 258.9 279.4 538.3 16.9 3.71 32.3 20

单收菜籽 218.1 98.9 10.6 85.6 373.0 44.5 503.1 16.0 3.95 30.5 80

±ck% -9.4 -54.2 -58.5 - -30.6 527.9 7.0 5.6 -6.1 5.9 -

t 值及显著性 5.50** 13.87** 11.24** - 3.09** 5.24** 0.47 0.80 1.45 0.42 -

设计油蔬两用、单收菜籽(CK)两个 处 理 ，重 复 2

次，对角线排列，小区面积 66.7 m2；2007 年度以

白菜型永川红菜薹为对照，进行油菜薹营养结构

对比研究；2008 年度进行了双低油菜油蔬两用摘

薹适期随机区组试验，试验品种为中双 10 号，以

油菜薹高为摘薹外观指标，设 8 个处理：平均薹高

20、30、40、50、60、70、80cm 时 摘 薹 和 不 摘 薹

(CK)，3 次重复，小区面积 10 m2。

2 结果与分析
2.1 油蔬两用大区对比试验

2.1.1 产量对比
两次试验油蔬两用油菜平均菜薹产量 2 368.5

kg/hm2，平均菜籽产量 2 233.5 kg/hm2，比单收菜

籽减产菜籽 17.7%(表 1)。试验表明在重庆市油菜

冬季无明显越冬期的生态条件下，摘薹增收一季

蔬菜，但油菜籽明显减产，这一结论与多数的试验

结果不尽一致[2-6]，可能与重庆市相对特殊的生态

条件和摘薹时期有关。
2.1.2 效益对比

两次试验油蔬两用油菜平均纯收入 8 450.1

元 /hm2，新增纯收入 2 130.6 元 /hm2，较单收菜籽

提高纯收入 33.7%(表 2)。投入产出比约 1∶3.5，表

明双低油菜油蔬两用技术有良好的增收作用。

2.1.3 主要农艺性状的变化

2007 年度以白菜型永川红菜薹为对照，对油

菜薹进行了营养品质检测(表 4)。除铁的含量外，

甘蓝型双低油菜薹的维生素 C，钙、硒、锌等微量

元素以及可溶性总糖、粗纤维等主要营养指标均

优于或相当于白菜型红菜薹，表明甘蓝型双低油

菜薹是一种优良的绿色蔬菜。
2.3 油蔬两用摘薹适期研究

结果表明(表 5)，不同的高度摘薹对油菜籽产

量影响不明显，但对菜薹产量和总体经济效益在

5%水平上有显著影响。以纯收益最高的薹高为油

蔬两用摘薹适期，试验结果以薹高 60 cm 时为摘

薹最佳时期，此时油菜籽产量在摘薹处理中居第

二位，菜薹产量居第一位，纯收益最高，比不摘菜

薹高 147.12 元。此时采摘的菜薹茎、叶比例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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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甘蓝型双低菜薹与永川红菜薹的主要营养指标

处理 VC 可溶性总糖 粗纤维
微量元素

Ca Fe Zn Se

甘蓝型油菜薹 87.4 1.95 1.12 5.0×102 9.6 7.2 9.2×10-3

白菜型红菜薹 CK 47.1 1.90 1.04 3.7×102 15.4 6.5 7.0×10-3

±ck% 85.6 2.60 7.70 35.1 -37.7 10.8 31.4

表 5 各处理对油菜籽、菜薹产量及经济效益影响

处理 薹高(cm) 油菜籽产量(kg/hm2) 菜薹产量(kg/hm2) 总产值(元 /hm2) 纯收益(元 /hm2) 比 CK 增收(元 /hm2) 比 CK 增收(%)

1 CK 3 013.5 - 12 596.4 7 571.40 - -

2 20 2 127.0 2 145.0 13 181.9 7 556.85 -14.55 -0.2

3 30 2 293.5 2 490.0 14 566.8 8 941.80 1 370.40 18.1

4 40 2 230.5 2 223.0 13 769.6 8 144.55 573.00 7.6

5 50 2 130.0 2 563.5 14 030.4 8 405.40 834.00 11.0

6 60 2 307.0 2 880.0 15 403.2 9 778.20 2 206.80 29.1

7 70 2 347.5 2 313.0 14 438.6 8 813.55 1 242.15 16.4

8 80 2 304.0 1 870.5 13 371.8 7 746.75 175.35 2.3

卖相好，口味佳。
2.4 摘薹次数对油菜的影响

摘薹次数的不同，直接影响到菜籽和菜薹的

产量以及农艺性状的变化。郑培土等[2]、方博云等[4]

研究表明，随着摘薹次数增多, 油菜生育期延长,

分枝节位明显下降, 单株分枝数大幅度增加, 千

粒重明显减低, 菜籽产量降低, 但是菜薹产量增

高，综合考虑以摘两次薹经济效益较好。陈社员

等[3]研究表明，摘薹 1 次菜籽产量与不摘薹相近。
由于摘薹处理菜薹产量平均可达 7 500 kg/hm2,其

单位面积产值比不摘薹处理高一倍以上。

3 结 论
本试验中，虽然摘薹后株高、有效分枝高度、

一次有效分枝数和一次分枝有效角果数都极显著

地下降，而二次分枝有效角果数极显著地增加，这

与摘薹后油菜顶端优势丧失，中、下位分枝营养生

长和生殖生长相对增强有关，同时也是全株有效

角果数的差异不显著的主要原因。随着株高和分

枝高度的降低，油菜抗倒性相应增强，特别针对西

南地区偏多风雨天气特点的油菜种植，有利于保

产保收。
摘薹适期研究结果表明，薹高 60 cm 时为摘

薹最佳时期，此时油菜籽产量在摘薹处理中居第

二位，菜薹产量居第一位，纯收益最高，而且此时

采摘的菜薹茎、叶比例适中，卖相好，口味佳。

4 讨 论
目前油蔬两用技术在浙江、湖北、江苏、上海、

重庆等省市已普遍推广应用。加强该项技术的研

究和推广应用，发展双低油菜的同时，使其向籽薹

两用方向发展，可大幅度提高种植油菜的经济效

益，对于应对劳动力成本高，油菜种植比较效益低

下，促进农民增产增收，走效益农业之路具有一定

的意义。
综上所述，油蔬两用油菜栽培技术实现一种

两收，每公顷新增经济效益可达 1 500 元以上，是

一项值得推广并且增收显著的高效油菜种植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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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3×104 kg/hm2 和 8.531×107 kg/hm2；盐碱水田

以盐类物质的巨量输出为污染特征。
⑷盐碱地改水田后，土壤中离子含量仍以

Na+ 和 HCO3
- 型为特征；随着耕种年限的增加，土

壤 pH 值变化不明显，有机质含量逐年增加，Na+

和 HCO3
- 含量逐年减少；部分水田随耕种年限增

加有次生盐碱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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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92-138 .

[8] 李 珣，付立东，齐春华 . 氮磷钾不同施入量对水稻产量的

影响[J] . 北方水稻，2010，40(4)：19-21，24 .

[9] 宋新山，邓 伟，闫百兴 . 松嫩平原西部水环境中各盐碱化

成分的变异特征[J] . 东北水利水电，2002，20(9)：45-46 .

[10] 李取生，李秀军，李晓军，等 . 松嫩平原苏打盐碱地治理与利

用[J] . 资源科学，2003，25(1)：15-20 .

[11] 顾 佳，李 勇，杨林章，等 . 直播水稻田田面水氮素动态变化

及径流损失研究[J] . 安徽农业科学，2009，37(8)：3626-3628 .

商在北京和辽宁之后排第三位，单产在山东、安

徽、河南之后，位居第 4 位。因此河北省梨果生产

优势还有提高的空间，主要是依靠提高单产水平，

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应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内在品质

和外观质量，注重标准化建设，降低产后营销成本

以及提高经营管理效率等方式保持河北省梨果产

业的优势，挖掘竞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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