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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固县位于陕西省汉中市中部。 北靠秦岭、南依
巴山，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气候温润，土壤肥
沃， 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生产大县。全县总人口54万，
其中农业人口43.8万，总耕地49.3万亩，常年种植油
菜14万亩，近年来随着油菜生产成本增加，油菜籽价
格下滑等因素影响，油菜种植面积不断下滑，为了稳
定油菜生产面积，保障食用油有效供给，现根据城固
县油菜生产现状和制约因素，提出以下技术对策。
1 城固县油菜生产发展的现状

油菜是城固县粮油生产的主要作物之一， 也是
当地农民的传统种植作物。 该县自2009年开始实施
油菜高产创建项目,通过项目建设，全县油菜生产水
平不断提高,单产、总产较之以前都有所提高，增产增
收效果显著。 2009~2014年常年种植面积均保持在14
万亩以上， 受油菜生产用工多、 国家油菜籽临储政
策、油菜籽价格下滑等因素的影响，2015年面积锐减
至10.5万亩，较上年减少4.1万亩。 传统的育苗移栽面
积下降，据2015年该县秋播基础调查，移栽面积由常
年的80%左右减少到23%， 以油菜免耕稻草覆盖、稻
茬免耕油菜直播机收、 油菜全程机械化栽培为主的
轻简栽培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应用。 2015年油菜
免耕稻草覆盖直播面积达 4.7万亩， 占种植面积
44.8%；稻茬免耕油菜直播机收3.38万亩，占种植面积
32.2%；油菜全程机械化示范面积1 210亩。
2 城固县当前油菜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2.1 生产劳动力不足，栽培管理粗放

近年来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 留守
务农人员以妇女、老人为主，既不能提供传统的精耕

细作型油菜生产劳力支持又难以接受和应用新的轻
简栽培技术[1]，有些农户把轻简栽培技术混同于粗放
管理，导致油菜长势欠佳，产量偏低。
2.2 油菜种植面积下滑

传统油菜生产劳动强度大，劳动用工多。 油菜生
产比较效益低，农户种植油菜积极性不高，改种元胡
等高效益经济作物甚至将土地撂荒， 导致种植面积
逐年下滑,并有进一步下滑的风险。
2.3 油菜生产机械化程度低

汉中地区“十秋八霖”，秋播期间往往阴雨绵绵，
田湿泥烂，机械作业困难。 加之全县仅有 5台油菜精
量播种机无法保证集中时段的大面积播种。 目前机
械化播种仅处于示范阶段， 播种面积和质量有待于
提高。
2.4 一个片区种植品种多、乱、杂，不利于机械收获

农民种植意愿不一，很难在一个区域布局1～2个
品种，机收往往是一个片区同时收获，部分田块为赶
机收，收获偏早，油菜籽脱粒不彻底，造成产量损失
且影响了油菜籽的品质。
3 发展油菜生产的对策

生产劳动力不足，种植比较效益低，机械化程度
低是造成城固县油菜种植面积下滑的主要原因，因
此推广轻简栽培技术， 积极完善油菜全程机械化技
术是稳定油菜种植面积，发展油菜产业的根本出路。
3.1 大力推广轻简栽培技术

油菜稻茬免耕直播机收栽培技术，就是水稻收获
后田块不经翻犁，经化学除草、开沟施肥和简单平整
田面后，直接在板田进行人工播种（撒播或条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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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后期科学田管、机械收获的一项节本增效轻简栽培
技术。 该技术既可减少育苗移栽的过程和工序节省劳
力、还利于抗霖播种，加快秋播进度，提高播种质量，培
育冬前早发壮苗，从而实现油菜生产节本增效，稳定油
菜种植面积，是值得推广的一项轻简技术。
3.1.1 田块准备 水稻收获时低留稻茬， 及时开沟
排干稻田积水，将稻草集中田坎边，便于杂草长出。
3.1.2 选用适宜的优良品种 直播油菜扎根较浅，
后期易出现倒伏， 为了便于机械收获生产上宜选用
高产、抗病、矮秆、抗倒、抗裂荚、株型紧凑、偏早熟、
花期集中便于机械收获的“双低”油菜新品种，近年
筛选出适合城固县种植的优良品种有沣油737、宁杂
11号、陕油28等。
3.1.3 施足底肥 免耕田块基肥全层深施困难，有
效养分集中在表层，前期供肥能力较强，后期容易出
现脱肥，且土壤耕作层没有翻动，通透性不及翻耕油
菜，影响油菜根系生长及后期生长易发生早衰 [3]。 因
此，要坚持基肥与追肥并重的原则，播种前先将肥料
均匀撒施田面，尽量使用复合肥，不用碳铵，施肥量
每667m2施三元素复合肥（N-P-K=15-15-15）35kg，
持力硼1kg。 中等肥力田块也可施油菜缓释肥（N-P-
K=25-7-8）50kg/667m2做底肥，一般不需追肥。
3.1.4 适期适量播种， 保证合理密度 稻茬免耕直
播油菜汉中地区最佳播期9月20~25日， 最晚不超过
10月5日。 播种过晚温度偏低不利于油菜出苗，冬前
生长缓慢难以形成壮苗，造成越冬困难。 播量以250~
300g/667m2为宜，播期推迟，可适当增加播量，以密补
迟。 综合种子发芽率、田块肥力、播期等多因素确定
适宜播量，保证一播全苗且苗量适宜，方可简化间苗
过程。 播种方式多采用人工撒播或条播，保证留苗密
度2.5万~3万苗/667m2， 也可采用喷粉机将菜籽和尿
素混合后喷种，通常按200g菜籽加5kg尿素混合喷播。
3.1.5 开沟做厢，三沟配套 采取人工或机械开沟，
开好三沟（即围沟、腰沟、厢沟），沟宽 20cm，沟深
15cm，厢宽2~3m，清除沟中碎土均匀撒覆厢面，做到
三沟配套，沟沟相通，做到明水能排，暗水能滤。
3.1.6 化学除草 除草是稻茬免耕直播栽培成败的
关键。 播前除草： 播种前5~7d用10%草甘磷水剂
100mL/667m2兑水50kg均匀喷雾，杀灭杂草。播后芽前
除草： 在播后3d内用50%乙草胺100mL/667m2， 兑水
30kg喷施，进行播后芽前封闭除草，做到喷洒均匀，不
漏喷。 苗期除草：禾本科杂草于油菜3~4叶期用60g精

奎禾灵兑水50kg选择性除草；双子叶杂草于油菜7~8
叶期用55g30%高特克悬浮剂兑水50kg选择性除草；
单双子叶杂草同时发生的田块亩用50g精喹禾灵和
50g高特克兑水50kg防除。
3.1.7 合理追肥 12月底元月初结合冬灌追施尿素
６~８kg/667m2做腊肥，壮苗越冬搭好丰产架子。 重施蕾
苔肥， 在抽薹初期每亩施用尿素和氯化钾各3~5kg。
为防止“花儿不实” 在初花期每亩用50g速乐硼兑水
50kg混合喷施。
3.1.8 防治油菜菌核病 机械化收获油菜高密度种
植易引发油菜菌核病偏重发生， 要重视油菜菌核病
防治。 在油菜初花期亩用40％菌核净可湿性粉剂100g
兑水30kg防治油菜菌核病。
3.1.9 适时收获 为避免割台损失当地多采用二段
式收获方式，油菜八成熟时人工割晒，后熟３~５d再用
联合收获机进行捡拾脱粒。
3.2 多方联动加快油菜全程机械化技术示范推广步伐

机械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技部门要
加大试验示范力度， 制定符合当地机械化生产的技
术规范，引导示范区农户种植成熟期相近、便于机械
收获的优良品种，农机部门要引进适合当地土壤、气
候条件的机型，并加强对农机手的操作培训，提高农
机手对机器性能的认知和操作水平， 从而提高作业
效率和作业质量； 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农机具购置
的补贴力度，重点倾向于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粮油
专业合作社， 这些新型经营主体是农业发展的新生
力量，他们容易接受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有较为成
熟的成功经验，也有一定的投资能力。 采取政府补一
些，新型经营主体投一些的方式，破解油菜精量播种
机不足的难题。 多方联动，共聚合力促使油菜全程机
械化生产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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