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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秀山县油菜菌核病重发特点及原因分析①

肖晓华, 杨昌洪, 黄秀平

重庆市秀山县植保站,重庆 秀山409900

摘 要:油菜菌核病是由核盘菌Sclerotiniasclerotiorum (Lib.)deBary引起的一种病害.2021年,重庆市秀山县油

菜菌核病总体中等偏重发生(4级),局部大发生(5级),比上年加重了1个级别.从病株率分析,是2009年统计以

来发生最重的一年,达到40.6%;从病情指数分析,是2015年以来发生最重的一年,达到23.26.菌核病重发特点

表现为病害发生早、后期流行迅速、发生普遍、为害严重等.本文从气候条件、品种抗性、防治水平等方面分析秀

山县油菜菌核病的重发原因,为指导今后油菜菌核病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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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CharacteristicsandCausesoftheOutburstof
SclerotiniasclerotioruminRapeseedCropinXiushanCountyin2021

XIAOXiaohua, YANGChanghong, HUANGXiuping
ChongqingXiushanCountyPlantProtectionStation,XiushanChongqing409900,China

Abstract:SclerotiniablightofrapeisadiseasecausedbySclerotiniasclerotiorum (Lib.)deBary.In2021,
theoccurrenceofrapesclacrosclertiablightinXiushanCountyofChongqingismoderatelysevere(Grade
4),andlocallysevere(Grade5),whichisonegradeworsethanthatinthepreviousyear.Thepercentageof
diseasedrapeplantsis40.6%in2021,thehighestsince2009,andthediseaseindexis23.26%,thehighest
since2015.Therecurrenceofsclerotiumdiseasein2021ischaracterizedbytheearlyoccurrence,rapidepi-
demic,widespreadoccurrenceandseriousharm.Inthispaper,thecausesofoutburstofsclerotiniablightof
rapeinXiushanin2021areanalyzedfromtheaspectsofclimateconditions,varietyresistanceandcontrol
level,soastoprovidereferencefor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S.sclerotioruminrapeinthefuture.
Keywords:sclerotiniablightofrape;seriousoccurrencecharacteristics;causeanalysis;XiushanCounty

  秀山县是重庆市油菜生产大县之一,2021年,全县油菜种植面积为1.58万hm2,比上年略增长.按照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重庆市二类农作物病虫害的公告〔2021年第5号〕)》,油菜菌核病又称菌核杆

腐病,属于重庆市农作物二类病虫害之一,是该县油菜生产上的主要病害,常年发病早、发生面广、为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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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害较重[1].2017—2021年,全县5年油菜菌核病发生程度分别为4,3,3,3,4级.尤其是2021年,油

菜菌核病发生特点表现为发病早、前期病情发展缓慢、后期流行较快、发生面广、总体为害较重.按照油菜

菌核病测报行业标准,全县油菜菌核病总体中等偏重发生(4级),局部大发生(5级),比上年加重了1个级

别,是近年来发生最重的一年;从病株率分析,是2009年以来发生最重的一年;从病情指数分析,是2015
年以来发生最重的一年;全县油菜菌核病发生面积1.0万hm2,防治面积0.8万hm2,挽回损失3200t,是

上年的1.19倍,实际损失1300t,是上年的1.37倍.

1 重发特点

1.1 2021年油菜菌核病发生较早

2021年1月4日,在秀山县清溪场镇茫洞村系统观测区始见油菜菌核病(叶发病),比上年始见期(1月

2日)迟1d,比常年始见期(2月3日)早30d.发病田始见期叶发病病株率平均为0.3%,与上年始见期平

均值(0.3%)相当.有些田块的始见期病株率最高为1.0%,与上年始见期病株率最高值(1.0%)相当.

2021年油菜菌核病系统观测发现:3月24日始见茎发病,比上年茎发病始见期(4月2日)早9d,比常

年(4月9日)早16d;始见日病茎率平均1.3%,比上年始见日(0.7%)增加0.6个百分点,始见日病茎率最

高为2.0%,比上年始见日最高值(1.0%)增加1.0个百分点.始见日病情指数平均为0.43,是上年始见期病

情指数(0.22)的2.0倍,是常年始见日病情指数平均值(0.82)的50%,始见日病情指数最高为0.67,是上年

始见日病情指数最高值(0.33)的2.0倍(表1).

表1 重庆市秀山县油菜菌核病的始见期及高峰期情况比较

年份

叶发病

始见期

(月-日)

病株率/

%

高峰期

(月-日)

病株率/

%

茎发病

始见期

(月-日)

病株率/

%

病情

指数

高峰期

(月-日)

病株率/

%

病情

指数

2010 01-06 1.3 04-12 98.0 04-07 0.7 0.22 05-12 11.0 5.78
2011 01-07 1.0 04-17 100.0 04-12 0.7 0.22 05-12 50.3 33.78
2012 01-01 0.3 04-17 90.3 4-17 1.0 0.33 05-17 7.7 3.13
2013 01-06 2.0 04-17 98.7 04-07 4.0 2.00 05-12 21.0 16.56
2014 12-30 2.7 04-07 89.0 04-02 1.0 0.33 05-07 27.0 19.67
2015 01-04 1.3 04-04 96.0 03-29 5.0 1.67 05-04 75.0 59.00
2016 01-04 1.7 04-14 63.7 03-29 0.7 0.33 05-04 30.7 19.11
2017 01-04 2.0 04-14 89.0 04-04 4.0 1.78 05-04 51.0 37.11
2018 01-03 0.7 04-04 96.3 03-29 0.7 0.22 04-29 41.0 30.67
2019 01-03 1.0 04-14 92.3 04-04 0.3 0.11 05-05 21.7 16.23
2020 01-02 0.3 04-07 90.0 04-02 0.7 0.22 05-07 14.7 10.33
2021 01-04 0.3 04-09 94.7 03-24 1.3 0.43 05-09 84.3 43.11
常年 02-03 2.5 04-11 81.5 04-10 2.4 0.82 5月上旬 32.4 18.23

  注:常年平均值指1985-2021年平均值.

1.2 前期发展缓慢,后期流行迅速

2021年1—3月中旬,秀山县油菜菌核病病情发展总体缓慢,病株率0.3%~3.3%.3月下旬进入始盛

期,4月9日为叶发病高峰期,比上年叶发病高峰日(4月7日)迟2d,比常年叶发病高峰日(4月11日)提

早2d.高峰日病株率平均为94.7%,比上年高峰日病株率平均值(90.0%)增加4.7个百分点,比常年高峰

日病株率平均值(81.5%)增加13.2个百分点.高峰日病株率最高值为97.0%,比上年高峰日最高值

(92.0%)增加5.0个百分点.
根据气象资料数据表明,2021年1—3月,秀山县气温较低(1月6.0℃、2月10.7℃、3月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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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抑制了菌核萌发及病情发展,油菜菌核病发病虽早,但病情发展缓慢.3—4月油菜花期阴雨天气较多,

下雨天数为45d,田间温度及湿度有利发病,加之近年来油菜菌核病偏重发生,常年发病率为26.3%.秀山

县常年实施“稻-油”轮作制度,导致田间菌源充足,3月下旬以后病情流行迅速,由于冬季气温总体偏高,

叶发病始盛期及高峰期相应提早(图1).

4月上旬以前,系统观测区茎发病总体病情偏轻,4月中旬后流行加快,5月9日达茎发病高峰,高峰

期与上年及常年高峰期相当.高峰日茎发病病株率平均为84.3%,比上年高峰期病株率(14.7%)增加69.6
个百分点,比常年高峰日病株率平均值(32.4%)增加51.9个百分点,高峰日病株率最高为95.0%,比上年

峰日最高值(20.0%)增加75.0个百分点;高峰日病情指数平均为43.11,是上年峰日病情指数(10.33)的

4.17倍,是常年峰日病情指数(18.23)的2.36倍,高峰日病情指数最高为50.33,是上年峰日最高值(15.33)

的3.28倍(表2).

图1 重庆市秀山县2021年油菜菌核病(叶发病)流行动态

表2 重庆市秀山县2021年油菜菌核病茎发病情况

日期
病株率/%

平均值 最高值

病情指数

平均值 最高值

3月24日 1.3 2.0 0.43 0.67
3月29日 6.7 11.0 2.56 4.00
4月4日 14.7 20.0 5.33 7.00
4月9日 20.7 27.0 7.89 9.67
4月14日 35.7 42.0 13.44 15.67
4月19日 51.0 60.0 22.56 25.33
4月24日 60.0 64.0 26.77 30.66
4月29日 69.0 72.0 29.44 32.00
5月4日 80.0 87.0 35.2 42.23
5月9日 84.3 95.0 43.11 50.33

1.3 菌核病发生普遍

1月4-6日,油菜苗期,即菌核病始见期,按照《农作物有害生物测报技术手册》规定,县植保站在清

溪场镇茫洞村、孝溪乡复兴村、溪口镇龙洞村、溶溪镇晨光居委会等地普查.结果发现,油菜菌核病病田率

平均为7.4%,比上年同期(25.0%)少17.6个百分点,病田率最高为11.1%,比上年同期最高值(33.3%)低

22.2个百分点;病株率平均为0.07%,比上年同期(0.25%)低0.18个百分点,病株率最高为1.0%,与上年

同期最高值(1.0%)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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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20日为油菜蕾臺期,在清溪场镇茫洞村、孝溪乡复兴村、溪口镇龙洞村、溶溪镇晨光居委会

等地普查,菌核病病田率平均为70.8%,比上年同期(77.8%)减少7.0个百分点,病田率最高83.3%,与上

年同期最高值(83.3%)相当;病株率平均为1.2%,比上年同期(1.7%)减少0.5个百分点;病株率最高为

3.0%,比上年同期最高值(4.0%)减少1.0个百分点.

3月1-2日为油菜初花期,菌核病普查结果发现:病田率平均为70.8%,比上年同期(77.8%)减少7.0
个百分点;病田率最高100%,与上年同期普查最高值相当.病株率平均为1.3%,比上年同期(1.8%)减少

0.5个百分点;病株率最高为4.0%,与上年同期最高值(4.0%)相当.

3月9-11日,油菜生长进入盛花期,菌核病普查:病田率为75.0%,比上年同期(91.7%)减少16.7个

百分点,病田率最高100%,与上年同期最高值相当.菌核病病株率平均为1.8%,比上年同期(4.8%)减少

3.0个百分点;病株率最高为6.0%,比上年同期最高值(20.0%)减少14.0个百分点.

3月24-29日,油菜生长进入谢花期,普查发现:油菜菌核病病田率100%,与上年同期相当.病株率

平均为56.3%,比上年同期(59.4%)减3.1个百分点;病株率最高为95.0%,比上年同期最高值(85.0%)增

10.0个百分点.

4月2日为油菜谢花期至角果发育期,油菜菌核病叶发病高峰期,病田率100%,与上年同期相当.叶

发病病株率平均为78.0%,比上年同期(92.3%)减少14.3个百分点,病株率最高为98.0%,比上年同期最

高值(100%)减少2.0个百分点.茎发病病株率平均为7.6%,比上年同期(1.5%)增加6.1个百分点,病株率

最高为20.0%,比上年同期最高值(7.0%)增加13.0个百分点;病情指数平均为3.04,是上年同期(0.85)的

3.58倍,病情指数最高为7.33,是上年同期最高值(5.67)的1.29倍.

5月1-12日,油菜成熟期,即油菜菌核病病情稳定期,全县大面积普查.结果表明:油菜菌核病病田

率100%,与上年同期相当.菌核病病株率平均为40.6%,比上年普查平均值(20.9%)增加19.7个百分点,

比常年平均值(26.3%)增加14.3个百分点;病株率最高为95.0%,比上年普查最高值(44.0%)增加51.0个

百分点.病情指数平均为23.26,是上年普查平均值(14.58)的1.6倍,是常年普查平均值(16.50)的1.4倍,

病情指数最高为50.33,是上年同期普查最高值(40.33)的1.2倍(表3).

表3 重庆市秀山县油菜菌核病历年发生及为害情况

年份
大面积普查

病株率/% 最高病株率/% 病情指数 最高病情指数
发生程度 当年发生面积/万hm2 防治面积/万hm2

2010 17.9 98.0 12.55 78.00 3 1.00 0.80
2011 17.2 54.0 10.86 40.00 3 1.20 1.00
2012 30.2 80.0 20.27 66.3 4 1.00 0.80
2013 18.6 92.0 13.40 90.00 3 1.00 0.80
2014 31.5 89.0 24.59 73.00 4 1.00 0.80
2015 33.5 96.0 24.69 84.00 4 1.00 1.00
2016 24.8 86.0 15.18 70.00 3 1.00 0.67
2017 34.5 84.0 25.04 70.00 4 0.80 0.67
2018 24.2 76.0 15.67 61.33 3 0.80 0.67
2019 19.6 59.0 13.50 43.33 3 0.80 0.67
2020 20.9 44.0 14.58 40.33 3 0.80 0.67
2021 40.6 95.0 23.26 50.33 4 1.00 0.80

1984-2021年

平均值
26.3 100.0 16.50 98.70

1.4 菌核病为害严重

油菜定型期普查结果分析,普查田块中,按照油菜菌核病病情严重度分级[2]:1级的病株数占调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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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数的22.00%,比上年同级别(6.80%)增加15.2个百分点;2级占调查总株数的8.18%,比上年同级别

(5.67%)增加2.51个百分点;3级占调查总株数的10.47%,比上年同级别(8.56%)增加1.91个百分点.
按照发生程度(油菜菌核病测报行业标准)分级,发病程度为一级的田块占调查总田块数(病株率≤

3.5%)的比例为0;二级(病株率3.6%~13.9%)占3.9%,比上年同级别(25.9%)减少22.0个百分点;三级

(病株率14.0%~27.9%)占19.2%,比上年同级别(48.1%)减少28.9个百分点;四级(病株率28.0%~54.0%)

占56.4%,比上年同级别(25.9%)增加30.5个百分点;五级(病株率≥55.0%)占20.5%,上年同级别为0.
普查结果表明,2021年,全县油菜菌核病总体中等偏重发生(4级),局部大发生(5级),比上年加重了

1个级别.今年秀山县油菜菌核病是近年来发生最重的一年,从病株率分析,是2009年以来发生最重的一

年;从病情指数分析,是2015年以来发生最重的一年.
1.5 菌核病病情区域差异明显

普查结果发现,不同区域、不同前茬作物油菜菌核病发生与为害差异较大.总体看,常年“稻-油”轮作

区,菌核病发生严重.“蔬菜-油菜”“玉米-油菜”“薯类-油菜”种植区,菌核病明显偏轻.部分山区旱地油菜则

很少发生油菜菌核病,如清溪场镇茫洞村、平凯街道马西村,属于常年“稻-油”轮作区,油菜菌核病病株率

分别为63.8%和53.5%;而洪安镇美其村、中平乡中寨村,旱地居多,油菜非常年种植,油菜菌核病发生偏

轻,病株率分别为26.8%和23.7%.

2 2021年油菜菌核病重发原因分析

2.1 菌源积累及萌发率较高

油菜是秀山县主要油料作物和经济作物,年均种植面积均在1.33万hm2 以上,油菜菌核病常年发生,

其病原菌核能在土壤中存活1~3年,且轮作面积较少,导致田间菌源逐年累积,充足的菌源是秀山县油菜

菌核病严重发生的前提和基础.
按照油菜菌核病测报要求,2020年5月,从油菜菌核病病株茎秆内,剥取菌核,用纸袋常温保存,下

一季油菜生长期,11月20日,在系统观测区,选择土质疏松、地势平整的油菜田,按照10cm×10cm规

格,人工埋菌100粒,覆盖5cm浅土层.在油菜菌核病系统观察期内,同步调查菌核萌发情况.
埋菌观察结果发现,冬前人工埋菌100粒观测区,2021年2月19日菌核开始萌发,比上年(2月17

日)迟2d.3月4日达萌发高峰期,比上年的2月27日迟5d;终见期在4月4日,比上年3月22日延迟

13d.2021年菌核萌发率为90.0%,比上年的92.0%减少2.0个百分点.子囊盘累计开盘数139朵,是上年

146朵的0.95倍,略有减少(表4).

表4 2021年重庆市秀山县油菜菌核病埋菌观测调查

调查日期 菌核萌发数/粒 累计菌核萌发数/粒 子囊盘数/朵 开盘数/朵 累计开盘数/朵

2月19日 2 2 2 0 0
2月24日 5 7 8 7 7
3月1日 5 12 13 4 11
3月4日 15 27 40 15 26
3月9日 10 37 35 24 50
3月14日 12 49 40 21 71
3月19日 14 63 33 19 90
3月24日 14 77 35 24 114
3月29日 7 84 21 17 131
4月4日 6 90 13 6 137
4月9日 0 90 2 2 139
4月14日 0 90 0 0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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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推品种抗病性差

目前,我国还没有对菌核病抗性较好的油菜品种,全县大面积种植的油菜品种为“庆油1号”“庆油2
号”“庆油3号”“庆油8号”“中油119”“川油36”“油研57”和“油研817”等品种均不抗(耐)病,实践观察表

明,特别是“油研”“蓉油”等优质油菜抗病性更差,易感菌核病,同等环境条件下发病偏重.

2.3 防范意识不足,药剂防治效果较差

近年来,全县油菜病虫害统防统治面积逐年提高,农民防治意识逐年增强,油菜施药面积逐年增加.但

由于本地农民对油菜病虫害防治总体重视不够,部分区域,农民一般不防治油菜病虫害,导致油菜病虫害

防控水平总体偏低.而生产上大面积推广使用的甲基硫菌灵、多菌灵、菌核净等药剂,防治效果也一般,防

效只有60%~70%左右,菌核病预防效果总体较差.在生产上,农民一般按照农药经销商推荐,选购甲基

硫菌灵、多菌灵、菌核净等药剂,在油菜初花期施药预防,电动喷雾或手动喷雾较多,机动喷雾与无人机施

药比例较低,油菜菌核病防效总体较差.

2.4 预测预报及天气条件

2021年1月4日、2月20日,根据秀山县田间调查实况,结合品种布局、栽培管理水平、历史资料、气

象预报等因素,秀山县植保站发布了植保情报《秀山县2021年农作物主要病虫草鼠害发生趋势》《油菜菌核

病发生及防治预报》,情报通过各地办公系统、网络信息平台、资料、短信、会议等形式,广为宣传,指导农

民及时开展预防工作[3].

2021年3月中旬,秀山县油菜生长进入盛花期,花期持续阴雨的气候条件是2021年油菜菌核病偏重

发生的主要因素(表5).2021年3月,秀山县雨日为23d,比上年(17d)多5d,比常年平均值多7d;4月,

秀山县雨日为22d,比上年(11d)多11d,比常年平均值多9d.

表5 2021年1—4月重庆市秀山县气象资料

月份 温度/℃ 湿度/% 雨日/d 雨量/mm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

1月

2月

3月

4月

上旬 4.0 79.9 0 0 11.1 -2.0
中旬 6.2 75.4 2 1.2 19.7 -2.7
下旬 7.7 90.7 4 6.8 13.3 2.8
月均 6.0 82.0 6 8 19.7 -2.7
上旬 9.9 93.6 7 26.6 16.2 6.1
中旬 10.5 88.8 2 16.8 22.5 4.4
下旬 12.3 87.7 3 10.4 26.3 5.6
月均 10.7 90.3 12 53.8 26.3 4.4
上旬 9.3 92.6 9 30.2 15.2 4.5
中旬 13.5 92.1 6 19 23.4 7.2
下旬 14.3 88.1 8 5.4 25.8 5.4
月均 12.4 90.9 23 54.6 25.8 4.5
上旬 12.3 95.2 10 31.6 15.4 9.3
中旬 14.6 94.6 7 39.6 20.7 10.8
下旬 17.4 89.5 5 19.2 30.6 12.7
月均 14.6 93.6 22 84 30.6 9.3

  注:资料来源为田间小气候自动观测系统.

2.5 田间管理粗放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秀山县农村普遍缺乏劳力,致使油菜田间管理总体上较为粗放,

部分田块杂草丛生,油菜长势较弱,加重了油菜菌核病的发生与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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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油菜菌核病是油菜生产上的主要病害,油菜菌核病的发生程度与品种抗性、气候、预防水平均有密切

关系.2021年,秀山县油菜菌核病发病早、发生面广、总体为害较重.全县油菜菌核病总体中等偏重发生(4
级),局部大发生(5级),比上年加重了1个级别,是近年来发生最重的一年.通过调查和分析,本文总结油

菜菌核病偏重发生的原因:一是田间菌源逐年累积,充足的菌源是秀山县油菜菌核病严重发生的前提和基

础;二是生产上没有对菌核病抗性较好的油菜品种;三是业主(农民)防范意识不足,药剂防治效果较差;

四是气候条件有利于菌核病发生流行,特别是花期持续阴雨的气候条件是油菜菌核病偏重发生的主要因

素;五是粗放型的田间管理,加重了油菜菌核病的发生与为害.本文系统分析了油菜菌核病的重发原因,旨

在今后结合生产实际,加强田间管理,积极开展预防,切实减轻油菜菌核病发生与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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