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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推动甘肃省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从油菜种植面积、油菜籽产量、油菜生产机械化程度、

主栽品种类型和主推技术等方面分析了甘肃省油菜生产现状，分析了甘肃省油菜生产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了对策。甘肃省油菜生产存在油菜品种搭配不合理，机械化生产技术与装备落后，绿色

生产技术研发、应用不够和油料加工业发展滞后等突出问题。为此，提出了加强政策扶持，引导和

推动规模种植，加强适宜机械化收获品种的选育，加快研制和筛选油菜机械化装备，发展产业基础

性研究，以及培育加工龙头企业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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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地形呈狭长状，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
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地貌复杂多样，

气候类型从南向北包括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

气候、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和高原高寒气候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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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甘肃西南部高寒阴湿地区及祁连山以北的河

西走廊地区主要以种植春油菜为主，冬油菜则主要

分布在甘肃东南部白龙江沿岸、东部和中部部分地

区［１］。因此，甘肃省是我国冬、春油菜产区划分的

分界线［２］。

油菜是甘肃省第一大油料作物，近年来甘肃

省油菜产业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农村

部、甘肃省教育厅等相关项目的支持，研究人员以

增加农民收入和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围绕油菜

的抗寒、抗旱、抗病和品质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

已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如：贾玉娟等［３］引进

筛选了强抗寒白菜型冬油菜陇油 ６号，攻克了河
西走廊冬油菜越冬难的问题；孙万仓等［４］选育出了

我国首个强抗寒优质白菜型油菜品种陇油１７号，其
越冬率可达９４．８％，油菜籽含油量高达４０．０３％；此
后，相继选育出陇油２２号［５］和陇油２３号［６］，越冬率

分别可达９０％和８９．６９％，油菜籽含油量分别高达

４５３８％和４４．８１％。甘肃省常年油菜种植面积达
１７．３３万ｈｍ２（２６０万亩）左右，约占全省油料作物总
种植面积的５８％，油菜籽总产量３５万 ｔ左右，约占
全省油料总产量的５２％（调研数据）。随着土地重
金属污染［７］、荒漠化加剧［８－９］导致的耕地面积减

少［１０－１２］、水资源空间匹配程度差［１３］、生态退化［１４］

等不良因素的出现，以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

移［１５－１６］，油菜产业的持续发展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甘肃省食用植物油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１７］。因此，

深入分析甘肃省油菜产业现状，提出保障甘肃省油

料供给安全、推动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尤为

重要。

１　甘肃省油菜生产现状
１．１　油菜种植面积与产量徘徊不前

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甘肃省油菜种植面积及产量如
图１所示。

　

　
注：甘肃省数据来源于甘肃省统计局；全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下同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甘肃省油菜种植面积及产量

　　由图１ａ可知，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甘肃省油菜种植
面积均保持在１４．４万ｈｍ２以上，占全省油料作物种
植面积的４７．８４％ ～５７．３０％，其中２０１７年油菜种
植面积最高，为１９．８５３万 ｈｍ２，占全省油料作物种
植面积的 ５７．３０％，２０２１年油菜种植面积最小，为
１４．４００万ｈｍ２，占 全 省 油 料 作 物 种 植 面 积 的
５４．８１％。

由图１ｂ可知，甘肃省油菜籽产量除２０１７年较
高外，其他年份均比较平稳。２０１７年甘肃省油菜籽

产量最高，为 ４３．８０万 ｔ，占同年油料总产量的
５６．６３％，相比于２０１６年增幅为 ９．６０万 ｔ，而 ２０１８
年甘肃省油菜籽产量降至３５．５０万 ｔ，降幅为８．３０
万ｔ。

由图１ｃ可知，甘肃省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稳中
有升。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甘肃省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
比全国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分别低１３４．７７、３２．６７
ｋｇ／ｈｍ２，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比全
国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高３．５３ｋｇ／ｈｍ２，二者单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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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产量几乎持平，其余年份甘肃省油菜籽单位面积

产量均高于全国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其中２０２１年
甘肃省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最高，达到 ２３４２
ｋｇ／ｈｍ２，比同年全国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高出
１１．２９％。

由图１ｄ可知，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甘肃省人均油菜
籽产量均低于同年全国人均油料产量，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人均油菜籽产量较高且最接近同年
全国人均油料产量，分别为１６．６７ｋｇ和１７．１３ｋｇ，
分别占同年全国人均油料产量的 ６６．９７％和
６９．９８％，其余年份甘肃省人均油菜籽产量变化平
缓，平均为１３．１８ｋｇ，平均占同年全国人均油料产量
的５３．７３％。
１．２　冬油菜种植面积大于春油菜，而其单产有待
提高

甘肃省油菜种植区域分布在全省１４个市（州）
６０多个县（区），既种植冬油菜也种植春油菜。２０２１
年甘肃省油菜主产区主要分布在天水市、庆阳市、张

掖市、陇南市及临夏州等地，其中，天水市的油料种

植面积最大，为５．５３２万ｈｍ２，占全省油料种植面积
的２１０６％。春油菜主产区主要在张掖市、临夏州
与甘南州，冬油菜主产区主要在天水市、庆阳市、

陇南市及平凉市。全省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平均

为２３８５．６２ｋｇ／ｈｍ２，其中金昌市的油菜籽单位面
积产量最高，为 ３６９０ｋｇ／ｈｍ２，其次为临夏州，为
３６８１ｋｇ／ｈｍ２；全省人均油菜籽占有量为１４．３１ｋｇ，
其中最高的是天水市，为３２．１６ｋｇ，最低的是白银
市，为１．０２ｋｇ，无法满足全省油料供需。
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甘肃省春油菜和冬油菜种植面

积及产量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ａ可知，近几年甘肃省春、冬油菜种植面

积均在逐渐减少，冬油菜的种植面积始终高于春油

菜的种植面积。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甘肃省平均冬油菜
种植面积比春油菜的约多１０．６９１万 ｈｍ２。２００９年
冬油菜种植面积最高，为１２．７６７万 ｈｍ２，比同年春
油菜种植面积高７．１７７万 ｈｍ２，占甘肃省油菜总种
植面积的６９．５４％；２０２１年冬油菜种植面积最低，
为１０７１４万 ｈｍ２，占甘肃省油菜总种植面积的
７１．２５％。

由图２ｂ可知，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甘肃省冬油菜籽
产量总体呈先升后降再升的趋势。２００９年冬油菜
籽产量最低，为２７．１９４８万ｔ，比同年春油菜籽产量
高９．２４０５万 ｔ，占油菜籽总产量的 ６０．２３％；２０１５
年冬油菜籽产量最高，为３４．２９３５万ｔ，比同年春油
菜籽产量高 １８．０９５４万 ｔ，占油菜籽总产量的

６７９２％；２０２０年冬油菜籽产量回落至２９．４０４０万ｔ，
比同年春油菜籽产量高１３．４３９２万 ｔ，占油菜籽总
产量的 ６４．８１％；２０２１年冬油菜籽产量回升至
２９５９３１万ｔ，比同年春油菜籽产量高１３．８６９２万ｔ，
占油菜籽总产量的６５．３０％。

由图２ｃ可知，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甘肃省冬油菜籽
单位面积产量均低于同年春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甘肃省冬油菜籽单位
面积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与２０１７年相比，２０１８年
冬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略有下降，降幅为 ３７６．６７
ｋｇ／ｈｍ２。２００９年冬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最低，为
１３９０．００ｋｇ／ｈｍ２，比同年春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低
６５７．７５ｋｇ／ｈｍ２，２０２０年冬油菜籽单位面积产量最
高，为２３０８．００ｋｇ／ｈｍ２，但仍比同年春油菜籽单位
面积产量低３５６．５０ｋｇ／ｈｍ２。

图２　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甘肃省冬油菜和春油菜种植面积及产量

１．３　油菜生产机械化程度低
图３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甘肃省与全国油菜生产

机械化面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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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甘肃省与全国油菜生产机械化面积对比

　　由图 ３ａ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我国油菜生产
机械化面积均呈现机耕面积 ＞机播面积 ＞机收面
积的现状，三者平均面积分别为５０４．７００、２０６．２８８、
１５８．５７９万ｈｍ２；２０１１年全国油菜机耕、机播和机收
面积均最小，分别为 ３５７．７５６、９７．８４０、９０．２０８万
ｈｍ２，２０１７年机耕面积最大，为５７１．４７１万ｈｍ２，２０１９
年机播、机收面积最大，分别为 ２８９．６８０、２１４．１８８
万ｈｍ２。

由图３ｂ可知：甘肃省油菜生产机械化面积也呈

现机耕面积＞机播面积 ＞机收面积的现状，三者平
均面积分别为１３．０６６、７．９１０、３．９９６万ｈｍ２；２０１２年
甘肃省油菜机耕面积最小，为１１．１３３万 ｈｍ２，２０１６
年机播和机收面积最小，分别为 ４．８９６万 ｈｍ２和
３０５１万ｈｍ２，２０１５年机耕面积最大，为 １６０９９万
ｈｍ２，而机播和机收面积均在 ２０１３年最大，分别为
１０．７９０万ｈｍ２和５．２２８万ｈｍ２。

图４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甘肃省与全国油菜生产
机械化率的对比。

　　

　　
图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甘肃省与全国油菜生产机械化率的对比

　　由图４ａ可知，在油菜整地环节，甘肃省机耕机
械化率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９年分别高于同年全国水平
１９．５４百分点和０．８４百分点，而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机耕
机械化率均低于同年全国水平。

由图４ｂ可知，甘肃省油菜机播机械化率在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分别高出全国水平３９．２３、２４１
百分点和４．１９百分点，而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９年均低于
同年全国水平。春油菜种植区在播种上除甘南州等

部分地区是人工撒播外［１８］，其余各地区基本实现

了机械化播种，而冬油菜种植区机械化水平仍然

较低，露地栽培仍然以人工撒播为主，一膜两年用

主要以机械穴播为主［１９］。

由图４ｃ可知，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甘肃省油菜机收
机械化率均低于同年全国水平，２０１５年甘肃省油菜
机收机械化率最高，为２９．０２％，低于同年全国水平
３．９７百分点，２０１６年甘肃省油菜机收机械化率最
低，为１８．８０％，低于同年全国水平１９．４８百分点。
除了山丹军马场种植的小油菜品种实行机械收获脱

粒外［２０］，其余油菜均采用人工收获、机械脱粒的分

段式收获，机械收获不足２０％。
由图４ｄ可知，２０１５年甘肃省油菜生产综合机械

化率最高，为６７．８２％，高于同年全国水平１８．３９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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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２０１６年开始甘肃省油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均低
于同年全国水平，其中２０１７年最低，为４０１８％，低
于同年全国水平１５．４０百分点。综上，甘肃省油菜
生产机械化程度低，有待提高。

１．４　主栽油菜品种多样
甘肃省地势狭长，气候类型多样，导致主栽油菜

品种多样。冬油菜主产区主要分布在陇南市、天水

市、庆阳市、平凉市及南部二阴区临夏州、甘南州、定

西市部分县区，其中：陇南产区主推甘杂１号、秦优
１７、沣油７３７、秦优１６９９、陕油２８、伟隆８８等甘蓝型
双低杂交种；天水市、庆阳市、平凉市及定西市的部

分区域主推白菜型冬油菜陇油系列、天油系列和宁

油１号等品种。春油菜主产区：在中低海拔区、生育
期１２０ｄ以上区域，主要种植青杂２号、青杂５号、
青杂７号、圣光４０１、冠油杂８１２等甘蓝型双低中晚
熟杂交种；在高海拔区、生育期１００ｄ左右的区域种
植的品种有甘蓝型早熟品种与白菜型春油菜，主要

为青杂４号、浩油１１、门油４号、天祝小油菜等。
１．５　主推油菜种植技术多样

在冬油菜产区：露地油菜栽培区主要推广技术

是适时早播（９月２０日前）、冬季镇压、雪上追肥、早
春追肥等秋季促壮苗、春季促早发的“秋壮春发”技

术，以及叶面喷肥、病虫害防治（秋季、早春跳甲）、

适期收获等技术；地膜覆盖油菜栽培区主要推广以

地膜二茬或多茬免耕穴播栽培为主的轻减化栽培

技术。

在春油菜产区：主要推广以“一推四改”为核

心、“一拌两喷”为辅助的集成技术。“一推”即推广

以青杂５号、青杂７号等甘蓝型高产双低杂交品种，
“四改”即改撒播为精量机械播种、改传统施肥为测

土配方施肥、改病虫害分散防治为统防统治、改人工

收获脱粒为人工、机械分段式收获；“一拌”即药剂

拌种防虫，“两喷”即播前喷药防治杂草，抽薹、初花

期叶面喷肥促花、促果、增粒重。

２　甘肃省油菜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２．１　油菜品种搭配不合理

近２０年来，由于气候变暖、品种改良与新型产
业技术的研发应用，油菜产业发展较快，但从当前

生产实际来看，仍然存在品种结构不合理，新品种选

育和推广应用速度慢的问题。尤其是冬油菜产区，

种植品种多样，但仍以白菜型冬油菜为主 ，甘蓝型

冬油菜只有在低纬度、低海拔的区域才能够安全越

冬，缺少高产、优质、强抗寒性的甘蓝型油菜品种，同

时白菜型油菜品种的品质亟待提升；另一方面缺少

适宜机械化收获的生产品种，品种抗倒伏性、株型及

抗裂角性急需提升。

２．２　机械化生产技术与装备落后
机械化生产程度低是油菜生产成本高、效益低

的主要原因之一。截至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油菜生产过
程机械化率约为 ５０％，其中收割机械化率不足
４０％、收获机械化率２０％左右，与甘肃省总体机耕
水平（８６．２７％）及机播水平（４８．９８％）差距较大。
甘肃省油菜产区目前所用的机械装备多为小麦或杂

粮生产机械装备，且大多用于平原及少数丘陵地区，

缺乏适合山地小地块的装备。油菜播种现有机械装

备作业单一，集翻耕、播种、镇压、覆膜等一体的微垄

沟机播应用面积较少，还需大力推广应用。甘肃省

油菜收获多采用联合收获，或以人工收获，损失率高

（１５％～２０％），缺少分段收获机械装备。油菜病虫
害防治仍以人工为主，飞防推广力度不够。

２．３　绿色生产技术研发、应用不够
与国内其他省区比较，甘肃省油菜生产技术总

体较为落后，产业环节中的品种、农机、植保、绿色生

产及加工等技术环节配套集成不够，推广应用力度

不足。一是主要栽培品种与机收要求不配套；二是

播种、收获机械与传统栽培农艺要求不配套；三是利

于环境保护的绿色生产高效产业技术模式研发创新

不足，示范应用不够；四是油料加工仍以传统小作坊

为主，加工工艺简单，加工规模小，缺少规模化、标准

化的油料压榨企业。

２．４　油料加工业发展滞后
近几年，甘肃省油菜加工企业的加工能力逐年

增加，加工企业布局向合理化发展，且开始了油菜加

工的综合利用，但从全省范围来看，油菜加工企业的

数量和加工能力还不能满足甘肃省油菜产业的发展

需求。同时，甘肃省油料加工仍然以作坊为主，油菜

的精深加工仍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

品牌，企业的带动能力需要加强。

３　发展建议
３．１　加强政策扶持，引导和推动规模种植

建议相关部门以提高良种补贴、统一供种和种

植保险等方面为出发点加强相关政策的扶持，精心

组织，狠抓落实，将油菜良种的研发、鉴定、生产、推

广等方面的力量和资源有机结合，加大试点示范，推

动油菜生产科学化、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当地相

关部门应建立良好的油菜种植生产体系，从正规渠

道统一购买综合农艺性状优良的油菜种子，适当提

高油菜种子补贴比例，将油菜种子以实惠的价格发

放到农民手中，在此过程中切实加强监督管理，使实

惠真正落到实处；在油菜的种植过程中应派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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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油菜选地、种植、田间管理和收获、储存进行专

业化指导；与此同时，因自然灾害而导致油菜减产和

歉收情况时当地政府应对农民给予一定的补贴。通

过实施政策导向和加大扶持力度，可望推动油菜生

产规模化发展。

３．２　加强适宜机械化收获品种的选育
开展高产、高含油量和适合机械化作业的新品

种的选育，从株型、抗倒伏性、角果抗裂性、成熟一致

性、适收期和生长期等方面综合考虑，筛选半矮秆、

抗倒伏、株型紧凑、抗裂角、成熟期一致性好、耐迟播

及早熟的适合机械化作业的油菜品种。

３．３　加快研制和筛选油菜机械化装备
根据甘肃省油菜产业实际与自然条件，加大油

菜播种、收获的关键机械化装备的研制和试验力度。

在陇南地区加大油菜精量播种机械的研制，特别是

适宜山地的小型精量播种机、收割机的推广，以取代

当地的人工撒播。在天水市、平凉市、庆阳市等地，

要加大一膜两年用精量穴播机的研制和推广，以及

露地精量穴播机的推广，解决油菜的精量播种和播

种均匀度问题。在祁连山北麓的张掖市、武威市及

南部二阴山区要加大全膜微垄、全膜覆盖穴播技术

的推广，推广集播前旋耕、覆膜、施肥、播种于一体的

免耕直播机，同时也要解决目前收获机械技术含量

不高、收获损失严重等问题，提高油菜机械的适应

性、稳定性，提高效率，降低作业成本。

３．４　发展产业基础性研究
３．４．１　油菜抗寒耐旱功能基因挖掘及调控机制
解析

针对甘肃寒、旱叠加的严酷自然条件的需要，发

掘抗寒、耐旱及理想株型等性状的种质及基因资源，

构建相关性状形成、变异与改良的分子调控网络，解

析油菜抗逆响应机制，探讨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３．４．２　油菜分子育种技术创新
针对当前油菜种质资源创新进展缓慢，可被改

良利用的优异基因资源少的问题，研发强冬性油菜

基因编辑技术，创制油菜突破性种质资源。以油菜

基因组数据库为基础，创建强冬性油菜分子设计育

种技术，建立高效双单倍体创制、全基因组设计与智

能育种技术。

３．４．３　油菜多功能利用模式构建
针对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在以油用为主

的基础上，挖掘适宜甘肃生态区域的油菜的花、蜜、

菜、肥、饲等多功能利用的品种，建立“油菜 ＋”绿色
高效多功能利用模式，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选育高生物量肥用油菜品种，选育多花色油菜品种，

研发油菜蜜用、绿肥、花用轮作模式与配套高效栽培

技术，提高社会、生态、经济效益。

３．５　培育油菜籽加工龙头企业
只有发展油料加工业，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增

值，才能提升种植效益和企业效益。目前，甘肃省油

菜籽深加工还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建议积极扶持一

批生产规模较大、起点高、效益较好的油菜籽加工龙

头企业，加强技术改造，提高加工工艺水平，以龙头

企业带动油菜产业化发展，实现产、加、销一体化经

营，从整体上提升甘肃省油菜产业的水平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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