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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油菜的生育期长 , 病害种类繁多, 造成为害的原因复杂。在病害中为害最严重是菌核病 , 其次是病毒病。综合国内外的文献资
料 , 概述了菌核病与病毒病的发生特点、侵染循环、流行规律以及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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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菜易发生的病害主要是菌核病和病毒病[ 1] 。油菜要

获得高产, 做好菌核病和病毒病的防治是关键 , 其中菌核病

是主要病害 , 为害损失约占总病害损失的80 % [ 2] , 其次是病

毒病。

1  油菜菌核病

1 .1 发生特点 油菜菌核病( Sclerotinia sclertiotum) 又名茎腐

病、霉秆、白秆和软脚瘟,Libert( 1837) 首次报道了菌核病菌 ,

但最早记载该菌侵染油菜的是ShawF J W( 1915) 。油菜菌核

病是由子囊菌纲柔膜菌目核盘菌真菌引起的一种病害 , 在油

菜各生育期均能为害, 但主要在终花期以后 , 茎、叶、花、荚各

部分均可为害, 以茎部受害最重[ 2] 。主要症状: 叶片感病多

自老龄叶开始, 初生暗青色水渍斑块, 而后成圆形或不规则

形大斑。病斑灰褐色或黄褐色, 常有数层同心轮纹, 外缘暗

青色, 斑外具有黄晕, 叶背病斑部暗青色。干燥时病斑破裂

穿孔, 潮湿时迅速扩展, 长出白色絮状菌丝, 使全叶腐烂并形

成菌核[ 3] 。苗期发病, 先从幼苗的基部发生软腐, 以后扩展

到全苗, 叶片变青灰色似烫伤状腐烂, 常常引起成团枯死或

整窝枯死。成株期发病, 茎秆受害后, 病部出现淡黄褐色水

渍状病斑, 干燥时表皮破裂, 后期病秆腐烂成空心, 并生有白

色菌丝和鼠屎状菌核。油菜籽受害, 褪色变白 , 种子瘦瘪, 无

光泽[ 4] 。病菌以菌核的形态遗落在土中或依附于油菜种子

和残体越夏过冬, 在秋冬温暖潮湿的地区, 土壤中少数菌核

萌发成子囊盘, 但大多地区土中菌核秋冬处于休眠状态。当

温度达10 ～20 ℃, 月降水量达100 mm 以上时, 菌核经1 个月

左右, 开始萌发子囊盘[ 2] 。子囊盘散发子囊孢子, 随风传播

到油菜的植株上产生菌丝, 子囊孢子首先侵染下部老叶、伤

口和花瓣, 然后蔓延整个植株并传染到邻近健株, 进行再次

侵染。

1 .2  发病规律  油菜菌核病的流行条件: ①有效菌核的数

量。土壤中有效菌核的多少决定于土壤、肥料和种子中带菌

核的数量, 土壤中菌核的存活率和存活数量是随着轮作期限

的增长而逐渐减少, 连作地的有效菌核多于轮作地[ 5] ; ②播

种时期。播种早, 早花多, 花期长 , 菌核病发生重[ 6] 。这种现

象是由于子囊孢子易感染花瓣而不能直接感染健壮的茎, 所

以油菜开花期最易感染, 开花期与子囊孢子散发期吻合的时

间越长, 病害越重 , 反之越轻; ③油菜开花期的降雨量。开花

期降雨量是病害流行的决定因素, 油菜从始花到终花, 只要

有5 d 以上的降雨就能导致菌核病的发生[ 7] 。降雨量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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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以上病害最严重,1 ～3 mm 发病轻,1 mm 以下很少发病 ;

同期月平均相对湿度在80 % 以上时病害严重,60 % ～75 % 发

病轻,60 % 以下基本不发病[ 3] ; ④油菜长势。长势好的油菜

一般病重于长势差的油菜, 因长势好的油菜高大郁蔽, 枝叶

繁茂, 通风透光差, 组织柔嫩, 有利于病害的侵染, 且长势好

的油菜枝叶相连, 利于病害向四周蔓延。

1 .3  防治方法 一般采用农业措施与药剂相结合的综合防

治方法。首先优化耕作制度 , 实行油菜与麦类、豆类或马铃

薯轮作换茬 ; 其次加强田间管理, 科学施有机肥和磷、钾肥 ,

发病初期摘除植株中、下部病叶或黄叶 , 降低田间湿度; 三要

选用抗病丰产的品种, 播前进行筛选或水选, 以清除混杂在

种子中的菌核; 最后 , 在油菜感病的盛花期, 药剂防治1 ～2

次, 可用40 % 菌核净可湿性粉剂1 000 倍液喷或3 % 菌核净粉

喷施;20 % 施宝灵悬浮液2 500 ～3 000 倍液或70 % 甲基托布

津可湿性粉剂10～30 倍液喷雾等[ 8] 。

2  油菜病毒病

2 .1 发生特点  油菜病毒病又称油菜花叶病, 是影响油菜

生产的严重病害, 重病田减产可达20 % ～30 % , 油菜发病愈

早, 损失愈重[ 9] 。在我国已知的病原病毒有4 种, 主要是芜

菁花叶病毒( TuMV 或TpMV) , 其次黄瓜花叶病毒( CMV) , 烟

草花叶病毒( TMV) 和油菜花叶病毒( YMV6) 数量很少; 国外报

道甜菜西方黄化病毒( BWYV) 、萝卜花叶病毒( RMV) 等也感

染油菜[ 3] 。甘蓝型油菜病毒病的主要症状: 苗期主要症状有

枯斑、花叶和僵叶, 成株期主要是条斑和环斑[ 3] 。枯斑和黄

斑多发生在老龄叶片上 , 逐渐向新叶扩展, 前者为油渍透明

小点, 然后扩展成1 ～3 mm 枯斑, 中心有一黑点, 后者为2 ～5

mm 淡黄色或橙黄色, 圆形或不规则形的斑块, 与健全组织分

界明显[ 10] 。白菜型油菜病毒病的主要症状: 大部分发生在

嫩叶上, 首先心叶叶脉呈半透明状, 由叶片基部向尖端发展 ,

支脉和细脉明显, 继而从明脉附近逐渐褪绿, 使叶色深浅不

一, 形成花叶症状, 以后生出的新叶 , 花叶现象更为明显 , 且

叶片皱缩不平, 致使心叶卷缩、发育受阻、抗寒减弱, 严重者

往往在越冬期死亡[ 11] 。

2 .2  发病规律  TuMV 和 CMV 都是非持久性病毒, 在田间

主要通过蚜虫传播, 蚜虫中毒、持毒和注毒的时间都很短, 病

毒在夏季十字花科蔬菜、荠菜、辣根等植物上越夏, 秋季先传

到早播的十字花科蔬菜, 然后由早秋蔬菜传入油菜田。人、

动物、工具接触健苗也可传染, 但种子带有的病毒病病毒不

传染, 带有病毒的土壤与健苗接触能传染。

病害的流行取决于苗期的环境。油菜出苗后的子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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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期的地价体系, 这与传统基准地价是有区别的。

另外, 在应用基准地价成果进行具体地块的价格评估

时, 需要考虑影响地块的修正因素 , 建立价格修正体系。而

又由于用途的不同, 影响其价格的因素也有所不同, 因此, 需

要分住宅、商业、办公、工业等用途分别建立相应的基准地价

修正体系。

3 .2 .1 住宅用地。需要考虑以下修正因素: ①住宅区的位

置、交通便捷度; ②基础设施配套程度及保证度; ③公用设施

完备度、环境质量优劣度 ; ④城市规划限制容积率、建筑密度

等; ⑤宗地的住宅朝向、景观等。住宅用地的预期地价评估

公式为: 待评估地块的地价= 基准地价( 楼面地价) ×( 1 +

∑修正系数) 。

3 .2 .2 商业用地。需要考虑以下修正因素: ①商业服务中

心繁华影响度; ②交通便捷度、环境优劣度 ; ③基础设施状

况、城市规划限制; ④宗地的形状、面积; ⑤宗地内部开发程

度; ⑥使用年限、估价期日等。商业用地预期地价评估的计

算公式为 : 待评估地块的地价= 基准地价( 楼面地价) ×( 1 +

∑修正系数) 。

3 .2 .3 办公用地。需要考虑以下修正因素 : ①交通便捷度、

基础设施完善度; ②商务聚集; ③周边商务配套; ④地块规

模; ⑤规划限制; ⑥宗地形状; ⑦景观因素等。办公用地预期

地价评估的计算公式为: 待评估地块的地价= 基准地价( 楼

面地价) ×( 1 + ∑修正系数) 。

3 .2 .4 工业用地。需要考虑以下修正因素: ①产业集聚规

模、工业区的位置; ②环境质量优劣度、城市规划限制; ③宗

地的形状、面积、内部开发程度; ④使用年限、估价期日等。

工业用地预期地价评估的计算公式为: 待评估地块的地价

= 基准地价×( 1 + ∑修正系数) 。

4  预期基准地价评估中的难题探讨

(1) 由于评估对象新城尚处在规划建设初期, 不存在可

参考的土地现状, 所以只能深入研究规划方案 , 采取横向比

较方法进行价格评估。这就需要研究借鉴类似地区的发展

建设情况, 如何界定这种类似性, 选择合适的可供参考借鉴

的案例 , 以及选择什么样的评估方法成为评估的一个难题。

(2) 预期基准地价的评估是一个新的概念, 它不同于传

统的基准地价评估, 不仅只是现时期的一个价格, 更是从现

时点来估计新城开发建设中各个关键时点的价格。也就是

说, 它评估的是同一个对象在不同建设阶段、不同状态下的

几个价格, 如何正确地确定关键时点和该时点下的价格也是

其中的难点问题。

( 3) 新城的建设特点以及评估目的决定预期基准地价的

评估成果体系与以往有所不同。因为新城在不同开发建设

过程中, 随着人口的逐步引入, 评估范围在逐渐扩大 , 评估对

象的情况也在不断变化 , 其地价就具有动态性 , 如何准确确

定各个时段评估对象的范围和动态发展的地价内涵是评估

的一个技术难题。

5  结论

目前, 在我国还缺乏对土地的预期基准地价评估工作的

研究和操作, 笔者试图对预期基准地价评估进行一些初浅探

讨, 原因就在于这项工作在土地评估领域是一个新的尝试 ,

可以解决还处于建设期间、土地现状资料缺乏、地价不断动

态变化这样一个复杂过程中的地价评估问题, 也是对我国传

统基准地价评估工作的一个补充和延伸, 对我国现在正在加

大的新城开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为政府出让新城

土地提供价格依据, 为开发经营者投资开发新城土地提供价

格参考, 这不仅规范了土地交易行为, 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

失, 更为招商引资的顺利开展, 土地的合理利用和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 土地预期基准地价的评

估,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笔者初步介绍了预期基准地价的概念及在具体工作中

所总结出的一些技术思路和工作方法, 而预期基准地价理论

及工作方法的早日成熟, 必将为我国越来越多的类似尚未成

城或正在开发建设的新城的基准地价评估工作找到一种新

途径, 逐步完善我国的基准地价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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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4 叶期是最易感病期, 若气温在 15 ～20 ℃, 相对湿度

70 % 以下, 有利于蚜虫繁殖危害 , 易加速病毒的传染[ 9] 。由

于蚜虫持毒时间短 , 毒源植物离油菜越近油菜愈易感病 , 反

之愈轻 ; 一般播种早的油菜比晚播种的发病重, 田边杂草

多、排水不良的田发病也重 ; 甘蓝型油菜比白菜型油菜抗

病, 而芥菜型介于两者之间。

2 .3  防治方法  油菜病毒病的防治关键是防治蚜虫。播

种前应防治苗床周围的十字花科蔬菜及杂草上的蚜虫, 以

减少病毒来源 ; 如果遇到干旱天气应喷药治蚜,7 d 左右喷1

次药, 连喷2～3 次, 可用40 % 氧比乐乳油1 500 ml/ hm2 或

10 % 大功臣可湿性粉剂150 ～225 g/ hm2 对水600 kg/ hm2 喷

雾[ 12] 。要选用抗病高产良种, 并根据当地气候、油菜品种

特性及蚜虫发生情况确定播种日期 , 在避开蚜虫发生旺盛

期的同时尽量早播 , 加强田间管理, 苗期要多施肥但不偏施

氮肥 , 及时除去病苗, 及时灌溉 , 增强抗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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