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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古称芸薹，萌菜等，在中曩栽培历史悠久，分布遍及全国。中茸是南方油白菜的

起源地，是北方小油菜、黑芥和芥菜型油菜的原产地之一。我国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过程

中，创造了大量适于不同自然和栽培条件的品种。甘蓝型油菜最初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

四十年代由日本和英国荸l入中国的。五十年代前期经鉴定，其中以胜利油莱表现丰产性，

抗逆性强，适应性广，增产显著．但该品种生育期长，需肥多，不能满足多熟翩发展的要

求。五十年代后期各地科研单位相继开展了甘蓝型油菜的育种工作，进展很快。据1982年

统计，全国巴育成可供推广利用的甘蓝型和白菜型油菜新品种300个以上。此外，尚有一

些芸薹属和芸薹属以外的十字花科植物也编入本书内。这些种质资源都是油菜生产和科研

的物质基础。

本书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主持，于1978年开始组织编写。参加编写的单

位有。浙江、上海、江苏、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青海、新疆、甘肃、

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河南，西藏，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

脘(所)，西南，华中，湖南农学院，以及。四川大学等单位。 ．·

。

．全书共编入22个省，市、自治区的410个品种，及8个由国外引入并巴在生产上直接

推广利用的品种。典型品种附有照片．已经丢失或资料不全的品种，以及需待生产上进一

步检验的新育成的品种没有箱入。台湾省品种因资料不全暂缺。现已编入本书的品种，分

别由编入省、市、自治区的有关单位繁殖和保存种子。

为了力求本书资料内容准确，并反映各地区自然条件和栽培条件下品种的特征特性，

参加编写的许多单位再次播种观察了有关品种，或剜产地重新征集调查，认真整理各种资

料，通过三次讨论修改，于1981年完成初稿。后经各省、市、自治区农业生产、科研、教

学等有关部门审核，在1983年3月定稿。但是由于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对品种的认识尚不够

全面，掌握资料也不够克分，因此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

如以修改补克．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

。198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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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说明

一，为了充分反映我国油菜品种资源，品种变迁和育种工作面貌，编入本书的品种包

括；在当前生产上或曾在生产上用过的品种，在特定的自然、栽培条件下有特殊适应能力

的品种以及在油菜育种和科研中有利用价值的品种。

二、7各品种一般均按原产地的省、市、自治区编入。原产地未推广的和国外引入的品

种，则由引入省、市，tl治区编入。编排时分为白菜型，芥菜型、’甘蓝型和其他类型四类，

并按育种，鉴定推广或引入年代的先后次序排列。省、市、自治区的顺序按1981年1月1

日起实行的全国统一省，市、自治区标准顺序排列。 。

三、品种介绍大体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品种来源，所属类型，第二部分为分布地区，

生产表现及在耕作制度中的地位，第三部分为主要特征特性，品质及栽培要点。；

四，同一品种有几个名称时，以最常用的名称定名，其他名称在文内说明。异种同名

品种，在品种名后用括号注明产地，以示区别。原用名有号码的名称，凡号码在10以内

(包括10)的加口号’’字，1l以上的一律不加口号一字。

，五、品种的某些性状，常因自然和栽培条件的影响而有变化，书中一般以原产地或主

要推广地区的表现为根据。种子含油量和芥酸含量，除文内注明者外，均系1980年由原产

地提供种子，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统一分析测定结果。

六、为了充分反映我国油菜品种分布，变迁、育种工作等情况，在品种目录之前，备

有油菜品种特征特性术语解释及标准说明、中国油菜品种概况和中国油菜品种分类。为查

阅方便，品种之后，附有按品种中文名称笔划顺序编排的品种索引。

七、科研单位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冠以“前彦字，建国后原有而现已撤销

或改组的单位，冠以“原厅字。单位名称概用简称，如农业科学院、农业科学研究所均简

写为农科院、农科所。。

八，书中涉及的地名，除叙述过去情况用原地名，并附有现用地名外，一般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地图出版社，1978年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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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当年秋季

我国各地

油莱品种，有

进行春播。‘

二，根据

性品种和春性

三，油菜

育期确定的。

同类型品种的

四、性状

程度，非指因

五，性状

。强黟、“中’气誓弱黟，口大’’、矗中打、+。小弦，“多黟、“中∥、 “少万， “厚黟、 “中一、 “薄’，，口——

致黟、“中万，“不一致第等方式分三级描述。如需要更细致的描述，则采用五级或七级级差

来表达。 ．』 。 ’． 。

。

‘__

7．．一 六，抗病(虫)性。一般以品种在当地自然条件下发病(虫)的程度表示．

一 七，苗期生长习性，指冬油莱越冬前、春油菜指抽薹前的生长状态。分匍匐、半直立，

直立三种。叶片与地面呈30度以下夹角的为匍匐，呈30～60度夹角的为半直立，里60度

以上夹角的为直立。
，．。 。． ．． ．

“

八，分枝习性，指第一次分枝在主茎上着生的状态，分上生分枝型、匀生分枝型和下 ·．

生分枝型三种。集中着生子主茎下部的为下生分枝型(包括丛生型)，在主茎上均匀着生的

为匀生分枝型，集中着生于主茎上部的为上生分枝型。
’

九，株型，指成熟时的植株形态，分筒形、扇形、帚形三种。
’

‘筒形。主花序不发达，分枝多集中在下部，’植株较矮，一般主花序与分枝顶端相齐．

扇形：主花序较发达，分枝高度较低，分枝从上到下形成梯度。

帚形t主花序发达，分枝多集中在主茎中上部。 ，

十，基叶叶形，指基叶定型叶的叶片形态，分完整叶，裂叶，花叶三种，

完整叶t叶身完整无裂片。． ．，

·裂叶。分浅裂叶和深裂叶两种。浅裂叶的叶身下部缺刻不达中肋，未形成侧裂片，深

裂叶的叶身下部缺刻深至中肋，形成侧裂片，侧裂片一般成对着生，对数不等．

花叶l叶身呈不规则深缺裂，叶身顶部不明显．

◆Lr
I



十一，花瓣着生状态，指当天完全开放的花冠状态，分覆瓦、侧叠，分离状三种．

十二，角果着生状态，按果身与果轴所成的角度，分四种．

平生型t果身与果轴基本上呈平行状态。

斜生型t果身斜向生长，与果轴呈50度左右夹角． ⋯’ -

直生型l果身基本垂直于果轴。 一。t 一，，一：． ．?；r

垂生型；果身下垂。 ‘_

。

十三、角果长度，指果身长度，不包括果柄和果喙．． “

；

十四、生育期，指出苗到成熟的天数。 一 t -， r_ ：

十五、油菜典型形态图 ，!、．
．'

。
． ?

．

1．油菜三大类型及株形图(图1)
‘

，．

，·一，．

2．油菜三大类型苗形图(图2) 一

‘

3．抽菜三大类型子叶及幼苗形态图(图3)
。 ．_ 、：

4．基叶形态图(图4)

5．油菜薹叶图(图5)

G．油菜分枝习性(图6)

7．花瓣着生状态(图7)

8．角果着生状态(图8)

．· Z·

·

。一

．’自菜型(筒形> 7， 』甘蓝蛩(扇形) 芥菜型(帚形’

田l油菜三大类型及株形圉 ’，



南方油白菜

甘蓝型

白菜登

大叶莠油桑

北方小油菜

芥菜型

圈2 油菜三大类型苗形图

细叶芥油象

·3·

＼



，芥菜蚕

(权形)

油菜兰大类型子叶及幼苗形态图

白菜型

‘心脏形)

裂叶 花叶

啊4基叶形态圉

-]



●

白菜型(全抱茎)

下生分技

芥菜型(不抱茎)

图5 油菜薹叶厦

． 匀生分校

圈6’油菜分枝习性

笛’‘涨
翻叠 分离

’

图7花瓣着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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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油菜品种概况

油菜是中国分布范围广，适应性强和生产潜力较大的主要油料作物之一。近几年来，

油菜的种植面积已占全国油料作物面积的40％左右。
‘

毫

自从1953年攻务院颁布了在南方大力发展油菜生产的指示之后，油菜生产面貌发生了

显著变化。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明显增加。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1981--1982

年)年平均种植面积5940万亩，亩产81．5kg和总产量4，860，000t，比第五个五年计划期

间(1976--1980年)分别增长55％，73％和165％，比三年恢复时期(即1950--1952年)

分别增长144％、148％和五倍。油菜生产之所以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是因为国家采取了

签励种植油料作物的政策，以及改善栽培条件，选育和推广甘蓝型油菜品种等措施．

中国油菜品种工作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一 ·

五十年代前期，在油菜主产区开展了群众性地方品种评选活动。在专业研究机构的密“

切配合下，评选出许多适应不同地区和条件的油菜地方品种，为选育良种打下了基础。在

当时评选出的地方品种中，湖北省的浠水油菜自，白果甜油菜，湖南省的洞口甜油菜，江

西省的鄱阳甜油菜，贵州省的遵义竹桠油菜，青海省的门源油菜等品种，曾在恢复和发展

油菜生产中发挥了良好作用，有的至今仍有种植。如浠水油菜白，不但在湖北省有种植，‘

而且四川，贵州，云南、安徽等省也有较大面积栽培。自1953年冬播开始试种和逐步推广

甘蓝型中晚熟品种胜利油菜以后，由于它表现增产显著和适应性广，．得以迅速推广o，仅据

1958年四川、湖北，上海等省、市统计，共计种植甘蓝型油菜530万亩，占这些地方油菜

总面积的65％左右，一般比白菜型地方品种增产3—5成。胜利油菜的广泛推广和应用，

使中国油菜品种的生产水平和抗逆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1956年原农业部在四川省重庆市原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召开了全国油菜试验研究座谈
4

会。会议期间，把中国当时生产上应用的油菜品种划分成白菜型、芥菜型和甘蓝型三大类

型，从而为因地制宜地开展栽培技术改进和品种改良工作奠定了基础。六十年代以选育甘

．蓝型早熟高产的新品种为主要方向。至七十年代油菜主产区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选育

和推广了一批又～批甘蓝型品种。 i
，u

为了解决甘蓝型油菜生育期长在多熟耕作制中的季节矛盾等问题，许多省、市、自治．

区的农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以及农民分别育成了适应当地耕作制度的不同熟期的甘蓝型

新品种，基本缓和了扩种甘蓝型品种与稻、稻、油一年三熟种植制度的矛盾，从而为甘蓝

型油菜面积迅速扩大和油菜单位面积产量显著提高创造了条件。如油菜高产区浙江、江苏，

四川等省，在七十年代酋期基本实现了甘蓝型油菜良种化，至1982年种植面积分别占其浊

·1·’

’



‘菜播种面积的90％、80％和70％．上海市郊区全部种植了甘蓝型油菜品种。油菜产量也随 。

．‘之大幅度增加。上海市油菜亩产为156．5kg以上(其他省份的平均亩产为100--125kg)，

超过了全国油菜单产水平。与此同时，还开展了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据上海市农科院

(1964)、中国农科院油料所(1972)、华中农学院(1972)、湖南省农科院(1973)、湖南

农学院(1973>、四川省农科院(1970--1978)等，对甘蓝型油菜品种间杂种一代产量的测

定结果表明，甘蓝型油菜品种间杂种优势是普遍存在的，不同组合的杂种与亲本比较，一

般增产2--3成，甚至更多。近五年来还逐步开展了以降低芥酸、低硫葡萄糖甙含量为主要
’ 目标的品质育种研究。引进吸收和摸索掌握了化学测定技术，筛选了一批品质优良的种质·

资源。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和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福建、青海，四川等省、市
‘’

的农业科研以及教学单位还鉴定出一、二十个‘‘单低弦(即低芥酸)或“双低"(即低芥酸、

．’ 低硫葡萄糖甙)品系，。予1982--1983年经农牧渔业部统一组织全国品系多点联合试验，并
7

取得了初步效果。
。

，，．．．

’．． ’∥

， ：为了确定油菜良种的适应地区和发展前途，油菜主产区的各省、市、自治区于1960年‘

前后分别组织了油菜品种区域适应性鉴定试验。自1961年起由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组织了两
’

轮联合试验。这些措施为加快和扩大良种的推广速度和应用范围，以及为地区间相互引种

，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试验结果，并参照省，市、自治区问多年引种实践经验，认为以邻

近省、市，自治区相互引种最为适宜。至于大区间的引种，华南宜从西南引种，华北宜从

华东，华中引种，华东可从华中和四川引种，东北从西北引种较好。1加拿大春油菜品种能

在新疆、青海二甘肃，内蒙古等春油菜地区直接用之于生产。
’

，油菜为异花授粉作物(主要是白菜型)或常异交作物(主要是甘蓝型和芥菜型)，容易

‘发生串花混杂，降低良种种性，但油菜繁殖系数大，用种量小，容易做到集中繁殖和统一
· 供种。四川省在什邡，广汉等县重点建立了以县为单位的良种繁育体系。例如什邡县1977

年建立以县为单位的良种繁育基地，选定良种繁育队，确定一个生产队只繁育一个品种，

当年就繁育了纯度较高的西南302，川油9号和川油花叶等品种，为全县2／3的大田提供
、

了种子．七十年代后期，浙江省的平湖、嘉善、海盐、建德、义乌、永康，丽水、温岭先

后进行空间隔离繁殖纯度较高的480油菜，九二油莱和浙油7号等良种。有的县已实现了，

统一供种。 一 ‘’

·。‘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油菜新品种选育工作成效显著。据1982年不完全统计，全国育成

’的油菜新品种共计316个，其中甘蓝型173个，白菜型133个，芥菜型10个。例如在甘蓝

型新品种中，已成为各省当家品种或主要推广品种的有。胜利青梗、沪油23(上海)，宁

油5号，宁油7号，淮油6号(江苏)，九=油菜，480油菜(浙江)，甘油3号、华油8

号、甘油5号(湖北)，湘油2号，湘油5号(湖南)，川油9号、西南302(四川)，黔油

23(贵州)，云油7号，云油31(云南)等。1980年江苏省的油菜生产基本上形成了一个

以甘蓝型油菜品种为主体，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即淮北地区推

以抗寒性强、稳产的淮油6号和宁油5号为主，苏南地区推广早熟、高产的宁油7号和宁

油5号；江淮之间推广丰产性较好的沪油23和扬-2008等品种．。 j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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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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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白菜型和芥菜型油菜原产地之一。原始种如山白菜和昭苏野生油菜(黑芥)均

原产于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由它们所衍生的白菜型和芥菜型油菜品种资源十分丰富。由r

于中国油菜栽培历史悠久，分布区域较广，长期在各种复杂的自然条件和耕作制度下种植，， ．

并人为选择的结果，形成了丰富多采的品种资源。随着良种的迅速普及和不断更新，中国 7．

油菜品种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现有以下特点。 、 。

+1．早熟性 中国耕作制度复杂，复种面积较大，自然灾害亦频繁。广大农民和教学、

科研单位为了适应多熟制要求和避免或减少后期自然灾害的威胁，对品种早熟性进行不断

选择，从而使中国油菜品种具有比较突出的早熟性。其中表现早熟至特早熟的品种有。’自．

菜型油菜开阳矮油菜(贵．!}}1)，珠砂红(四川)、鄂城白油菜(湖北)、鄱阳甜油菜(江西)、

庆元压油菜(浙江)、太仓四月黄(江苏)，安庆五花籽(安徽)、拜城白油菜和六十黄油菜

(新疆)、门源3号和青油3号(青海)，毛蹄尾(甘肃)、小日期(内蒙古)等。芥菜型油 ～

菜易广1凤尾子(云南)、泸州金黄油菜(四川)，左权黄芥(山西)，拜城黄油菜(新疆)，

牛尾梢(青海)，武川油菜(内蒙古)等。甘蓝型油菜云油31(云南)、黔油23(贵州)，

泸州5号(四川)、甘油1号和华油1号(湖北)，秀油1号(江西)、浙油7号(浙江)、

早丰1号(陕西)、青油10号(青海)等。 ；
，

2．抗逆性不同油菜品种类型对各种特殊环境条件分别具有高度的抗逆性。如菏泽油

菜(Lh东)、上党油菜(山西)，小叶芥油菜(甘肃)等具有较强的抗寒能力。广济油菜(湖．

北)耐溃性较强。西昌黄油菜、德昌早黑菜子(四川)、小黄油菜(内蒙古)、永寿油菜(陕

西)和平坝金菜子(贵州)等比较耐干旱。小叶芥油菜(甘肃)和三高油菜(浙江)等表、

现秆硬不倒伏。小叶芥油菜等不易裂果。川油9号(四川)和长秆油白菜(浙江)抗病毒

病力强。东胜14和九=油菜(浙江)等白锈病甚少。 ；‘

1

3．多样性 中国油菜的品种资源在种性，生育特性以及性状表现上也各具特色。如隆

子油莱(西藏)，遵义竹桠油菜(贵州)、昆明高棵和盘溪大寨油菜(云南)、新繁二细角果 ．

(四川)、青油6号(青海)和浙油7号(浙江)等含油量较高。大花球(江苏)结角满

顶。织金黑油菜和黔西大黄油菜(贵州)等着果密。遂宁索索子(四川)角果多。三筒油

菜(山西)和多室油菜(青海)每果3—4室，着生3—4排种子，约30多粒。川农长角和

吊角油莱(四川)角果较长，籽粒办大，千粒重较重。七星剑(四川)、平湖姜黄种(浙

江)，拜城黄油莱(新疆)、大黄菜籽(青海)和楚雄高脚黄菜子(云南)的种皮黄色。在

多样性方面有春性、半冬性和冬性，早熟，中熟和晚熟，高秆，中秆和矮秆，丛生型，花

叶型，白花，无花瓣，雄性不育性，自交不亲和性，垂生角果等样样都有。

1977年全国各农业科学研究单位共征集，整理，保存的品种计1374个，其中白菜型

776个，芥菜型405个，甘蓝型133个，其他类型13个，国外品种47个。其中原产中国

的白菜型品种占56％，芥菜型品种占29％。据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对800多份品种含油量
“

的测定结果，白菜型有469份，芥菜型有260份和甘蓝型(包括国内外)有103份，以及原

产中国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些(主要是白菜型和芥菜型)品种的含油量高达50％左右。

· l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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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池菜产区的自然条件和种植季节的特点，大体上可划分为冬油菜和春油菜两

大油菜区域。。 、一

’一、冬油菜区这是中国油桑的主产区。油菜面积约占全国油菜总面积的80％j主要

分布于长江流域、黄河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地区。其中可以划分为六个亚区。 。．

I．华北关中亚区包括甘肃陇东，．陕西渭河流域和渭北高原，．河南、山东两省和山西

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安徽和江苏北部等地区。这个区域是中国冬小麦的主产区，所以

油菜的分布比较分散。近年来这些省在发展油菜过程中，表现出有较大的增产潜力。这个亚

区年平均气温9—15℃。一、四和十月份的月平均气温分别为r 8—1℃、10—15。C和9—

16。(3。年降水量400--1000mm，多集中在夏季。一、四、十月份月降水量分别为4—4lmm，

15--90mm、20—56mm。4该亚区油菜生育期间的气候特点是：日照长，昼夜温差大，花期雨

水少，冬春雨雪稀少，温度偏低，多大风，湿度低，春末夏初又常出现干热风。油菜的耕

作制度以旱粮、油菜二年三熟或三年五熟制为主，棉、油和稻、油两熟制次之。油菜品种的

生态特点是。苗期匍匐，越冬期生长点下陷，较耐寒冷，叶色浓绿，生长缓慢，花芽分化

迟，越冬期生长停滞，生长期长，以中晚熟和晚熟品种为主。其中关中油莱和上党油菜在

越冬期根颈膨大，。主根发达，有利越冬，耐旱能力强，是白菜型中的一种特殊生态型。‘目

前生产上主要品种；白菜型有关油3号、耙齿蔓、汾阳油菜、白油1号，甘蓝型有淮油6

号，宁油5号、南阳41、铁秆青、陕油110等。、 ?。 ．

Ⅱ．云贵高原亚区包括云南，贵州两省大部分，广西桂林地区以北，湖南洪江市’以

西，四川西昌地区等。地处中国西南高原地区，一般海拔1000--3000m。年平均气温7—

19℃。一，四，十月份月平均气温分别为一2～13℃：9--229C，7～19℃’年降水量765—

1529mm。一、四、十月份月降水量分别为2--54mm、21～178mm、50--168mm。油菜生育

期间的气候特点是。贵州高原冬无严寒，冻害少，但阴雨天气多，日照时数少，湿度大，

川滇高原虽然热量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但是冬春较干旱。油菜耕作制度以稻，油两熟

为主，玉米、油菜两熟和烟草、油菜两熟次之。云贵高原为中国芥菜型油菜分布集中的地

区。云南的芥菜型油菜种植面积占全省油菜总面积的60％，贵州亦达30％。油菜品种的生

态特点是。春性或半冬性，苗期生长半直立或匍匐，早熟和极早熟，耐旱能力较强。目前

生产上主要品种；芥菜型有易门凤尾子、武定高脚黄菜子、昆明高脚黄菜子、遵义竹桠油

菜，白菜型有呈贡大批子、安顺甜油菜、贵阳白油菜、浠水油菜白，鄱阳甜油菜、洞口甜

油菜等，甘蓝型有云油7号、云油31、黔油23、湘油2号、川油9号等。 。，‘

Ⅲ．四川盆地亚区包括四川大部，陕西汉中盆地，甘肃武都以南，湖北宜昌、湖南沅

陵、洪江以西以及贵州赤水、绍水和仁怀北部等地区。这是中国冬油菜主产区之一，单产

仅次子长江下游地区。一般海拔200--500m。年平均气温15—18。C。，一、四、十月份月平

均气温分别为3—8℃、16—18℃、15—18。C。年降水量488--1276mm。一、四、十月份月降水

量分别为2--36mm、35--138mm、37--t06mm。油菜生育期间的气候特点是：冬季气候温

和，无严寒，冰雪罕见，春季温度较高I秋雨多，冬、春降水很少，日照时数亦少。油菜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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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制度以中稻、油菜两熟或薯类，烟草、玉米和油菜两熟为主，棉、油两熟次之。油菜

品种的生态特点是。苗期生长半直立或直立，叶色较淡，生长发育快，花芽分化早，越冬

期生长不停顿，耐寒能力弱，生育期较短，以中熟品种为主，早熟和早中熟品种次之。目

前生产上主要品种。甘蓝型有西南302、川油9号，早丰2号，胜利油菜、黔油23、湘油

2号、甘油3号等，白菜型有川油8号、；浠水油菜白，鄱阳甜油菜、洞口甜油菜等。

Ⅳ．长江中游亚区包括湖北宜昌，湖南沅陵、洪江以东，广西桂林、江西赣州以北，

安徽安庆，河南南阳和汝南等地区。为中国冬油菜产区之一。海拔从lOm以下至50m以

上。年平均气温15—18℃。、一、四、十月份月平均气温分别为1—6℃、15—18℃j 16—

196(3。年降水量830—1987mm。一、四，十月份月降水量分别为20～98mm、49—
2 47mm、36—84mm。油菜生育期间的气候特点是：冬季温度较低，波动大，绝对最低气

温可达一20℃，春季气温回升快，变幅大，时有寒流袭击，春雨持续时间长。油菜耕作制

度以稻、油两熟为主，稻、稻、油三熟和棉、油两熟次之。油菜品种的生态特点是。苗期

生长基本上为半直立，叶色绿，花芽分化较快，越冬期生长较缓慢，耐寒能力较强，生育期

以早中熟和中熟品种为主。目前生产上主要品种：白菜型有浠水油菜白、武油1号、洞口

甜油菜，邵东花油菜、芜湖104、太湖五花子、鄱阳甜油菜、湖口油菜等，甘蓝型有甘油

5号、甘油3号、华油8号、华油3号、湘油5号、湘油2号、赣油1号、秀油1号、胜

利52、广德761，南阳41等。 o

V．长江下游亚区包括安徽、江苏两省的淮河以南、上海市和浙江省以及福建南平以

北地区。这个亚区为中国冬油菜主产区亦是高产区之一。油菜多集中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和

太湖流域，地势平坦，海拔10一50m。年平均气温15一18℃。一、四、十月份月平均气温

分别为1—8℃、13—18℃、16一19℃。年降水量990—1916mm。一、四、十月份月降水

量分别为33—90mm、78—259mm、36—75mm。油菜生育期间的气侯特点t受海洋性气

候影响较大，秋旱影响小，，冬季寒流过境迅速，冻害较轻，春季气温上升较慢，变化比较

平稳，但夏末秋初降水过多，湿度较大。油菜耕作制度以稻、稻、油三熟为主，稻、油及

棉、油两熟次之。油菜的种植方式基本上为育苗移栽“油菜品种的生态特点是。苗期基本

上为半直立，叶色较深，生长发育较慢，耐寒能力强，生育期较长，以早中熟、中晚熟品

种为主，晚熟品种次之。油菜生产已实现甘蓝型良种化，甘蓝型栽培面积占当地油菜总面

积的90％左右。目前生产上主要品种：甘蓝型有胜利青梗、勺叶青、沪油23、宁油7号、

宁油5号、九二13系、480油菜、九二油菜、胜利52、当油早1号、滁油l号等，白菜型

有兴化油菜、泰县油莱，长秆油白菜、三月黄、太湖五花子、．芜湖104等。。
e V1．．华南沿海亚区包括广东、台湾、广西桂林以南和田林以东，福建福州，+贵州独山

至榕江一线以南地区，以及湖南、江西两省的南部。年平均气温19—24℃。一、四、十月份

月平均气温分别为7一17℃，19—24℃、20—24℃。年降水量1061—2910mm。一、四、

十月份月降水量分别为15—299mm、52～228mm、，23—288mm。油菜生育期间的气候特

点是冬季气温高，霜雪罕见，较干旱；春季多雨，湿度大，日照时数少。油菜耕作制度
以稻、稻、油三熟为主，稻、油两熟次之。油菜品种生态特点是t春性强，苗期生长直

立或半直立，叶色较淡，生长发育快，越冬期生长不停顿，生育期短，以早熟和极早熟品

种为主。目前生产上主要品种。自菜型有福州油菜，曲江黄花油菜、广府青、大坡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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