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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油菜杂交种 NM88 以 7068A 为母本、N8 为父本进行有性杂交，系谱法选育而成。2015 年通过了内蒙古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该品种具有高油、双低、抗病、丰产等特点。介绍了该品种的特征特性及产量表现、试验示范和栽培技术，

以及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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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是仅次于大豆和棕榈的世界第三大油料

作物，是我国的主要油料作物。目前中国油菜生产

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第 1 位 [1]，但国内持

续增长的需求使我国油料及油脂进口量逐年增加。

目前，我国超过 60% 的油脂需求要靠进口满足 [2]，

提高油菜产油量和稳产性是提高油菜生产效益的重

要途径。菜油是菜籽的主要加工产品，含油量每提

高 1 个百分点，相当于增产 2.5 个百分点 [3]。目前

我国油菜主产区油菜品种含油量在 40% 左右，比加

拿大等主要油菜出口国低 2~3 个百分点 [4-5]，这也是

导致我国油菜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如

何解决高产、优质与抗性的矛盾，提高油菜产量的同

时，使含油量、双低品质和抗性也得到提高，是油菜

育种实践中一直亟待解决的难题。

内蒙古是我国春油菜主要产区之一，种植面积

达 30 万 hm2，主要在呼伦贝尔地区，以生育期较短

的早熟和中早熟的青杂系列春性甘蓝型为主；其次

在内蒙古阴山北麓地区以部分芥菜型传统品种为

主。近年来随着甘蓝型春油菜品种的培育和引育，

春油菜种质资源日益增多，遗传多样性也不断丰富，

但是在生产应用中推广的品种依然比较单一。

内蒙古油菜主产区呼伦贝尔主栽品种几乎均

来自区外，含油率相对偏低，同时购买种子运费高、

农民种植成本高，效益相对较低，同时油菜病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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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常年在 10%~20% 之间 [6]。种植含油量高、丰产

抗病、双低杂交甘蓝型品种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绿

色发展、生态优先”的需要，也是油菜产业经济高

效、节本增效、食品安全、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迫

切需求。

同时，呼伦贝尔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北方生态

屏障和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集成了一

套油菜高产栽培技术，完全符合呼伦贝尔地区“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和实现“优质高效、节本

增效、绿色安全、化肥农药减施、生态环境友好”的 
目标。

1　选育过程
春油菜 NM88 是由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和中国

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合作，以不育系 7068A
为母本、恢复系 N8 为父本进行有性杂交选育而成。

该品种丰产、高油、双低、抗菌核病，是一个适宜内蒙

古春油菜区种植的甘蓝型杂交品种。亲本中的不育

系 7068A 是用保持系 7068 从青杂 3 号后代中分离

得到的不育株单株进行成对测交和连续回交选育而

成，每个世代都检查单株成对测（回）交后代的不育

性，不育性好的对应保持系 7068 的双低单株当选。

其中一个区号 7068 的单株到株系测交后代表现出

不育系稳定，对应的单株到株系双低性状好、产量

性状好，因此，育成不育系 7068A 和相应的保持系

7068B。恢复系 N8 的选育由陕 2C 与中双 5 号杂交

得 F1，后经系统选育而成，从第 3 代开始每个世代

都与波里马不育系进行测交，检测单株到株系的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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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率，其中区号 N8 的株系测交后代恢复率 100%，

因此育成恢复系 N8。
2013-2015 年参加了内蒙古春油菜区域试验和

生产试验，2015 年 12 月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六届五次会议审定，审定编号：蒙

审油 2016001 号，2016 年示范推广 100hm2。

2　主要特征特性
2.1　基本特性及田间鉴定　该品种苗期半直立，

叶片深暗绿色，顶裂叶片较小，叶片长度中等，叶宽

度较宽，侧裂叶 4 对以上，裂叶深，叶脉明显，叶片

边缘有小齿，波状。花期适中，花瓣黄色，花瓣长度

中等，宽度较宽，呈侧叠状。该品种属中晚熟品种，

生育期 93~98d，千粒重 4.2g 左右，子粒含油率 44%
以上，需要在≥ 10℃活动积温 1760℃以上的地区 
种植。

2015 年 8 月 4 日内蒙古种子管理站组织专家

组在特泥河农场油菜生产田对 NM88 进行了现场鉴

定。鉴定结果：株高 165~170cm，有效分枝 8~10 个，

分枝高度 35cm，主花序长度 60cm 左右，单株有效

角果数 300 个，结角密度 0.9 个 /cm，角粒数 24 粒。

该品种在田间未发现性状分离及混杂现象，表现整

齐一致，生产示范田不育株率为 0，性状稳定。该品

种为中晚熟，在田间表现抗倒伏、抗病。

2.2　品种抗病性鉴定　2015 年经农业部油料作

物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鉴定，采用室

内人工气候箱内活体叶片接种菌核病菌鉴定抗

病性的方法 [7-8]，试验重复 3 次。抗病等级划分

依据病斑大小（ID）及由其计算的相对抗病指数

（RRI=ln
100-IDCK

IDCK

100-ID
ID

-ln ）。
鉴定结果：室内人工气候箱内活体叶片接种

菌核病菌，全国油菜区试对照品种中油 821 在 60h
时病斑面积 17.1cm2，而 NM88 在 60h 时病斑面积

15.6cm2。与全国油菜区试品种历年鉴定的抗性水

平比较，NM88 品种的抗菌核病水平是比较高的。

2.3　品质分析　2015 年经农业部油料及制品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分析（检测编号 20142230），其中

含油率 44.62%、硫苷 17.37μmol/g 饼、芥酸未检出、

油酸 67.5%、亚油酸 16.1%。

3　区域试验与示范
3.1　区域试验　2013 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

集团 6 个试验点参加区域试验，NM88 平均产量

135.7kg/667m2，平均生育期 108d，比对照晚 7d。平

均株高 158.2cm，分枝高度 95.5cm，有效分枝数 5.5
个，主花序长 51.1cm，着果密度 0.8 个 /cm，全株角

果数 100 个，角果长度 7.6cm，每果粒数 23.7 粒，千

粒重 4.3g，单株生产力 8.2g。
2014 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参加区域试验，

每 667m2 平均产量 188.88kg，平均生育期 95d，比对

照晚 3d。平均株高 143.68cm，分枝高度 58.28cm，

主花序长 51.76cm，着果密度 0.88 个 /cm，全株角果

数 123.2 个，角果长度 6.90cm，每果粒数 23.54 粒，

千粒重 4.28g，单株生产力 11.90g。
3.2　生产试验　2015 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油菜品

种生产试验中，每 667m2 平均产量 155.31kg ；平均

生育期 97d，平均株高 140.6cm，分枝高度 74.2cm，

有效分枝数 4.4 个，主花序长 47.8cm，着果密度 0.9 
个 /cm，全株角果数 104.7 个，角果长度 6.5cm，每果

粒数 20.1 粒，千粒重 4.0g，单株生产力 9.0g。
3.3　示范推广　2016 年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谢

尔塔拉农场和特泥河农场进行示范推广 100hm2，每

667m2 平均产量 167kg ；平均生育期 105d，平均株

高 142.4cm，分枝高度 53.6cm，有效分枝数 6.3 个，

主花序长 56.7cm，着果密度 0.8 个 /cm，全株角果数

246.2 个，角果长度 7.1cm，每果粒数 23.3 粒，千粒 
重 5.2g。

4　配套栽培技术
4.1　种子包衣　每 667m2 油菜种子用噻虫嗪 4g+
适乐时 4mL+ 抗旱龙 0.38mL+ 云大 0.2mL+ 蛋白诱

导剂 1.5g 拌种。拌种时先将油菜种子用水（约种子

重量的 2%~3%）均匀润湿后，再将药剂撒在种子上，

混拌均匀，拌好的种子要进行 20h 的闷种，闷种后再

均匀拌入种肥，每 667m2 用复合肥或磷酸二铵 4kg
作种肥。药量、种子量、水量一定要做到剂量准确，

混拌均匀。

4.2　施肥　使用测土配方缓释缓控 + 微肥的

油 菜 一 次 性 专 用 肥，每 667m2 施 20~25kg 47% 
（N∶P∶K=23∶18∶6）+1.4%（硼砂）+5.7%（ZnSO4·

7H2O），该专用肥是根据呼伦贝尔农垦地区的测土

配方生产，是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与华中农业大学

合作研制的缓释缓控 + 微肥的一次性使用的油菜

专用肥。或施常规肥，每 667m2 施磷酸二铵 8kg+ 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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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6kg+ 复合肥 10kg，再加苗期追肥。

4.3　适时播种　最佳播期的气象指标是日平均气

温稳定通过 6~8℃，适播期内早播产量高于晚播，因

此应适时早播，免耕带茬播种 4 月底开始到 5 月 15
日前结束；夏秋翻地应在 5 月上旬开始到 5 月 20 日

前结束。

4.4　合理密植　根据土壤、施肥水平、品种特性和

播期等，调整种植密度，做到合理密植，以利提高整

个结角层的光合效率，减轻病害，便于管理。过稀

过密都会影响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生长，发挥不出

品种的增产潜力。每 667m2 保苗 5 万 ~6 万株（收

获株数 5 万株左右）。采用 30cm 行距免耕防风 
播种。

4.5　化学除草　播前、播后苗前化学除草，由于杂

交油菜灭草难度大，因此要加大播前和播后苗前灭

草处理力度。在播种时，如果地块杂草已有较多，应

采取播前 2~3d 灭草处理；如果杂草出的不多并且杂

草较小时，可用播后苗前除草方法，一般播后 4~5d
喷药，必须严格掌握出苗之前施用药剂。

播后苗前除草　播后苗前 4~5d，每 667m2 用

41% 草甘膦水剂 150~200mL+ 有机硅 2g，兑水 10kg
喷施。严格掌握喷药时间，必须在出苗前喷施。

苗期化学除草　播前和播后苗前灭草效果不

好的地块，在苗期杂草 4~5 叶期，根据不同杂草群

落可任选下列一种除草配方进行茎叶处理。配方

1：当田间以禾本科杂草为主时，每 667m2 用 10%
精喹禾灵乳油 80~100mL+ 有机硅 2g，兑水 10kg 喷

施。配方 2：当田间以阔叶杂草为主时，每 667m2 用

75% 二氯吡啶酸可溶粒剂 8~12g+30% 氨氯吡啶酸

水剂 15~18mL+ 有机硅 2g，兑水 10kg 喷施。配方

3：当油菜苗龄在 5 叶以上，田间以禾本科杂草狗尾

草、麦苗为主时，阔叶杂草以野苏子、葶苈、灰菜等为

主时，每 667m2 用 5% 精喹禾灵乳油 80~90mL+75%
二氯吡啶酸可溶粒剂 8~10g+30% 氨氯吡啶酸水剂

15~18mL+ 尿素 0.4kg+ 有机硅 2g，兑水 10kg 喷施。

4.6　主要病虫害防治　菌核病　油菜蕾薹期和初

花期，如果田间湿度较大，每 667m2 用 25% 咪鲜胺

乳油 50mL，或 8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g，或 40%
菌核净可湿性粉剂 50g，兑水 20~30kg 喷施。霜霉

病　苗期出现持续低温高湿时，每 667m2 用 69% 烯

酰·锰锌可湿性粉剂 30g，或 80% 烯酰吗啉水分散粒

剂 8g+8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15g，兑水 20~30kg 
喷施。

跳甲　当每 100 株油菜跳甲达到 5~10 头时，每

667m2 用 2.5% 高效氟氯氰菊酯乳油 20mL，或 4.5%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25mL，兑水 15kg 喷施。小菜 
蛾　世代交替，为害较重。如果连续使用同一种药，

小菜蛾的抗药性将会呈几何倍数增长，因此化学、

生物源、植物源几种药必须交替使用，如阿巴虫净、

爱心一号、苦参碱、新型杀虫剂等混配剂型，并且掌

握好喷药时期，加大喷药压力，使油菜叶片正反面

全部着药。油菜茴香薄翅野螟　近几年持续发生，

为害呈逐年加重趋势，要重点防治。现蕾期（成虫

大量出现时）每 667m2 用螨极力 50mL+ 三氟氯氰

菊酯乳油 33mL+ 有机硅 2g ；终花期前（幼虫发生

初期）用苦参碱 35mL+ 三氟氯氰菊酯乳油 35mL+
有机硅 2g，兑水 15kg 喷施。其他害虫　草地螟、菜

青虫、甘蓝夜蛾、地老虎每 667m2 用三氟氯氰菊酯

乳油 20mL+ 有机硅 3g，或 4.5%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30mL+ 有机硅 3g，兑水喷施。

4.7　适时收获　当全田植株叶片基本落光，主花序

角果 70% 已变黄，子粒呈本品种固有颜色，侧枝角

果 80% 退绿变黄，子粒含水量为 35% 左右时为油

菜的黄熟期，是油菜割晒的最佳时期。割茬高度为

15~25cm，以不漏割分枝、不丢角为宜。

晾晒 7~10d，当子粒含水量降至 18%~20% 时即

可拾禾，以能脱净为原则。拾禾要适时，要避开中午

高温、干燥天气，利用早晚空气湿度大，组织联合收

割机集中抢拾。

5　经济和生态效益
5.1　节本增效　2016 年油菜抗病品种 NM88 及

配套栽培技术示范推广共计 100hm2。根据实测数

据显示：在常规管理下，NM88 每 667m2 平均产量

为 167kg，比当地主栽品种增产 13%。NM88 是抗

菌核病品种，如果降雨多时，油菜菌核病一旦在油

菜产区流行爆发，种植 NM88 可大大降低菌核病的

危害，提高产量。另外，一旦菌核病菌在油菜产区

流行危害，如果没有抗病油菜品种，农民不得不开

始喷施化学农药来进行防治，按照国内外的经验，

在没有任何抗病品种种植水平下，菌核病将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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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性的灾害，即使使用杀菌剂，也只能挽回部分 
损失。

5.2　成本降低　采用测土配方、环境友好型的油菜

缓释缓控专用肥一次性施肥技术能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肥料利用率。缓释缓控专用肥一次性施肥比常

规施肥减少了 17%，每 667m2 平均节约肥料 5kg 约

合 15 元人民币，由于减少追肥和喷施叶面肥，降低

作业成本约合 15 元，合计降低成本 30 元；NM88 耐

菌核病，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每 667m2 降低成本 8
元，减少施药 2 次作业成本 15 元，因此节约成本 23
元；蛋白诱导抗剂明显增强油菜综合抗逆（寒、旱、

病等）能力，同时减少了田间 1~2 次病毒病防病药

剂成本和 2 次田间作业成本。

5.3　品质提高　选育的高油、双低、抗病杂交甘蓝

型油菜新品系 NM88 经农业部油料及制品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分析，硫苷 17.37μmol/g 饼、芥酸未检

出，双低水平均低于国家和内蒙古甘蓝型杂交油菜

品质标准，属于高品质的菜籽油范围；含油率达到了

44.62%，比当地主栽品种提高了 4 个百分点，按照

市场收购价格核算：油菜籽含油率每提高 1 个百分

点，增值 0.2 元 /kg，提高 4 个百分点，市场价格可增

值 0.8 元 /kg ；同时高含油品种显著降低了加工企业

生产成本。

5.4　生态效益　该品种具有抗病、高油、双低的特

性，同时在栽培方法中采用测土配方、环境友好型的

油菜缓释缓控专用肥一次性施肥技术。一方面，优

化了施肥方法，可根据油菜不同阶段的生长需求，缓

慢释放营养，不追肥、不重施，进而降低成本，提高肥

料利用率，使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促进农业生态环

境向良性方向发展，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另一方

面，如果没有抗病油菜品种，油菜菌核病一旦大面积

在油菜产区发生，农民为了防治病害蔓延挽回产量

损失，必将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会增加土壤中的农药

残留，破坏了生态环境。

6　品种推广应用前景
集成一套油菜高产栽培技术，包括：自主知识

产权的抗病、高油、双低杂交油菜品种 NM88，提质

增效，减少杀菌剂使用；采用测土配方、环境友好型

的缓释缓控专用肥一次性施肥技术，减少追肥和叶

面肥作业成本，同时每 667m2 减少化肥 5kg ；种子带

菌分子检测技术结合土壤病菌、害虫种类增添蛋白

诱导抗剂的种子包衣技术，减少农药使用；高效低残

留药剂 + 增效剂除草技术，减少药剂使用；微生物

菌肥防治土传病害的绿色防控措施、蛋白诱导抗病

毒病和霜霉病、性诱剂防控茴香薄翅野螟、多旋翼无

人机自主投放赤眼蜂，在卵期杀灭小菜蛾的生物防

治技术，实现了油菜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的目标，节

约了成本，保护了环境；建立“物联网 + 油菜”全程

质量的可追溯体系。实现油菜含油率提高 2%~4%，

增产 3%~5% ；化学农药、化肥利用率分别提高 8%，

化肥和农药分别减施 25%，节约生产成本 20% 的经

济指标和“食品安全、环境友好”的社会指标与生态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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