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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攀西地区油菜种植现状、存在问题和限制因素以及发展优势等的分析，提出了政府

扶持建立基地，适当缩麦扩油调结构，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发展，农业部门搞好技术服务，推进产业化经营，精

深加工增效益等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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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是攀西地区的主要油料作物之一，过去，由

于当地经济不发达，人们的生活和文化水平不高，油

菜生产只注重产量而忽视了对品质要求。随着市场

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品

质差的菜籽油难以进入市场，使该地区的油菜生产

受到制约，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怎样发展

攀西地区优质油菜产业已成为该地区面临着的一个

重要问题。

! 攀西地区油菜种植现状

攀西地区油菜区属于川西南山地油菜区，全区

油菜种植面积不大且不集中，这与平原和盆地有着

明显的差别。油菜主产区主要分布在凉山州安宁河

流域及沟坝稻麦两熟区。2)). 年凉山州油菜种植面

积 02!*- *342，占油料作物总面积的 #$- .!5 ，总产

!!.0!6， 占 油 料 作 物 总 产 量 的 0(- ..5 ， 其 中

""- "(5 的面积种植冬油菜。

攀西地区多种植半冬性和春性油菜品种。本地

油菜品种如冕宁大桥油菜、黄油菜、山油菜、百天早

及浠水白等白菜型油菜属南方矮油菜，幼苗生长快，

生育期短，需肥较少，但抗病毒能力较差，产量较低，

一般亩产只有几十公斤，增产潜力不大，多在一年二

熟茬口较紧的地区种植；上世纪 0) 7 ") 年代，推广

使用甘蓝型常规品种，如胜利油菜、西南 *)2、凉油 #
号、凉油 " 号、89 % !*(、$.))!、$* % !2!、凡 # 选 !、

$# % !.、$# % !0、0* % $)、0$ % ((、中油 $2!、等，株型

中等高大，枝叶繁茂，主根入土深，抗性强，丰产性

好，一般比白菜型品种增产 2)5 以上，平均产量可

上 !)):;，增产潜力较大；芥菜型油菜只有零星种

植。") 年代后期，西昌、冕宁、德昌、会理、会东等县

市开始引进和推广 “双低”油菜品种如蜀杂系列、蓉

油系列、川油系列、德油 ( 号、富油 ! 号、德油早 !
号、""))! 等，且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本地区内油菜种植多是在一年两熟的地区冬

播，气候冷凉一年一熟的地区为春播，但面积很小。

种植形式有育苗移栽和直播两种，以直播为主，育苗

移栽很少，其原因一是白菜型育苗移栽的移栽期在

!! 月中下旬，正值旱季，雨量少而蒸发量大，育苗移

栽成活率较低；二是油菜整个生育期几乎都处于旱

季，直播油菜主根发达，能吸收深层土壤的水和养分

以利抗旱抗瘠；三是区内油菜栽培制度的主要形式

是中稻—油菜，前后作茬口不紧，直播可减少“移栽”

这个环节，省工又简便易行，而采用育苗移栽种植方

式的多是使用杂交油菜品种。

2 存在的问题及限制因素

2- ! 多品种插花种植

油菜是常异花授粉的十字花科作物，生长期间

极易串花授粉，当年即可导致菜籽品质下降。生产上

普通油菜品种、单低品种和“双低”品种共存，插花种

植现象普遍，种植“双低”油菜品种，却生产不出真正

的“双低”油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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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认识不统一，“育、产、加、销”等环节脱节

目前一些地方的引种及经营单位只追求种子利

润，只管种子卖出去；生产部门只讲面积大小；农民

不管是双高还是双低只要产量和价格。由于自身利

益驱动，各个环节难以形成一种自然、和谐的协作关

系，整体优势发挥不出来。

"# $ 优价不明显，农民种植双低油菜的积极性不高

全区内油菜籽总产不高，供小于求，年年都比较

俏销，农民种植的油菜籽都卖得出去，加上“双低”与

“双高”油菜籽价格差别不明显，所以给农民造成了

一个错觉，油菜品种不管优质不优质，只要高产就

行，这也是给 “双高”品种带来生存空间的原因之

一。没有较大型的加工企业回收双低油菜籽，更谈

不上精深加工，因而 “双低”菜籽的价值未真正体现

出来，“双低”与“双高”的收购价格也未拉开。

"# % 劳动力成本高，生产效益偏低

由于油菜生产的全过程基本是手工操作，从播

种到收获大约需要 ""& 个工日 ’ ()"，仅用工费就接

近 %*** 元 ’ ()"，占生产成本的 +%# $, ，再加上农用

物资的投入，生产成本高，其产品价格高于外地，在

销售竞争上不具备价格优势。

"# + 油菜生产的限制因素

第一，冬油菜整个生育期都处在旱季，该区内

-- 月至次年 % 月为旱季，降水量只占全年降水量的

-*, 左右，造成油菜产量较低且不稳定。第二，在油

菜角果发育成熟期正遇 % 月的干热风，造成高温逼

熟，影响产量的提高。第三，在油菜开花期（" 月中旬

. $ 月中旬），部分县 （市）的气温已达 -/0，空气湿

度仅为 %*, 左右，极利于蚜虫的繁殖，造成危害，且

属灾害性的虫害。第四，生产力低下，白菜型地方品

种种植面积较大，产量较低，限制了油菜产量的整体

提高。第五，加工企业带动力弱，主要以农村小油房

为主，规模小，设备陈旧，能耗高，加工工艺与技术落

后，生产成品等级低，难以有效带动优质油菜的开

发。

$ 攀西地区油菜生产的优势

$# - 具有独特的气候资源

在油菜生长期间具有适宜的温度条件，在油菜

主产区 -* 月至次年 % 月平均气温为 1 . -+0，既有

利于培育壮苗，冬季又不易受冻害；角果发育成熟期

日较差可达 -%0以上，有利于千粒重的增加；-* 月

至次年 % 月光照比川西平原多 %/+ . &%$(，充足的

日照为其进行旺盛的光合作用、籽粒充实和增重提

供了有利条件；高海拔低纬度的特殊位置，有利于油

菜含油量的增高而提高菜籽品质。

$# " 具有良好的生态和生产环境

境内油菜主产区以及水源都没有大型化工厂，

空气清新，水质洁净，适合建立无公害油菜生产基

地；该区内已有部分县成功申报了双低油菜无公害

生产基地和双低油菜无公害产品，其产品价格优于

普通油菜籽。

$# $ 发展潜力较大

目前，攀西地区油菜生产无论是面积和单产都

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由此可见，该区内油菜生产大

有潜力可挖：一是扩大油菜面积有潜力，部分冬闲田

可以加以利用，通过示范片、样板田引导并带动农户

调减低产劣质小麦田和经济效益较低的饲料大麦

田，从而增加双低油菜的种植面积，提高总产；二是

中低产田土的改造可以使单产有望提高。三是借助

已建立完善的农技推广体系推广 “双低”良种和 “双

低”油菜标准化栽培技术，使产量和品质都再上新台

阶。四是产品开发有潜力，通过对 “双低”油菜籽的

油、粕及精深产品的开发，可大幅度提高油菜籽附加

值。五是市场需求潜力大，以本州为例，年产菜籽

--%!12，平均每人不到 "# &"34，折菜油 -34，这与全

国人均 -*34，世界平均水平 -$# +34 有极大的差距，

每年全区菜油的调入量之大也由此可见。

$# % 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首先该区油菜为冬季种植，不与主要粮食作物

争土地和劳力资源。其次具有较好的市场区位优

势。从市场看，油菜基本是就地生产、就近消费，市场

区位优势明显。第三，具有明显的生产优势。"**% 年

凉山州油菜平均单产 -+1*34 ’ ()" 高于西北和东北

地区，略低于世界水平，接近主要出口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的水平。第四，具有抢占市场先机的优势。本

区 11# *,以上的面积是冬油菜，每年 + 月就可收获

上市，上市时间比春油菜早 " . $ 个月，另其它油料

作物也全部在秋季收获，因此，攀西地区的冬油菜生

产为加工企业周年生产的一项重要条件。

% 发展攀西地区油菜产业的建议

%# - 加大宣传，统一思想

油菜产业的发展能推动养殖业、养蜂业、加工业



·!·第 ! 期 戴红燕：攀西地区油菜种植现状及其发展对策

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所以，上下要统一思想，大力宣

传，其主要突破口之一是农民，政府部门要下大力气

培训农民，把农民的思想观念转变过来，指导农民尝

试多用途利用双低油菜，让他们真正尝到甜头、得到

实惠。

"# $ 政府扶持，建立基地

国家要从政策上扶持龙头企业建立“双低”油菜

基地，对龙头企业的双低油菜生产基地增加投入，只

有建好“双低”油菜的生产基地，做到一乡 （镇）一个

品种，达到完全连片种植的要求，“双低”油菜精深加

工的原料才有保证。

"# % 适当缩麦扩油调结构

攀西地区的大部分县 （市）都是典型的农业县，

农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农产品，为增加农民的经

济收入，应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对冕

宁县油菜种植效益调查 （表 &），种植双低油菜的纯

收益明显高于其它小春作物小麦和大麦，且本地

’() 以上商品油来自外地，市场空间较大，因此，适

当调减大、小麦种植面积，扩大双低油菜种植面积，

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农产品价格为当地市场价格的中间值。

纯收益

（元 * +,$）

生产成本

（元 * +,$）

作物产值

（元 * +,$）

作物产量

（- * +,$）

农产品价格$

（元 * ./）
作物类型

小麦 "%0’ &# %( ’0!"# ’( ’001# ’’ "# 1’
大麦 ’(2’ &# &( ’’1%# ’( ’"$&# (’ &!$# "’

双低油菜 $!(( %# ’( 1"’(# (( !%’2# $’ $(1&# !’

表 & 冕宁县主要小春作物种植收益表

"# " 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发展

一是加速新品种引进步伐，尽快选出适宜不同

生态类型的优质而且是高产和高含油率的 “两高双

低”油菜新品种，使山区的油菜籽产量和农民的经济

收入再上一个新台阶。二是强化管理，实行品种准

入制，除特殊用途外，对没有达到“双低”标准的榨油

用油菜籽品种不引进，不推广；实行种子准入制，没

有达到 “双低”标准的种子不得经营；实行一地一品

种相对集中，防止插花种植，导致生物学混杂，以达

到 从 源 头 上 把 好 优 质 关 的 目 的 。 三 是 严 格 按 照

34’&%" * 5$(—$((% 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生产，加

强高产保优栽培技术的研究与推广，提高 “双低”油

菜生产的科技含量，根据不同区域生态条件、耕作制

度和栽培水平，研究制订 “双低”油菜高产保优无公

害栽培技术规程，确保生产出符合优质标准的 “双

低”油菜籽。四是积极申报无公害或绿色农产品甚

至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和农产品，提高油菜籽知名度，

也有利于拓宽销路和提高经济效益。

"# ’ 农业部门搞好技术服务

农技部门要加强优质双低油菜品种的引进、试

验、示范和推广工作，把好种子质量关，除继续开展

相关的栽培技术研究，在不同生态区搞好示范，及时

迅速的推广新品种和新技术外，还要研究推广多用

途利用双低油菜，如“双低”油菜叶喂猪、采摘菜苔作

蔬菜等；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网络，重视村级

农技员的培训，使农技推广渠道顺畅；要加速农田基

本建设，修缮沟渠，改善冬春干旱缺水的状况，为优

质高产奠定坚实基础。

"# 0 扶持“龙头”企业，大力发展订单生产，推进产业

化经营

引进和培植一批生产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菜

籽油加工企业作龙头，在产区建立原料基地，与农户

签订产销订单，实行优质优价，生产双低油，提高附

产物（油粕）的利用。支持企业与科研单位、种子企业

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对农户实行统一供种，技术、

信息服务和订单收购。加强“产前”和“产后”服务，解

决农户的前瞻和后顾之忧，而 “产中”由农技部门来

服务，建议探索 “企业 6 基地 6 农技部门 6 农户”的

产业化发展经营模式，鼓励各种形式的中介组织和

经纪人参与双低油菜的开发。

"# ! 精深加工、提高效益

油脂加工企业要在“双低”油菜的精深加工上下

大工夫，大力推广“双低”饼粕在畜牧业上作饲料，把

从“双低”油菜上提取“氨基酸”、“蛋白质”、“植酸”及

“单宁”等物质尽快实现产业。只有从精深加工上获

取更大的利润空间，才有可能拉大 “双低”与 “双高”

的收购价差，才能进一步刺激双低油菜的生产，调动

农民种植“双低”油菜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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