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茬亩产 300 公斤直播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

程》（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油菜是我国第一大油料作物，产油量占油料作物的 50%以上，是

提升油料产能的主要作物。大力发展油菜生产，稳定增加油菜面积以

应对国际市场波动、大豆进口不确定性，保障我国食用油供给安全，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省是长江流域油菜区域带的主产省份和

高产地区，前茬以水稻为主，高峰时期种植面积超过 1000万亩。近

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用工成本逐年提高，推广省工节本高效

的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势在必行。制定和实施《稻茬直播油菜亩产

300公斤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程》，对规范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

显著增加农业经营主体效益，从而促进油菜产业发展，进一步推进贯

彻落实国家和省油料保供战略，实施好大豆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具有重

要意义。

标准编制小组承担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国家油菜产

业技术体系苏州综合试验[CARS-12]），是油菜产业技术体系苏州综

合试验站技术依托单位，在 7个定点示范县建有 12个示范基地，承

担苏南及沿海油菜产区技术研发、集成与示范、技术培训与指导、产

业形势分析等任务，通过示范县试验实施和应用推广，引进示范种植

了“中油杂 39”“宁杂 1838”等一批耐密植、高产、高油、多抗的油菜

新品种，并集成推广了以机械直播、专用缓释肥轻简施肥、菌核病综

合防控、低损高效机械收获等关键技术（装备）为主的高产油菜全程

机械化生产技术体系，经基地示范应用，具有节本省工高效、操作性



强等特点，显著提升了示范基地的油菜种植水平，增加油菜产量、菜

籽油产能和推动油菜产业链发展。项目组完成的“油菜机开沟免耕摆

栽技术”列入 2015~2019年连续 5年入选省主推技术，列入 2016年农

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完成的“油菜多功能综合利用技术”“油菜优质轻

简绿色高效生产技术”列入 2020~2021年、2022~2023年江苏省农业

重大技术推广计划。

二、任务来源

根据 2023年 5月 30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征集 2023年江

苏省农学会团体标准（第二批）立项项目的通知（苏农学字〔2023〕

28号），标准牵头单位向江苏省农学会提交立项申请。

根据 2023年 7月 28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 2023年江苏省

农学会团体标准（第二批）立项的公告（苏农学字〔2023〕41号），

标准牵头单位向江苏省农学会提交标准征求意见稿。

三、编制过程

（1）2022年 6月~2022年 12月：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小组讨

论。标准起草单位组织技术骨干成立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成员长期

从事油菜栽培技术研究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高、中、初级的技术人员 7名，其中研究员 1名、副研究员 1名、博

士 1名、硕士 3名，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田间实践经验，熟悉相关

标准化工作，主持、参与多项标准。工作组成立后，确定了标准起草

的基本思路，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计划，明确了任务分工及进度要求。

（2）2023年 1月~2023年 5月：调查研究、资料收集、试验分

析与初稿撰写。参与标准起草人员长期从事油菜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推广工作，熟悉我省油菜主要生产面临问题。起草小组赴我省油菜各

主产区进行调研，广泛听取各地主要研究机构和基层生产意见及建议，



并结合大田验证试验与示范推广，提炼标准要点、验证并确立标准参

数，起草了本标准的草案。

（3）2023年 6月~2023年 8月：根据江苏省农学会团体标准立

项专家意见，修改并完善标准，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

稿。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本标准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定主要依据，包括实地调研、查阅资

料、试验论证等：

1. 实地调研与资料查阅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高产直播油菜生产调查，发现油菜受茬口限制

播期晚，草害和菌核病防治等中间田间管理、入库贮藏集成度低、机

械化种植-管理-收获技术集成度低、标准不明确、专用农机设备不配

套等问题，导致油菜种植效益低，成为油菜扩面增产的主要生产问题。

由此，本标以高产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标准化为主攻方向，围绕

高产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的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产地环境、

品种选择、产量及产量结构、机械直播、田间管理、成熟收获、入库

贮藏等环节的生产技术要求，确定标准化内容。

2.资料查阅与凝练分析

经检索，目前相关标准主要集中于我国江西、湖南等地三熟制稻

茬油菜、湖北地区稻林套播油菜、新疆地区春油菜及北京地区白菜型

冬油菜栽培等栽培环节技术体系，具体如下：油稻稻三熟制油菜全程

机械化（NY/T 2546-2014）、再生稻套播油菜栽培技术规程（DB36/T

1076-2018）、双季稻区直播早熟油菜机械栽培技术规程（DB36/T

1113-2019）、二季晚稻套播油菜轻简化栽培技术规程（DB36/T

846-2015）、稻林套播油菜生产技术规程（DB42/T 843-2012）、春



油菜 250 kg/667m2栽培技术规程（DB65/T3194-2010）、冬油菜栽培

技术规程（DB11/T 923-2012）。目前，关于我省稻茬高产直播油菜

全程机械化生产资料较少，主要技术发展趋势：将“人工”替为“机械”，

集成适合现代产业化发展的农艺农机相融合的油菜生产技术体系。

3. 主要试验示范结果

在东台、高淳示范基地，采用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开展了不同

油菜品种生育特性、产量构成等调查试验，通过测产，宁杂 1838、

中油杂 19、中油杂 39、浙油杂 1403综合表现突出，机械化实际测定

产量分别达到 321.5 kg、315.8 kg、320.6 kg和 327.3 kg（表 1）。

表 1 示范基地不同油菜品种机收实产与产量构成特征

品种
面积

（亩）

密度

(株/亩)
单株角果

数
每角粒数

千粒重

（克）

机收实产

（公斤/亩）

中油杂 39 100 34190 147.3 20.9 4 320.6

浙油杂 1403 50 33209 139.3 20.8 4 327.2

宁杂 1838 110 30054 148.4 21.2 4 321.5

中油杂 19 120 46100 79 25.5 4 315.8

五、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引用标准包括：

GB 16151 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NY 414 低芥酸低硫苷油菜种子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794 油菜菌核病防治技术规程

NY/T 846 油菜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NY/T 1087 油菜籽干燥与储藏技术规程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 2208 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

标准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技术指标高于国家标准相关技术要求。

六、实施推广建议



该技术适宜采用区域为江苏省油菜适宜生产区，主要稻油轮作区。

七、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说明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