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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我国的棉花市场有什么特点？
　　棉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其种植面积很大，现

在主要有三大产棉区，即新疆棉区、黄河流域棉区和长

江流域棉区。我国的棉花市场存在以下特点：

（１）市场规模大。我国棉花年产量在５００万吨左右，

价值量在７５０亿元左右，是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农作物。

棉花是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棉制品的规模更达到３０００

多亿元，棉纺织品出口占国内纺织品出口的１／３，棉花

占棉纺织成本的７０％。纺织产业链较长，所以受棉花影

响的企业很多。

（２）价格波动大。棉花是高商品率的农产品，涉及

农业与纺织工业两大产业。在其价格属性上，既表现出

农产品的季节性与年度内不可再生的特征，同时又直接

受纺织工业景气度影响，表现出工业品的特点，所以影

响其供求的因素较为复杂，价格波动幅度大。

（３）国内外市场联动性强。我国在棉花生产、消费、

进口等方面都位于世界首位，是国际棉花价格走势的重

要影响因素之一，国内外市场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

互作用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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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棉花是如何分类的？
　　（１）按物理形态，棉花分为籽棉和皮棉。棉农从棉

棵上摘下来的棉花叫籽棉，籽棉经过去籽加工后的棉花

叫皮棉，通常意义上的棉花指的就是皮棉。

（２）按长度，棉花分为长绒棉和细绒棉。细绒棉的

长度一般在２５～３１毫米，长绒棉的长度在３３毫米以上。

我国棉花主要是细绒棉。

（３）按加工机械，棉花分为锯齿棉和皮辊棉。使用

锯齿轧花机加工出来的皮棉叫锯齿棉，使用皮辊轧花机

加工出来的皮棉叫皮辊棉。目前我国棉花市场上绝大多

数棉花为锯齿棉。

（４）按颜色的不同，棉花分为白棉、黄棉、灰棉和

彩色棉等。

（５）按等级的不同，棉花分为高等级棉和低等级棉。

３．怎样选择棉花品种？
　　高质量的种子是保障出苗率、苗齐、苗全、苗壮的

前提条件，棉种选得好就会有显著的增产优势，棉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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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好，产量就会大打折扣，生产上要选购大的生产厂

家生产经营的包装规范、成熟度及饱满度好、发芽率高

的种子。在选用棉种上必须根据自身情况来进行选择：

（１）要因地制宜。①能否适应当地气候。②能否抗

病抗虫，主要是抗枯萎、耐黄萎病，抗棉铃虫等鳞翅目

的害虫。当然，抗性是相对的，目前还没有绝对抗病抗

虫的品种。③增产潜力如何。④是否通过省级以上品种

审定委员会审定或者当地农业主管部门认定。⑤是否在

当地经过试验、示范种植。⑥当地经销商是否有售种正

式发票。⑦种子经营部门能否开展售后跟踪服务。

（２）要选择发芽率高的。发芽率低的棉种，一般破

籽嫩籽率高，既贻误季节，又难以确保棉田面积，但发

芽率高的棉种１罐可种１亩地以上。同时，杂交棉种的

价格也比较高，所以在购种时一定要留心棉种包装上的

发芽率标示。

（３）要选择纯度高的。不纯的品种，一方面会使抗

虫性大大下降，另一方面会使田间异型株增多，其产量

与品质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正宗的杂交棉一代棉种纯

度达９６％以上，低于这个纯度就说明棉种质量有问题。

（４）要技术配套。不同的农户种植相同的优良棉花

品种时，产量却常有很大的差别，这说明各农户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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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较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仅仅购买良种是不够的，

还必须要落实科学的种植管理、病虫防治等配套技术措

施，来保证棉花的优质、高产。

４．选择品种时要注意什么？
　　棉花要高产，品种是关键，在选择品种的时候，我

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１）不要盲目追求新品种。没有经过省级以上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棉种，或者没有经过当地种子

管理部门认可的棉种，是不可以盲目引进的。

（２）不要盲目抢购高价种。应该冷静看待高价棉种，

高价不绝对意味着高产。

（３）不要将常规良种与抗虫棉对立起来。不同的优

良棉种，都有各自的特性和优势，必须从当地的实际情

况出发，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当家品种。例如，在枯、

黄萎病较重和棉铃虫发生较轻的棉区，常规的优良棉种

具有很好的增产优势，在棉铃虫发生并不严重的年份，

常规棉种也具有很高的产量，所以不能用抗虫棉否定常

规棉；但在棉铃虫常发、高发的地区，就不能用常规棉

种否定抗虫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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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种植棉花如何深耕整地？
　　种植棉花最好是选择未种过棉花的生地或轮作土地，

多年重茬的土地要避免继续种棉。

整地前全面、彻底清理棉田周围的枯枝落叶和烂铃，

是防治炭疽病、立枯病等病害的有效措施。深翻２５～３０

厘米，以减少表层病原，地要整平整细，以利出苗。棉

田要开好排水沟，特别是地势低洼棉田，要做到深沟高

畦，尤其是南方棉区，春季雨水多，地下水位高，深沟

高畦有利于排水，降低土壤湿度，收到防病保苗效果。

棉田耕地时间分为冬耕和春耕，冬耕比春耕好。冬

耕要深一些，一般２０～３０厘米；春耕要浅一些，一般

１３～１６厘米；耕后要精细整地，做到上虚下实，土质疏

松，蓄水保墒。简单地说，就是要做到：“齐、平、松、

碎、净、墒”。

６．种植棉花如何施用基肥？
　　施足基肥、培肥地力是棉花高产的基础，在肥料运

用上要掌握稳氮、增磷、补钾、配微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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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肥一般以有机肥料为主，配合磷钾肥效果更好，

占总施肥量的２／３左右。有机肥料除含有多种营养元素

外，且含有大量的有机质，翻耕施入棉田内后，土肥相

融，肥效保持时间长，肥效平稳，能持续不断地供应棉

株对养分的要求，保证棉花稳定增产，也有利于改良土

壤，培肥地力。基肥最好结合冬耕施入土壤，同数量肥

料，冬施比春施要高产１０％左右；如果做不到冬施基

肥，则春施越早越好，并应该集中施肥，如 “暖沟粪”。

基肥的用量应根据产量、土壤肥力和肥料质量等而定。

如肥料施用不当，尤其氮肥及未充分腐熟的鸡粪过多，

会影响棉种的出苗率。因此，施用粪肥要充分腐熟，并

注意氮、磷、钾肥的配比。一般每出产１００千克皮棉的

棉田，需优质厩肥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千克，磷肥４０～５０千克。

此外，抗虫棉对有机肥和钾肥比较敏感，要增施有

机肥和钾肥，如果钾肥不足，容易发生棉花红叶茎枯病

和后期早衰，造成减产。

７．种植棉花如何浇底墒水？
　　浇足底墒水、造好口墒是保证棉花适时播种、一播

全苗、促壮苗早发的有效措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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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田灌水以冬灌效果好。冬灌在冬耕后到封冻前都

可以进行，以夜冻昼消时最好。冬灌要因地制宜，黏土、

两合土冬灌效果好，沙地土、盐碱地则不宜冬灌。春灌

一般在土壤刚解冻后开始，最晚在播种前半个月结束，

这样有利于地温回升，以保证适时播种，做到苗全苗壮，

避免土壤过湿、地温较低对出苗不利。

８．为什么棉花播种前要进行种子处理？
如何处理？

　　棉花播种前对种子进行处理，可有效地杀死附着在

种子内外及种子周围土壤中的病菌，是控制棉花苗期病

虫为害，实现壮苗的有效措施。

（１）粒选。充实、饱满的种子是全苗壮苗的先决条

件，粒选可以提高种子纯度，进而提高其发芽势和发芽

率。粒选应去除破子、虫蛀子、秕子、异形子等，留下

饱满、健全、符合所选用品种的特征的种子。

（２）晒种。晒种可打破棉种休眠，促进种子的后熟，

加速水分和氧气的吸收，提高种子发芽率，并可提早出

苗１～２天。晒种还可以杀死病菌，增强抗病能力。晒种

一般多在播种前１５天左右进行。选择晴天将精选好的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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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摊到芦席或土场上，连晒４～５天，摊放厚度为３～５

厘米，每天翻动３～５次，晒至用手摇响即可。注意不要

在水泥地或石板上晒种，以免种子失水过多，形成硬子，

反而降低发芽率。

（３）硫酸脱绒。１００千克棉籽加硫酸１５千克左右，

为了节省硫酸，提高脱绒效果，可以先把硫酸加热到

１１５℃左右，然后把硫酸倒在棉籽上，边倒边拌，约搅拌

１～２分钟。等棉绒脱干净，棉籽变黑发亮时捞出，用清

水反复冲洗，边洗边搅，洗至水没有黄色、没有酸味为

止，然后将种子晾干备用。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大多数棉花品种应采用硫酸脱

绒包衣为宜，但某些品种的种壳较薄，如豫棉１９，若进

行种子脱绒，则易造成损伤，影响发芽率，对这样的品

种，可在生产中以毛籽播种。

（４）温汤浸种。温汤浸种可起到催芽作用，同时兼

有剔除未成熟种子、杀死附着在种子外或潜伏在种子内

部的病菌和杀灭种子上害虫 （主要是棉红铃虫）等作用。

将晒选好的棉种，倒入种子重３倍左右的温水中，水温

６０℃ （３份开水１份凉水）左右，搅拌均匀，浸闷３０分

钟，为了保证缸内棉种上下受温一致，浸闷过程中隔１０

分钟要上下搅拌一次。然后再加入凉水，使水温在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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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浸种１０小时左右，等种皮发软即可捞出，晾至种

毛微白即可催芽或拌药播种 （注：包衣种子不用拌种）。

（５）测定发芽势和发芽率。棉种发芽势和发芽率直

接关系到出苗的多少、好坏、快慢以及播种量，所以在

播种前要测定发芽势和发芽率。一般采用取浸种后的棉

籽１００～２００粒，保持温度２５℃～３０℃，第三天的发芽百

分数为发芽势，第九天的发芽百分数为发芽率。一般要

求发芽率在８５％以上。

９．怎样确定棉花的适宜播种期？
　　不同的播种方式，适播期不尽相同，适宜播期主要

取决于温度和土壤水分。

（１）根据地温变化。要求５厘米地温稳定在１４℃以

上时播种，大体时间在４月２０日前后。要掌握晚霜前播

种，晚霜后出苗。盐碱地棉田播种还要迟些。

（２）根据土壤墒情。一般土壤含水量在１５％～１６％

时适宜种子发芽。南方棉区，一般土壤湿度偏大，强调

“宁种一日迟，不抢一日湿”。

（３）参考物候。营养钵适宜的育苗期是 “杏花开，

蛤蟆叫，营养钵育苗时间到”；适宜移栽期是 “桐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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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移栽营养钵”；地膜棉的适宜播期是 “油菜盛花期，

地膜棉播种莫迟疑”。这些根据物候观察总结出来的经验

和农谚，都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和实用价值。

（４）采用营养钵育苗。播期一般在３月底至４月初

播种，每钵播种２～３粒，包衣种子每钵播种１～２粒，

覆土１～１．２厘米为宜；如采用地膜覆盖直播，播期一般

在４月２０日左右为宜；如露地直播，则一般在４月２５

日左右为宜。

１０．棉花播种方式有哪几种？
　　棉花播种方式主要有条播和点播。

（１）条播。条播又可分为机械条播、畜力条播和人

工条播。①机械条播：能做到播行匀直、深浅一致、下

子均匀，并能将开沟、下子、覆土、镇压等几项作业一

次完成，因而它具有保墒好、工效高、出苗齐等优点。

②畜力条播：播种质量与机播近似，但工效低得多。为

适应麦套棉的需要，不少地方用畜力牵引单行棉花播种

机，几道作业也可一次完成。③人工条播：开沟、下子、

覆土等作业不能一次完成，容易跑墒，造成缺苗，所以

麦套棉田一定要注意做到足墒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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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点播。点播能节省用种量，播种量比条播的可

省一半。因为种子集中，所以发芽后拱土力强，容易出

苗。多用干地膜棉和良种繁育。

１１．棉花如何育苗？
　　在育苗前完成晒种、浸种等工作，全面落实下面的

育苗技术措施，可培育粗茎、节密、苗高１７～２０厘米、

无虫无病的大健壮苗，可以为实现棉花早熟、优质、高

产、高效目标创造有利条件。棉花的最佳育苗时间在４

月上甸，选晴好天气５～７天，播种、催芽，及时育足、

育完棉苗。

（１）统一苗床规格。选择背风向阳、肥沃的土地做

高床，并防淋雨积水，以免影响棉苗生长。每亩棉田需

建成长２６～３３米、宽１．５～１．６米，埂高１７～２０厘米，

可放肥团７０００个左右的苗床。

（２）肥团的规格质量。苗床的表土占２／３、腐熟的

细渣肥占１／３，估计可栽１亩的苗床使用过磷酸钙５～６

千克、尿素肥０．５～１千克、草木灰４～５千克，将表土、

基肥、化肥拌匀，再用清淡粪水拌成抓秧粪状，做成肥

团。肥团以高１０厘米、直径７～８厘米为宜，立放、靠



１２　　　　　　　　　　　　　　　　　　 　　　

紧，用手将肥团拍平。

（３）选种育苗。无论什么棉花品种，都一定要注意

提高品种纯度，确保种子质量，防止多、乱、杂。浸种

催芽的棉种，选好芽、健芽，平放浅按进肥团，芽尖入

土，一团一粒；浸种没催芽的棉种，要选健子，育苗时

每个肥团按进两颗种子。

（４）盖好苗床。待安好棉芽的肥团收汗后，再均匀

盖好细土５～６厘米厚，随即用新塑料薄膜平拱盖膜，压

严四周，保温防冻，以利出苗整齐。

（５）苗床管理。①揭膜炼苗：待棉苗基本出齐后，

在高温天气要揭开苗床两头，通风透气，防止高温烧苗，

若遇阴雨天气则要盖严，压好四周，防止风吹雨淋，损

坏棉苗。待两片子叶展平，全部转青，现一片真叶后，

在晴天上午９点至下午５点将苗床两头塑料薄膜揭开１／３

进行炼苗，但雨天、大风天不宜揭膜。如此反复，坚持

到两片真叶后才能全部揭膜。②防病治虫：苗床期一般

要防治病虫２次，分别是现真叶和移栽前，用甲胺磷治

虫１次 （１５千克水兑药２０毫升）以防土蚕、红蜘蛛。如

发现病害可用１∶２∶２００倍的波尔多液或０．１％的４０１药

剂，喷苗１～２次，并除净杂苗杂草，改善棉株光照

条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