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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ＱＩＡＮ ＹＡＮ

　 　 为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培养新农村建设 “留得住、

用得上”的专业人才，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河北省委组织部、河北省农村工
作办公室和河北省教育厅联合印发了 《关于推进 “送教下乡”加快培

养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的意见》，随后，河北省教育厅制定了 《“新农村

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陆续部署

了试点及推广工作。河北省委、省政府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把 “双

带工程”作为重要惠民工程，列入 ２０１０ 年冀发 １ 号文件强力推进；列
入 《河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深入实施。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河北省委、省政府在 《关于认真贯彻中央 １ 号文件精神 　 扎实做好
２０１０ 年农业农村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送
教下乡，实施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培育农民创业致富带

头人。” 《河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明确要求：“以深入实施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为切入点，

扎实推进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紧密结合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民

培养，创新农村职教培养模式，改革教学方式，为农村培养改革发展带

头人和科技致富带头人。”

“双带工程”实施几年来，惠及河北省 ３０ 多万青年农民，有力促
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学生 “边受教育边生

产”，有效促进了农民致富增收；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

密切了干群关系；明显提升了新农村文明建设水平，使广大农民 “既

富了钱袋，也富了脑袋”。通过送教下乡，实施 “双带工程”，增强了

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活力。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
生改革案例推介会上，教育部鲁昕副部长把河北省的 “送教下乡”与

四川省的 “藏区 ９ ＋ ３ 免费教育计划”、重庆市的 “统筹城乡职业教育”

一起，列为三大模式向全国推广。她指出：“‘双带工程’有效拓宽了

职业教育招生范围和服务面向，对农民脱贫致富和农业持续发展有重要

促进作用。”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刘延东国务委员做出重要批示：“河北省送
教下乡的做法很好。职业教育就是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农村，适应

他们的需求，为他们服务，才能体现价值，才能更有作为。”教育部杜

玉波副部长在出席河北省教育工作会议时指出： “河北教育历来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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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讲创新、有特色，特别在职业教育方面，从 １９８９ 年河北在全国率先成立第一家县
级职业教育中心，到 ２００９ 年面向 ‘三农’开展送教下乡、启动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

培养工程’，都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河北职业教育要认真落实延东同志批示精

神，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应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农村发展的现实

需要，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切实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为全国职业教育发展提

供更多有益经验。”

加强教材建设是提高 “送教下乡”工作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保障。为确保中等职业

学校送教下乡工作顺利进行，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河北省教育厅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起
对中等职业学校送教下乡教材建设进行规划，并着手开展这套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以

供中等职业学校送教下乡教学使用。

这套系列教材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计划规

范管理工作的通知》、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

若干意见》和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

种植技术等六个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的通知》有关精神组织编写，业经河北省中等职

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河北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志增研究员担任

总主编。教材本着 “行动导向、任务引领、学做结合、理实一体”的原则编写，以职

业能力为核心，努力从种植、养殖、农村管理等相关岗位的工作实践中选取典型任务，

有针对性地传授专业知识和训练操作技能。各册教材的学习内容分别划分为若干个单

元，再分为若干个学习任务，每个学习任务包括任务描述及相关知识、操作步骤和方

法、思考与训练等，还插入 “小知识”、“小提示”、“拓展阅读”等，力求适合农民学

生边讲边练、边学边干、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学习模式和学习特点。经过各方共同努

力，本套专用教材的第一批 ３３ 种教材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出版发行，其中根据教育部办公
厅 《关于组织开展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教材遴选活动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

〔２０１１〕４１ 号）精神，由河北省教育厅推荐的 １７ 种专业技术课教材，已被教育部确定
为首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教材。

《棉花生产技术》是本套专用教材第二批 ３６ 种教材中的一种，内容分为 “棉花优

良品种”、“整地播种”、“施肥”、“灌排水”、“田间管理”、“化学调控”、“病虫草害

防治”、“间作套种”、“机械化生产”、“防灾减灾”、“高产栽培”等 １１ 个单元。主编
为孙计存、叶秀奎，副主编为耿福利、黄秀国。师树旺、师雪飞、李万里、王丽霞、赵

孟存、杜广彦、赵娈纯参加了编写工作。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

免，恳请广大教师和学生批评指正。

河北省中等职业教育送教下乡专用教材编写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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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

　 　 种子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棉花增产增收的第一要素。本单元主要学习
棉花品种选择和种子处理。掌握根据本地生态环境特点选择棉花品种，学会棉

花种子处理的基本方法。

　 　 　 学习任务 １
品 种 选 择

　 　 棉花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是一种多年生、短日照作物，棉花并不是
花。通过本任务学习，了解棉花的栽培历史、品种特性等。

　 　 棉花是离瓣双子叶植物，属锦葵目锦葵科木槿亚科棉属。喜热、好光、耐旱、忌

　 　 棉花不是花，人们常说的棉花是指
棉株开花后长出的果实成熟时裂开翻出

的纤维。棉花植株的花冠一般呈乳白色，

开花后逐渐变红。之后结出绿色蒴果，

称为棉铃。棉铃内有棉籽，棉籽上的茸

毛从棉籽表皮长出，塞满棉铃内部。棉

铃成熟时裂开，露出柔软的纤维。纤维

白色至白中带黄，一般长 ２０ ～ ４０ｍｍ，纤
维主要纤维素构成。

渍，适宜于在疏松深厚土壤中种植。

棉花栽培历史悠久，约始于公元前

８００ 年。我国是世界上种植棉花较早的国
家之一，公元前 ３ 世纪，即战国时代，
《尚书》《后汉书》中就有关于我国植棉

和纺棉的记载。

在我国的棉花栽培历史上，先后种

植过 ４ 个栽培品种：海岛棉 （长绒棉）、

亚洲棉 （粗绒棉）、陆地棉 （细绒棉）和

草棉 （粗绒棉）。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国

的主要栽培品种也不一样，亚洲棉引入

历史最久，种植时间最长，同时栽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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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广；陆地棉引入我国的历史较短，但发展很快，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即取代了亚洲棉。目前
广大棉区所种植的棉花多为陆地棉种 （细绒棉），新疆还种植有少量海岛棉 （长绒棉）。

棉花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是一种多年生、短日照作物。经长期人工选择和培

育，逐渐北移到温带，演变为一年生作物。春季 （或初夏）播种，当年现蕾、开花、

结实，完成生育周期，到冬季严寒来临时，生命终止。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只要有充

足的温度、光照、水肥条件等，就像多年生植物一样，可不断地长枝、长叶、现蕾、开

花、结铃，持续生长发育，具有无限生长性和较强的再生能力。

在棉花的一生中，温度对它的生长发育、产量及产品质量的形成影响很大。除温度

外，棉花对光照非常敏感，比较耐干旱，怕水涝。棉花生长历经春、夏、秋、冬四个季

节，春分到立冬 １６ 个节气 （从 ４ 月中下旬至 １１ 月中旬左右），一生可以划分为播种期、
苗期、蕾期、花铃期和吐絮期 ５ 个阶段。相对于其他农产品来讲，棉花生长期较长，受
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

一、河北省目标品种的总体标准

河北植棉区域由于棉花栽培历史悠久，农户的植棉经验丰富，植棉积极性较高，棉

花的生产稳定性较好。

（一）品种要有适应性

一般来说，长江中下游的温、光、水、气等生态条件相近，这类地区的棉花品种可

以相互适应，值得注意的是，不要选用不耐高温的棉花品种，应选用在当地经过试验、

示范种植的良种。

（二）能抗病抗虫

主要是抗枯萎病耐黄萎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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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增产潜力

一般要比当地大面积种植的品种增产 ５％ ～１０％。

（四）棉种发芽率高

选用棉种时，特别要关注棉种的发芽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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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种时要留心棉种包装上的发芽率标示，一般发芽率

要达 ８０％，最低不能低于 ７２％。

（五）要搞好良法配套

不同农户之间种植相同的优良棉花品种，产量常有很大的差别，说明各户之间种植

水平有较大的差异，这就是说仅仅购买良种是不够的，还必须要落实好良法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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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要改革种植方式，安排合理密度；要科学配方，平衡施肥，预防早衰；要化学调

控，防止旺长，促进棉花稳长健长；要综合防治，把病虫的危害控制在最低程度。

棉花的作用

棉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也是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农作物。棉花是涉

及农业和纺织工业两大产业的商品，是全国 １ 亿多棉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纺织工
业的主要原料，也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棉纱、棉布和服装还是出口创汇的重

要商品。因此，必须努力使棉花增产，搞好综合利用，增产增值，以增加棉农收入

和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多方面的需要。

棉花的主要作用有：

（１）棉花天然柔和，皮肤接触无刺激。是绝对温暖、健康、环保的绿色产品。
尤其对老人和儿童更为适用，是健康保暖的首选。

（２）棉花是纯植物纤维，无营养成分，不易滋生细菌。
（３）绿色环保，低碳环保，纯天然的可再生资源。
（４）棉花是一种重要的蜜源植物。棉花共分叶脉、苞叶和花内 ３ 种蜜腺，往往

开花前叶脉蜜腺先泌蜜，为当地夏、秋主要蜜源。

（５）棉花还是用于护肤抗皱的美容产品。

二、河北省棉花生产概况与区划

　 图 １ １　 河北棉区分区

河北省棉花生产条件为年降水量

５００ ～ ６００ｍｍ，日照率 ５０％ ～ ６５％，但
两头寒，春旱。

河北省棉区主要分为冀南棉区、

冀中棉区和冀东棉区。分布在 “四市

两县”，即邯郸、邢台、衡水、沧州四

市及辛集、丰南两个县级市，是河北

棉花生产的骨干力量。在一些传统棉

区，由于棉花栽培历史悠久，农户的

植棉经验丰富，植棉积极性较高，棉

花的生产稳定性较好。

三、主要栽培品种

“科技兴农，良种先行”。种子是

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棉花增产增收

的第一要素。选用优良品种，主要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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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三点：一是选择一个适合当地种植的好品种；二是选择健籽率高的棉种，一般毛籽健

籽率要在 ７０％以上，脱绒包衣光籽健籽率要在 ８０％以上。另外，提倡种植脱绒包衣光
籽。三是购买种子时，到正规种子门市部购买，要看好说明，索要购种发票，以便出现

问题时进行索赔。

棉花引种注意什么

１ 根据本区域棉花育种目标，选择
需要引种的品种。

２ 自然生态条件相似是引种成功的
重要前提。

３ 进行引种试验。
４ 适量引入种子，建立繁育基地。
５ 引种中要加强植物检疫。

５０ 年来，河北省先后开展抗枯萎病、
抗黄萎病、优质中长绒棉、低酚、杂交

种、适合短季栽培和转基因抗棉铃虫等

类型的棉花新品种选育，育成了冀棉 １
号、冀棉 ７ 号、冀棉 ８ 号、冀棉 １０ 号、
冀棉 １１ 号、冀棉 １８ 号、冀棉 １９ 号、冀
棉 ２２ 号、冀棉 ２５ 号、石远 ３２１、冀 ６６８
和 ＳＧＫ３２１ 等有影响的棉花品种，在远缘
杂交育种、种质资源创新、杂种优势利

用及转基因后代选育等方面具有明显优

势。先后进行了 ７ 次大规模品种更新，为棉花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今
后应在保持适纺中支纱棉花新品种选育优势的同时，加强适纺高支纱和中低支纱棉花新

品种选育，育成品种必须抗 （耐）枯萎病、黄萎病，抗棉铃虫，霜前花率高，增强稳

产性和适应性，并重视转基因育种技术的应用。主要品种有：

（一）农大棉 ６ 号 Ｆ１

植株塔形、清秀。株高 ８２ｃｍ左右，属中熟品种，生育期 １２９ 天左右。单株果枝数
１２ ４ 个左右，第一果枝着生节位 ６ ３ 左右，单株成铃 １４ ５ 个左右，铃重 ６ １ｇ左右，子
指 １０ ８ｇ左右，衣分 ４０ ２％左右，霜前花率 ９３ ９％左右。

抗病性：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研究所抗病鉴定结果，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３ 年均为抗枯
萎病，耐黄萎病。

最佳播期 ４ 月 ２５ ～ ３０ 日，种植密度 ３５００ 株 ／亩①左右。蕾铃期及时化控，早施重
施初花肥，补施盖顶肥。适宜河北省中南部春播棉区种植。

（二）丰抗棉 １ 号

植株塔形。株高 ７９ ７ｃｍ左右，属中熟品种，生育期 １３２ 天左右。单株果枝数 １２ ４
个左右，第一果枝着生节位 ５ ９ 左右，单株成铃 １４ ６ 个左右，铃重 ５ ７ｇ 左右，子指
１０ ８ｇ左右，衣分 ４０ ９％左右，霜前花率 ９７ ６％左右。

抗病性：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研究所抗病鉴定结果，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３ 年均为抗枯
萎病，耐黄萎病。

适宜播期 ４ 月 ２５ ～ ３０ 日，种植密度 ３５００ 株 ／亩左右。７ 月 １５ ～ ２０ 日打小顶，８ 月

① 亩为非法定计量单位，１ 亩 ＝ ６６６ ７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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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日去群尖。适宜河北省中南部春播棉区种植。

（三）冀棉 ５１６

植株塔形。株高 ８８ｃｍ左右，属中熟品种，生育期 １３２ 天左右。单株果枝数 １２ ６ 个
左右，第一果枝着生节位 ６ ５ 左右，单株成铃 １４ ９ 个左右，铃重 ５ ６ｇ 左右，子指
１１ ３ｇ左右，衣分 ４０ ９％左右，霜前花率 ９０ ５％左右。

抗病性：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研究所抗病鉴定结果，２００２ 年高抗枯萎病，耐黄
萎病；２００３ 年抗枯萎病，耐黄萎病。

地膜覆盖棉田适宜播期 ４ 月中旬，种植密度 ３５００ 株 ／亩左右。化控掌握少量多次的
原则。适宜河北省中南部春播棉区种植。

（四）邯 ３６８

植株塔形，较紧凑。株高 ７９ ８ｃｍ左右，属中熟品种，生育期 １２９ 天左右。单株果
枝数 １２ ４ 个左右，第一果枝着生节位 ６ ５ 左右，单株成铃 １５ ６ 个左右，铃重 ５ ３ｇ 左
右，子指 ９ ８ｇ左右，衣分 ４３ ０％左右，霜前花率 ９４ １％左右。

抗病性：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研究所抗病鉴定结果，２００２ 年抗枯萎病，耐黄萎
病；２００３ 年耐枯萎病，耐黄萎病。

覆膜棉田播期 ４ 月 １５ ～ ２０ 日，种植密度 ３０００ ～ ４０００ 株 ／亩。化控时前期用药量不
宜过大，后期可适当加大药量。适宜河北省中南部春播棉区种植。

（五）邯 ６８２

植株塔形。株高 ７２ｃｍ左右，属中熟品种，生育期 １２９ 天左右。单株果枝数 １２ ３ 个
左右，第一果枝着生节位 ６ ３ 左右，单株成铃 １５ ３ 个左右，铃重 ５ ６ｇ 左右，子指
１０ ８ｇ左右，衣分 ３９ ６％左右，霜前花率 ９３ ３％左右。

抗病性：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研究所抗病鉴定结果，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３ 年均抗枯萎
病，耐黄萎病。

覆膜棉田播期 ４ 月 １５ ～ ２０ 日，种植密度 ３０００ ～ ３５００ 株 ／亩。早施重施花铃肥，后
期一般不施氮肥，以防贪青晚熟，宜喷施磷酸二氢钾及含微量元素的叶面肥。适宜河北

省中南部春播棉区种植。

（六）邯 ４８４９

植株塔形，稍紧凑。株高 ８３ｃｍ左右，属中熟品种，生育期 １３０ 天左右。单株果枝
数 １２ ５ 个左右，第一果枝着生节位 ５ ９ 左右，单株成铃 １４ ８ 个左右，铃重 ５ ６ｇ 左右，
子指 １０ ５ｇ左右，衣分 ４０ ９％左右，霜前花率 ９３ ７％左右。

抗病性：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研究所抗病鉴定结果，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３ 年均高抗枯
萎病，耐黄萎病。

最佳播期 ４ 月 ２０ ～ ２８ 日，种植密度 ３２００ ～ ４０００ 株 ／亩。强调早打顶、打小顶，７ 月
１５ ～ ２５ 日打顶尖，平均留 １２ ～ １５ 个果枝。适宜河北省中南部春播棉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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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冀丰 １９７

植株塔形，松散。株高 ９５ｃｍ左右，属中熟品种，生育期 １３１ 天左右。单株果枝数
１２ 个左右，第一果枝着生节位 ６ ４ 左右，单株成铃 １４ ６ 个左右，铃重 ６ ３ｇ左右，子指
１０ ８ｇ左右，衣分 ４１ ３％左右，霜前花率 ９４ １％左右。

抗病性：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研究所抗病鉴定结果，２００２ 年高抗枯萎病，耐黄
萎病；２００３ 年抗枯萎病，耐黄萎病。

地膜覆盖棉田适宜播期 ４ 月 １５ ～ ２５ 日，种植密度 ２５００ ～ ４０００ 株 ／亩。化控掌握少
量多次的原则。适宜河北省中南部春播棉区种植。

（八）冀棉 ６５３

植株塔形。株高 ８６ｃｍ左右，属中熟品种，生育期 １３２ 天左右。单株果枝数 １２ ４ 个
左右，第一果枝着生节位 ６ ６ 左右，单株成铃 １４ ７ 个左右，铃重 ５ ７ｇ 左右，子指
１０ ４ｇ左右，衣分 ４１ １％左右，霜前花率 ９２ ４％左右。

抗病性：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研究所抗病鉴定结果，２００２ 年高抗枯萎病，耐黄
萎病；２００３ 抗枯萎病，耐黄萎病。

适宜播期 ４ 月 ２０ ～ ３０ 日，种植密度 ３０００ 株 ／亩左右。初花期重施肥水，８ 月 １０ 日
前再补施一次盖顶肥。适宜河北省中南部春播棉区种植。

（九）冀棉 ２９８

植株塔形，较松散。株高 ７９ｃｍ左右，属中熟品种，生育期 １３２ 天左右。单株果枝
数 １２ ０ 个左右，第一果枝着生节位 ６ １ 左右，单株成铃 １４ ４ 个左右，铃重 ５ ７ｇ 左右，
子指 １０ ９ｇ左右，衣分 ４０ ８％左右，霜前花率 ９１ ０％左右。

抗病性：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研究所抗病鉴定结果，２００２ 年高抗枯萎病，耐黄
萎病；２００３ 年抗枯萎病，耐黄萎病。

适宜播期 ４ 月 ２０ ～ ３０ 日，种植密度 ３５００ 株 ／亩左右。落实初花期关键肥水。适宜
河北省中南部春播棉区种植。

（十）ＧＫ １２

植株塔形，稍松散。株高 ８０ｃｍ 左右，生育期 １３１ 天左右。单株果枝数 １３ １ 个左
右，第一果枝着生节位 ６ ９ 左右，单株成铃 １５ ７ 个左右，铃重 ５ ６０ｇ 左右，子指 ６ ８ｇ
左右，衣分 ４０ ４％左右，霜前花率 ９１ ４％左右。

抗病性：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保研究所抗病鉴定结果，２００２ 年高抗枯萎病，耐黄
萎病；２００３ 年抗枯萎病，耐黄萎病。

覆膜棉田 ４ 月 １５ ～ ２０ 日播种，直播棉田在 ４ 月 ２５ ～ ３０ 日播种。种植密度：高水肥
地 ２５００ ～ ３０００ 株 ／亩，中等水肥地 ３０００ ～ ３５００ 株 ／亩，瘠薄旱地 ４０００ ～ ４５００ 株 ／亩。施
足底肥，加强肥水管理，适时化控，及时防治棉蚜、红蜘蛛等棉花害虫。适宜河北省中

南部春播棉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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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 花 留 种

棉花留种可以节省开支，提高植棉的经济效益。留种选择品种纯度高的地块、要选

择无病虫害的棉株、要抛开田边地头而在地中央选种、要选择 “伏桃”、要用完熟的

“干花”。

在选留种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１ 不要选病虫害严重的棉株。枯萎病、黄萎病是制约棉花产量的顽症，棉籽又是
病菌的载体，病菌可以随着棉籽迅速传播。因此，对感枯萎病、黄萎病的棉株和抗虫性

不好的棉株一定要淘汰，在重病地表现良好的棉株也不可以留种。

２ 不要选伏前桃和晚秋桃。伏前桃和晚秋桃生长发育不良，成熟度差，铃重轻，
种子发芽率低，长势弱。

不要用 “剥桃花”的棉籽。

有些棉农对发育较为充分的伏桃，仍然有 “剥裂嘴桃、摘湿花”的陋习，由于其

没有充分成熟，更没有完成后熟作用，绝对不能留种。

３ 不要用喷施过乙烯利的棉籽。喷施乙烯利虽可促棉花早熟 ５ ～ ７ 天，但对棉籽损
伤较大，致使其发育不全，不能作种。

４ 不要用退化严重的品种。棉花是常异花授粉作物，异交率在 ３％ ～２０％，抗虫棉
品种在经过几年的连续繁殖过程中，如果不加以提纯复壮，常因昆虫传粉而造成生物学

混杂。对纯度不高的地块应避免留种。

５ 不要选杂交棉品种。杂交棉品种后代的分离现象十分严重，应避免采用。
６ 不要在水泥地面上晒种。在水泥地面上晒含水量较高的棉籽，会使部分棉籽形

成 “哑籽”，失去发芽能力。

７ 不要与农药、化肥一起存放。有些农户将棉籽与农药、化肥长期存放在一起，
由于通气不良且农药、化肥散发的有毒气体损伤棉籽正常的生理，造成发芽率锐减。

１ 根据本地区生态条件应选用哪些品种？
２ 本地在河北省棉花区划中属于哪个棉区？
３ 棉花留种要注意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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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任务 ２
种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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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实现壮苗的有效措施。由于现有种子

加工技术只能实现硫酸脱绒及精选处理，而包衣技术跟不上，农民自己进行种

子处理时常由于操作技术不当 （如药剂种类及用量）而发生药害，影响出苗或

达不到种子处理预期效果，因此，必须下工夫搞好棉种的粒选、晒种发芽试验、

浸种、拌药催芽等一整套处理措施。

一、精选种子

粒选能提高种子的纯度和质量。粒选时将棉种摊在桌上把虫籽、破籽、瘪籽、病

籽、绿籽、空籽、稀毛籽、异型籽、多毛大白籽等一并去掉，留下符合原品种特征、成

熟饱满的种子作良种。据测定棉种经过粒选后，出苗率可提高 １８％，出苗早 ３ ～ ４ 天，
增产 １１ ２％。

二、晒种

一般在播种前 １５ 天进行晒种。晒种，可以打破棉种的休眠状态，有效杀灭棉种表
皮病菌，减轻苗期病害，促进种子后熟，增强种子吸水力和种皮透气性，提高种子发芽

率和发芽势，促进种子萌发出苗。毛籽种子要在强光天气条件下曝晒 ３ ～ ５ 天，每天晒
５ ～ ６ｈ，一般摊晒厚度不超过 １０ｃｍ，每天翻动 ３ ～ ４ 次，以保证晒匀晒透。脱绒包衣种
子要在弱光天气条件下晾晒 １ 天左右。晒种时，特别注意不要在石板上、水泥地面或塑
料薄膜上晒种，以避免高温灼伤棉种，影响种子发芽率。没有脱绒包衣的棉种，播前

１５ ～ ２０ 天把棉种摊在席上或干燥的场上 （不要在石板或水泥地上）晒种，种子厚度

１０ ～ １５ｃｍ，晒 ３ ～ ５ 天，每天翻动 ３ ～ ５ 次，要晒匀晒透。袋装的光籽和脱绒包衣棉种
也可酌情适当晒种，不要在高温下长时间晒种。

三、浸种

温汤浸种是我国沿用至今的传统毛籽处理方法，其主要作用是促进种子萌发出苗，

特别是在土壤墒情较差的条件下，有利于实现一播全苗。脱绒包衣种子不能进行浸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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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大学试验证明，温汤浸种一般不具备减轻苗期病害的作用，如果浸种时间太

长，造成种子内养分外流太多，反而可能加重苗期病害的发生。所以，浸种的关键是掌

握种子吸水不宜太多，一般以达种子本身风干重量的 ６０％ ～ ７０％、种皮发软、子叶分
层为宜。浸种时间长短根据水温而定，１８ ～ ２０℃条件下，浸种 １２ ～ １６ｈ，捞出控干进行
药剂拌种。

非包衣的棉种可用三份开水一份凉水 （水温约 ７０℃）或两份开水一份凉水 （水温

约 ６０℃）倒在容器 （盆、缸）内 （成熟饱满未脱短绒的棉种用三开一凉，脱过短绒的

用二开一凉）浸种催芽，每 １０ｋｇ棉种加水 ２５ ～ ３０ｋｇ，种子向水中倒时应边倒边搅，而
后仍要不断上下翻动。搅至 ３０ｍｉｎ，再加凉水，使水温降至 ３５℃左右，继续浸泡 ２４ｈ
后，捞出摊晒 ６ ～ ８ｈ，然后放在室内堆放，堆高 ６０ ～ ７０ｃｍ，堆上覆盖花包或麻袋，堆
温 ２０ ～ ２５℃，堆闷 １０ｈ 左右，至种皮软化、子叶分层，５％ ～ １０％ 的棉种稍露芽时
播种。

１ 多菌灵胶悬剂浸种　 此法浸种对棉花炭疽病、立枯病防治效果好，对防治棉花
枯萎病、黄萎病也有一定作用。方法：４０％的多菌灵胶悬剂 ０ ７ｋｇ，兑水 １００ｋｇ 浸种
５０ｋｇ，浸泡 １４ｈ后捞出播种。

２ 缩节胺浸种　 缩节胺浸种对棉花壮苗有显著效果，同时还能增枝增蕾，此法
尤其适合夏棉浸种。方法：播种前一天，将晒选好的棉种放入含有缩节胺有效成分

为 １００ × １０ － ６ ～ ２００ × １０ － ６的浸种液内，常温浸泡 ８ ～ １２ｈ，然后捞出稍晾即可播种。
无缩节胺也可使用助壮素，其效果与缩节胺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使用缩节

胺还是助壮素进行浸种，都必须严格掌握好浸种的配比浓度，千万不要随意加大用

药量。

四、脱绒

　 图 １ ２　 棉种脱绒成机

棉花种子脱绒方式分为机械脱绒和化学脱

绒两大类。机械脱绒方式：目前使用的是刷轮

式棉种脱绒成机，该机采用纯机械方式脱去短

绒。其特点是：操作简单，维修方便，加工成

本低，生产过程只需电力，不需要其他附属设

施和辅料，但破损率偏高。化学脱绒方式：目

前普遍应用的有泡沫酸脱绒和稀硫酸 （过量）脱

绒两种工艺。稀硫酸 （过量）脱绒与泡沫酸脱绒

的主要区别是：过量稀硫酸脱绒用硫酸量超过实

际用量的 ３ ～ ４ 倍和棉种搅拌，然后将多余的酸
液甩掉回收过滤再用。而泡沫酸脱绒是将脱绒用

量稀硫酸液加上一定量的发泡剂，使硫酸液体积增大 ３０ ～ ５０ 倍，以泡沫的形式覆盖棉
籽表面，棉籽靠毛细管的作用吸收酸液附在短绒上，所以对有刀伤和裂纹的棉种发芽影

响不大，因为不是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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