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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大理白族自治州经济作物科学研究所专业志》作

为一部基层志书正式和读者见面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

好形势的生动反映，是经作所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也是向建所六十

周年奉献的一份厚礼。

《专业志》以翔实的资料，系统记述了l934——1990年的主要科

研活动，反映了科研项目和科技成果以及人员、经费、设备、设施从无

到有，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

说是大理州经济作物科技事业发展的缩影。六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

中只是弹指一瞬间，但它却展现了全所几代干部、科技人员和职工

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刻苦钻研、勇于实践。、勤奋探索、敢于攀登、、团结

协作、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专业志》体现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指

导，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深入农村办好科技基点，找准障碍农业生

产发展的主要因素，选零立项，协作攻关，是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快

出成果的先决条件。自觉地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

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坚持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实践相结合道路是

取得科技成果，提高效益的基本保证，坚持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农

民群众相结合，实验室、试验场、科技基点相结合，试验、示范推广相

结合是科技发展的成功之本。《专业志》还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社会，在技术

和人才竞争的当今，我深信，大理州经作所一定会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肩负起科技兴农、振兴民族经济的重任，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也

必将展示在她的未来。

借此机会，对编纂本志的主编，以及全体编审人员的鼎力支持，

而使《专业志》得以及时问世，致以衷心的感谢。

李勤社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编 写 说 明

编写《大理州经济作物科学研究所专业志》是根据大理州志办统

一安排进行的。地方志、专业志的编写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继承这一

传统，发扬光大，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项重大任务。我所以棉花为主

的科学研究、试验、示范和推广，历史悠久，成果众多，资料浩繁。自清

末我所已在宾川现地址创建《云南省立棉业试验场》，至今已有六十

年的历史。
’

一九三三年省主席龙云决心禁绝云南鸦片，改变棉纱、布匹靠进

口，国币大量外流的状况，下令给省实业厅拟定发展云南棉业计划。

省厅指派曹健对滇西各县棉业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宾川I气候适宜

植棉，历年种棉在三万亩以上，并离省城不远。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

二日，正式在宾JIf牛井建场。先后引进鉴定出适宜当时耕作制度的百

万棉、JIl花、脱字棉等品种。使我省的棉花试验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

开端。建国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我省的农业科学研究事业

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为．了适应体制变化及生产发展的需要，我所经

历了三次大的变化；一九五零年至七一年我所属省管，主要从事棉花

试验、示范、推广及培训工作。一九七一年下放大理州管，改名为《大

理白族自治州棉花科学研究所》，主要任务以棉花为主，相继承担了

甘蔗、烤烟试验推广工作。一九七九年又改名为《大理州经济作物科

学研究所》，主要任务是糖料(甘蔗、甜叶菊)、油料(油菜、花生)、烤

烟，同时兼管棉花、蔬菜、柑桔及低热地区的开发试验推广工作。

一九八八年我所开始筹备所志编写工作。一九八九年正式组成

编写所志组。我们设想编写专业志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拟

订计划，收集资料。第二阶段是分类、整理、摘要资料。第三阶段进行

编写。

一九八九年通过查找资料，分别阅读了民国时期资料133篇，一
·4‘



九五零年至六二年的零星材料138篇，一九六三年至九零各年总结

汇编681篇，共计查找、阅读资料952篇，约272万字。将这些资料进

行了分类、摘要，分别制成约24万字的卡片。

一九九零年根据资料内容，先后两次编排目录，最后将专业志分

成七章、三十一节及附录三节。经反复研究讨论，按照编写专业志的

特点；横排门类，纵写事实。在横排门类决定后，分别专人进行纵写事

实。纵写按照年代顺序，做到记事不漏，详今略古，突出专业志的地区

特点，保证资料数据的完整性，重视事实的记叙，一般不加评论，完成

初稿约二十多万字。

一九九一年在编写我所专业志初稿的基础上，指定专人进行统

一审稿，修改后进行复写打印工作，形成打印供审稿约三十万字。再

送有关同志反复修改后，排版铅印三十份，送我所老同志分别审查，

提出修改意见。将有关意见汇集起来，进行统一修改后定稿，至此我

所专业志编写任务完成。现正式铅印装订成我所专业志，为我所成立

六十周年大庆献上一份厚礼。

应该说明的是，由于多年来因各种原因而造成的资料散失、遗

漏，不当之处，一定不少。然而，我们仍然希望它能对我省、州发展经

济作物事业有所裨益。编写专业志是一项新的尝试，由于我们缺乏修

志的实践经验，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

编写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第一章我所沿革及试验研究推广情况

第一节。我所沿革及基本情况

一、民国时期我所机构的变化及发展；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夏云南省实业厅拟定“发展云南棉业计划”。派棉业专员

曹健调查我省棉业情况，经半年多的调查认为“我省棉业，如经提倡，前途无量”。并选定宾

川县为我省产棉代表区。同年10月实业厅，委任曹健为省第一棉场筹备专员，经调查，场

址选定在牛井街，收官田40亩，建场房5间。

一九三四年2月省实业厅委任曹健为省立第一棉业试验场场长。3月12日正式成

立，定名为“云南省立宾川棉业试验场”聘请技师陈光煊、严光耀，技士刘静云，技术员李韦

文、傅本梁．刘云、蒙有量、金文瀚等九人。

一九三五年1月曹健请假回湖南，辞职。省实业厅委任李少竹为场长，并请委木文光、

段兴邦、李德培、张以贤为技术员，倪价选为事务员，场内职员增至14人。同年4月省实业

厅并省建设厅，我场直属省建设厅，场名改为“云南省立第一棉业试验场”。

11月李少竹建议，将宾川县立初级棉业学校，改名为“省立宾川初级棉作科职业学

校”。省建设厅委任李少竹兼任校长，会同宾川县县长、教育局局长进行筹建，11月16日

成立筹备处。一九三六年5月i0日举行学校命名典礼及开学仪式。校址由州城迁至牛井，

招收男生47名，有图书五千多册，校舍32问，专职教员6人，事务员3人，兼职教员3人。

一九三六年为适应棉花发展需要，棉场除辅助办理省立宾川初级棉校外，并办棉业讲

习所一班，培养植棉人才。场内扩大耕地面积，购置田地一百多亩(每亩六十元)。

一九三七年11月李少竹上韦省棉业处长张禄，请求辞职。一九三八年4月17日省棉

业处委任胡才昌为场长，兼棉作科职业学校校长。聘请俞履圻任技术主任(后由朱鼎文接

任)。胡才昌接任后，一面整理内部，一面着手加紧试验研究。经一年多的努力，在育种、栽

培研究、推广等方面略有结果。消息由题为《宾川棉场近迅》，登于“云南日报”，介绍了该场

的发展情况及试验研究结果。所内耕地增至143亩。

一九三七年宾川县棉业推广所成立，地址设在棉业试验场内，技术由省立棉业试验场

指导。．

一九三九年4月胡才昌认为棉作科职业学校教学内容较少，不能适应需要，建议改名

为“云南省立宾川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经省批准，由胡才昌兼任校长，增加粮食、果树、蚕

桑、烟草等重要课程。 ⋯!

一九四四年2月省建设厅委任何振鹏为场长，率技术人员李超、王进、李茂堂一行四

人，3月1日到场正式任职。胡才昌3月调离棉业试验场。

同年由于我省棉、布严重不足，省厅棉业处计划建立三个总场(宾川、开远、元谋)，九

个分场，实建弥渡、蒙自、建水、弥勒、永胜、华坪分场。弥渡分场场长胡体光，助理员禹德、

·】‘



工役2人。

一九四五年1月永胜分场正式建成，场址选定在金江镇陶营村，面积60多亩，分场长

李准，助理员赵汉晁，租民房2间。

同年我场改属云南省建设厅农村改进所领导，所长龙体要，副所长诸宝楚、熊延桂。一

九四九年4月9日何振鹏因病辞职，将一切财务移交给新接任的赵光字，场内耕地面积有

一百三十四亩。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我所机构变化及发展；

一九五零年4月接管原云南省宾川棉业试验场，12月1日正式建场，改名为“云南省

农业试验场宾川分场”。刘镇绪任场长，技术员赵玉珍、马绪晋、倪敦伟、张桂林。耕地面积

130．05亩，场房一院19间，轧花房3间。

一九五三年改名为“云南省宾川棉作试验场”。一九五四年又改名“云南省宾川棉作试

验站”。直属省农业厅。刘镇绪任站长，全站职工发展到67人，其中技术员有赵玉珍、梁荣

璋、李春蓉、张允晋、马应忠、杨沛沂等11人，行政后勤9人，工人47人。同年因我站党员

较少，与牛并农场成立党支部，杨春亮任支书。经开荒扩大站所，土地面积达322．65亩，其

中耕地面积308．77亩。主要任务是承担全省陆地槔试验、示范、推广及培训工作。同时在

宾川先后推广水稻品种；大白谷、乱脚龙及红薯南端苕、直立茎花生等良种。

一九五九年我站为适应棉花发展的需要，全站耕地面积达330．79亩，其中水田

t97．0亩，水浇地58．0亩，旱地75．79亩，比接管时增加140．7％。有职工98人，其中技术

员、干部19人，分别建立了棉花选种组、栽培组、植保组，由赵玉珍、梁荣璋、马应忠负责。

初步建立了棉花品质纤维分析、土壤分析及病虫研究室。有科技图书1410册，科技杂志

2120册。基本建设方面，有科技办公楼一幢14闻，仓库4闻，宿舍45间及温室一闻。

一九六六——六九年因文化大革命，我站试验研究工作基本停顿，技术人员参加田间

劳动或下乡宣传。

一九七一年我站由省农业厅下放到大理婀管理，改名为“大理自族自治州槔花科学研

究所”。周玉贵任所长，全所职工88人，其中技术人员17人，行政后勤4人，工人67人。主

要任务仍以棉花试验、示范、推广为主。一九七六年开始承担全州甘蔗试验推广任务。一

九七七年——八三年承担全州烤烟试验研究及推广培训工作。

一九七九年又改名为“大理白族自治州经济作物科学研究所”。全所人员减至66人，

其中技术人员19人，后勤3人，工人44人。耕地面积缩小到66亩。主要任务是：糖料(甘

蔗、甜叶菊)，油料(油菜、花生)，烤烟为主，同时兼管棉花、柑桔及我州低热地区的水稻良

种试验及推广工作。

一九八一年通过农业技术职称评定，我所23个技术人员中，有7人晋升为农艺师，占

30．4％，助理农艺师8入，占34．8％，技术员8入，占34．8％。～九八二年根据州农牧局下

达任务，我所以全州糖料(甘蔗、甜叶菊)，油料(油菜、花生)为主，同时承担烤烟、蔬菜、柑

桔等经济作物的试验、示范、推广任务。在粮食作物上，以我州低热河谷地区的籼稻为主，

开展高产攻关及小麦试验研究工作。

一九八六年州政府为了开发我州亚热带地区的优势，我所承担了建设亚热带植物园

任务。通过广泛引种鉴定，为开发我州亚热带地区，发展商品生产，开发新的经济作物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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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依据。

一九八九年全所有职工人员59人，其中科技人员30人，高级农艺师2人，农艺师9

人，助理农艺师7人，技术员12人。行政1人。工人28人。有试验耕地5 8．98亩，一九九

零年州农校搬迁大理，归还我所耕地66．17亩，合计有亚热带植物及试验耕地面积

125．15亩。用于房屋基建和固定资产投资55．81万元。有各类房屋36幢280间7001．14

平方米，其中用于科研、办公的面积1 8 32．8 45平方米，占26．2％，用于职工住宿的

2981．38平方米，占42．6％，职工人均有住房面积46．58平方米。有科技试验仪器价值

5034．22元，可承担土壤、经作植株常规分析及一般经作病虫分离、鉴定。保存棉花品种

410个，其中陆地棉373个，’海岛棉23个，亚洲棉14个。有农业、生物科技图书2765

册，每年订阅农业、生物学报、科技杂志七十余种，到目前有解放前至今的杂志八干余册。

每年与省内外有关农业科研、教学单位的交流资料两百份左右，至目前有农业总结资料四

千余份。基本具备了基层农业科研单位的一般水平。 (附大理州经作所的演变及机构设

置表)

大理州经作所的演变及机构设置表

云南省立棉业试验场

(属省实业厅)

l
云南省立第一棉业试验场

(属省建设厅)

云南省立宾川棉业

试验总场

(属省建设厅农业改进所)

lf
云南省农业试验场宾川分场

1934年3月一

193：5年3月

1935年4月一

1937年3月

1937年4月一

1944年1月

1944年2月一

1949年4月

1950年4月一

1953年

云备省宾』。_作试验场鬻辜一云南省宾川棉作试验场 ：：：：二
l

¨弛十

f技术部

一．{推广部
【总务部

f场长统管全场业务兼管

j省立宾川初级棉作科

l职业学校(1935年n月成立)

【弥渡分场(1937年)

f场长兼校长管理全场

}设技术主任管试验研究

l省立宾川初级农业职业学校

【(1939年4月至1944年)

f宾川总场

一．{弥渡分场
l永胜分场(1945年成立)

f试验组

一．{生产组
【办公室

f试验组
· ，．{生产组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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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宾川棉作试验站 1954年一

(属省农业厅) 1970年

大理自族自治州

棉花科学研究所

(属州农业局)

1971年一

1979焦

经辜垂是萋墨差；所1，9979。9年年一经济作物科学研究所 ．．．。

(属州农牧局)
。。。。

选种组

栽培组

(土壤分析室)

植保组

生产组

办公室

选种组

栽培组

植保组

生产组

后勤组

办公室

甘蔗组(1976年建立)

烤烟组(1977年建立)

甘蔗组

烤烟组(1 983年合并给州烟科所)

棉花组(1982年撤消)

油菜组(1984年建立)

蔬菜组(1986年建立)

植保组(1989年撤消)

土肥组(1989年撤消)

生产组

后勤组

办公室

第二节 我所获省、州科研推广成果奖励项目

我省对科研推广的奖励开始于一九七八年，该年以省、州科委颁发奖状，鼓励科技单

位与人员为科研推广作贡献。从一九七九年开始由省、州人民政府颁发奖励，根据对科技

贡献大小，分等级奖励科研及推广项目，并发给奖金。一九八五年以后根据国家对科研推

广的奖励办法，统一定为科技进步奖。同样根据贡献大小，分等级颁发奖状和奖金。我所

从一九七八年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根据生产需要，由省、州科委和农业领导

部门下达科研、推广项目，在全所科技人员、后勤及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加强与兄弟单位的

协作及有关基层干部、群众的支持下，截至一九九二年共计获省、州以上奖励五十四项，其
·五’



中，省部以上奖励二十项．贡献较大的有棉花枯、黄萎病综合防治研究，抗病新品种选育及

丰产栽培技术研究，分别获省科委奖状及省政府科研二等奖，水稻桂朝二号高产栽培及示

范，与“桂朝二号”大面积栽培试验示范，分别获州政府特等奖，省政府科研兰等奖，提高农

田综合生产力配套技术的研究，获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及州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详见

表I—I一1。

表I—I一1 获省、州科研推广成果奖励项目

年别 成果项目名称 颁奖单位 奖励等级 受奖单位

1978年 棉花枯黄萎病综合防治研究 省科委 奖状 州经作所、云南农大、
宾川县农技站

1978燕 改革耕作制度夺取多熟高产 省科委 奖状 州经作所

1978年 棉花枯黄萎病综合防治研究 州科委 奖状 州经作所、
宾川县农技站

1978年 棉花新品种“112—3”选育 州科委 奖状 州经作所

j

1978钽 棉花干营钵育苗移栽技术 州科委 奖状 州经作所

雄性不育杂交籼稻。南优号” 省政府 科研三等 宾川县科委、县种籽站、1979薤
示范获得显著增产效果 州政府 科研一等 州经作所等

1979照 基点队稻棉高产栽培技术研究 省政府 科研三等 州经作所

1979年 稻棉高产栽培研究 州政府 科研二等 州经作所

1979年 棉花枯黄萎病综合防治 州政府 科研一等 州经作所
●

棉花抗病新品种选育及 省政府 科研二等 省棉科所、州经1980盔
丰产栽培技术研究 作所、云南农大等

小麦黄矮病调查研究及 州经作所、1980年 州政府 科研一等防治示范 宾川县科委

小春蚜虫种类、消长规律及其 州政府 科研一等 州经作所、1980短
．综合防治的研究 州农科所

。

：1980年 烤烟无火土苗床育苗及推广 州政府 推广二等 州经作所

1980盔 烤烟新品种G28中间试验及推广 州政府 推广二等 州经作所

1981年 预测预报工作中成绩优异 农业都 奖状‘ 州经作所植保组

1981年 棉花高产稳产综合技术推广 省政府 推广三等 州经作所棉花组

1981年 大理州烤烟优质高产技术试验研究 州政府 科研二等 州经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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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别 成果项目名称1 颁奖单位 奖励等级 受奖单位

1981焦 棉花高产、稳产综合技术推广 州政府 推广一等 州经作所棉花组

县科委、州经1981矩 水稻良种桂朝二号试验示范 州政府 推广二等 作所、县农牧局

1982年 “桂朝二号”大面积栽培试验示范 省政府 科研三等
州经作所、宾川县
科委、县农牧局等

四大作物栽培综合技术 州经作所、宾川县1982焦 省政府 推广四等 科委、牛井农科站试验、示范、推广 ·

州经作所、县科委、1982年 桂朝二号高产栽培及示范 州政府 特等奖 县农技站等

宾川县牛井科技成果 州经作所、宾川县1982盔 州政府 推广二等 科委、牛井农科站推广中心成绩显著

1982矩 烤烟优质高产及77089示范 州政府 推广三等 州经作所烤烟组

宾JIf县小麦条锈病流行原因 州经作所1982焦 州政府 科研三等
的调查研究

1983生 桂朝二号亩产超吨粮田块的 州政府 科研三等 州经作所、县
土壤及植株养分测定分析 农技站

1983年 花生良种“巧油一号”示范获高产 州政府 推广二等 州经作所

省农牧1984年 农业科技推广做出显著成绩 渔业厅 奖状 州经作所

州经作所、1984年 甜叶菊开发研究 州玫府 科研一等 太和农场等

全国棉花品种区域试验 国家科技 科技进 中国棉花研究所等单位1985筵 我所为协作单位及其结果应用 进步评委会 步一等

科技进步 州经作所黄坪基点1985年 甘蔗高产综合技术示范推广 州政府 三等

低芥酸油菜"81008” 科技进步 省农牧渔业厅等单位
1986年 省政府 我所协作引种示范推广 三等

省农牧 奖状 州经作所1986年 农业科技推广做出显著成绩 渔业厅

科技进步 州经作所，宾川县
1986年 大办综示区，连续三年增产增收 州政府

科委、牛井镇农科站二等

科技进步 州经作所1986焦 低芥酸油菜引种示范 州政府 三等

实行水稻规范化栽培， 省农牧 农科推广 州经作所，宾川1987妊
牛井镇粮食单产连续提高 渔业厅 三等 县科委、牛井镇农科站

省农牧 农科推广 宾川县农牧局、县农技站、1987笼 应用地膜覆盖等综合技术取得成效 渔业厅 三等 平川农科站、州经作所等

“菜一菜一稻”三熟制 州政府 科技进步 州经作所1987拒 二等高效益农田研究

·6·



年别 成果项目名称 颁奖单位 奖励等级 受奖单位

1987焦 “双低油菜”高产攻关 州政府 州经作所、科技进步
三等 弥渡县农技站

1987经 五千亩甘蔗综示区增产突出 州政府 农牧三等 州经作所

1987年 ，低芥酸油莱示范推广 州政府 农牧三等 州经作所

提高农田综合生产力配套 省政府 科技进步三等
州经作所1988经 技术的研究 州政府 科技进步二等

1988年 柑桔苗木快速培育 州政府 科技进步 州经作所、
三等 州经果站等

1989年 柑桔黄化衰退原因探讨 州政府
科技进步
三等 州经作所

省农牧 技术改进
1990年 牛并镇大小春万亩吨粮田建设 渔业厅 三等 州经作所

省农牧 技术改进 宾川县农牧局、
1990年 发挥热区优势建设万亩桔园见成效 渔业厅 三等 州经作所等

“双低”甘兰型油菜良种 省政府 科技进步 省农业厅农业处
1991年 “中双l号”引种推广 三等 大理州经作所等

双低油菜“84001” 州政府 科技进步
1991年 引种试验及高产栽培示范 二等 ’州经作所

大面积推广单双低油菜良种 省农牧 科技推广
1991年 单产总产创历史最高年水平 渔业厅 三等 州经作所等

推广综合配套栽培十万亩 省农牧 科技推广 宾川县农牧局、1991年 水稻单产突破千斤 渔业厅 三等 州经作所等

星火奖
1992年 甘蔗丰产综合技术开发 省政府 州经作所等三等

省农牧 科技推广
1992年 推广甘蔗良种二万亩效果显著 渔业厅 三等 州经作所等

牛井镇连续两年万亩
州政府

科技进步
1992年 超吨粮技术开发 二等 州经作所等

1992矩 -甘蔗丰产综合配套技术开发 州政府 宾川糖办、州经作所等
科技进步
二等+

第三节 农技基点推广工作

一、棉花农技基点的推广工作

我所自一九五零年恢复建站以后，紧密结合生产需要，长期坚持试验、示范与推广相

结合，干部、技术员与群众相结合，培训技术与总结群众经验相结合。根据生产中存在的问

题。引进外地先进技术，及时开展试验、示范，树立典型，通过现场参观，向大面积推广应

用，不断促进和提高生产水平。特别在棉花新品种的选育和引进，高产栽培技术的推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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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综合防治病虫害等重大技术改革方面，都是通过基点树立样板，逐步向大面积推广

应用。

一九五三——五七年时期，分别采用抽调技术员下乡指导技术，特约示范户，建立丰

产村，组织参观，开办训练班，向农民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和示范工作。推广了改种土棉为』II

花，提早播种期、育苗移栽，单株密植，条播，整枝及推广E605、1059防治棉叶害虫等先进

技术，促进了棉花单产逐年提高。一九五三——五四年在谢官营建立丰产村，分别示范

300——360多亩，平均亩产皮棉44．3——54．0斤，比该乡大面积增产50％以上。一九五

六年双沟营基点植棉190多亩，平均亩产皮棉106．5斤，其中丰产田1．9亩，亩产皮棉高

达227．6斤。

同期，通过召开各种现场会议，培训先进技术共计29次，训练了农村各种技术骨干

3500多人次。其次，在所内开办棉花技术训练班，代省农业厅培养了棉花技术干部25人，

为全省推广棉花输送了人才。在良种示范推广方面，向宾川提供了棉花、水稻、花生、南端

薯良种21527斤。一九五六年为了示范薰蒸棉籽防治红铃虫技术，无偿代农民薰蒸棉籽

762087斤，死虫率达93．3％，一九五七年通过短期培训，在全县普及了溴化钾烷薰蒸棉籽

防治红铃虫技术。

一九五八——五九年为适应大跃进形势需要，农技基点扩大到六个；前所、周官营、张

家庄、罗官营、瓦溪、平川，并组织技术人员到县内外调查研究，先后到弥渡县、巍山县、祥

云县、永胜县等地．贯彻了试验课题从生产中来，经过试验研究，又回到生产中去指导生

产，体现了试验研究为生产服务的方针。一九五八年地委在我站设置了棉花学校，系统培

训棉花技术员94人。其次，结合生产需要，分期举办棉花技术及植保短期培训，如棉籽薰
蒸、预测预报、虫害防治等。并应用基点示范，通过现场参观，推广先进技术。第三，编印各

种技术材料，贯彻各项技术措施，每年总结棉花生产经验，编印当年棉花增产措施，并在各

项培训中均组织编写技术材料，推广先进技术。同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生产中存在的问

题，及时总结，写出报告，指导生产。 ，

一九六零——六四年根据大跃进以来，提出的干部试验田，总结棉花高产经验的基础

上，进一步扩大为依靠农技基点，大搞棉花样板田，分别建立了改造胶泥田、低产变中产、

中产变高产，深入高产区，建立高产再高产中心样板，促进了全县棉花平衡增产。一九六四

年全县棉花平均单产皮棉八十四斤，百斤生产队从六三年的17个，发展到一百二十六个，

面积从2540亩扩大到1771§亩。出现了一批高产尖子。牛并大队1834亩棉花平均亩产

皮棉134．1斤，出现150斤皮棉队六个，其中：牛井下窝铺东队107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

高达182斤，管岗海哨队单产皮棉177．6斤。

在组织领导方面，贯彻了“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农、林、牧、付、渔全面发展”的农业生

产方针，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及克服骄傲自满的比、学、赶、

帮运动，树立了干部参加劳动，种试验田，以样板为中心，带动大面积生产的工作作风。通

过总结群众先进经验，认真推广，战胜旱虫灾害，提高植棉技术。在总结推广先进植棉技术

上，以前期促进为中心，增加种植密度，使低产变高产。出苗后及早管理，蕾花期控制肥水

施用，花铃期以肥为主促进，增强棉花中后期生长势，增铃增重，进一步提高单产．薰蒸棉

籽，猛打害虫上升期，延长后期喷药，进一步压低蕾铃期害虫的危害。开展群众性的选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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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推广良种，提高产量等综合栽培技术措施，为进一步提高棉花单产提供科学依据。

在这段时期，为促进全省棉花产量，我所派出科技人员及技术工人，分别到西双版纳、

文山州发展秋播棉、冬播棉，为利用我省气候温热资源，发展多季棉花做出了一定贡献。

一九七二——七五年为恢复棉花生产，由于枯萎病严重危害造成的损失，基点推广工

作，以示范“以抗病品种为中心，水旱轮作为基础，干营养钵育苗移栽及栽培措施为条件”的

综合防治枯萎病措施为主，分别在牛井、太和、宾居建六个基点。一九七四年示范抗病品种

933．6亩，据lo月初剖秆鉴定，平均枯萎病发病株率为42．8％，病指23．9％，比当地品种

减轻42．6％、46．5％。平均单产皮棉为60．8斤，比当地种增产三倍左右。并出现三个百斤

皮棉队，繁殖抗病品种64991斤，为恢复棉花生产提供了抗病棉种。

一九七五年在全省防治棉花枯萎病协作组指导下，我所与宾川县协作，以基点为中

心，建立抗病品种为主的样板田二万亩，平均亩产皮棉55．0斤，出现百斤皮棉队15个，在

大面积上为恢复棉花生产做出了榜样，初步提高了群众种棉积极性。一九七六——八零年

由于不断深入探讨综合防治棉花枯萎病的效果，基点推广工作，以我所选育的高抗病高产

品种“滇112—3号”为主，试验示范了抗病品种夺取高产的综合栽培措施。一九七六年建

立样板田1．5万亩，单产皮棉达70斤，初步恢复了棉花高产水平。枯萎病发病株率从七四

年的63．z％，下降到4．8％，病指仅2．35％，从重病区压低到轻病区。一九七八年推广综

合高产技术为主，示范“滇112—3号”3i61亩，平均亩产高达151．0斤，达到了历史高产

水平。促进宾川县2．11万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为57．0斤，接近历史水平。枯萎病的发

病株率进一步降低到-0．47％，病指仅0．18％，又从轻病区压低到零星病区．证明了我省综

合防治枯萎病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一九八一年为了进一步普及棉花高产稳产综合技术，联合四个公社，14个大队，184

个生产队，示范8055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达到103．91斤，促进全县．1．48万亩棉花，平

均亩产皮棉达78斤，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进一步说明我省制订的综合防治枯萎病措施，不

仅能控制病害，而且能获得棉花高产。总结高产的原因：主要是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一要靠政策，二要靠

科学。在高产技术方面，普及推广了“滇112—3号”、86—1抗病高产良种，狠抓适时早播、

全苗的基础，实行合理密植，及时早打顶，进一步普及科学施肥灌水和综合防治病虫害
￡

技术．

宾川县的棉花，由于针对不同时期的生产问题，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进行相适应的试

验研究，在不同时期推广了先进技术及普及了试验研究成果，促进全县棉花单产稳步上

升，详见表I—I一2。
’

二、甘蔗、烤烟、油菜等经济作物农技推广工作

我所自一九七一年由省农业厅下放大理州管理后，为了全州经济作物的发展，一九七

九年改名“大理州经济作物科学研究所”。对其它经济作物的试验、示范、推广及培训工作，

分别在：一九七六年开始承担全州甘蔗试验推广，一九七七——八三年负责全州烤烟试

验、示范、推广。一九八四年开始承担全州油莱试验推广，一九八五年负责开发我州亚热带

地区的蔬菜试验推广，并在八十年代还先后承担了甜叶菊的开发示范、培育柑桔无病苗木

的嫁接苗及香叶天竺葵的高产示范等工作。在甘蔗、烤烟、油菜等经作农技推广工作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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