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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当代农业学术专著系列丛书〉

中国农业科学院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启动〈当代农业学

术专著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就是要借助书籍这一人类

进步的阶梯，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

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决策，总结当代

农业学术研究重大成果，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促进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出版学术专著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农业领域的。难的

不仅是内容，而且还有市场。对作者、对出版社，没有"板凳

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是难以长期坚持下

来的。

所喜的是，这套丛书经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申报，已

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

目，说明国家主管部门对我们的工作是十分支持和认可的，我

们在感到欣慰的同时更觉得责任重大，如何将这项国家级重要

出版工程组织好落实好，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第一要务!

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代表的

一大批农业科研单位在科研第一线上取得了累累硕果。中国农

业科学院建院 50 年来，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科技成果和科

技产出稳步增长，在品种资源、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技术、动物

重大疫病防控技术、动物营养与健康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与

质量安全、数字农业与智能化装备、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

保护、农业技术产业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原创性重大科研

成果，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科技推动和

科技支撑作用，这些都为农业科技专著出版提供了优质的素材

和条件，我们只要将这些科研实践经验和成果上升到理论层次

加以总结和提炼，就一定能够出版成优秀的科技专著口

副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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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一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我国广大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他们或

奋战在科研第一线，或活跃在田间地头，或诲人于三尺讲台;他们或摘取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功成名就，或桃李芬芳弟子满天下，但更多的是默默耕耘任劳任怨，他们就

是我们最可宝贵的作者资源和国家的财富 l 时间不允许我们再等待，他们的实践和经

验需要我们去挖掘、保存和升华!

在丛书的编写中，我们将紧密结合国家"十一五"农业战略目标和未来国家农业

发展的关键性技术领域，切实推进农科教大联合、产学研相结合，合理布局重大基础

理论类、学术前沿类、重大高新技术类和农业产业类四大类别专著的比例和力量，促

进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科学、应用农业微生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农业质量标准与检验、农业经济与科技发展、农业信息、农业工程学九大学科群

建设，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解决农业生产中带有全局性、关键性、方向性的

重大问题，大幅度提高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

为了出版发行好这套丛书，我们将切实发挥农业科研、教学、推广单位的人才、

技术、设施等优势，大力倡导把"文章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干万家使科技成果

尽快应用于生产、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使这套丛书既能带来社会效益，还能创造→定

的经济效益。我认为，对优秀的专著而言，两个效益是统一的，而要实现它靠的是什

么?不仅仅是靠投入，更多的是靠专著的质量来吸引读者，只有为读者带来回报，专

著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书山有路，丹心无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征途中，中国农业科学院将

不负历史使命，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不息|这是我们共

同的无愧于时代的选择!

2006 年 8 月

i地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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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纤维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

料，也是轻工业、食品、医药和国防工业的原料口发展棉花生
产，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发展纺织工业和改善人们的衣着

水平具有密切的关系。选育棉花优良品种是提高棉花产量和品

质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这既是提高棉纺织品质量和增加纺织

品类型的重要保证，也是衡量棉花科技进步的关键指标之一。

中国棉花品种的选育，旱期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推广国外

陆地棉品种的同时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随着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棉花育种工

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批自育丰产的棉花品种在生产上得以

大面积推广，其品质、性能和产量均超过了国外引进品种，从

而结束了陆地棉生产用种大量引进国外品种的局面。

从 20 世纪改革开放至今 (1978 ~2007 年) ，中国棉花品种

的选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育成并通过国家和省、市、自

治区审定的品种达 869 个，这些品种的抗病性、纤维品质和抗

虫性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自 20 世纪 80 ~90 年代开始，由中国

棉花科技工作者育成的高产、抗病和优质品种取代了生产上长

期种植的易感病品种，进而使中国棉花育种技术跻身于世界先
进行列。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棉花科技工作者采用常规

育种和生物技术相结合的途径，育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

因抗虫棉品种，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能独立地开展棉花高新

技术育种的国家，此外，还选育了一批适于不同生态条件(如
瓜棉套和麦棉套等)和不同用途(如彩絮棉、长绒棉和低酣棉

等)棉花品种，以满足生态多样化和消费多元化的需要。所取
得的这些成果都展示了科技含量高的优势，促使了这时期棉花

品种的两次更换。

〈中国棉花品种志( 1 978 ~ 2007 ) )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
1978 ~2007 年间中国主产棉省、市、自治区审定的品种和重要
的育种品系，其中所介绍的品种全面、数量众多、类型丰富，
为中国棉花科技工作者和棉花品种管理部门提供了 部很有价

值的工具书。这部有关中国棉花品种的专著，不论现在和将来，
对中国棉花品种的研究和生产利用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所长励他/研究员
2008 年 7 月

斟!



内容简介

〈中国棉花品种志〉是介绍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棉花品种的专著，曾于

1981 年出版了第一册。〈中国棉花品种志 (1978 -2007)} 是第二册，开

始编著于 2001 年。在中国主产棉省种子管理站、棉花科研和教学单位的

帮助和支持下，全书经多次校对、修改和完善，现在终于正式出版了。

〈中国棉花品种志( 1 978 - 2007)} 编入了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

(1978 -2007) 选育的 1016 个棉花品种和重要种质，主要包括各产棉省

审定品种 739 个，国家审定品种 130 个，育种品系和种质系共 109 个

(其中陆地棉 99 个，海岛棉 10 个) ，以及第一册〈中国棉花品种志〉漏

编的陆地棉品种(系) 38 个。

本书由概述、产棉省(区)品种介绍、品种目录素引、参考文献、附

录和部分棉花品种照片组成。概述部分主要叙述〈中国棉花品种志

(1978 - 2007)} 背景，包括 20 世纪中国棉花品种改良经历 6 次品种更

换的情况、 1978 - 2007 年以来中国棉花品种选育的特点、棉花生产情况

和主要经验，还对国家和各省(区)审定品种的份数和分布进行了分析。

品种介绍以统一的文字编写模式和结构进行整理，接省(区)、品种名称

首字的汉语拼音排序，对每个品种来源和种质的选育经过、主要生物学性

状、经济性状及栽培要点进行了系统描述。附录包括海岛棉品种、杂交棉

品种、转基因 Bt 棉品种、主栽品种、陆地棉优异品种等名录和陆地棉品

种拼音检索表。此外，本书末还附有部分棉花品种照片 180 多张。

本书介绍的品种全、数量多、类型丰富，是中国棉花科技工作者、种

子管理和生产部门的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口

1毕



Summary 

"Flora of Cotton Varieties in China" is a monograph for 
introducing cotton varieties in the different cotton production 
periods in China. Volume 1 was published in 1981 , and this 
book is Volume n. The edit work began in 2001 , and now is 
published after manγtimes' review ,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
ment of the draft with the assistence and cooperation of the 
main provincial seed management stations , and cotton re
search and teaching units. 1 016 breeding varieties and impor
tant germplasm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ing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for 30γears (1978 - 2007) were collected in 
this book. These varieties and important germplasms mainlγin
clude 739 varieties approved in the cotton production prov
inces , 130 national approved varieties , 109 lines and germ
plasms (99 G. hirsutum and 10 G. barbadense) , and 38 lines and 
varieties of G. hirsutum fail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first volume. 

This book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summarization , va
rietγintroduction and appendices. The background of editing 
" Flora of Cotton Varieties in China (1978 -2007)" was mainlγ 
described in the summarization section , including the situation 
of six times of varieties replacing for the genetic development 
of cotton during the 20th centurγ ， the characters of cotton 
breeding from 1978 to 2007 in China , the experiences and situ
ation of cotton production , numbers and distributions of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varieties. The introduction of each varietγ 
was arranged in a unified format and structure , and sorted bγ 
province names and the first word bopomofo of the variety 
names. The breeding procession and pedigrees , the main bio
logical traits , the economic traits and the main cultivation tech
niques of each varietγand germplasm were sγstematically de
scribed. The varietγindices of 5ealand cotton , hγbrid ， trans
genic Bt cotton , main cultivated varieties , elite varieties of Up
land cotton and the index table bγthe bopomofo of varieties in 
G. hirslιtum were included in the supplement section , In addi
tion , 180 photographs were attached at the end of the book. 

The number of varieties with rich types was introduced in 
this book. 50 it is a valuable reference book for the researchers 
of cott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managers of varieties test 
and production departments in China. 

斟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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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优良品种是获得棉花高产、优质、高效的内因和基础，

是实现棉花增产、增收的先决条件，也是反映科学技术进步发

展历程的重要指标。〈中国棉花品种志〉就是一部记录中国各个

历史时期棉花品种的专著。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各产

棉省、市、自治区在各个历史时期育成的品种，包括审定品种、

育种品系和重要种质及其相关信息。

〈中国棉花品种志〉按时间顺序分期出版，曾于 1981 年出

版了第一册，该书编入了 1978 年以前申国曾在生产上种植过的

和当时正在种植过的品种、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种以及可供利用

的品种和种质资源。第二册〈申国棉花品种志 (1978 ~2007)) 

编入的范围主要是中国改革开放后( 1 978 ~ 2007 )育成的品
种、品系和种质，包括国家、各产棉省(区)审定品种 869 个

(其中陆地棉 840 个、?每岛棉 29 个) ，重要的育种品系和种质

109 个(其中陆地棉 99 个，海岛棉 10 个) ，以及第一册〈中国

棉花品种志〉漏编的陆地棉品种(系) 38 个，共计 1 016 个。

在编人的陆地棉品种(系)中，杂交棉品种(系) 249 个;转

基因抗虫棉品种(系) 198 个，其中 119 个获得了转基因安全

评价证书，彩絮棉品种(系) 46 个。

第二册〈中国棉花品种志 (1978 ~2007)) 始编于 2001 年。

首先，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今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申

心) 1983 ~2000 年的内部年刊〈全国农作物审定品种年鉴〉中收
集推广品种的名称和种植面积等信息。其次， 2004 年 4 月，又从

〈中国棉花品种及其系谱〉、〈农作物优良品种图谱〉、〈棉花品种

图谱〉、〈棉花新品种及配套丰产技术〉和〈中国种植业大观〉

等杂志和书干IJ 申收集关于棉花品种和种质的信息。 2005 年 5 月，

向全国各产棉省(区)种子管理站、棉花科研和教学单位征求第

二册〈中国棉花品种志( 1978 ~2007)) 编写意见，收到了江苏
省、湖北省、河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陕西省和江西省等省

(区)种子管理站提出的入编品种名录。随后，在参考 2005 年出

版的〈全国农作物审定品种名录〉基础上，系统地查阅各单位于

1978 ~2007 年在〈中国棉花〉杂志上发表的棉花新品种的内容介
绍，通过与第一册棉花品种志的比较，初步确立了第二册〈中国

棉花品种志 (1978 ~2007)) 编写计划。 2007 年 9 月，提出了全

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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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产棉省(区)入编第二册〈中国棉花品种志( 1978 ~ 2007 ) )的品种名录和缺品

种介绍的品种名录，将其目录发给各产棉省(区)种子管理站、棉花研究所和经济作

物研究所(如研究中心、粮棉作物研究所和棉油作物研究所)等单位，请他们审查并

提出补充意见。为了编全 1978 ~2007 年间审定的品种，编者还在〈中国棉花〉上发

出告示，收集没有在该干Ij上刊登过新品种介绍的资料。事后，编者陆续收到以上单位

补充品种介绍的电子邮件和信件。此外，编者还通过 Internet 网站的搜索引擎，补充

和完善有关品种的系谱、转基因安全评价情况、审定编号、性状特征和栽培要点等信

息。对收集到的大量品种介绍，接本书品种描述的统一标准，经过分类整理，编辑形

成初稿，请有关专家审阅，最终定稿。

本书是在各产棉省(区)种子管理站、棉花科研院所和教学单位的大力支持下，

才得以及时出版。在此，对以上单位与个人谨表深切的感谢。本书还参考了大量书干IJ

和网站的品种介绍，对相关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附有棉花品种照片 180 多张，其中申棉所字号的 40 多张照片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棉花研究所宋晓轩同志收集和提供，其他省(区)的棉花品种照片，除了 9 张白

育种者提供外，其余照片基本上都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品种资源研究室拍

摄和提供，为此，编者对这些照片和资料的提供者也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的问世，对中国今后棉花新品种的选育和棉花生产的发展将发挥积极的作

用，同时对棉花品种的基础研究和种质创新将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当然，由于

该书跨度时间长，育成的品种多，某些品种(系)可能遗漏编入该志，有些品种

(系)和种质的信息未能收集齐全，力日之编者编写水平所限，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

谨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和指点。

编者

2008 年 7 月



编辑说明

、本书共编入 1978 ~2007 年期间的中国棉花品种、品系

和种质共计 1 016 个，其中陆地棉为 977 个，海岛棉为 39 个。

编入本书棉花品种的范围是

( 1 )国家审定的品种。

(2 )各省、市、自治区审定的品种。

(3) 重要的育种品系、具有特殊性状可供利用的种质系。

(4) 第一册〈中国棉花品种志〉漏编的品种。

二、本书棉花品种的排列次序以产棉省、市、自治区首字

的汉语拼音为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单独排列。少于

10 个品种(品系和种质)的省、市自治区或单位，包括中国农

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中国农业

大学等单位育成的品种，以及来自美国的新品种(系)都集中

在一起归入其他部分之申，并放在本书的后面。

三、每一个棉花品种按照品种来源、特征特性和栽培要点

的格式编写，每一部分都接统一标准进行描述。但是，对某些

种质或品系而言，由于没有生产栽培的需要，本书只从"品种

来源"和"特征特性"两方面予以介绍。

品种来源描述内容包括:选育单位、系谱(父本来源和母本

来源)和审定情况(审定年度、省、市、自治区和编号) ;转基

因品种附有转基因安全性评价情况，商业化生产安全证书[例

如:农基安证字 (2003) 第 004 号] ;杂交棉品种也另有注明 o

特征特性描述内容包括:生育期、农艺性状(苗、叶、花

和铃)、产量、纤维品质、抗病虫和抗逆境等性状。

栽培要点描述内容包括:底肥、播种和密度情况、不同生

育时期的肥水使用、化学调控情况、病虫防治和种植的适宜区

域等。

四、本书中所表述的审定品种，有些并未在育种单位所在

地审定，而是在其他的一个或几个省、市和自治区审定。对于

这类品种，本书特别注明了育种单位所在的省、市和自治区。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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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书一律采用中国法定的计量单位，同时参考国际通用标准。面积单位全部

换算成了公顷( hm勺，相应的密度(株/hm2 )、产量( kg/hm2 ) 、肥料( kg/hm 2
) 

和生长调节剂 (g/hm2 )等使用单位也作了统 的调整。

六、为了正确反映棉花品种的特征和特性，所有品种基本上根据原选育单位资料

进行编写 D 对于产量、纤维品质等性状，尽可能以省、市和自治区及国家区域试验或

生产试验的结果为准。

七、本书凡采用杂交方法育成的棉花品种， 律根据习惯用法进行表述-母本在

前，父本在后。例如-鸡脚德字棉是德字棉 531 和鸡脚陆地棉杂交育成。书中有一部

分品种是通过杂交育成的杂交种 (F，) ，也是采用母本在前，父本在后的习 '1贯写法。

八、棉花生育期是指从每 个品种播种至吐絮的天数。由于同一品种，在不同棉

区生育期也不相同，因此其生育期仅供参考。

九、本书中的纤维品质均统一采用农业部棉花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测定的结

果。但是，由于该书选用棉花品种时间跨度长达 30 年，其纤维品质测试至少经历了 3

次更新，即包括传统的国标体系、 ICC 和 HVICC 等通用的国际标准。因此，表示纤维

品质的长度、强度和细度很难统一，只能维持当时品种测试的结果。希望读者在阅读

本书时，需要注意不同品质标准的差别。

不同纤维强度单位可按下列方法换算 g/tex xO. 98 折算为 ICC (cN/tex) ，再乘

以 1.4 折算为 HVICC (cN/tex); 整齐度指数大约为 1.77 乘以整齐度(百分比) ;纤

维上半部平均长度 =1.02 x2. 5%跨长。

十、本书选用的部分棉花品种照片，因拍摄时间和地点不同，仅反映该品种在某

一地区和一定栽培条件下的表现。棉铃的大小和多少等性状均以文字资料为准，其他

性状仅供参考。

十一、为了便于读者查找不同类型的棉花品种，本书末附有海岛棉品种、杂交棉

品种、转基因抗虫棉品种、陆地棉育种品系或种质系、彩絮棉品种矛口最大年种植面积

二三 10 万 hm2 的主栽品种、陆地棉优异性状品种(包括早熟、高衣分、长纤维、高强

纤维、抗黄萎病和彩絮棉等)和陆地棉品种拼音检索表等。

在陆地棉品种拼音检索表中，除了列出 977 个陆地棉品种(系)的基本名称外，

还列出了它们的 719 个别名，以便于读者快速查找不同称号的棉花品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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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中国棉花品种志(1978 - 2007 n 是一部关于中国棉花品种的专著。该书较全面和系统地介

绍了中国主产棉省(市、自治区)在各个历史阶段推广的品种，以及这些品种的选育过程、主要

特征特性和栽培要点，同时还介绍了可供育种和科研利用的重要种质系。《中国棉花品种志》收集

的品种全、数量多、类型丰富，是中国第一部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介绍棉花品种信息的权威性资料。

该书已经出版了第一册， {中国棉花品种志 (1978 - 2007 n 是第二册，将来还会分期出版。它们

记载和反映了中国棉花品种改良的成就和历史，为中国棉花界珍贵的信息资源。

一、中国 6 次棉花品种更换

20 世纪中国棉花品种的改良经历了 6 次品种更换，前 3 次品种更换以引进国外品种为主，自

育(系统育种技术选育)品种为辅。后 3 次中国主要棉区已建成了比较完整的育种体系，为了适

应我国棉花生产，采用常规技术与新的生物技术相结合的方法，选育成适应不同棉区需要的丰产、

优质、抗病虫和专用棉新品种。中国 6 次棉花品种更换情况如下:

第一次品种更换 (1919 -1948 年) :亚洲棉品种改良及陆地棉品种的引进。 20 世纪 20 -30 年

代开始亚洲|棉品种的改良 育成的品种有:鸡脚棉、小白花、百万棉、孝感长绒和石系亚 1 号等。

20 世纪 40 年代后主要是引进木浦 113-4、隆字棉、脱宇棉和斯宇棉 4 号等美国陆地棉品种，逐步

替换占全国总面积 61. 2% 的亚洲棉。

第二次品种更换(1949 -1958 年) :引进岱字棉 15 等国外优良品种取代种植时间长达两千年

的亚洲棉和引人后又退化的陆地棉。其中，岱字棉 15 ，因其适应广、产量高、品质好，表现突出，

1958 年种植面积已发展到 350 万 hm2 ，占中国棉田总面积的 62.9% ，成为中国推广面积最大的棉

花品种，对提高中国棉花生产水平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此外，还有斯宇棉 2B 和斯字棉 4 号，其推

广面积也很大， 1954 年和 1955 年分别种植 93 万 hm2 和 100 万 hm2 0
第三次品种更换 (1959 -1964 年) :推广岱字棉 15 的复壮种，同时开始推广系统选育的、以

提高丰产性为主的自育品种，主要有:关农 1 号、温县 72 、洞庭 1 号、徐州 209 、徐州11818 、中棉

所 2 号、石短 5 号、华北 113 和华北 21 等，其年种植面积均在 6. 7 万 hm2以上。据统计，推广面积

在 0.67 万 hm2 以上的陆地棉品种中，自育品种数占 53.1% 。

第四次品种更换 (20 世纪ω-70 年代) :自育品种已占主导地位，其面积占中国棉田面积的

82.6% (1 958 年仅为 8.8% )。主要品种有:河南 69、鲁棉 1 号、冀棉 8 号、岱红岱、沪棉 204 、

黑山棉 1 号和中棉所 9 号等。其中，鲁棉 1 号，皮棉单产稳定在 1 200kglhm2水平。自育品种的丰

产性进一步提高。

第五次品种更换 (20 世纪 80 -90 年代初) :由于提高了自育品种的丰产、优质、抗病等综合

性能，自育品种全部取代了引进品种，彻底结束了美棉品种一统天下的局面。育成的鲁棉 1 号、中

棉所 12 及捆棉 3 号等品种，成为第五次品种更换的代表品种。还育成一批优质、抗病品种如中棉

所 17 、鄂抗棉 7 号等，夏播短季棉品种中棉所 10 号等，海岛棉品种新海 3 号等，以及丰产品种:

冀棉 8 号、鄂荆 1 号、洒棉 2 号、军棉 1 号、豫棉 1 号、鲁棉 2 号、徐州、1514 和鄂沙 28 等。这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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