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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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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优质高产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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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是人们日常生活所用到的重要物资，提高棉花产出质量和产量可以有效推进纺织工业、社会经济和外贸出口的发展，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到棉花优质高产的栽培技术以及病虫害防治策略，确保棉花产出达到理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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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棉花优质高产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技术中，栽培

人员需要重点在播种前准备、合理密植、棉花施肥技术、棉

花病虫害防治技术上进行研究和分析，要合理、科学进行播

种与种植，减少病虫害对植株带来的危害，培育出优质高产

的植株品质，提高棉花出产质量。

2 播种前的准备

2.1 土地准备

土壤深耕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棉花主要是从所种植的锦葵科棉

植株果实中获取的，将棉花中植株果实中分离出来，要想种

植优质高产的棉花，需要进行土地深耕，土地深耕是有效栽

培植株的基础，一般情况下深耕深度要控制在 20~33cm，相

比浅耕深度而言，这种栽培方式产出的棉花产量会更高。在

深耕过程中，要采用有机肥料来提高土壤质量，增加土壤肥

力，促进根系标准发育，通过疏松土质结构增强植株吸水能

力，还能够减轻田间杂草和病虫害。秋季和冬季是农作物最

佳的深耕季节，可以达到非常理想的棉花出产效益。在新疆

地区，春季风的风速流动性比较强，加快了土壤中水分的蒸

发，所要栽培人员需要在入冬之前完成深耕作业，并结合有

机化肥保证土壤肥力，在这种条件下，深耕的深度要控制在

30cm 左右 [1]。

整地
整地包括秋冬耕后整地和春季整地，在冬季和春季中，

降雪量和降雨量比较大，在秋冬耕后可以不用施肥，但是在

雨雪稀少的地区要在秋冬耕后及时进行施肥，新疆地区需要

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做好整地工作。在入冬之前，如果遇到

比较严重的干旱时期时，要按照实际情况对棉田及时灌溉，

灌溉后要及时施肥，确保土地保持肥沃，土壤质量得以保障。

2.2 种子准备

选用良种
在中国新疆地区，要选择适应环境能力强、生长周期

较短的优质高产品种，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采用

不同种类的植株种子进行耕种，在西北内陆棉区的北疆应选

择早熟的优质高产品种，在南疆地带应选用中早熟的优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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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在病虫害比较集中的田间分布空间应选用抗病能力

强的优质高产品种。

选用优质
在植株的种子品质选择上必须要达到国家质量标准，

重点要按照种子的纯度、净度、发芽率和含水率为指标

进行选取，相对比良种来看，棉花毛籽的纯度不得低于

99%，净度不得低于 97%，发芽率不得低于 70%，水分不

高于 12%，棉花光籽的纯度不得低于 99.9%，净度不得低于

99%，发芽率不得低于 80%，水分不高于 12%。

种子处理
种子的处理主要分为晒种和温汤浸种或硫酸脱绒两种

方式，在晒种方面，要在播种前半个月左右进行晒种，可以

促进棉子发育成熟，加速水和氧气的进入，提高植株的发芽

率。在温汤浸种方面，要将种子和水的比例调整为 2.5 ∶ 1，

并将种子浸泡在 55~60℃的温水中，浸泡时间要保持在

30min 左右，当水温降至 25~30℃时继续浸泡 8h，确保种子

充分吸收水分，达到种皮发软、子叶分离的效果，提高种子

的发芽率。在硫酸脱绒方面，硫酸和种子的用量要配置为

1 ∶ 10 的比例，将浓硫酸加热至 110~120℃，并与棉子进行

搅拌，当棉子上的绒毛全部焦黑发亮后，用水快速冲洗直至

没有酸味为止。这种处理方式可以有效消除种子外的病菌，

防治病害的传播，提高种子发芽率。脱绒后的种子可以利于

机械精量播种，节约播种时间和成本，在药剂搅拌过程中要

特别注意搅拌方式，要合理搅拌，在搅拌时间和搅拌力度等

细节问题要严格把控好，确保可以杀死种子上所带的病菌或

播种后种子周围土壤中的病菌。

3 合理密植

3.1 合理密植的原则
栽培人员需要选取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进行密

植作业，提高光能利用率，使植株可以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

而且田间范围要宽广，增加密植数量，提高棉花产量。在密

植时要确定各种影响因素，根据这些因素进行合理密植。

一是气候条件。在平均气温较高、无霜期的季节中植

株光合作用比较强，生长速度很快，生长后的植株比较高大，

要减少植株种植的密度。对于气候温凉、无霜期的季节会影

响植株的生长速度，可以适当进行密植。

二是土壤肥力。在土壤肥力高的条件下植株生长旺盛、

植株高大，叶片大且果枝多，容易造成棉田郁闭的状况，加

重中、下部蕾铃脱落，相反，在土壤肥力低的条件下，植株

生长矮小，棉田郁闭的可能性很小，栽培人员要根据实际情

况控制好种植密度。

三是品种特性。对于发育能力较强、植株高大、果枝

密集、叶片硕大的品种要减少种植密度，对于发育能力较弱、

植株矮小、果枝稀松、叶片面积小的品种要增加种植密度。

四是种植制度。对于两熟制的植株，要推迟播种时间，对于

单株体植株吸收营养能力较差，成熟发育周期较长，要减少

这种品种植株的种植密度。在夏季播种时，种植密度要比春

季种植密度大。

3.2 不同生态条件下的适宜种植密度
栽培人员要在不同生态条件下合理控制好植株种植密

度，一般情况来看，北方地区的植株种植密度要高于南方地

区，西部地区植株种植密度要高于东部地区，在新疆地区春棉

高产田的适宜密度在 4.5 万 ~6.0 万株 /hm2，夏棉为 7.5 万 ~

12.0 万株 /hm2，如果采用杂交棉品种，可将种植密度控制在

2.25 万 ~3.75 万株 /hm2，西北内陆棉区种植密度为 15.0 万 ~

21.0 万株 /hm2。

4 棉花施肥技术

4.1 增施有机肥
培肥地力随着棉花产量的不断提高，对土壤肥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土壤有机质要求在 0.8％以上，全氮在 0.07％以

上，速效磷大于 15mg/kg，速效钾在 100mg/kg 以上；土壤理

化性质较好，团粒结构多，土壤 pH6.5~7.5。增施有机肥对于

保持和提高土壤有机质及有机质的更新起着重要作用。

4.2 重施基肥，合理追肥
重施基肥棉花生育期长，根系分布深而广，不但要求

表层土壤具有丰富的矿质营养，而且耕层深层也应保持较高

的肥力，并能缓慢释放养分。因此，应重视基肥的应用。基

肥以有机肥为主，再配合适量的磷、钾肥。高产棉田要求每

公顷施有机肥 3.0 万 ~6.0 万 kg，碳酸氢铵 450~750kg，过

磷酸钙375~750kg，缺钾土壤施硫酸钾150~225kg。基肥重施，

肥料在耕层内分布均匀，供肥平稳而持久，在生育前期能促

壮苗早发，中后期利于棉株稳健生长。

4.3 合理追肥
棉花追肥的总原则是“轻施苗肥，稳施蕾肥，重施花

铃肥，补施盖顶肥”。

一是轻施苗肥。棉花苗期虽营养体小，需肥量少，但

该期棉苗对氮、磷的供应十分敏感。在基肥用量不足时，尤

其是低、中产棉田，应重视苗肥的施用，以促根系发育、壮

苗早发。一般每公顷施标准氮肥 45~75kg，基肥未施磷、钾

肥的，适量施用磷、钾肥。基肥用量足的高产棉田，可不施

苗肥。

二是稳施蕾肥。棉花蕾期施肥既要满足棉花发棵、搭丰

产架子的需要，又要防止施肥不当，造成棉株徒长。因此，要

稳施、巧施。对于地力好、基肥足、长势强的棉花，可少施或

不施。对地力差，基肥不足，棉苗长势弱的棉田，可适当追施

速效氮肥，一般每公顷施标准氮肥 150~225kg。

三是重施花铃肥。花铃期是棉株生育旺盛时期，也是决

定产量、品质的关键时期。该期大量开花形成优质有效棉铃，

是一生中需要养分最多的时期，因而要重施花铃肥。施用数量

和时间，要根据天气、土壤肥力和棉株长势长相而定。一般情



35

世界农业经济研究·第 03 卷·第 01期·2022 年 03 月

况下，花铃肥用量约占总追肥量的 50％，每公顷施标准氮肥

225~300kg，高产田可增加至 450kg。长势强的棉田，应在棉株

基部坐住 1~2个成铃时施用。长势较差的棉田，应施在初花期。

四是补施盖顶肥。盖顶肥的主要作用是防止棉株早衰，充分利

用有效生长季节，争结早秋桃，提高铃重和衣分。盖顶肥的施

用时间一般在立秋前后，每公顷施标准氮肥 75~112.5kg。

5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

在棉花优质高产栽培过程中需要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

要根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制定有效的病虫害防

治管理措施，要精心养护，提高植物抗病虫能力，达到理想

的病虫害预防效果。栽培人员要定期检查植物病虫害情况，

及时发现植物病虫症状并进行合理处理。一般植物病虫害的

防治措施主要以化学防治、物理人工防治、生物防治以及综

合防治等有效方式控制好病虫害蔓延，确保植物正常生长 [2]。

5.1 病虫害防治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的植物保护方针
栽培人员要树立良好的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思想理

念，按照植物病虫害的发生规律进行科学防治，应用多种病

虫害防治技术确保植物产出更优质、高产量的棉花。在病虫

害防治技术的选择上要根据防治的类型而决定，一般病虫害

防治主要在病害、非侵染性病害和防虫上进行有效保护，这

是植物正常生长的关键因素。

在病害方面主要包括白粉病、霜霉病、灰霉病和酸腐

病，栽培人员要根据植物所产生的病害症状采用相对应的化

学溶剂进行喷防。在非侵染性病害方面主要包括缺素症、气

灼病和日灼病，一般植物的非侵染性病害表现在缺素症上，

栽培人员需要适时适量施肥，清除多余的肥料，合理配置化

肥浓度，当化肥浓度超标时要及时浇水来降低肥料浓度，在

喷药时也要科学用药，根据植物所缺失的元素采用对应的药

品进行用药，避免高温施药和高浓度用药。

在虫害方面主要包括蚜虫、金龟子、蚧壳虫、鳞翅目、

有害螨虫等，栽培人员要根据不同种类的虫害采用对应的防

虫措施，要剪除虫枝，尽量采用人工捕杀和灯光诱杀的方式

来去除虫害，减少药物喷剂对植物带来的损害，同时要采用

有利于植物生长的化学物质进行喷雾防治。

5.2 掌握病虫害发生和发展规律，将病虫害控制和

消灭在危害前
病虫害的预测预报是在种植植物、栽培棉花中病虫害

防控的重要实施步骤，是植物病虫害防控的基本前提，精

准的预测预报病虫害可以帮助栽培人员更有效地做好防控

工作，根据不同的病虫害技术提前准备好相应的防控设施，

实现病虫害防控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预测预报病虫害的核心

在于侦察病虫害的发生规律，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农作物

生长发育的情况获取到有用的信息，并针对各项数据加以分

析，从分析和计算中得出植物病虫害发生的规律，进而可

以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进行防控，达到理想的病虫害防治效

果，这是植物病虫害防治中非常重要的技术措施。

一是调查点的设置及方式。每种病虫害在田间都具有

一定的分布空间，而且这种分布空间正是适合昆虫和病害有

利的生存条件，栽培人员需要根据田间地形、土壤、植物种

类和栽培方式采用不同的方式设置调查点，确保调查工作的

广泛性和准确性，提高病虫害预测预报的成效。

二是统计和计算方法。栽培人员可以采用比较简单的

加法平均法来进行统计和计算，比如，在设置五个调查点中

发现不同数量的害虫，将这些害虫数量相加根据植物种植的

数量来获取平均数，最终计算的数值代表每棵植株中含有几

只害虫，根据害虫的分布情况以及平均数值采用相对应的防

虫措施。发病率的计算方法主要是以含有病害的植株与在田

间所种植的所有植株进行百分比，从而得出植株病害的发生

率，以植物病害的发生率来制定有效的病害防控措施。

三是防治指标。栽培人员需要根据防控指标做好植物

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工作，而各种防控指标可以看作是已经发

生或者明显有发生病虫害的迹象，根据这些病虫害状况进行

合理防治。比如，在遇到有病虫害的植物时，要及时拔除病

株，拔除后应及时补栽。病害一般都会发生田间植物集中的

地方，具有较为明显的病害发生迹象，根据这种病害产生规

律要及时进行防治，避免病害向周围蔓延，降低病害危害程

度，有效节省财力、人力和物力 [3]。

5.3 农药要妥善保管和规范使用，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在应用病虫害防治技术过程中，栽培人员需要妥善保

管农药，重点要规范使用农药，减少浪费，并确保使用农药

的安全性。新疆建设兵团水利工程处要建立农药使用管理机

制，指定专人购买防治病虫害的农药，购买时需要注意农药

的包装，避免包装破漏而外泄农药，对人体造成损害，并且

农药要进行集中保管，由专人负责看管农药，保管条件要良

好，要保证农药质量，在使用农药时可以达到最佳的病虫害

防治效果。在施药人员的选择上也要合理配置，要选用经过

相关技术培训且专业素质高的人员进行喷施农药，要具备安

全用药的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6 结语

总之，栽培人员要根据当地的地位位置和气候条件合

理开发棉花种植土地资源，保证土壤肥力良好，精确控制好

种植密度，选择适合的棉花施肥技术与病虫害防治技术，加

强病虫害防控意识，提高优质高产棉花的产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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