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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l 前 

在 党 的 社会 主义 建设 总 路 线 的 光辉 照 匈 下 ， 我 国 棉花 生产 和 
其 他 工农 业 生产 一 样 ,飞跃 前 进 , 1958 年 获得 空前 大 丰收 ,皮棉 产 
量 高 达 6,700 万 担 ， 超 出 了 美国 2,000 余 万 担 而 跃 居 世 界 第 一 位 ， 
昌 现 了 棉花 生产 上 东风 压倒 西风 的 宏伟 局 面 ， 充 分 显示 了 党 的 伟 
拓 正 确 和 和 社会 主义 制度 的 无 比 优越 。 由 于 棉花 生产 大 跃进 给 我 的 
鼓 舞 和 启示 ;使 我 迅速 地 完成 了 “棉花 栽培 学 "这 本 书 的 写作 。 
“棉花 栽培 学 "这 本 书 ， 是 作者 解放 后 在 党 的 正确 什 导 和 鼓励 

支持 下 , 从 事 棉 花 教学 、 调 查 BW SE RR ARES 
所 获得 的 体会 心得 的 总 结 , 主要 资料 来 产 ， 可 分 为 以 下 几 个 方面 : 
第 一 ,我 国 农 民 植 棉 先进 和 经验, 其 中 主要 是 作者 解放 后 历年 来 在 浙 
江 江西、 湖北 江苏 河南、 上 海 等 地 区 亲自 调查 总 结 农民 植 棉 径 

”或 所 得 的 资料 。 第 二 ,苏联 植 棉 先进 经 验 , 其 中 主要 是 作者 解放 后 
学 习 苏 联 特 别 是 1956 一 1957 年 作者 参加 中 国 农业 技术 考察 团 前 

往 苏联 考察 植 棉 事业 所 得 的 资料 。 第 三 ,棉花 试验 研究 成 果 , 包 括 
-作者 历年 所 作 棉 花 科 学 研究 成 果 和 国内 外 有 关 棉 花 科 研 的 重要 资 
料 。 第 四 ,棉花 生产 方面 情况 ,其 中 大 多 系 作者 历年 套 加 中 央 和 地 
方 有 关 棉 花 专 业 会 议 特 别 是 1958 年 公国 棉花 试验 研究 会 议 .至 国 
粮 花 跃进 增产 现场 会 议和 江西 全 省 棉花 跃进 增产 会 文 与 实地 参观 
所 得 的 资料 。 

这 本 书 开 始 写 于 1953 年 , 儿 年 来 结合 作者 在 江西 农学 院 的 教 

学 , 释 过 多 次 修改 ,到 最 近 才 定稿 ,这 本 书 的 写作 过 程 ,也 就 是 作者 
在 党 的 俐 导 下 从 事 教 学 科研 的 过 程 ， 而 这 本 书 的 所 以 能 够 写 出 ， 
双 和 党 对 我 不 断 的 教育 培养 分 不 开 的 。 因 此 这 本 书 的 写成 ， 应 当 
归功 于 伟大 的 中 国共 产 党 , 杂 以 此 作为 我 的 向 党 献礼。 

这 本 书 的 写成 ， 也 和 作者 在 进行 教学 和 科学 研究 工作 过 程 中 

9 i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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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节 ”棉花 在 国民 经 济 上 的 意义 
(IER RRS AK REA, ERA, [Alok 

Fi DE ERK TESA REE, TES, EE 
工艺 上 的 应 用 一 天 天 的 扩大 ,因而 需要 激增 ,栽培 丛 广 。 写 在 农业 
上 的 地 位 ,也 一 天 天 的 增高 ,而 成 为 世界 七 大 作物 之 一 。 据 和 统计 棉 
花 供 应 占 圣 世界 各 种 轩 维 产量 的 55.1%。 根 据 1955 年 的 资料 ,全 
HEARS ME (包括 棉花 羊毛、 人造 竺 维 、 合 成 灶 维 ) 的 消耗 量 
下 36 万 5 千 吨 中 棉花 占 793 万 吨 。 从 这 些 数字 中 可 以 知道 它 的 
重要 性 。 写 在 我 国 国民 径 济 上 特别 是 在 农业 生产 大 跃进 中 ,是 一 
RHEE MDE, BRK PK. 

HAE HY FIRARS , HELIN I CE SCHR, 3 EE dK 
—. RB PRET HE FT ARE, EL TRI AD, A 

ep RE , CER BK RY 
ARAL RABE AER Ke A SEB, SE PER 

BASAL, TEAS UB, AK BK, BE ae EK, TE RO 
(Ris. VERT ER PURER, a BEE 70° 降 至 10° 所 需 时 
Fl, i 9 786 FAR 1,046 秒 , “FEW 1,118 BH, 可 见 棉 的 保温 值 

CHAFEE. MRED MGS , jk KRW , AK AER 
MERWE BS. ra FHRAEE @ DALAT SOME, EI ER 
上 更 负担 着 重大 的 使 命 ! 
=. RR BS PWRHEH 10% 15%, 这 种 棉 仁 粉 富 

AE ABH 36% 至 43 多 ,是 良好 的 食物 。 如 以 面粉 20% 和 棉 仁 
Hi 30% , 做 成 面包 , 写 的 蛋白 质 和 脂肪 的 成 分 , 同 最 好 的 瘦 肉 不 相 
EP, MBB AA PER LGR OO HE Bi I REY 

. l * 



来 的 油 , 和 纸 提炼 后 为 最 富 于 信物 能 的 食料 , 且 可 做 牛 酷 猪 油 的 代用 
品 , 井 可 制造 包头 用 的 油 。 

=SEERS MAGEE RR WR ERS, BE 
EBL HOHE LR. UE FART ME HE, FT Re 
SPER, GR TEI Da BY UK FSG TE Bh BT FS 

四 、 交 通 器 材 ， 棉 轩 维 是 船 帆 、 飞 机 的 帆 村 CHAO IA AR. 
火车 头 气压 机 的 棉 管 ,以 及 车 箱 发 备 , 舟 车 布 幕 的 主要 原料 。 

五 \ 医 疗 用品 ” 医 疗 上 必需 的 莉 棉 、 炒 布 、 戎 带 、 橡 皮 癌 、 以 及 
外 娄 用 的 醇 精 火 棉 胶 等 ,其 主要 原料 ,都 是 棉 轩 维 。 其 他 象 甘油 和 
可 供 医 项 乳剂 用 的 冷 棒 油 等 ,都 是 取材 于 棉 子 油 的 。 棉 根 中 并 可 
提炼 一 种 麻 酬 剂 。 

AAG TAH, LB RA ABOEEOR, ER 
fy RSET MESE , AOL DEAE ORR RE. ABI FCI 
AHS , IDs FEE LE FI BO EEE, dS EE OAT HE 5 OR 
等 。 “oie a 

七 燃料 ARFE SEF AUSSIE, PT FEWER, HRA FT AT i, PRE 
可 以 利用 制造 供 提炼 汽油 用 的 一 种 化 学 品 。 
八 、 其 他 ”其 他 在 工业 Coes. MARRS 

帝 可 做 肥料 , 棉 芍 皮 可 做 麻袋 用 麻 的 代用 品 。 棉 子 壳 可 做 赛 璐 玫 、 
电 木 、 塑 料 、 合 成 橡胶 肥皂、 油漆、 人 造 皮革 。 棉 畦 维 及 短工 ,可 以 
造纸 、 做 贸 索 、 袋 皮 、 灯 芯 、 胶 片 \ 途 潜 、 电 木 、 赛 瑞 歼 等 s 

总 之 ,由 于 科学 的 进步 ,棉花 可 以 代 木 材 \ 代 钢铁 \ 代 橡皮 。 代 
皮革 CARA CRE, RAE Be OC CERT 
说 时 时 在 扩大 中 。 

第 二 节 ”和 栽培 起 产 和 史 略 

_ “棉花 的 栽培 ,开始 在 印度 ， 在 公元 前 2750 年 至 3000 FBS 
PAT MSMR BAB, 公元 前 1500 年 的 古籍 

赫 歌 中 ,已 有 棉 乱 的 访 述 。 有 元 前 800 年 印度 标书 法 典 中 ,已 有 桶 

花 用 途 的 记载 。 据 传 豚 ,公元 327 年 , 亚历山大 东 征 到 印度 时 ,他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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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5 4 - mee (0 wo ra 4 ; ‘ 

el 有 -” 

的 将 王 ,用 棉花 做 马 垫 传播 到 中 亚 , 3--6 HEA EBV, OTR 
时 ;阿拉 伯 回 教徒 建立 的 节 拉 逊 帝 国 ,占据 西西 里 岛 把 棉花 传 大 欧 

DH, 10 Hei APE ALR OH. RARE, 
但 植 视 历 史 不 入。 有 人 裔 埃及 种 棉 在 14 HAE A A BR BR 
到 1800 年 ,人 和尚 无 栽培 棉花 的 记载 ,到 18 TERRA AHA, SEU oF 

偷 布 发 现 西 印度 娠 岛 时 , 见 士 人 广 种 棉花 , 惟 无 历史 记载 ， 不 知 从 
那 时 开始 。 

中 国 种 棉 最 早 的 记载 ,开始 在 汉代 , 那 时 的 桂 州 ， 即 今 广 西 桂 
林 , 已 有 棉花 出 产 。 到 唐 高 宝 ( 公 元 650 一 683 年 ) 李 延寿 撰 南 史 高 

昌国 传 ,也 有 产 棉 的 记载 。 高 昌国 即今 新 疆 吐 鲁 番 。 本 部 种 棉 , 始 
FR. ZAM Ae TEN ALAS “ARH BRR 
AUB”. THAR, SAMA, 元 世祖 至 元 26 
年 (公元 1289 42) BMT LAR WA EAR EEE, A, 
FY RUS MA ERIE, AMO TAC RERE A EE it AR 
ABRGAS FAR FSG OT A A LRA. HE 
6% (Watt) 在 1907 4¢ BFE FER BIA Bh? — Aa Be “PTE 
苏 扩 门 在 十 一 世纪 时 售 来 华 游 历 , 他 所 看 到 的 中 国人 ，- 不 其 答 富 ， 
胡 千 入 积 , 但 未 说 到 棉花 。 华 氏 根据 这 种 记载 ,以 证 明 十 一 世 和 以 
前 ,中 国 还 没有 棉花 ,和 才 讼 中 国 种 棉 大 狗 开 始 在 十 三 世纪 。 汪 泽 芳 
参考 历史 记载 作 千 葵 说 :“ 棉 最 初 经 二 个 不 同 途 径 引 种 中 国 西北 及 
西南 族 省 : 一 是 从 阿拉 伯 经 中 央 亚 组 亚 及 士 耳 其 斯 担 与 波斯 接壤 
东 , 轻 陆路 传 入 我 国 西北 诸 省 ,这 是 非洲 棉 , 通称 草 棉 ;一 是 从 印度 
经 海道 传 入 西南 半 广 等 省 ,这 是 木棉 , 现 称 中 棉 。 来 末 元 初始 到 江 

`” Stee Bl, PHAZE 1898 EIFS A” 

第 三 节 ， 分 布 和 产量 
棉 的 主要 出 产地 是 亚洲 和 美洲 , 其 次 是 非洲 ,再 次 是 痪 洲 。 欧 

测 因 气候 不 宜 ， 和 栽植 不 广 ， 产 棉 区 域 自 南 综 35° FAL 49°, 现 

在 苏联 已 推 到 北 引 46"， 其 间 共 84 个 绰 度 都 可 产 棉 。 全 世界 共有 

65 个 产 棉 国家 ， 主 要 是 苏联 \ 中 国 、 印 度 、 美 国 、 埃 及 及 巴西 。 在 

和 3 > 



” 1800 年 到 1810 年 至 世界 产 棉 每 年 平均 胸 100 万 包 【 每 包 478 磅 )， 

到 1936 年 已 达 3,100 万 包 ,增加 达 31 倍 。 至 1956 FH, SHR 

Ain HR, TS) 50,739 万 亩 ,年 产 皮 棉 18;656 万 担 。 

世界 主要 产 棉 国 的 棉花 产量 如 表 1 及 2 所 示 : 

Rl 世界 主要 产 棉 国 棉花 产量 比较 (一 ) 

面 积 (万 亩 ) 总 产量 ( 皮 杭 万 担 ) 

别 “| 4934— 
1938 

1934— 
1938 

| 1934— Begs: | 1956 | 1938 1951 | 1956 | 1951 | 1956 

4,471 Suit Bea Ate 25.1 | 30.8 | 1,232| 2,061] 2,890 
3,043 | 4,081) 3,105) 43.6 | 63.9 | 96.5 | 1,328) 2,609) 2,996 

12,757| 15.4 | 13.8 | 14.9 | 2,306 1,358) 1,901 
9,436] 31.1 | 40.5 | 60.8 | 5,372) 6,568) 5,772 

3,147 | 3,730, 2,734| 24.7 | 18.7 | 23.7 | 778| 698) 648 
1,119 | 1,248 1,042] 71.5 | 56.4 | 62.0| 800 | 704 | 646 

Zi Eade It id AS Peek kG: 
bax) saat | 0°79 130739 13,06417,12018,656 

15,000 | 9,838 

17,253 |16,200 

* oe BY F SEHR B 

BHEE: ACB “He Te na” 1958 年 2—3 期 资料 。 

2 #REBERBRTERLE(S) CLT) 

|» & | 印 " 度 ,| eR kl Se |e 
年 ” 份 : 

1920 251 7,397 | 13,065 4,424 | 58,356 | 2,163 
1925 3,391 8,815 | 22,553 5,954 | 69,837| 2,432 
1930 ‘| 6,881 | 10,309 | 18,963 7,436 | 59,415 | 2,894 
1935 9,756 9,527 | 21,517 7,671 | 46,130] 7,619 
1940 13,009 6,767 | 22,471 8,239 | 54,491 | 10,87] 
1945 7,371 | 5,007 | 12,575 | 4,692 | 39,092] 6,179 
1951 26,090 20,610 13,580 7,040 65,650 6,980 

1955 27,160 | 30,370 | 16,470 6,680 | 63,840 | 6,930 
y 1957 24,717 | 32,800 | 18,321 7,822 | 47,266| 5,420 

1958 40,120 67,000 ~ 46,832 

BREE: Ace Zee “HR 1E” 1959 年 1 期 资料 。 

PUK te FR Ee FE i Ae IR RAT BR FEBS ii 

区 : 第 一 个 也 是 最 大 的 一 个 ， 在 中 亚细亚 各 共和 国 和 哈萨克 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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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第 三 个 在 外 高 加 索 各 共和 国 ; 第 三 个 是 新 植 棉 区 ， 分 布 在 俄 罗 
斯 联邦 共和 国 南部 和 饲 克 兰 共和 国 南 部 ( 因 气 候 不 适 ,近年 已 给 小 

” 植 棉 面 积 , 仅 9,000 AR), 当 帝 俄 时 代 ， 种 棉 面 积 狭小 ， 产 棉 低 

微 ,不 能 自给 , 牢 数 以 上 棉花 从 国外 输 大 。 由 于 伟大 的 十 月 社会 主 
义 革 命 ,彻底 剂 除了 上 发展 种 棉 的 政治 上 、 经 济 上 和 技术 上 的 障碍 因 
素 , 扩 展 新 植 棉 区 ,在 集体 化 的 基础 上 改善 水 利 , 改 良 土 壤 , 扩 展 机 
械 化 ,推行 科学 技术 ,注重 选 种 ,改进 栽培 ,提高 了 单位 面积 产量 以 
后 ,和 粮 产 一 年 一 年 的 增加 , 当 1913 年 时 ,籽棉 产量 仅 82 万 吨 ,1940 

年 增加 到 220 万 吨 ,'1950 年 增加 到 350 万 吨 ，1956 年 增加 到 455 

“万 吨 。 比 1913 Ze HG AYE, DIK 206 万 公顷 面积 上 的 平均 产量 
为 22 仅 担 。 当 1930 年 时 苏联 的 棉 产量 占 公 世界 第 五 位 ，1933 年 
CLARA, 1940 年 达到 世界 第 三 位 , 1950 年 以 后 ， 走 向 全 世界 的 
第 三 位 。 在 种 棉 发 展 的 过 程 中 ,创造 了 先进 的 农业 技术 ,出 现 了 许 
多 高 额 产 量 新 记录 ,最 高 的 达 每 市 亩 籽棉 2,000 市 斤 以 上 , 赶 上 了 
象 杞 及 、 秘 重 等 素 以 高 额 产 量 著称 的 古老 植 棉 国家 , 进 到 了 世界 棉 
花 音 位 面积 产量 的 第 一 位 ， 可 以 看 到 以 先进 技术 及 先进 农业 科学 
武装 起 来 的 苏联 植 棉 者 获得 的 卓越 成 就 ， 也 标 读 着 社会 主义 制度 
的 优越 性 。 
= ， 中国 的 自然 环境 适 于 种 棉 ， 向 来 是 世界 主要 产 棉 国 之 一 ， 棉 
区 天 部 分 布 在 黄河 流域 ,长 江 琉 域 和 西南 。 产 棉 省 分 是 :江苏 、 湖 
非 \ 河 北 ̀ 山 东 \ 河 南 、 陕 西 四 川 \. 浙 江 、 江 西山 西 、 安 徽 、 湖 南 、 甘 
肃 ,新 疆 、 辽 宁 、 云 南 、 广 西 广东、 福建 .贵州 等 省 。 濡 泽 芳 根据 气 
候 和 地 理 条 件 , 分 成 黄河 流域 棉 区 长江 流 域 棉 区 、 辽 河流 域 棉 区 、 
西夏 内 陆 棉 区 、 华 南 多 年 生 棉 区 等 五 个 棉 区 。 在 抗战 以 前 ,全 国 棉 
Fi Ate fe 3,000 万 雷 上 下 ， 皮 棉 产量 常 在 800 万 担 上 下 。 1936 

年 历史 上 最 高 产量 年 份 计 1,698 万 担 。 抗战 以 后 产量 一 年 比 一 年 
降低 ,由 世界 第 三 位 降 至 第 五 位 ,最 低 时 1945 年 只 五 百 万 担 上 下 ， 
7B 1949 年 公国 棉花 产量 降 到 战 前 水 平 的 52 多 。 在 牛 封建 守 殖 民 

地 的 旧 中 国 ,在 帝国 主义 .封建 主义 和 官 俱 资 本 主义 三 应 天山 的 压 
仍 之 下 ， 棉 产 发 展 受 着 严重 的 限制 ， 因 之 号 称 世界 主要 产 棉 国 的 

渍 5 . 



中 国 ,多 少年 来 , 棉 产 不 能 自给 ,每 年 要 依靠 外 国 棉 检 进 日 ,最 多 本 
划 达 我 国 阔 厂 用 棉 的 50% 以 上 ， 沿 海 各 大 都 市 的 纱 厂 所 用 原料 。 
几乎 大 部 份 是 靠 外 棉 供 输 的 ,遭受 到 经济 侵略 是 极 严重 的 ! 解 放 后 
的 新 中 国 彻 底 章 除了 足以 妨碍 植 棉 发 展 的 一 切 因 素 ， 在 合作 化 的 

基础 上 推行 植 棉 奖 励 政策 , WER ABC, AAAS HEAT DUR 
花 或 现金 代 交 农业 税 , 实 行 棉花 预购 合同 ,改善 棉 区 水 利 ， 扩 大 灌 

小 面积 ,帮助 棉农 取得 生产 资料 ,推广 优良 品种 ， 指 导 改 进 栽培 技 

术 , 防 洛 病 虫 , 因 之 ， 棉 田 面积 远 速 扩展 ，1951 年 增加 至 $081 万 

亩 ，1955 年 已 增加 至 8.659 万 亩 ，1956 年 增加 至 9,383 Dw, lait 

产量 逐年 上 升 。 1949 年 皮棉 产量 为 883.8 万 担 ，1951 年 为 2,607 

万 担 , 1955 年 为 3,037 万 担 ， 进 大 世界 第 二 位 ，1957 年 皮棉 产量 
PEAS EB) 3,280 万 担 。 1958 年 棉花 空前 大 丰收 ， 高 达 6700 万 

fH, 超出 了 美国 2,000 余 万 担 而 跃 居 世界 第 一 位 ， 出 现 了 棉花 生 
产 上 东风 压倒 西 风 的 雄伟 局 面 ， 平 均 每 人 占有 量 由 1949 年 的 19 

斤 增 加 至 10 斤 以 上 ,同时 单位 面积 产量 也 在 逐年 增加 ， 1949 ER 

棉 为 21.6 斤 ， 增 加 到 1955 年 为 35.1 斤 ，1957 年 释 德 增加 为 38 
Fr, 1958 年 上 有 异 至 80 斤 , 大 批 植 棉 模范 和 技术 能 手 ， 和 粉 纷 创造 出 

空前 的 棉花 丰产 成 续 , 黄 中 较为 突出 的 事例 ， 如 山西 解 县 曲 泡 高， 

1951 年 每 雷 产 籽 棉 912 斤 ; 山西 枚 城 吴 春 安 农业 生产 合作 入 于 

1952 年 每 亩 产 籽 棉 1,021.3 Fr, 新 疆 玛 秽 斯 河流 域 农场 ,于 1953 年 

每 亩 产 籽 棉 1,349 斤 ，1955 年 新 疆 玛 黄 斯 河 星 区 生产 部 队 刘 学 佛 

在 1.05 亩 面积 上 创造 了 亩 产 1;392.86 Freee RA ET, 1957 年 

湖北 省 麻城 县 "五 一 "二 入 在 1.96 亩 两 熟 棉田 上 ,创造 了 亩 产 小 麦 

540 Fr ,籽棉 1,270.25 斤 的 两 熟 高 额 丰产 , 叉 山西 省 改 城 县 原 村 多 

先锋 和 社 1957 年 在 6 亩 牛 一 熟 灌 新 地 获得 亩 产 籽 棉 1,033 斤 的 高 额 ， 

丰产 ， 新 疆 部 善 第 七 友谊 入 在 82 亩 的 面积 上 获得 亩 产 籽 棉 1.162 
斤 ， 大 面积 丰产 县 百 斤 皮 棉 岁 百 斤 皮棉 午 大 批 渤 现 ，1957 年 公国 

亩 产 皮 棉 100 斤 以 上 的 有 350 万 亩 ，80 一 100 斤 的 有 570 万 亩 ,以 

省 市 为 单位 平均 产量 达到 皮棉 60 斤 的 有 浙江 省 ,上海 市 ， 百 斤 皮 

棉 县 有 6 个 , 达 60 一 80 斤 皮棉 的 有 40 个 县 市 。 江 西 省 瑞 昌 县 大 桥 

的 四 



入 在世 850 亩 丘陵 斩 壤 地 上 获得 了 亩 产 皮 棉 97 斤 的 大 面积 丰收 。 
根据 1958 年 公 国 棉花 跃进 增产 现场 会 议 总 络 : 1958 年 至 国 出 现 
了 二 个 雷 产 百 斤 皮棉 以 上 的 省 市 , 亩 产 皮棉 百 斤 以 上 的 县 市 有 336 
个 ;有 12 个 县 市 可 能 实现 亩 产 千 斤 籽 棉 。 创 亩 产 千斤 皮棉 以 上 高 
Bris HA” OR, WAS A LA 75 处 1,175 亩 棉田 。 例 如 陕西 省 

滑 南 县 双 王 岁 张 秋香 试验 田 4.3 亩 ,其 中 工 雷 , 亩 产 皮棉 1 号 56 Jr, 

3.3 HHA” BAB 1,280 Fr; 安徽 省 颖 上 县 城郊 人 民 公 入 6 亩 试验 田 
7B EQ BAT Be ti 2,427 Fr BAER BAR 3 HP AE 1.16 亩 试验 

FBI FEAR 1,375 斤 。 
UES ARATE EEE LARTER ES, 1950 EDR HEB KE 

21.96 ZK, 1952 年 为 22.97 EK, 1955 年 提高 到 26.23 毫米 。 今 

后 , 糠 花生 产 在 党 的 正确 俩 导 下 ,在 和 会 主义 建设 总 路 线 的 光辉 照 
汪 下 ,一 定 能 够 和 其 他 农作物 一 样 ， 有 更 大 的 跃进 ,不 断 地 创造 居 
人 奇迹 。 

RARE BRR LES mie JT 1959 一 1962 年 以 万 斤 
籽 粮 为 网 的 科学 研究 方针 , 邹 总 和 结 推 广 千 斤 经 验 , 研 究 解决 万 斤 的 
A AE 10 一 15 年 内 实现 千斤 皮棉 ， 这 是 我 国 棉花 科学 研 
帘 笑 应 天 跃进 新 形势 下 国家 和 人 民 要 求 的 一 个 新 的 奋斗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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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棉花 的 植物 学 特征 
\ 有 

棉花 在 植物 学 上 的 位 置 , 原 烈 为 锦 葵 科 (Malvaceae) 棉 属 (Gas- 

sypizz)。 现 已 改 烈 为 木棉 科 (Bombacaeeae) AHEW Ft (Hibisceae) 

棉 属 。 在 自然 界 中 , 棉花 是 一 种 多 年 生 植 物 , 经 过 人 类 长 期 栽培 选 

择 过 程 ,现在 栽培 的 主要 是 一 年 生 棉 花 ,热带 类 型 的 棉花 主要 是 多 

年 生 的 ,一 年 生 的 栽培 种 棉花 ,主要 分 布 在 温带 地 方 ， 棉 花 的 形态 
特征 ,分 别 叙述 如 下 : 

Bp RK 

棉花 的 根 属 直 根 系 ,很 强大 , 写 的 主根 发 达 ,侧根 也 上 发达, 但 不 
超过 主根 ,形成 以 主根 为 中 心 的 根系 。 侧根 是 主根 经 过 多 欢 分 枝 
LHR, (SBA 1 一 5) oe 

EARL HAT AM, Fst LSE AE, MARSA 15—20 厘米 深 ” 
Kh, SARI RIE A, (ae PRK, SRA ALE, Ad 
种 、 土 壤 质 地 、 和 结构 、 含 水 量 和 士 层 厚薄 等 环境 不 同 而 差异 很 大 。 
过 分 潮湿 的 土 和 粘 重 士 ， 主 根 多 不 能 深信 土 中 。 厂 到 地 下 水 则 停 
止 生长 ， 厂 到 砖 石 等 隐 碍 物 则 曲 届 横 生 。 7 : 
土 深度 有 时 可 达 2 公 尺 以 上 。 根 据 河北 省 成 安县 农林 局 (1958) 的 
观察 平 作 的 棉 株 主根 入 土 深 18.2 厘米 ,而 高 塘 栽 培 的 棉 株 主根 芭 
土 深 ;26.6 厘米 。 Lg 

侧根 通常 在 主根 近 地 面 数 厘米 处 即 生 , 在 耕作 层 内 发 生 最 多 ， 
WETS BADE ,形成 密集 的 细 根 网 。 在 开花 以 前 根 堆 已 分 布 在 耕 
作 层 的 全 部 深度 ,一 部 分 并 伸 信 到 复 底 层 , 以 重量 计 在 耕作 层 内 的 
棉 根 ， 狗 计 双 部 棉 根 的 43 为 。 据 苏联 饥 克 兰 棉花 试验 研究 ,在 宅 ， 

当地 的 土壤 条 件 下 ,大 部 分 棉 根 分 布 在 20 厘米 深 的 地 方 ， 当 土壤 
耕 作 层 加 深 时 ,这 一 时 深度 也 会 跟着 增加 。 棉 花 最 高 产量 ,是 在 整 

大 8 > 

: 



图 1 棉花 幼苗 的 根 一 一 子叶 图 2 棉花 幼苗 的 根 一 一 
时 期 一 医 叶 时 期 

甲 、 不 培土 棉 苗 根系 乙 、 培 土 棉 苗 根 系 
图 3 棉花 幼苗 的 根 一 一 大 芙 叶 时 期 (itis IE CR RP OR Aa) 

个 根 系 深 入 士 内 ， 而 同时 其 葡 有 力 的 组 根 网 分 布 在 土壤 整个 肥沃 

耕作 层 内 获得 的 。 又 据 苏 联 耶 。 格 。 欧 西 波 娃 的 研究 :棉花 在 开花 

阶段 主要 根 牌 分布 在 土壤 5 一 30 厘米 深 处 ,在 行 间 的 发 展 距 离 ,为 

35 一 40 厘米 。 又 据 苏 联 史 特 伊 赫 尔 研 究 , 土壤 耕作 层 内 主根 上 所 

有 的 最 初 一 软 大 型 侧根 多 的 棉 株 和 车 答 多 。 根 据 施 珍 \ 涂 序 华 、 萧 妇 

俱 、 戚 昌 潮 (1954 一 1955) 在 江西 农学 院 研究 证 明 ,棉花 根系 的 最 初 

一 裕 大 型 侧根 数 受 栽培 条 件 的 影响 很 大 ， 直 径 大 于 3 毫米 的 第 一 

of 



甲 、 不 培土 禄 株 根 有 乙 、 培 二 粮 株 根深 
图 4 棉花 成 株 的 根 ( 一 ) Ci IZ RA A) 

甲 、 不 培土 稿 株 根系 Ly RAR iar 
图 5 棉花 成 株 的 根 ( 二 )( 施 珍 、 WR EP A) A. 

HAR HE LH cs RAAWAR Be 35.00% TIARSH CA 02 cs 26.32% se mee 
BSF 4 一 5)。 早 中 赫 的 占 27.50%, RAPEATIR A 12.50%, lA 
着 生 在 主根 周围 , 生长 良好 的 发 育成 四 个 行列 ,很 有 秩序 。 侧 根 
和 主根 成 直角 ， 后 渐 向 下 生长 ， 各 个 侧根 的 距离 ， 都 有 一 定 。 侧 “， we 
根 的 长 度 ， 一 般 不 超出 主根 的 长 度 ,在 有 利 的 条 件 下 有 时 可 达 1.5 
米 。 焕 花 整 个 根系 在 土 层 内 扩展 的 范围 ,看 环境 而 有 不 同 gw 
林 葛 特 报导 ,发 育 良好 的 可 达 9 一 11 ARES 有司 

根据 苏联 M. 里 道夫 芥 科研 究 , 棉 株 根 条 因 生活 条 件 不 同 , 河 
分 成 三 种 不 同类 型 : 只 具有 一 笔 直 主 根 的 根 属 第 一 类 型 ;在 耕作 和 

adl| 层 内 分 成 两 权 、 不 均匀 、 具 有 同一 根 数 一 次 根 的 棉 根 属 第 三 类 型 ， 
这 两 权 根 在 生理 学 上 其 价值 相同 ,可 以 互相 代 直 ;分 成 三 梳 的 粮 委 

| 属 第 三 类 型 ， 三 权 根 在 形态 学 和 生理 学 上 其 价值 是 相同 的 或 沽 不 
证 : 



多 是 相同 的 。 在 灰 钙 士 中 第 一 类 型 的 根 较 多 ， 在 湿 草原 士 中 几乎 

第 三 类 型 和 第 三 类 型 根 的 形成 。 根据 作者 观察 ,江西 农学 院 1957 
年 在 一 块 畦 特别 高 ， 和 并 进行 培 士 而 土壤 肥沃 的 棉田 中 发 现 多 权 根 

占 难 田 总 根 数 的 65.65% 之 多 。( 参 阅 图 6 ) 根据 作者 调查 ， 浙 江 

安民 有 “棉花 鸡 不 根 好 ”的 经 验 ,“ 鸡 爪 根 ”这 和 "最初 一 次 大 型 侧根 
多 ”的 与 "多 权 根 ”的 意义 相 一 致 ,这 方面 值得 作 进一步 的 研究 。 

乙 、 三 权 | «Boe 
yi : 

上 图 6 棉花 的 分 权 根 ( 鸡 爪 根 ) 

a 3 Ws Rian 

—, SNK RES 植 段 积累 而 成 。 最 初 由 顶 芽 子 

叶 和 胚 轴 形成 第 一 个 植 段 ,由 顶 芽 复 生 苯 和 美 叶 而 成 第 二 植 段 , 

PERE RARER. | 

5, HB 在 植 段 和 植 段 之 间 连 接 膨 大 处 。 生 叶 和 分 枝 的 地 方 

称 为 节 。 节 的 多 少 ,决定 植株 高 低 , 普 通 罗 20 至 30 节 ,也 有 更 多 的 。 

BMAD, 看 顶 菠 的 生长 情形 而 定 , 因 品 种 和 环境 而 有 很 大 差异 。 

” 妆 霜 雪 降 临 ， 顶 芽 破 杀 死 , 而 节 数 也 不 再 增加 。 节 间 的 长 度 , 在 近 

地 面 的 较 短 ,中 部 交 长 ,上 部 最 长 ,至 顶 梢 最 短 。 一 般 节 间 平 均 狗 

+3 蚌 米 ， 因 环境 不 同 而 有 很 大 差异 ， 在 弱 光 下 和 徒长 的 情形 时 

节 间 较 长 ,通常 节 间 长 的 成 熟 迟 , 节 间 短 的 成 熟 早 。 
三 、 蔡 的 高 度 ” 董 的 高 度 因 品 种 环境 、 尤 其 是 水 分 士 质 的 不 

sd 

没有 第 一 类 型 的 根 ,密植 及 播种 时 与 34 BF 、 



SS pa 

Petipers, —_* 6 el 

同 ,差异 很 大 。 在 一 年 生 棉 、 陆 地 棉 普通 狗 自 70 厘米 至 15 9K, 中 
棉 自 50 厘米 至 1.5 米 ， 海 岛 棉 有 高 至 3 米 的 。 在 多 年 生 棉 高 狗 
5 一 7 Ko 1958 年 山东 高 唐 县 灯塔 人 民 公 社 亩 产 15;972 市 斤 籽 棉 
的 高 额 丰 产 棉田 , 售 字 棉 15 号 棉 株 高 达 7 一 9 市 尺 。 站 

四 、 茎 的 直径 ” 茎 的 直径 , 因 品 种 环境 不 同 而 差异 很 大 ,普通 
6 1/4—-1 时 。 

五 、 董 的 颜色 ” 棉 鞋 的 颜色 因为 花 青 素 存在 与 否 而 不 同 。 大 
要 可 分 为 青 、 紫 两 型 。 在 幼苗 时 期 观察 比较 清楚 。 美 洲 棉 多 呈 紫 
色 , 邹 青 型 的 也 略 带 微 紫 ,亚洲 棉 则 紫 型 ， 青 型 及 中 间 型 等 各 执 都 
有 。 萤 色 除 品种 关系 外 , 受 环境 尤其 是 光 上 线 的 影响 也 很 天, tH 

”紫色 志 波 。 原 来 紫 蔡 的 棉花 从 它 攻 的 颜色 ， 可 以 识别 ' 攻 的 生长 是 

否 健康 和 正常 ,浙江 农民 有 “棉花 难 种 才 梗 薄 叶 大 肚 黄 ” 的 农 蓄 , 除 
“少时 大 肚 黄 "部 分 待 后 再 讨 葵 外 “和 红 梗 ”就 是 指 主攻 和 分 枝 的 颜 
色 要 呈 紫 条 色 , 柴 红 的 芝 色 标 诗 着 所 受 的 光照 是 充足 的 ,并 没有 巡 
到 郁 于 ,也 表明 棉 株 生长 正常 和 健康 ,这 必须 综合 做 好 各 种 农业 技 
术 ; 特 别 是 密度 适 当 、 施 肥 合理 ,排水 良好 、 整 枝 彻底 :二 :等 工作 方 
REISE AE’ ER, MMS, WATE MR, 有 的 棉花 茎 色 青 
TG WAAR SEAL CS, PRI ARAL | 

Ay EMER BEAEHAK, DHERKEM, ERA 
分 为 单 毛 和 星 毛 两 种 : 单 毛 直立 单 生 , 手 能 感觉 ; BEM BE, 
重生 平 伏 而 较 短 。 多 毛 之 棉 可 抗 叶 跳 虫 

2 mpc CAI Re 

—, HATER CEMENT RMR LE MESO 
BoD , AEE ea MSE (SEB eh EAS AL HOE CE — 2 AO SP EE 
yA MMO, GRISESR, ERIE, AEE.) 发 青 而 
成 。 通 常 主干 叶腋 冯 有 芽 两 个 :一 个 是 正 芽 , 也 称 主 芽 ， 在 叶腋 正 
中 主 千 的 叶柄 基部 ,直上 中 心 之 处 ; 另 一 个 傍 芽 ,也 称 副 芽 , 在 正 芽 
的 左 或 右 。 正 芽 一 般 发 育成 为 叶枝 ， 傍 芽 一 般 发 育成 为 果枝 。 通 
常 棉 株 下 部 正 芽 发 育 , 傍 芽 洲 伏 ， 通 常 在 6 一 9 节 产 生 一 个 至 几 个 

避 12 > 



”叶枝 ,上 部 傍 芽 发 育 ， 正 芽 潘 伏 ,在 徒长 情形 下 ， 上 部 的 正 芽 也 会 发 
至; 傍 们 小 伏 。 陆 地 棉 一 般 有 .12 一 16 个 有 效果 枝 ， 有 时 可 多 至 20 

一 30 个 以 上 ,大 狗 每 隔 3 天 可 出 现 一 个 新 果枝 ,果枝 上 每 出 现 一 个 
PMOL, WOK, LBM ARIS RCS OT 

BE, SW AUABRIA SEAS we ea LESH ELS MMH HFA, 
又 新 引进 的 品种 ， 有 时 也 有 多 生 叶 枝 的 颌 向 。 

枝 的 种 类 棉 的 分 枝 , 从 农艺 性 状 上 分 有 下 列 两 种 : 
1, 果枝 或 多 轴 枝 。 

2 时 枝 或 木 枝 ， 或 生长 枝 或 营养 枝 也 称 单 炳 枝 。 叶枝 实际 有 

ALOR EF BE HET AER, : 

a 能 育 叶枝 : 能 间接 结果 。 
果枝 和 叶枝 的 分 别 如 表 3 ,参天 图 7 。 

的 mn 

« 

丁 、 果 枝 (三 ) 成 、 果 枝 (四 ) 



R3 MERRAHRHRR (SWA2 RAS). 

和 tk 

来 源 | TEE EE ip Ey SEE Be A 

方式 | 除 生 叶子 外 ， ew A SR HAR 生 第 二 节 ， 划 须 由 花 
si \ 叶 被 或 小 果 

Rh) \ 再 分 生 小 叶枝 或 小 果枝 ,但 有 时 也 会 

习性 | 单 四 多 四 

形态 ;| mmm, meee | em 

生长 | piesa, Pet Mbt, TRE, TEE 则 枝 的 

雪 势 向 上 生长 ， 和 主干 ibe 2 aoe 主干 | ee Se J 
所 成 的 角度 较 小 ， 
狗 45" 上 下 

果 位 由 分 生 的 小 果枝 或 一 般 由 本 被 上 直接 生 果 , 生 有 小 分 枝 的 也 间接 
小 时 核 闻 接生 果 生 果 

am | 近乎 等 长 | aie, sre | 

BEA\AI=E REI], HK SEERA, PIA, MNFE REFER 

ARAB TRA ATE CARRE) ii Al 
| RARE CTT ITE, MPRA SRO , 
BRIG BR ZF A es EER) 

叶 序 

三 、 分 枝 和 株 态 由 于 分 枝 生长 情形 不 同 ,形成 种 种 株 态 ， 通 
常 可 分 下 烈 太 

Sy es iste ML 
2. 圆锥 形 或 塔 形 :下 部 分 枝 长 ,上 部 分 枝 渐 短 。 
3. 球形 也 称 苯 果树 型 :上 下 部 的 分 枝 较 得, 中 部 稍 长 。 
4. 丛生 型 :主干 载 短 ,下 部 叶枝 很 多 ,高 和 干 齐 ,成 一 蝴 形 。 
5. 极 果 棉 : 在 果枝 和 主干 之 间 , 着 生 极 果 ， 实 系 果枝 适 短 的 变 

态 ; 极 果 常 和 果枝 并 生 。 
6. 从 猪 型 :所 有 铃 集中 于 主干 左右 , 节 间 颇 短 。 
以 上 各 形 中 1、2、3 各 型 最 多 见 ，4、5、6 各 型 常 可 网 到。 
ALARA AS ILA Ch) ,一 般 锡 5 一 6 个 节 ,， 有 多 至 十 余 节 的 ， 

也 有 一 节 的 。 多 轴 果 枝 ， 各 节 间 有 长 、 中 、 和 的 分 别 。 根 据 

* 14 * 



We pice A a RS alia MI Oe uit iid Tia ll 了 
站 ar we | ‘ ly’ Wy ’ . 

at. a i 7 ‘ 

RALLomoke, (emia Ki ska m2 
| RAMA, fey AR SRK, ESR, BRRA 

| esas. APRTED MURR 这 两 种 果枝 的 发 到 
类 型 又 可 分 为 下 现 五 种 : (Sua 8—11) 

m3 90 图 9 steMreKI (=) 
are ELS 

8 棉花 的 株 型 (一 ) 

1. 雾 式 (有 限度 ) 类 型 ,果枝 只 有 一 个 节 间 ， 枝 头 密生 2 一 4 个 

棉 给 。 
2. 第 一 类 型 :果枝 的 节 间 短 , 棉 答 的 排列 其 密 。 

， 3. 第 二 类 型 :果枝 节 间 的 长 度 中 等 。 
4. 第 三 类 型 :果枝 的 节 间 长 。 

«ODS. 第 四 类 型 :果枝 的 节 闻 极 长 。 

果枝 节 间 长 度 除 品种 外 因 环境 不 同 而 有 很 大 差 腊 ， _ 般 在 弱 

光 和 徒长 情形 下 果 半 的 节 间 较 长 ， 据 苏 联 M. 别 治 马 索 夫 的 研究 

证 明 ， 营 养 元 素 的 量 以 及 旋 们 的 比率 对 形成 植株 的 珊 器 官 有 着 很 

大 的 影响 ,磷酸 盐 对 形成 植株 结构 的 作用 很 大 ,棉花 主 莹 在 正常 

准时 果枝 长 得 很 短 ， 棉 答 着 生 靠 近 主 葵 。 在 氮 过 多 或 磷 不 足 时 则 
形成 很 长 的 果枝 与 松散 的 植株 类 型 。 



本 、 短 果枝 类 型 一 108 中 友 、 株 型 扩张 一 一 283 
图 10 棉花 的 株 型 (三 ) 图 11 棉花 的 株 型 (四 ) 

四 、 分 枝 的 习性 

1. 单 生 和 并 生 : 普通 每 腋 单 生 一 枝 ,在 特殊 情形 下 , IESE 
芽 同 时 并 发 。 

2. 果枝 和 叶枝 的 比例 :有 下 烈 四 种 不 同形 式 : 
甲 、 叶 枝 少 ,果枝 多 。 

乙 、 侍 是 果枝 。 
两 、 叶 枝 多 ;果枝 少 。 
T. SEE, 
上 面 四 种 形式 中 ， 甲 乙 两 种 称 为 假 轴 型 ， 丙 丁 两 种 称 为 音 刺 

型 。 单 轴 型 的 果枝 ,着 生 节 次 较 高 ,成 熟 较 迟 ; 假 轴 型 的 果枝 ,着 生 
节 砍 较 低 ,成 熟 较 早 。 假 轴 型 ， 每 一 节 此 可 开花 和 结果, AY 

四 16 四 



本 

型 : 

许多 节 不 能 开花 结果 。 因 此 第 -一 个 果枝 ,着 生 僵 低 , 和 结果 剑 早 。 这 
种 性 能 , 可 以 遗传 给 后 代 , 凡 叶枝 越 少 , 第 一 个 果枝 着 生 越 低 、 越 早 

Mh (ESS REP ih TEs Th, KH th, A ti, PAA PES 

维 字 棉 等 品种 观察 ， 凡 是 第 一 果枝 着 生 越 低 的 出 苗 期 至 第 一 花 开 

放 的 日 数 也 越 少 。 

第 一 果 杖 着 生 高 度 是 按 果枝 生出 叶腋 位 置 的 节 数 (FA 

Bt) Me BEAT. Bl AF —FR BAL EE RS PST ARR SC AER A SS SR AR 

着 生 高 度 为 4 。 通 常 第 一 分 枝 着 生 节 次 ,最 低 须 隔 子叶 数 节 。 陆 

地 棉 第 一 果枝 普通 生 于 7 一 10 节 , 但 因 环境 不 同 而 差异 很 大 ,在 徒 

长 情形 下 ,第 一 外 高 。 

第 四 节 时 

一、 子叶 
， 棉 是 双子 叶 植 物 ， 故 具有 两 个 子叶 ， 在 发 菠 后 所 生 的 二 片子 

呼 , 顶 出 地 面 , 故 属于 地 上 子叶 。 子 叶 的 数目 ,正常 的 是 两 个 ,也 偶 
有 变态 ,为 二 个 子叶 或 三 个 及 四 个 子叶 的 。 但 其 叶脉 总 数 , 都 和 两 
圣 叶 的 总 数 相近 。 子 叶 初 出 子 壳 时 ，, 仍 带 扫 兴 形态 ， 如 环境 适宜 ， 
郎 完 全 平 放 分 开 。 

子叶 可 分 为 叶 身 和 叶柄 二 部 分 ,无 托 叶 ， 族 为 不 完全 时 。 子叶 
的 叶 身 有 网 状 叶 脉 , 主 脉 三 条 ,通常 脉 上 无 蜜 腺 , 惟 陆 地 棉 间或 有 
89, FEIT ERY A:, 在 中 棉 品 系 中 偶 有 子叶 间 苦 ( 即 两 子叶 所 隔 着 
生 的 距离 ) 颇 长 , 狗 三 毫米 至 四 毫米 。 

FH EAB AE. ANE, EPICS ABI. PERBIL 
iH (1937) 观察 , FFARR, 可 以 分 成 下 列 五 种 标准 模 

1. RATE: 外 和 糙 成 直线 ,或 微 癌 内 凹 ,而 内 移 中 部 , 略 向 里 弯 , 或 

成 直线 状 , 写 的 体形 成 兰 形 , 凡 陆 地 棉 及 柴 干 棉 , 都 属 此 类 。 

2 盾 圆 形 : 子叶 的 外 区 向 内 谢 曲 成 一 牛 圆 形 的 弧 线 ， 写 的 内 

‘AU, 微 疝 内 目 ， 致 子叶 的 全 体 成 一 牛 圆 形 , 凡 海 岛 棉 类 的 

志 及 棉 \ 巴 西 棉 和 南美 棉 等 , 均 属 此 类 。 

. 17 . 



3. DIE: 印度 草 棉 的 子叶 较 小 ， 其 外 和 粮 微 向 稣 西 状 成 一 
He IEE, THT PS ABT RI SLES HH, BT a BE, 

4. BIE: FOAMS ORS th, ed 
SSH, LNT, 致 整个 子叶 成 名状 形 , LARS 
属 此 类 。 

5. A: SPARSE RMR, RASA 
$i HUN Shh HH RL — BIE, BSH — AE, — PERL (Grrilolum) 
fo}, BN Be. : 

FOP ACH, tS in Ah FE, 据 更 JURE A, 长 狗 19.8 训 
米 , 寅 狗 45. 4 毫米 ; 印度 草 棉 长 网 17.5 OK, OH 34.2 ERS 

FRIES) 24.1 EK, FOK) 49.2 毫米 ; 陆地 棉 长 狗 27.6 毫 米 , RH 

53.7 Ko 

“子叶 的 颜色 ,普通 初出 士 时 为 小 黄色， 几 小 时 后 变 粮 色 ， 也 有 
黄色 、 紫 色 、 黄 绝 相 间 ( 斑 色 ) 各 种 。 陆 地 棉 成 夭 色 或 深 绿色 ， 中 棉 
成 油 缚 色 或 淡 炮 色 , BE HR RR, 叶肉 也 最 厚 , 印度 草 棉 成 浅 
PE, FH BCE ANE RE Ft AE AH LP 
iar 

=, Hy 
里 叶 是 完全 叶 ， 可 分 为 叶 身 、 叶 柄 、 托 叶 三 个 部 分 。 叶 身 复 可 

Bes BLA Hk, HER WAR, MTR PTA SA SE AG | 
A REM HK. 

1. 形态 : A+ ASRELBHAA, 通常 为 3 至 7 QR 
状 叶 最 多 。 陆 地 棉 多 3 一 5 BY, HBAS 5 一 7 BW, BRA PRA 
棉 。 洋 鸡 脚 棉 ( 秋 葵 叶 棉 ) 多 是 三 裂 。 幼 苗 最 初 发 生 的 第 一 、 二 片 
趴 时 、 或 第 三 、 四 叶 , 多 为 心脏 形 , 全 和 炮 或 缺 刻 极 少 。 主 葵 中 部 叶 最 

完全 ,在 分 枝 上 的 叶 裂 常 多 少 无 定 。 陆 地 棉 分 枝 的 叶 多 是 三 裂 , 主 ， 
Fi 

2 ATES, aL Bhi AS I) , Bi HEARS Be, 12 1/2 Bee ee, Be 
HRMS ER, 基部 不 收缩 , ATER; aR Se, 
38 Ay SP RAR IE, "E SEED AAU HT, IC Ab as A A 

* Lge 



上 9 Ae Ob tes ae 
WS 74 ‘ 

3 

Hrs EI, HEZY EVE, ZL K, WR SRR SE As A 
日 甚 深 , 女 片 甚 窗 。 中 裂片 反面 主 脉 , 距 脉 基 狗 1/5 地 位 有 蜜 腺 ， 
有 时 两 旁 主 脉 上 也 可 见 到 ,也 有 脉 上 全 无 蜜 腺 的 。 
2. 大 小 : 里 叶 叶 身 的 大 小 , 因 品 种 、 年 龄 、 位 贰 .生长 环境 而 有 

是 不同。 陆地 棉 长 狗 3 至 7 OY, WAY 2 时 至 5 时 。 中 棉 较 小 ,通常 主 
1 葵 中 部 的 叶 最 标准 , 顶 叶 较 小 ,叶枝 果枝 上 的 叶 志 主 茯 的 为 小 。 双 

叶 的 厚薄 不 等 , 有 和 组 答 很 厚 的 ,也 有 薄 如 纸 的 。 在 徒长 情形 下 , 叶 
RARE, Li RMR AR ER A 
明生 长 正 常 的 棉花 叶子 是 不 很 厚 的 ,叶子 很 厚 的 是 徒长 了 。 当 然 ， 

“时 的 厚薄 是 相对 的 ,也 因 品 种 不 同 而 有 差异 的 ,可 多 观察 正常 生长 
祝 吁 的 厚度 ,能 够 体验 到 怎样 是 棉 叶 的 适当 厚度 。 

， 3. 颜色: IRI PR IRR, RRR 
相间 ( 花 叶 ) 等 色 。 一 般 棉 叶 多 为 乡 色 ,红叶 的 如 红叶 美 棉 , 紫 干 棉 
及 浦东 紫花 棉 等 。 叶 色 有 时 和 葵 色 会 有 相关 ， 棉 叶 的 基部 有 紫红 
AM SAHRA. 徒长 的 棉花 叶 色 常 旦 浓 缘 。 根据 浙江 农 纱 
构 验 , 棉 叶 的 颜色 ' 近 看 要 呐 , 远 看 要 称 ”, 这 是 完全 对 的 , 因为 正 
常生 长 的 棉 叶 颜色 是 黄 乡 色 ( 缘 里 微 带 黄 ) 的 ,但 黄色 的 反光 弱 , 远 
处 看 不 十 分 明显 ,所 以 近 看 是 黄 (健康 的 篆 里 微 带 黄 ), OER, 

， 玫 明 这 块 棉 花生 长 正常 , 氮肥 适度 , WREBLACRH, RMA 
肥 赤 多 , 远 看 是 黄 表明 氮肥 不 足 或 其 他 不 良 条 件 如 和 遭 受 水 浸 ,或 病 
第 等 影响 。 — 

一 般 棉 株 老 薰 到 吐 架 以 后 , 棉 叶 的 颜色 渐渐 转 黄 ,这 是 一 种 正 
党 的 现象 ,相反 的 如 果 到 吐 架 以 后 , 棉 叶 还 是 很 篆 , 表 明 是 晚熟 了 ， 
上 面 所 说 浙江 农 芒 “村 梗 萍 叶 大 肚 黄 ” 的 “大 肚 黄 ”，“ 大 肚 ? 就 是 指 
棉 卿 吐 架 的 意思 , 这 时 叶 色 潮 转 黄 才 是 正常 。 

4. 叶 序 : :着 生 于 主 苍 的 叶 为 互生 ,其 排 烈 常 是 一 定 的 螺旋 式 ， 
可 用 分 数 法 表示 之 ,从 基部 第 一 叶 起 ,向 上 旋转 (左旋 或 右 旋 ) 至 一 
叶 正 与 基部 第 一 叶 成 二 直线 时 , 届 围 绕 主 干 三 明 , 而 其 间 叶 数 为 八 

” 叶 时 ， 则 其 叶 序 为 3/8。 陆 地 棉 叶 序 妇 为 3/8, 中 棉 的 叶 序 为 1/3， 

亦 有 2/5 与 5/13 者 。 叶 枝 的 叶 序 与 主干 同 , 但 常 多 不 规则 , JRE 

mL ve 



AD Fe Bp A THER LATCH ER. 

at 5. 托 叶 : - 托 叶 生 于 叶柄 基部 尖 而 长 , 狗 1 一 2 厘米 ， ABR, 

¥ id TR PERS ARS AMIR, be 

甲 、 子 叶 Gy iat 
| 图 12 棉花 的 时 

ii 6. 叶柄 : 叶柄 长 短 不 等 ,中 棉 狗 2 一 4 时 ,陆地 棉 狗 4 一 8 时 。 
7. 叶 枕 : 叶 枕 有 睡眠 运动 ,可 使 叶 身 转变 上 下 。 
又 叶柄 的 基部 , 生 有 一 层 觅 离 层 稻 胞 ， Bp ZIG, 受 外界 小 外 

上 的 力 , 朗 行 觅 高 。 

ea BREA: FP, AE, EASES € 
i et 随 品种 而 异 , BARRE PARAS. LER HKGERSS EM 
at FA, HESS EBSD, ESRC HY TH SE PE BB 

出 pa te 
FE SF RTE UNE ERE PIE, tS RE 

苞 叶 所 构成 微小 的 三 角形 雏 体 (花芽 ) ,如 把 小 苑 叶 张 开 ; 现 出 微小 
EDA MAKER. CFB, SDM 
序 而 成 花 。 花 的 最 外 层 为 苞 叶 , RE BD, BA WAM, 双 欢 为 雄 
苞 , 内 部 中 央 为 雌蕊 。 花 由 花 柄 着 生 于 果枝 ,与 叶 对 本, 二 果枝 上 
普通 可 有 6 一 8 花芽 , 每 芽 分 居 一 节 , 但 一 节 上 有 时 可 以 生 几 不 臣 
荐 ， 每 一 果枝 生出 花芽 20 余 个 井 能 成 给 。 花 将 花 的 各 部 分 形态 ， 
5p Ho : 

- 20 。 



一 、 枇 柄 “ 棉 为 单 花 腋生 , 每 花 有 一 花 柄 ,其 长 度 : 陆地 棉 狗 

自 五 分 至 一 寸 , 中 棉 狗 自 五 分 至 二 寸 定 。 中 棉花 栖 ， 过 组 而 长 ， 故 

Piitate a, Sole) P ;而 陆地 棉 的 花 柄 较 粗 而 短 , eI E, TA 

力 中 棉 不 如 陆地 棉 ; 抗 雨 力 陆地 棉 不 如 中 棉 , 向 上 的 棉 锥 ， 遇 雨 茂 

水 志 | 起 霉烂 。 花 柄 与 基部 连接 处 ,有 蜜 腺 , 称 苞 外 蜜 腺 , 略 呈 圆 形 ， 

只 美洲 棉 有 。 中 棉花 柄 较 圆 整 ,陆地 棉 则 具有 和 棱 角 。 
三 、 苞 叶 ，” 苞 叶 在 花 的 最 外 层 ,通常 为 三 片 , 中 棉 偶 有 二 片 者 ， 

Bir HEAR IE ALOT, RAE NES, SORT AL Za, AP SAE 

叶 ; 但 都 很 少见 。 苞 叶 的 形状 ,陆地 棉 苞 叶 为 心脏 形 , 长 大 于 宽 , 通 
常 刻 成 7 一 12 个 长 锐 尖 的 现 ， 此 的 长 大 于 实 的 三 倍 。 中 棉 的 苞 叶 
略 旦 三 角形 , 通常 长 大 于 宽 , SMEARS 347TH, AK 
很 步 大 于 寓 的 三 倍 。 海 岛 棉 苞 叶 为 心脏 形 , 近 平 长 寅 相等 ,通常 有 
10-15 个 尖锐 长 此， 其 长 大 于 袖 的 三 倍 以 上 ,区 叶 的 颜色 , 随 蔡 色 

而 异 , 有 称 ̀ 深 烁 、 微 柴 等 色 。 又 亚洲 棉 苞 时 基部 联合 ,美洲 棉 多 不 

联合 。 

由 萄 叶 对 棉 给 有 营养 作用 ， 作 者 研究 二 明 棉花 去 苞 叶 后 棉 色 的 
营养 受 影 响 , $5 AIRES 0.18 一 0.47 BE, AFG IEE 0.07 一 0.48 克 , 籽 

|: FRE 0.59 一 0.86 克 。 
三 、 墓 ” 墓 五 片 联合 成 一 募 管 ,如 标 状 ,标的 顶 上 有 波 边 或 五 

A 即 五 昔 片 的 遗 广 。 募 瑚 色 通常 为 绝 白 色 ,， 有 的 上 部 稍 去 红色 ， 
有 的 墓 部 至 为 条 色 。 莫 的 油 腺 很 显著 。 每 草 片 通常 有 脉 蒋 三 条， 
草 基 部 两 区 叶 之 间 , 有 蜜 腺 成 三 角形 , 计 三 枚 ,可 称 苞 内 蜜 腺 , 另 在 

莫 管 基部 的 里 面 ,有 花 内 蜜 腺 。 
四 、 花 冠 ” 由 五 花瓣 在 基部 连 合 而 成 子 房 上 位 的 花冠 。 花 因 有 

. 形 如 蚜 丰 ,或 牛 腿 形 ,或 三 角形 ,办 式 为 包 旋 式 , 方 向 逆转 ,同一 果枝 

上 ,有 右 旋 及 左旋 ( 右 片 在 左 片 之 下 , 则 为 右 旋 )。 花 辩 大 的 长 狗 盾 

YT REE DME TS, 藏 于 苞 叶 之 内 ， 花 办 颜色 有 白 蜜 ， 

淡 黄 ̀ 黄 、 柴 \ 红 。 陆 地 棉 为 白 密 色 (开花 狗 经 过 一 昼夜 , 变 为 不 鲜 
明 的 条 色 ， 再 变 为 藉 褐 色 而 腹 落 )， 海 岛 棉 多 为 黄色 ,中 棉 多 为 黄 

色 ， 间 有 白色 或 红色 。 花 办 基部 有 紫红 斑 或 无 ， 紫 煌 斑 整 块 或 分 

of 是 ie 



离 , PARAM, 花瓣 基部 多 有 紫红 斑 , HABIT, 海岛 棉花 办 基 
BR tS AT SE ABE , FEE LA CEE IB, EMER ROL RAE 

五 ER hE APAHER, Heke, SHE maa pat 
He (EDAE SRA PHA) 套 于 雌蕊 之 外 ， RHEE, BEB MR 
N, SHEED HEE, BERL AT A , HERS ATE ERR, TER 

， 乙 、 已 开 的 花 ( 用 手 扩张 后 的 状态 ) 

两 、 花 的 横断 面 村、 花 的 圾 剖面 一 一 已 去 区 叶 玉 及 
花冠 1 .柱头 ;2. MER; 3.76 
柱 ;4. (Ene; 5. 花柱 晰 落 的 地 
Hy; 6. FB; 7. 7658. FEM 

图 13 .棉花 的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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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MP MI, MRI AH, eR Be, BERS WPL 
Hh, MARE, PARES Hy MALE, 直径 自 108 至 135 微米 
RE, HEALED RAVE, HOE LER PB 
PRM WK, PHER, DARE KS ILS, HRA, Bi 

ida 80—90 hls 60 一 90 个 。 
| WES RES, HERE. FREI, 柱头 棍棒 

shy Ah Ne ay. BLE LENS, ERIE, ST 

BRIE, 柱头 的 毯 只 稍 分 , SHOE, HSA. HSE 
二 ,淡白 色 , 油 点 明显 ， 亦 有 不 显 的 。 柱 头 的 长 短 不 一 ,有 伸 出 于 雄 

巷 众 的 上 面 , 有 埋藏 于 雄蕊 从 的 里 面 。 柱 头面 生 有 许多 乳头 突起 ， 
可 以 分 泌 液 汁 ,其 作用 使 花粉 易于 附着 ,花柱 线形 为 自 子 房 延 伸 的 
竹 重 , 子 房 在 雄蕊 基 端 膨大 部 分 , 卵 轩 而 尖 , 为 复式 子 房 ,由 数 心 皮 
Pie 每 一 心 皮 将 来 郎 为 丛 的 一 办， 每 心 皮 有 -一 个 隔壁 ， 分 为 二 
PS, Amy RCS, RNS, FRED 3 一 5 室 , 每 室 生 

BRO: PHAR 5 一 11 粒 , 中 棉 自 6 一 17 粒 , 将 来 结果 ，, 成 为 
种 子 。 

BON HA 果 

蔓 果 也 有 称 为 棉 给 或 袖 桃 的 。 每 一 株 棉花 的 果 数 无 定 ， 因 品 
各 及 环境 而 差异 很 大 。 普通 陆地 棉 平 均 狗 有 成 熟 的 苦果 15 个 以 
BLAM RATTLE. 

。 项 果 的 各 部 分 分 列 如 下 : 
果 柄 
苞 叶 

ion es sna 
mn on EY AHR ERE ATE, tia 般 无 毛 ) 

eer 
—, 形状 ， 棉 果 多 椭圆 形 , Rast, BMC eeF A USP 

形 。 中 棉 基 部 较 平 , 近 三 角形 。 海 岛 棉 答 瘦 而 尖 长 ,陆地 棉 表 面 平 

e 23 « 



滑 无 凹 点 , 油 腺 深 埋 在 皮下 不 显 。 海 岛 棉 果 面 有 四 点 多 而 深 , 油 腊 
甚 显 ,在 表面 或 凹 点 底面 。 中 棉 果 面 有 凹 点 ; 较 小 ,加 腺 甚 显 ,在 表 
面 或 四 点 底面 。 

=, Be BRE, HRI, ARERR 
杂 GEAR) TERS B, BiH. PHS ER ERE. 

i Z, wixe(—) Pa, wIFE(—) T. BRS) 
(Ems) | 

图 1]4 t ay FH OR 

= Ab #BRHAEH 1 至 5 一 6 厘米 不 等 , 因 品 种 及 环境 

条 件 不 同 差异 很 大 ,以 陆地 棉 最 大 ， 长 自 10-25, A 1.2 一 

1.7509, 海岛 棉 次 之 ， 中 棉 又 砍 之 。 通 常 观 察 棉 果 天 小 ;以 每 斤 籽 

棉 果 数 表 示 。 陆地 棉 大 昔 的 ,每 磅 35 至 68 个 〈 合 每 市 厂 393 75 

个 )， 中 荫 69 一 80 〈 合 每 市 斤 76 至 88 个 ) ,小 萌 80 + (ATT 

89 个 ) 以 上 。 现 在 国内 推广 的 改良 棉 , TIT A 80 一 120 个 。 中 棉 

FW ETH TK) 150 个 至 200 个 ; HHH) 201 一 250 个 , AW 250 个 
Yk, PRK) (ASA) RR, Pleo FAR 15 

3 WB & HW 500—550 &, 1089 HAS HW 650—730 &, 

2H3 棉 为 280 一 360 克 。 棉 果 的 大 小 , 因 环境 条 件 不 同 而 差异 很 

大 ， 例 如 贷 字 棉 15 号 的 棉 果 一 般 狗 90 一 100 个 一 斤 , 但 1958 sei 

东 高 唐 县 灯塔 人 民 肥 社 雷 产 15,972 斤 籽 棉 的 高 额 丰 产 棉 田 的 晤 

字 棉 15 号 ,只 需 51.2 个 , 即 达 一 斤 。 

四 、 室 数 “” 棉 果 通 常 为 3--* 室 。 中 棉 多 为 3 室 , 问 有 2 “二 

室 、5 室 。 陆 地 棉 3 一 5 室 。 但 以 4 室 为 最 多 ,海岛 棉 多 为 3 室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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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有 4 室 。 中 棉 多 对 籽 棉 , 有 6\7、8 室 的 , 实 系 二 给 井 生 , 而 非 一 
给 。 双 一 室内 的 种 子 和 秆 蕉 ,组 成 好 棉 的 单位 , 称 为 棉 杜 。 每 靳 种 
子 , 中 棉 自 6 一 12 粒 ,陆地 棉 自 5 一 11 KL, FRR AR LOADS ， 

分 (包括 果 办 、 果 柄 、 划 与 苞 叶 ) , 称 为 莫 壳 或 验 壳 。 
五 、 茧 果 开 裂 程度 “” 棉 果 依 心 皮 背 颖 开裂, 称 包 背 分 裂 ,其 开 

敢 程 度 , 因 品种 及 环境 而 异 , 中 棉 开 殊 较 大 。 
苦果 开裂 与 抗 风 雨 性 有 关 。 通常 中 棉 开 裂 大 , 籽棉 的 抱 着 力 

弱 , 易 被 凤 吹 落 , 但 因 棉 答 下 集 不 向 上 ,雨水 可 以 从 狂 壳 外 流出 ,不 
致 证 入 籽棉 里 , 故 比 较 能 抗 雨 , 烂 锥 较 少 。 陆 地 棉 则 适得其反 ，, 铭 
正 仰 ,不易 被 风 吹 落 ;但 容易 藏 水, 有利 微 生物 的 发 育 而 发 生 烂 从 。 

pop RR Ff 

fh FBS ERS ES OE IAL EAE LER OT 
附着 在 胎 座 上 参差 不 齐 。 种 子 成 熟 时 , ASHER, 股 离 胎 座 ， 
变 在 室 的 中 央 。 也 有 一 室内 种 子 联 合成 一 必 形 块 状 的 。 

PETRIE, ERS ETE, BERTH, WADERS RR 
Pret, FE, RIG, HH 0.25—1.3 BK, 其 外 面 的 1/2 BRAK 

层 ， 非 常 坚 舰 ， 不 易 破 列 。 籽 帝 和 胚 之 问 为 珠 心 或 胚乳 轩 胞 的 遗 
«PARSER. MUONS aS RoR, + 

Hike HAT, AKRARAORBAHR, BBR WwW 
RS SHARES ASS. WHERS SRL. FRE 
BADBKX, CFEMMZL, HKARAHERHAF, MRE 
2 KAGE. HFA AAR, 顶部 有 子 柄 , 基部 脉 

CSEZABS AW, FHS SZ, ARMA, TH 
FATE, GAARA, ORBLE, SPIE, ESP 
,—WA— ih, — He AY, 

PRC Fh BK PS EB HERE EE REAR, ACRE SAMS PIAS, HA 
ZAG TREAT, PEC EH ARAL, BEAR LAR AA, 1B 
KARE, PH DSB LARAY. HEHE IEE HEP ARK RS 
Bit HEAR BORK ECAR 

a 29's 



种 子 的 颜色 , 无 短线 的 为 眶 褐色 或 些 黑 色 ， 有 短 莪 的 为 灰色 ，、 
淡 缘 色 、 褐 色 或 深 神色 。 未 熟 的 种 子 为 氏 色 、 黄 色 或 痰 棕色 。 

种 子 大 小 因 品 种 而 异 , 粒 长 网 1/4 一 1/2 NY, “RARER, SR 

表示 种 子 大 小 ,计算 其 籽 指 表示 之 。 陆 地 棉 指 籽 大 小 可 分 筋 三 种 : 
每 百 粒 重 在 13 HOLM WAKE; 10 一 13 BAH; 10 BE 
的 为 小 好。 中 棉 普 通 约 6 一 9 UE, HE 10 BLL LAAT RAK. 

双 如 以 每 市 斤 种 籽 数 计算 ， 则 陆地 棉 狗 3,500 NE 5,000 粒 ， 
中 棉 狗 6,000 粒 至 9,000 粒 。 

棉籽 大 的 各 内 养分 多 ， 幼 苗 生长 好 ， 且 籽 大 和 移 天 常 成 正 相 
关 , 小 籽 的 发 芽 较 快 。 

rm, ESKER “每 室 自 1 一 17 粒 不 等 ， 中 棉 自 6 一 17 粒 ,陆地 
ABEL 5 一 11 粒 。 一 室内 种 籽 通 常 为 各 自分 离 , 但 有 时 为 双 籽 ,或 联 
合 而 成 整 块 的 。 

BID HE 

—, SHEFEIR AMAT HEdh RRO Re RE TOR, Se 
4 MI, CESS en HSH, DUS BR, Kak, Se 
HOAPAHRNOEEAR, 好 象 救火 机 的 布 管 , 管 的 两 边 较 厚 ; BORED 
之 故 ,在 近 棉 籽 的 一 端 ;直径 略 组 ,中 部 直径 都 差不多 ,到 近 尖 端 四 ， 
分 之 一 处 , 亦 渐 竹 。 

双 未 成 熟 的 寻 维 ,切面 很 溥 ;无 拟 曲 ,其 易 断 ， 牢 成 熟 的 秆 维 变 

成 螺旋 形 ,但 转 数 较 少 ,其 切面 和 水 有 厚度 。 成 熟 的 灶 准 ,有 所 曲 , 但 

方向 不 同 ( 朗 成 不 同方 向 的 螺旋 形 ), 切面 有 厚度 , 珊 力 强 。 示 成熟 ， 

之 轩 蕉 , 称 为 焉 棉 ,无 息 炒 价值 , 徒 增 废 炒 成 份 。 定 成 落 的 灶 蕉 ;多 
由 干旱 及 虫 才 等 所 引起 的 不 正常 早 娄 所 致 ,也 不 适 于 乱 炒 之 用 。 

=, Hiei DOME JR Re: 
1. 线 皮 或 外 层 : 即 普通 所 称 角质 层 或 蜡 层 ， 内 含 角 质 、 胶 质 、 

脂肪 和 其 他 祭 未 狂 定 物质 的 混合 物 。 
2. 半 蕉 素 外 层 : ABB a DAT ANA, CB 

胞 原始 的 胞 膜 。 
es 26 。， 



wey Te Fe 

a 
_ 4% Aig ( 25—30 B, Ra bet 100 左右 。) 

3. PRERRIE: 这 层 几 为 纯 维 素 层 ， 绒 人 壁 中 有 许多 同心 层 的 

eS 

面 四 、 同 一 部 分 棉 轩 维 在 不 同 光 下 的 
三 种 形 景 

Gy Heer MERI 

PS, Hear MERU RE ~ 

a 图 15 ” 棉 轩 维 在 显微镜 下 的 形态 

.4. ABBE. 秆 维 中 心 的 空 腔 有 螺旋 式 机 构 的 内 壁 环 和 绕 之 。 

beh: 内 售 氮 素 物 盾 , 无 一 定 构造 。 

PED AR HEN ERA AER 85% ， 蜡 质 2% ， 其 他 物 

盾 13 多 《 如 水 分 及 无 一 定 构造 的 氮 素 物质 、 色 素 等 )。 
三 、 秆 和 维 长 度 _ 棉 和 奸 维 的 长 度 狗 自 3/4 时 至 2 妈 ' 时 ， 因 品种 

不 同 ,， 也 受 环 境 影响 。 海 岛 棉 最 长 在 50 毫米 以 上 , BH 300 支 以 

正 竹 纱 ,陆地 棉 轩 维 长 度 中 等 ,网 自 26 一 35 训 米 , 能 纺 32 一 60 & HM 

, WP 15 号 的 秆 维 长 度 为 DENA. PHT HE 短 狗 为 

23 毫米 左右 , 仅 能 纺 20 支 以 下 粗 纱 。 棉 娃 维 长 度 为 决定 棉花 品 
， 盾 的 重要 因子 , 凡 娃 维 意 长 , 纺 纱 支 数 和合 多 (每 纺 一 锭 纱 长 840 码 ， 
称 为 一 支 ,每 磅 棉花 ,能 息 若 干 个 840 码 , 郎 称 若 干支 )。 314 LI 
PAIR BEA 16 支 以 下 粗 纱 ,1 叶 的 可 和 钼 32 支 纱 ，1 汉 时 的 可 息 60 

支 儿 纱 ,2 时 的 可 和 纺 300 支 外 纱 。 
° 27 。 



LET HE KG FE hE SSF ,否则 弹 花 及 经 过 梳 花 机 时 ,其 太 短 的 必 

RPE, KM ROT, Ant ete ER, AETHER BRA A 

的 棉籽 上 有 差异 外 ,就 是 同一 好 上 ，, 也 不 一 致 。 陆 地 棉籽 失 上 的 灶 

WEG, FIR LATHER, BHR POA AHEK. FERS 

Bh» 52 AEG Mi BARA, , HOPE AY FEE ZS AT ME GBS, FES IN 

Ay 7S Te) Gt BS, ESE OK ARF) , SIE RS EASES. 

. OEE (okie Et RA) 

WHEN WERK, RENRBROUR PRR MRA ER 

FBLA AT HEN TEE, FE GK RR AB. EV THEA , SET BE 

常 小 , BAG, HER HEMT, EH) 0.000647 时 ,陆地 棉 次 之 。 

例如 ， 爱 字 棉 为 0.000798 0S, PHBH, Plim, HETERHA 

0.001003 8}, 轩 维 角度 也 可 以 公制 支 数 表示 , 公制 支 数 是 1 公斤 

THES BHM BRE KEYRA AM), Bl 1 ree HER 

ZEKK EBD 5,000—7,000 ,例如 苏联 的 108 由 棉 的 公制 支 数 为 

5,500, 2H3 Ft 7,500 。 

Hy PAH GA RK PR HA) ) 

aT HEFESOL, MAPA, 内 璧 沉 积 不 平均 , 故 厚 薄 不 一 ;和 致 起 

PRT PAIN RRP RRA RRR, 有 密切 关系 ， 

BEET PAPER HEMRER S HAAR AS , HI RAID, RHI 
LS, WAKS 

ae 38 HF EME BA th Hx, FS #) 100 一 300 4h, ER ARPA he Se, FE 

ny #4) 240—360 转 上 下 ， 陆 地 RK) 140 一 240 转 上 下 ， 中 棉 狗 
70 一 80 转 。 

太 、 续 力 (强度 和 拉力 ) A 
adh 7 9 PEATE DL TTS 7 5 — A FS aH (SE) Ber, 

—/h HEC 100 根 左 右 ) 用 测 力 计 测 定 其 破裂 断 时 所 需 的 力 ， 再 换算 
39 — AB EE RIZE S59 ZU RT, AR EER 7 5S, MOOR HE 
Bay EGS, HO NGRGS, FERED TAMER Re TER 
WE CYTE SE HR RD AY IE EA Ze AT, EY BR 7 BE AD FA PR 
FE 30% « HER HAT HERR HH 4 一 7 FE, br HAR HK) 4 一 11 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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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一 10 克 。 MME HERR, 虽 粗 的 比 细 的 强 , (RIG, Mand 

”上 比 粗 的 强 。 因 为 同一 支 纱 ,横断 面 内 所 含 的 畦 维 根 数 , 和 轩 维 纺 成 

的 较 多 ,同时 秀 轩 和 维 互相 接触 面 大 , 抱 合 紧密 。 为 了 观测 轩 维 细 度 
和 吾 力 的 综合 品质 ,可 用 公制 支 数 乘 断裂 强力 所 得 的 积 , 朗 断 裂 长 
JE (FOR) FAR BK EL 26 以 上 为 好 。 

七 、 坎 度 “ 棉 轩 维 有 细软 性 、 粗 糙 性 之 分 。 如 海岛 棉 细 坎 如 
灶 ; 申 棉 中 孝感 长 荆 棉 也 为 租 软 性 , 印度 的 赛 羊毛 棉 和 我 国 的 余姚 
棉 ( 中 棉 )， 都 是 粗糙 性 。 

有 从 、 颜 色 及 光泽 “” 棉 纤 维 的 颜色 ,普通 为 密 色 白色。 白色 又 
A FL REEL, OL TRE RE 

BEAM ARE XHTARM EE. 因为 灶 维 内 
PRB, BORO PE. MURUSTHESE TE 

h, KP KPREKWE SR RE BE, DUALS 
BD HER , WHERE SD, FEFERER SD, RA TE 
未 必 高 ,通常 籽 小 的 衣 分 高 。 普 通 衣 分 锡 自 30-40%, 陆地 棉 比 
PPAR a , 但 也 有 高 衣 分 的 ,例如 贷 字 棉 15 号 的 衣 分 为 37 一 41%。 
十 、 衣 指 ， 衣 指 是 一 百 粒 籽棉 所 出 辜 花 之 重 , 衣 指 高 , 则 籽 上 

的 灶 维 多 ,普通 衣 指 狗 3 一 7 克 。 
十 一 、 短 线 ” 短 和 绒 是 棉籽 的 第 二 层 独立 的 外 衣 ， 比 轩 维 粗 两 

fie, 其 重量 兔 等 于 籽棉 的 1 一 2.5%6 ,通常 种 籽 有 短线 的 称 为 毛 籽 ， 
无 短 荆 的 称 为 光 籽 。 有 许多 品种 ， 虽 称 光 籽 ， 但 在 籽 的 一 端 或 两 
ii Pris GRE. 

le SAR Bh A A SR 但 也 偶 有 无 短 芒 的 ， 中 棉 和 海岛 
棉 则 或 有 或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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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 分 类 和 品种 
第 一 节 ， 棉 属 的 通 性 

棉花 属 木棉 科 (Bombacacae), ACH Wt (Hibisceae), #8 
(Gossypium) , Af, B BESO : | 

—, fi A—-EAPHEA, BYE), ORR 

角 多 毛 , 有 毛 或 光滑 ， 分 村 有 : As i 
Ft Sei A RE 

=. HAG, Ce, FORE, 附着 于 果枝 上 , 萄 叶 三 片 ， 
常 为 叶 状 ,一 般 不 凋落 ,也 有 极 少数 凋落 的 ,有 时 苞 时 小 或 极 小 。 
凋落 者 极 少 。 暮 片 标 状 , 截 形 , 有 波 边 或 五 角 尖 。 雄 蕊 数 极 多 ,其 花 、 
苇 下 部 连 成 一 管 , 上 部 则 分 散 , 带 有 一 室 的 花 莉 ,花柱 有 毯 角 或 沟 ， 
顶部 一 般 不 分 义 也 有 很 少数 分 权 的 , 子 房 三 至 五 室 , BAW. 
脆 。 依 心 皮 沿 背 颖 开裂 的 茧 果 ， 每 室 种 子 数 不 定 。 种 子 上 彼 有 一 
ROE AMM KE, FARMS KSEE, 

三 、 叶 全 称 或 3 一 9 BW, 

第 二 节 ， 棉 属 的 分 类 

棉花 的 分 类 方法 很 多 ,这 里 介绍 马尔 (Macusr) 及 都 朗 德 (S，C. 

aia 的 分 类 方法 如 次 : 

一 、 马 尔 的 分 类 法 

I， 介 世界 棉 具 有 13 对 染色 体 的 。 

1. WEP AR CAR A AZM BE HRD eee G. arboreum L. 

23 FEV ARS CSA) «++ PG. herbaceum ‘L. | 

Il. 新 世界 棉 具 有 26 对 染色 体 的 。 

1. 陆地 棉 ( 中 美洲 棉 ) core G. hirsutum L. 

es。 30 * 



Sy 
4 

eat 

y 海岛 棉 ( 南 美洲 棉 )…… Reads G. barbadense L. 

Pe cre a 
第 一 类 染色 体 26 个 的 (单元 时 期 ) 

甲 、 新 世界 栽培 棉 

(了 1 陆地 棉 «CG. hirsutum Linn.) 

(2) 紫 干 棉 CG. 0 Poir) 

(3) 28 RA oni AR OCG. barbadense Linn.) 

乙 、 波 利 尼 西 亚 野 生 棉 
(1) SBE CG. tomentosum Nutt.) , 7" 52 UBS 2 I 0 

(2) Ba (G. taitense Parl), F*>#ERBE. 

第 二 类 染色 体 13 个 的 (单元 时 期 )， 
FA (AE RAR 

(1 亚洲 棉 中 棉 ; 或 称 木棉 (G. ardoreum 工 .) 原 产 亚洲 
《2) 非 洲 棉 人 ( 草 棉 ) (CG. herbaceum 工 .)， 产 于 非洲 及 亚洲 

西部 。 

忆 、 旧 世界 野生 棉 

(1) G. stockssii M. Mast, 产 于 阿拉 伯 。 

两 、 新 世界 野生 棉 
(1) G. .daoidsoziz Kall, 

(2) G. lanceoeforme Miers (=Thurberia thespesioides A, 

Gray). 

丁 、 澳 洲 野生 棉 
mae) G. sturtii F. V. M., 

Ba ”重要 栽培 棉 种 的 性 状 
重要 的 栽培 棉 种 为 亚洲 棉 ( 中 棉 及 印度 棉 ) ,非洲 棉 ( 草 棉 ) , 陆 

” 引 术 及 海岛 棉 四 种 ， 这 里 根据 郝 钦 生 (Hutchinson) 的 棉 属 分 类 法 
介 略 他 个 的 性 状 妈 次 : 

一 、 亚 洲 棉 (中 棉 及 印度 棉 ) 

1. BELEK, 分 枝 很 多 , 高 达 二 米 ; 或 一 年 生 小 灌木 ,有 少 

3 



名 

| 

f 

i 

: 
4 

一 2 

一 ~ 一 一 了 一 一 一 一 sn ee ee gr 

° 

数 叶 枝 或 无 ,高 50 厘米 至 1.5 米 。 MARIE, ATO » ob BEACH 

外 和 破 极 薄 毛 或 多 毛 。 果 枝 有 二 EGS Bo 

图 16 亚洲 棉 ( 中 杭 , 印 度 棉 ,木棉 ) 一 ) = 17- 亚洲 棉 (二 ) 一 “ 百 万 术 

2. 叶 分 5 一 7 BA, Bish 2/3 一 4/5， 在 绚 缺 处 常 有 附 生 的 小 
BU BUT KA IE, BIE, Se SEAR AA. HE, 或 
BA TE , VAY ‘ 

3. I+ RTE GE REN Ohi , 略 成 三 角形 , MIAH, 

公称 ,或 在 近 顶 部 分 有 3 或 4 个 粗 齿 ,此 长 很 少 大 于 寅 的 三 倍 。 
EK, PATE TER ERMA, MSAD 

5. WRK, AS Mell APA EAR, 通常 3 室 , 4 ATR 
少 ,成 熟 时 开裂 其 大, 裂 竹 上 无 毛 。 

6. 每 室 有 种 子 6 一 17 8, HEARERS, BRAK 
He AT SUT AE ATR PTET HERD 

二 、 非 洲 棉 ( 草 棉 ) 
1. 小 灌木 ,高 1 一 1.5 米 ; 有 少数 叶枝 或 无 茎 粗壮 ， 小 枝 及 叶 

常 被 稀 毛 , 光 滑 的 很 少 ,果枝 节 数 很 多 。 
2. 叶 通常 局 平 ,有 3 一 7 BL, Bie 1/2, BLP OPTE, ELE 

形 , 通常 在 基部 仅 稍 有 收缩 ,在 绚 片 间 无 附 生 裂 片 , 托 叶 小 ， 条 长 ， 
凋落 。 

ke ATE Dea 6 一 8 个 宽 三 角形 的 句 齿 。 

. 32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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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ERS EE LATER TERME ESM, TENE IE HOR 
少 。 

5. BRAT. AEA AYR, Bx, K2.0—-3.5 BK A 

光滑 ,或 有 极 小 凹 点 ,有 少数 油 腺 ， 三 或 四 室 ， 成 熟 时 通常 开裂 其 
小 ;型 终 上 无 毛 。 

”图 18， 非洲 棉 ( 章 析 )( 一 ) 图 19 ”非洲 棉 (一 ) 一 “印度 坎 字 棉 

6. 每 室 种 子 数 在 十 粒 以 下 ,种 子 瞬 常 彼 有 毛 工 一 层 ,长 灶 稚 
BES, OAT ENSHE , 

三 、 陆 地 棉 (中 美洲 棉 ) 
1. 株 体 小 ,一 年 生 小 灌木 ,高 ! 一 1.5 米 ， 叶枝 少 KR, BR 

eas &, ARB Heth BBE, 果枝 节 数 很 多 ， 也 有 只 一 
节 的 。 

”2. 叶 大 ,心脏 形 , 3 一 5 裂 , 绚 缺 支 或 较 波 〈 在 极 少 种 型 中 绚 缺 ， 
415; 列 片 矛头 形 锅 尖 或 矛 尖 钢 的 极 少 ), 裂 片 寅 三 角形 , 钢 尖 ,不 收 
$a Shh, FRADE WU BI, BARE OIE, HOS A 
形 , 寅 小 于 四 毫米 ,长 狗 十 毫米 ,凋落 。 

3. 区 叶 长 大 于 袖 , 心 脏 形 ,通常 刻 成 7 一 12 FEMA, K 
大 于 宽 的 三 倍 。 

“生花 大 ,花冠 开展 大 ,通常 较 苞 叶 为 长 ,雄蕊 管 短 ,着 生花 策 排 
烈 稀疏 ,上 部 花 穆 直 伸 ,通常 较 下 部 的 为 长 ,柱头 通常 联合 ,顶端 列 
开 的 极 少 , 近 于 分 开 或 散 开 。 

e 33 ee 



5. HRA, 圆 形 ,在 光滑 的 表面 下 , BRERA, 3 一 5 
SS ,型 终 上 无 毛 。 

6. 每 室 通 常 有 种 子 5 一 11 KL, FRAUD HE, 常 有 一 种 导 
Fi. 

图 20 ”陆地 棉 (一 ) 图 21 ”陆地 棉 ( 二 ) 一 一 康 字 杭 

四 、 海 岛 棉 (南美 洲 棉 ) 
1. 多 年 生 灌木 ,或 一 年 生 小 灌木 ,高 1 一 3 米 。 

i) 2. 有 少数 或 许多 粗壮 直 伸 的 叶枝 ,小 枝 及 嫩 叶 , 自 完 至 光滑 至 ， 
外 密 彼 灰色 长 毛 , 果 枝 节 数 很 多 ,也 有 只 有 一 节 的 。 

3! Mb 3 一 5 Be, Wk? /3, KW, BER, 基部 稍 有 收 纵 ， 48 
Bub ih PIE, AH KLAEH, BA TERT 凋落 早 或 可 存 

ia 留 相当 时 期 。 
4. 苞 叶 近乎 长 宽 相 等 , 心脏 形 ， 通 常 有 十 至 十 五 个 鲍 失 长 次 ， 

» 34% 



其 长 大 于 宽 之 三 倍 以 上 。 
2 5. 花 大 通常 较 大 于 苞 叶 , 花冠 开展 不 大 , 形成 狭长 之 管 ,雄蕊 
EK, ATES, TEPER, BATE L, TERK EIS, 

-柱头 直至 顶部 仍 相 连 合 ,如 在 顶部 裂 开 ,也 不 散 展 。 
6. 苦果 通常 大 (长 3.5 一 6 厘米 ) ,小 的 极 少 ,通常 三 室 , 有 时 四 

室 ;, 基 部 寅 ,通常 渐 尖 ;而 成 尖顶 ,有 时 有 显明 之 悄 , 面 部 粗糙 ,在 上 
点 内 有 泪腺 ,近乎 光滑 的 极 少 , 裂 笑 上 无 毛 。 

7. 每 室 通 常 有 种 子 五 至 八 粒 ,种 子 分 离 , 外 秆 组 密 而 分 布 均 多 
的 奖 灶 维 ,长 炸 维 之 下 ,或 有 短线 ,或 在 一 或 两 端 有 短线 ,或 公 无 短 

-图 22 & te(—) 图 23 & 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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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we =)—awAM 

PHEE: GEBUAR ARAN DEMERS WI, MERE, RR 
小 和 形状 。 

第 四 节 ， 中 国 的 重要 栽培 棉 种 和 品种 

中 国 的 重要 栽培 棉 种 分 布 及 品种 分 述 如 雁 : 

一 、 亚 洲 棉 (中 棉 ) 包括 普通 中 棉 及 鸡 脚 棉 ， 在 我 国 栽培 历 

史 悠 久 , 过 去 分 布 逼 及 全 国 , 主 要 产地 为 江苏 浙江 及 中 东 , 种 性 很 

复杂 , 移 地 栽培 常 有 不 和 良 反应 。 较 著名 的 品种 有 青 戎 鸡 脚 棉 , 百 万 

棉 , 江 阴 白 籽棉 ,孝感 长 线 棉 ,天 凑 花 ,小 白花 ,常德 铁 籽 棉 等 ,但 亚 

洲 棉 在 我 国 栽培 的 已 很 少 。 为 陆地 棉 所 代替 。 

一 、 陆 地 棉 “1896 RIERA, RRR, 种 
性 较 中 棉 为 单纯 ,适应 范围 也 较 大 。 可 分 两 类 ,一 为 退化 洋 棉 ，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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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BAB wie RAS STE PERT 

特 征 

品种 分 布 

TF — hy A, |9o 58 (A 形 ,| 灰 白色 ,| 29a | 38—41 | 分 布 在 长 江 
15 缺 Bh 较 20 一 | 每 斤 种 子 BBP Be, 

深 , 叶 色 [100 Agsar!5 000K, 棉 区 ， 
。 1257 年 已 达 

4,000 万 亩 
以 上 。 

时 本 述 Vie Hm Be, |o Be a wi 估 ,| Hee | 27—29 | 35—38 | 分机 河北 
, WU. AH, 

毫米 河南 等 地 。 

,1__ | 35—38 | 分 布 山东 
16 省 ,中南 , 胶 
| A 

1 —nyf 8 

ET 
asia SH, 1948 

年 湖南 演 湖 
亦 有 推广， 
PACA 
少量 示范 。 

2628 33 FE BR PG HE 

Sf | | ee fe 

TE By a HE 广 

一 | 一 一 |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每 | 26_27 | 31_ 32 在 新 疆 甘 肃 
is 

J -一 一 -| 一 -| 一 | 一 -一 

38 毫 米 | 28 一 31 | 在 新 疆 吐 策 
Pit To 

BREE: AEB In ct PR SRE A SS AYE 4A LS, 

江浦 8 号 ,华北 553 ,徐州 209 等 。 



称 小 洋 花 , 为 早年 输入 的 全 字 棉 、 股 字 棉 、 受 字 棉 等 退化 而 成 , 现 
在 几 已 全 部 淘汰 。 一 为 改 息 棉 ,是 1935 年 以 后 输 苑 的 重要 品种 ， 
贷 字 棉 15 号 、 斯 字 棉 2B、 斯 字 棉 5A、 鸡 脚 德 字 棉 、517 号 108 中 

及 611B dB 等 群 如 表 3 。 

三 、 非 洲 棉 ( 草 棉 ) Oe TROT ENR MLE | 
itt, EKG HB hE, RR 

1, MB ES IK PARA EBRE, KEHS 
年 生性 ， CLR RREUAR, DUS, 近年 由 苏联 引进 
283 在 新 疆 吐 重 香 栽种 获得 初步 成 功 。 

现在 我 国 推广 改良 棉 面积 由 1949 年 的 400 多 万 雷 ， 扩 大 到 
1957 年 的 8,157 万 亩 ,良种 面积 占 播种 面积 95 匈 ， 其 中 售 字 棉 15 

号 面积 最 广 , 1957 年 达 3,441 DH, A RAR 42.6%, 

我 国 目前 推广 的 主要 棉花 品种 特征 及 分 布 如 表 4 世 列 。 

es 38 。 

牛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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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棉花 的 生长 发 育 

第 一 节 ”棉花 的 生长 期 

棉花 自发 伞 至 成 熟 所 需 的 日 数 ， 因 品种 和 自然 环境 与 栽培 打 

件 而 有 很 大 差 腊 , 狗 自 110 天 至 190 天 不 等 ,陆地 棉 狗 为 160 一 180 

天 ,区 举 一 例如 表 5。 

RS MOAR Sts 15 号 、 江 西南 岛 ) 

发 育 时 其 H m | Rw 
播种 一 -出苗 17/4—25/4 8 
HY ik¥ —— Se 26/4— 5/6 42 
Fi — Frit 6/6—29/6 24 

开花 一 一 吐 架 30/6—15/8 47 

吐 架 一 -未 期 16/6—17/10 63 
BAB 17/4—17/10 184 

棉花 的 主要 发 育 时 期 为 发 芽 , AR ot, ee, ZR 

为 这 棉田 已 进入 新 的 发 育 时 期 。 

Bp Ke Ff 

RR FE ESE FB SY FKP FPR ASE, AR SEE 

Fe, SpA fe) FP Ais, Ah, A SF a) _ i , FEBS, RED TAR SO, 

a HEL, FFE BH LAR, PHASE, FHA, He 

淡 黄 色 变 为 委 色 ， 上 发 生 叶 的 作用 而 成 幼苗 。 棉 子 自 播种 至 发 伞 所 

需 时 间 因 品种 和 环境 而 异 ,普通 移 5 一 10 日 ,多 时 可 达 30 A, got 

于 无 水 ,有 时 在 土 中 两 月 , 倚 能 发 菠 。 中 棉 种 子 比 陆地 棉 种 子 发 菠 

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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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S BER RMB, Yt Hae iB 
度 不 低 于 10°C it, APS AO ED RERE A SE, MAREE, PR SE 
后 迅速 的 发 育 出 土 ， 也 和 温度 高 低 有 密切 关系 。 很 据 李 森 科 和 苏 
联 其 他 学 者 的 研究 ,棉花 种 子 发 薄 需 要 一 定 的 积温 , 一 般 为 84"C。 

棉 子 播种 后 已 吸水 泪 涨 , 因 低 温 而 迟 不 出 苗 时 , 由 于 湾 伏 生活 
状态 下 的 植物 有 机 体 抵抗 力 较 弱 ， 容 易 遭 受 微生物 侵害 。 因 此 播 
种 温度 一 般 不 宜 低 于 12°O, 同时 能 稳定 .上 升 。 保 证 粮 子 发 伸 后 能 
AW, HRB ER SAK, 4 oka be 
AS FR, 因子 面 有 蜡 质 ,吸水 很 慢 , 热 天 暴雨 都 可 促 
UES, (BKM AK AVE, AR AS. Se 
过 分 干燥 时, AF-S RSE, 汪汪 的 种 汪 生生 
会 未 失 生活 力 。 

棉花 种 子 的 发 芽 比 其 他 作物 需要 较 多 的 氧气 ， 据 候 托 享 Wy 
(Hutohins) 研究 棉 子 仁 比 玉米 粒 含油 分 率 罗 8 倍 , 含 蛋白 质 率 多 5 
倍 , 因 为 要 把 这 些 物质 转变 为 简单 化 合 物 ,需要 较 多 的 氧气 , 所 以 
棉 子 发 芽 要 有 充足 的 空气 。 当 种 子 周 围 水 分 过 多 而 不 能 接 俘 空气 
时 , 则 虽 温 度 水 分 充足 , 仍 不 能 发 全 , 复 盖 在 棉 子 芋 面 的 主 层 ,适当 
的 疏松 ,使 空气 容易 进入 土 中 ,是 有 利于 发 昔 的 。 士 壤 性 质 对 棉 苗 
出 土 有 很 大 关系 ,如 复 土 过 厚 或 播种 过 深 , 以 及 雨 后 地 面板 和 精 Se 
帝 ) 都 足以 妨碍 幼苗 的 出 土 。 Py 

ey kM UR EK, 
Hii ta 0 Hh AH EBB oe a EH AT SR, Pa TASF- ” 

a 

REAR AE IG BE AE SE BLS — FL BRO Te AE , SEAT SF USES 

bébK, Fte 4 BS bE Wot, DUS AE ARS Sh 
常 出 苗 后 , 狗 5 一 10 KH— Hat, WT Aa AEH, ie 
度 高 低 加 速 或 迟 绥 。 天 气 阴 冷 或 棉田 管理 不 好 ， 则 叶 和 分 枝 生 得 
RE, Loy war LAA CASE) A oe Seat Say A eee 
ae ai 5 EI, ER PIL LAK, 如 果 环 境 条 件 飞 不 良 》 过 去 

洲 伏 状态 的 叶 芽 ,立刻 开始 生长 ,生出 许多 叶枝 ,形成 徒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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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兴 先 、 许 乃 章 研究 (1951) 棉 主攻 的 生长 普通 在 开花 始 期 (多 
6 AP 2 7 月 初 ) 速 度 这 最 快 ,在 这 以 前 速度 率 递增 ,在 这 以 后 速 
度 牵 递减 ,至 开花 盛 期 ( 锡 7 月 底 至 8 月 上 旬 ) 以 后 , 由 于 棉 株 食 料 
迅速 集中 运 向 棉 给 的 结果 ， 主 鞋 向 上 生长 趋向 停顿 。 这 里 值得 特 
别 注意 的 ,棉花 主 鞋 向 上 生长 的 停止 时 期 , 除 自然 条 件 外 因 培 至 条 
件 和 品种 类 型 而 有 很 大 差异 , 生产 实践 上 应 加 强 培 至, 注意 逃 种 ， 
使 疝 上 生长 的 停止 时 期 适 在 气候 条 件 ( 主 要 是 霜 期 ) 所 许可 的 最 大 
限度 和 不 影响 后 作物 种 植 期 的 范围 内 ,和 乡 欠 最 多 , 早熟 ; 而 双 不 早 
喜 , 这 一 点 上 , 也 就 是 要 求 充分 利用 生长 季 , 甚至 应 用 育苗 移 栽 及 

。 保温 防 霜 防 冻 等 措施 ,冲破 生长 季 , 一 方面 生长 速度 快 , 现 董 早 、 开 
花 旱 \ 吐 架 早 ,每 一 个 给 的 答 期 短 ， 另 一 方面 整个 生长 期 尽 可 能 的 
长 ,使 棉 株 有 充分 生育 期 间 , 在 早 结 伏 桃 ,多 千 伏 桃 的 基础 上 , 替 取 
精 可 能 多 的 秋 桃 。 

棉 自 幼苗 期 起 ,在 至 株 生长 最 活 泌 的 时 期 内 ,枝叶 花 的 生长 和 
” 主 著 生长 相 平 行 ， 衰 老 时 期 主 荃 顶 芽 生 长 渐渐 停止 ， 时 枝 项 芽 随 
过 ,其 他 各 部 生长 也 相 炎 停止 , 如 允 秋 十 和 其 他 适宜 生长 的 条 件 ， 
剧 休眠 的 芽 复 苏 , 有 更 生 可 能 , 重 发 新 枝 、 新 叶 并 开花 生 答 。 UI 
万 县 农民 有 培 青 再 生 棉 的 经 验 ， 华 南 农 科 所 (1958) 也 试验 促使 一 
年 生 海岛 棉 两 次 生长 和 收 花 成 功 。 充 分 菩 明 利用 棉花 本 性 多 年 生 
后 劲 大 的 习性 以 充分 利用 生长 季 。 征 取 多 和 精 秋 桃 的 重要 意义 。 当 

” 种子 发 东 时 ,首先 从 尖端 部 分 生出 胚 根 ; 远 速 伸 入 士 内 ,长 成 主根 ， 

在 糖 苗 生长 早期 顶 芽 开始 向 上 伸 长 以 前 ， 初 生 幼 根 可 长 到 地 表 下 
20 厘米 处 ,或 更 深 些 , 许多 便 根 香 已 形成 , 棉 根 向 下 生长 较 向 傍 生 

FASE, AUR KALKI, 故 要 根系 发 达 , 必须 特别 重 秽 创造 棉 株 
”早期 的 良好 环境 ， 根 系 的 生活 能 力 可 以 保持 到 棉 谷 成熟 时 期 。 据 
苏联 林 葛 特 报 导 ; 棉 根 太 士 的 平均 深度 ,最 初 七 天 内 ，, 狗 为 4 厘米 ， 
在 最 初 的 两 尽 夜 内 发 育 得 更 快 ， 每 一 藤 夜 5 BOK, ARE 6H 
Ko 双 据 乌克兰 棉花 试验 站 姆 ， 格 ， 塔 拉 诺 夫 基 观察 1306 号 棉 
花 根 系 的 生长 过 程 : 当 第 一 片 真 叶 时 ,主根 狗 长 30 JOR, JIN FBR 
th LEB (R 7 一 8 MOK, MER AR ALVES E70 厘米 。 这 时 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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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主 董 高度 为 14 厘米 。 此 后 地 上 部 分 开始 强烈 发 育 , 主 根 的 生长 

稍 线 ,至 开花 时 主 菱 高 40 厘米 时 ,主根 达 120 厘米 ,这 样 辕 董 时 根 

的 长 度 比 主 茜 长 5 倍 ， 则 始 花期 的 根 比 鞋 长 三 倍 了 。 在 生长 初期 

根系 向 便 方 生长 迟缓 ,在 出 苗 20 天 后 , 仅 长 13 厘米 。 最 初 傍 根 只 

在 地 表层 的 平面 上 发 育 ,其 后 渐 向 较 深 \ 水 分 较 多 而 可 供 长 期 利用 

的 地 方 生长 , 芽 结 成 密集 的 组 根 网 。 棉 根 吸 收 网 的 主要 部 分 ,一 般 

分 布 在 养料 水 分 和 空气 供给 最 良好 的 土 层 内 ,因此 加 深耕 作 层 ;有 

利于 根 的 发 展 。 苗 期 土壤 过 于 潮湿 ,水 分 供应 过 多 ,根系 的 主要 部 

分 仅 在 地 表层 发 育 , 不 能 深入 士 中 , 会 减弱 后 期 抗 时 能力， 不 利于 

棉 株 生长 发 育 , 这 在 春 夏 多 雨 而 常 有 伏旱 的 地 区 影响 更 大 。 

根据 苏联 耶 ' 格 ' 欧西 波 娃 的 研究 当 赫 作 损 伤 到 棉花 根系 
时 ， 会 影响 植株 地 上 部 分 的 正常 发 育 。 在 田间 条 件 下 从 旁 侧 母 根 

切断 的 部 分 , 郎 完全 不 能 恢复 。 和 被 切断 的 根 ,在 第 二 天 伤 您 。 受 伤 

的 根 的 增长 , 随 着 植株 的 年 龄 而 急剧 减 纵 。 棉 根 的 恢复 ,是 通过 分 

生 和 上 再生 作用 进行 的 。 

KR6 棉花 生长 期 间 营 养 器 官 和 生殖 器 官 的 重量 ( 列 果 塔 耶 夫 , 叶 角 敏 科 ) 

12/7 | 24/7 ° 
观察 日 

器 官 的 fae 期 

一 株 棉花 营养 器 官 的 干 
物质 重量 ( 克 ) 

4/8 | 17/8 | 3/9 | 16/9 

17.5 30.6 37.5 | 47.1 53.8 | 54.5 

— FEB TE 4 AE | 25.3 48.6 

—FEMAERT D5 RK 

根据 苏联 烈 果 塔 耶 夫 和 叶 够 敏 科 报导 ， 和 生殖器 官 数 量 的 积累 

是 和 营养 器 官 干 物质 积累 的 强度 相 适 应 的 。 从 表 6 可 以 看 见 它们 

之 间 的 关系 。 ， 

从 上 面 可 知 要 棉 株 有 和 良好 的 生殖 ,首先 要 有 良好 的 营养 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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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过 度 的 营养 生长 ,会 限制 养料 壕 向 果枝 ,减少 生殖 器 官 的 发 生 而 
造成 徒长 现象 。 

棉花 本 性 多 年 生 再 生 力 很 强 ， 上 面 避 过 四 川 万 县 有 再 生 棉 的 
栽培 , 江西 省 彭 泽 县 江北 乡 等 地 1952 EE KEP oe, 到 
7 月 30 日 , FMRI, ICH A 5,000 多 雷 已 落叶 光 程 , 由 于 加 强 
培 青 管理 , 后 来 重生 新 叶 , BLT EES, 结果 仍 取得 雷 产 100 一 
200 Frat. Reni a ARERR, BSS 1955 年 棉 苗 在 现 

SS Bok IK, AR Bk 2 一 5 K, 多 的 达 6 一 7 K, 由 于 进 
行 了 洗 苗 、 排 渍 、 扶 苗 、 施 肥 、 培 土 等 伙 后 保苗 措施 , 结果 仍 有 相当 
收成 ,多 的 达 籽 棉 250 斤 以 上 。 

第 四 市 ”棉花 的 徒长 和 防止 

棉花 的 生长 有 下 烈 三 种 不 同 现象 : 第 一 , 生长 正常 :环境 条 件 

符合 生物 学 特性 的 要 求 ， folder: oS lite tio sc 

生长 和 生殖 相 协 调 。 第 二 ， 

生长 喜 弱 :环境 条 件 不 好 ， 

BREAKS RAB, 

地 上 部 分 弱 ,发 育 不 良 , 早 

误 , 抗 逆 力 弱 。 第 三 ,徒长 : 

营养 生长 过 旺 ， 生 长 和 生 

殖 的 协调 彼 破 坏 ， 开 花 和 结 

HERR, SHA25—28, 

徒长 的 棉花 ， 营 养生 

长 过 旺 ， 生 长 和 生殖 的 协 
亚 彼 破坏 ， 棉 株 的 生物 学 

特性 ， 表 现下 烈 的 异常 现 

象 :(1) 地 上 部 分 庞大 ， 植 

株 异 常 高 大 ， 主 基 和 分 枝 

柔嫩 ,不 呈 紫 红色 或 很 小， 
图 25 棉花 生长 发 育 的 三 种 不 同 现象 

节 间 静 长 ,叶枝 发 达 , 疮 芽 (一 ) 一 正常 生长 ( 施 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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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观察 棉花 正常 生长 入 
异常 小 ， 觅 落 严重 ， Bt HAIR , 

珍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棉花 生长 发 育 的 

) 一 “生长 衰弱 

, 叶 面 积 过 大 , 叶 厚 ， 

图 27 

( 

ES 

种 不 同 现象 

(3) 叶 多 

3 

> 

- fEK 

BEAR FF) FAR 

) 一 一 徒长 ( 施 珍 ) 

无 效 青 欠 多 

(四 ) 一 一 棉 欠 比较 ( 施 珍 ) 

小 。 

正常 生长 ;》 2 

图 28 棉花 生长 发 育 的 

(2) ALR Hees 55 

(4) 花 器 官 发 生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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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长 .生长 衰弱 的 生育 状 现 如 表 7。 在 生长 前 期 的 徒长 ,一 般 植株 应 “ 
Fey HAR FIRE SE AIS, 晚期 徒长 发 生 在 将 近 成 熟 或 成 熟 以 后 , 强烈 

地 进行 过 度 的 营养 生长 , 准 芽 从 生 , 浙 江 农民 有 BREE RAK 

PAR MREEAGH HM! 写 正 确 地 属 明 了 棉花 徒长 的 

现象 ， 和 者 指 出 了 棉花 栽培 上 应 当 重 向 和 怎样 防止 徒长 。"“ 伏 发 ” 指 
正常 生长 的 棉 株 一 般 在 现 荤 以 前 主要 是 长 根系 , 现 攻 以 后 ,地 上 部 

. 分 才 开 始 强烈 发 育 ,这 样 根系 发 达 深 入 ,地 上 部 分 ,中 第 发 育 , 耐 旱 

力 荔 , 股 落 少 , 络 给 多 ,因此 “ 伏 发 发 桃 >。“ 老 发 ” 指 霉 雨 时 期 植株 
就 医 得 很 大 ,过 早 的 发 棵 ,根系 相对 的 弱小 , 耐 旱 力 弱 , 腊 落 多 , 千 答 
Ap FE Be ie by BEA EK ROH ALT GSS, “BKC EL HA 
AY WGR UHLUET SEA, PSEA HE I T JSR FR 
BSH IG URES LA PR BE EK OA A A 
PIS. EKMAERR, LE ARS ARH IEA: 

Rl 棉花 正常 生长 ,徒长 .生长 衰弱 等 生育 状况 比较 

〈 施 珍 ，1958 年 , 贷 字 棉 15) 

本 第 一 果 _| Sea 

extn | ox [oe [| sre | BER 
& &l| I ae 15.80 0 3.60 

正 第 | I 78.20 | 15.50 15.50 5 | o | 2.00 | 3.98 

SR ac fee |133.50 | got Doe banck Bal oman 

ayes | 36.80 | 5.80! 0 | 5.80 | 0 | 0 Ez 2.50 

生长 状况 Hc wee parrcoied 《ob) | “Cons | cis as 

& 长 | 1 | 59.50 | 59.50 | 56.40 | 19.76 | 4.34 | 0.40 | 88.40 

i | - | 27.34 | 31.50 | 29.80 | 58.02 | 4.44 | 0.95 | 86.85 

% “长 | 64.20 | 18.00 | 5.20 | 74.03 | 50.82 | 14.28 | 57.10 

4: KwERS | 11.20 | 6.20 | 5.20 | 62.30 | 8.70 | 6.14 | 98.80 

PEE: 各 项 目 均 系 10 株 平 均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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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过 旺 , 生 长 和 生殖 不 相 协调 时 , 郎 可 称 为 徒长 
棉花 徒长 发 生 的 原因 ， 就 内 在 条 件 设 ， 当 外 界 条 件 适 合 顶 芽 

(包括 主 昔 及 叶枝 的 顶 昔 与 阁 芽 等 顶 昔 生长 方式 株 体 ) 绚 烈 生长 而 
引起 营养 体 生长 过 旺 ， 雪 夺 养 料 而 发 生 徒长 。 顶 芽 是 植物 生长 最 
快 的 部 分 ,通常 养料 的 办 迁 , 多 偏 于 生长 得 快 的 部 分 , 在 一 般 的 情 
形 下 ， 营 养生 长 能 和 生殖 相 协调 ， 但 如 果 外 界 条 件 适 合 顶 韩 绚 列 
生长 时 , 由 于 营养 体 过 度 生 长 ,限制 养料 输 向 果枝 , WRDIERS 
生 而 造成 徒长 现象 。 棉 花 的 本 性 多 年 生 , 现 在 虽 已 成 为 一 年 生 , 但 
当 外 界 条 件 适 合 顶 华 绢 烈 生 长 时 ,会 恢复 旋 原来 多 年 生 的 习性 ; 故 
容易 发 生 徒长 。 上 面 所 说 适 合 棉花 顶 芽 强烈 生长 而 引 超过 度 营养 
生长 的 外 界 条 件 ， 是 综合 而 复杂 的 ， 主 要 为 下 烈 各 项 :(1) 氮 肥 过 
多 : 棉花 供应 氮肥 过 多 或 供应 不 均 ， 一 次 集中 多 施 时 容易 发 生 徒 
长 ,一 般 植物 从 营养 生长 转向 生殖 , 必须 具备 一 定 条 件 ， 这 对 从 根 
吸收 水 和 所 化 物 与 叶 同 化 栈 类 的 比例 有 很 大 关系 ， 栈 类 的 积聚 是 
成 熟 的 重要 条 件 ， 当 水 分 和 氮 过 多 而 酶 类 上 比较 少时 则 营养 生长 过 
旺 而 结实 不 良 。(2) 光 照 不 足 : 光 照 不 足 , 影 响 光 合作 用 ; 棉 株 体内 
栈 类 相对 减少 , 氨 化 物 相 对 增加 (参天 表 8), 引起 营养 生长 过 了 旺 。 
同时 光 有 抑 压 体积 生长 作用 。 光 不 足 、 蒸 散 作用 能 、 表 皮革 胞 长 ， 
细胞 膜 蒲 ， 尽 量 扩大 蒸发 面 而 组 各 软化 。 弱 光 下 蓉 的 播 大 生长 强 
烈 , 节 间 很 长 ,而 茜 的 组 成 分 化 特别 弱 ,， 便 面 器 官 , 发 育 不 良 。(3) 
水 分 过 多 : 上 面 疝 过 水 分 与 氨 供 应 过 多 ， 会 使 棉 株 体 内 酶 类 比较 
>, 引起 营养 生长 过 旺 ， 此 外 空气 湿度 过 高 , ARES, MLK 

化 ,其 情形 与 光照 不 足 相 类 似 。(4) 虫 嘎 : 宣 屿 虹 、 荀 马 之 类 ,损害 
THES RIA FE aR UAE, HAR ESE ads, 形成 徒长 , 这 和 过 早 打 
顶 相 类 似 。 

防止 棉花 徒长 是 棉花 栽培 上 最 基本 的 重要 措施 之 一 ， 由 于 棉 
花 徒 长 发 生 的 原因 是 多 方面 而 复杂 的 ,因此 防止 棉花 徒长 ,必须 采 
取 和 综合 的 农业 技术 ,保证 棉 株 良 好 的 营养 和 正常 与 健 好 的 生长 , 栽 
培 上 要 特别 重视 下 烈 各 项 措施 :(1) 整 枝 ; 整枝 是 防止 棉花 徒长 的 
有 效 措施 ,因为 整枝 去 掉 了 主攻 项 芒 和 叶枝 与 痪 芽 , 消除 了 徒长 的 

* 46 ， 



TNC 

PT 

\ 

RMS CMAP 22 KSARNSA SRN (10 株 平 均 ) 
— GRU Wee I ee 1955) 

棉 株 上 部 接受 各 

棉 株 上 部 接受 天 然 光 
1/20 |1/8—1/10 

| FARE | 天 然 光 

ne Jr 

下 100.8 

* 相当 于 对 照 上 部 果枝 时 片 中 含量 的 百分率 。 

办 在 条 件 , 整 枝 后 棉田 通风 透 光 较 好 ,也 有 利于 棉花 徒长 外 界 条 件 
种 光照 不 足 等 条 件 的 消除 ， 此 外 注意 勿 过 早 打 顶 ， 以 驶 准 芽 强烈 
素 长 而 引起 徒长 ,整枝 的 同时 必须 注意 适 于 徒长 外 界 条 件 ( 如 所 过 
多 光 不 足 、 水 过 多 等 ) 的 消除 ,否则 整枝 后 仍 会 引起 元 昔 强烈 生 
医 , 防 止 徒长 的 劾 果 不 大 。(2) 施 肥 活 当 : 防 止 棉花 徒 长 ,要 特别 注 
意 施 肥 适 当 ， 适 量 适 时 与 适当 配合 保证 棉 株 能 够 不 断 的 充分 的 均 

尼 的 获得 营养 物质 的 供 输 ,特别 是 控制 氮肥 的 施用 ,这 在 苗 期 更 为 
重要 ,一 方面 要 使 棉 株 获 得 充足 的 氮肥 ,同时 不 能 施用 过 多 过 迟 或 

-一 次 集中 多 施 , 以 免 因 棉 株 体内 所 化 物 过 多 而 引起 徒长 。(3) 控 制 

水 分 , 防止 土壤 水 分 过 多 或 不 足 : 注意 排水 、 保 水 、 灌 水 和 做 好 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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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作 畦 培土, 中 耕 等 工作 , 促进 棉 株 生 长 正常 ， 其 中 要 特别 注意 

排水 ,以 防 因 棉 田 土壤 水 分 过 多 而 引起 徒长 。(4) 适 当 密 度 : 注 意 密 
度 的 适当 和 行 株距 的 适当 配合 ， 保 证 棉 株 具有 活 当 的 营养 面积 和 
空间 ,并 结合 做 好 整枝 : 施肥 、 排水 及 与 矮 生 作 物 间 作 等 有 利通 风 
透 光 等 措施 ,以 保持 棉 株 间 适 当 的 相对 空间 ;以免 因 棉田 郁 于 光照 

不 是 而 引起 徒长 。(5) 注 意 田 间 管 理 : 做 好 田间 管理 特别 是 苗 期 管 

理 , 使 棉 株 营养 良好 .生长 正常 。(6) 棉 株 保 健 , HSER DI Bie 

虹 、 莉 马 等 咱 虫 ,以 免 顶 芽 彼 损害 ,刺激 叶 芽 强 烈 生 长 ， 引 起 徒长 。 

(7) 选 种 : 一 般 株 型 较 紧 次 的 品种 比较 不 易 徒 长 。(8) 应 用 植物 生 

长 素 进 行 化 学 整枝 ,防止 秋季 徒长 ,根据 苏联 塔吉克 共和 国 科学 院 

植物 生理 研究 所 的 试验 , 喷 施 TY A SREB CR, B2,4,5 

-T) 的 溶液 (机 械 喷 用 0.05% AUTRE, CHL A 0.3% 的 浓度 ) ;在 

9 月 上 旬 处 理 棉 株 防 止 秋季 徒长 ,这 种 项 剂 对 于 棉 株 中 部 的 叶子 

具有 刺激 作用 , 可 以 增加 光合 作用 台 度 ,但 对 于 幼 蔓 生长 点 与 枝条 

尖端 的 叶子 具有 抑制 作用 。 随 后 和 才 转 为 毒 咱 使 生长 点 与 功 董 死 

亡 ,果枝 与 叶枝 的 生长 停止 ,因而 促进 棉 猛 发育, 可 增加 人 印 重 18 儿 ， 

提高 产量 9.4 一 12% , 另 一 种 TMK Pe TY AEA, B 
不 会 烧伤 棉 叶 ,根据 娄 成 后 \ 交 龙 飞 、` 售 分 理 等 (1958) 研 究 证 明 : 用 

0.005—0.01% 2;4-D 粉剂 在 9 月 初 棉 株 呈 现 徒长 或 无 效 新 董 不 

断 着 生 时 喷射 棉 株 上 部 ,处 理 后 的 棉 株 上 部 叶子 稍微 变 黄 , 徒 长 受 

到 抑制 , 花 董 从 被 破坏 , AX LAA SIC ERE EER MA, HOT 

棉 狗 15—20 % ,研究 表明 ,用 2,4-D 进行 化 学 整枝 不 能 过 时 处理 ， 

一 般 应 在 8 月 底 9 月 初 进行 , 也 不 能 用 过 高 的 浓度 ,我 国 现 有 品种 

以 0.005—0.01% 为 合适 ,以 免 浓度 过 高 ,引起 项 害 。 化 学 整枝 不 

能 代替 夏季 人 工整 枝 及 打 顶 ,但 可 代替 秋季 打 边 心 。2,4-D ABH 
FR, mite T+, 可取 1 EAP aR 5% A, 

再 加 水 20 斤 朗 成 0.01% 溶液 。 配 制 粉剂 时 可 取 1 克 2,4-D AE 

于 少量 酒精 中 ,加 请 石粉 20 斤 , 混 合 均 匀 晒 和 干 后 邹 可 使 用 。 每 亩 

棉田 狗 需 粉剂 4 一 5 Sr PRAT 100 斤 , 凡 用 过 2,4-D 的 器 械 , 在 

使 用 后 ,必须 洗刷 和 干冰, 以免 作 其 他 用 途 时 伤害 作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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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 不 宜 应 用 。 由 于 植物 生长 素 对 棉 株 的 反应 因 器 官 种 类 、 棉 株 生 
长 情况 、 熙 剂 浓度 、 施 用 时 期 等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的 效应 ,如 何在 生产 
实践 上 应 用 , 有 待 作 进一步 研 罕 

第 五 节 ， 棉 花 的 发 育 阶段 过 程 
粮 花 必须 通过 阶段 发 育 ， 使 葵 的 生长 点 站 胞 发 生 特 殊 的 质 的 

变 花 ,和 才能 开花 和 结果。 据 苏联 斯 得 雷 索 郭 罗 夫 研究 , 春 化 阶段 是 从 
种 子 胚 芽 初 发 荐 时 开始 ,根据 气温 和 士 温 水 分 等 外 界 条 件 的 总 和 
HEME 10 一 21 天 ,特别 是 温度 关系 最 大 。 例 如 春 化 期 中 平均 气温 
#E 26°C 上 下 时 , 春 化 的 延 入 时 期 为 6 天 , 当 温 度 在 20°C 左右 时 为 
9K, 14°CHA 21 天 。 在 某 一 次 试验 中 , 温度 低 至 15"C， 而 土壤 

KAA LS , 春 化 阶段 延至 34 天 。 当 棉 株 对 日 照 长 度 开 始 有 反 
应 而 进入 光 化 阶 段 时 ， 春 化 阶段 朗 届 称 了 。 据 中 国 科 学 院 遗 传 裁 
菩 研 究 室 (1952 一 1954) 测 定 ,早熟 品种 (如 金字 棉 、 密 字 103 一 4 号 ， 
517 及 中 棉 ) 春 化 阶段 为 4 一 6 天 , 较 晚熟 品种 (如 斯 字 棉 2B,4 号 ， 

Hs 14 号 等 ) 春 化 阶段 为 6 一 8 天 (处 理 温度 为 25—30°C), 

据 斯 得 雷 索 郭 夫 同一 研究 的 材料 证 明 , 棉 花 的 光照 阶段 ,在 大 
里 出 苗 后 开始 , 根据 外 界 条 件 的 总 和 可 延 绪 18 一 33 K, 在 这 时 期 

下 不 仅 光 照 长 短 有 重大 意义 ， 空 气温 度 也 很 有 关系 。 如 平均 温度 提 
高 至 一 定 温度 (24*C) 可 和 给 短 光 照 阶段 的 时 期 。 据 中 国 科 学 院 遗 传 
吉 培 研究 室 的 测定 ,在 北京 自然 条 件 下 中 棉 、 金 字 棉 、 德 字 棉 、 密 字 
103 一 4 等 早熟 及 中 熟 品 种 的 光照 阶段 为 28 天 以 二 = 

粮 花 因 开花 精 实 所 发 生 内 部 的 质 的 变化 ， 系 在 共 二 的 生长 点 
必 斋 幸 ) 上 进行 的 ;早熟 品种 的 棉 株 , 其 第 一 果枝 ,二 般 是 生 在 第 3 一 
所 呼 的 叶腋 中 ,在 这 以 前 , 写 的 生长 点 质 的 变化 ,人 洁 未 结束 ,因而 第 
三 果枝 以 下 的 主 共 组 积 , 倚 未 度 过 阶段 的 发 育 , 故 不 能 结实 。 在 主 
甘 或 分 枝 顶 幸 的 生长 点 上 所 进行 的 内 部 盾 的 改变 (BY BEY), F# 
AGS IRR RMD, HSE. HE IE EE (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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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 29) 康 字 棉 一 个 分 枝 施行 短 只 处 理 后 局 部 发 生花 划 现 象 (一 ) 

r Cup ate, ez) 

Fe 30 EAR Ah SrA i ak AA) 
Cmsimetie, exe). 

印度 引进 在 中 国 各 地 自然 光照 下 , 不 能 开花 车 实 ) 植株 一 个 分 枝 ,， 

Mi AFG BUBB, FARR see ae, BE EKA ASHE 12 小 时 ,和 车 果 这 个 被 处 

理 的 分 梳 , 也 能 开花 和 糙 实 ;但 未 施 短 日 处 理 的 其 他 部 分 仍 不 能 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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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 这 可 证 明生 长 点 质 的 变化 不 发 生 传导 作用 。 SH 29— 
30。 

第 关节 IF te 

AEM a 5 一 8 星期 主 共 上 生 了 6.7 WSR, JPR AEH 
微小 的 狼 状 花 董 , 第 一 个 花蕾 的 出 生 期 , 也 称 第 一 果枝 的 出 生 期 ， 
花 昔 逐渐 发 至, 至 开花 前 4.5 天 花冠 伸 长 极速 , 略 露 淡 黄 , 至 开花 
前 三 天 ,花冠 又 伸 长 ,颜色 变 淡 , 至 砍 日 在 日 光 下 , 晨 8 时 序 开 , 中 
秆 花 圣 开 , 下 午 收 纵 , 翌 日 再 开 , 但 花冠 渐变 不 鲜明 的 红色 (中 棉 仅 
为 微 季 ,黄花 无 红心 的 不 变色 ) 才 萎缩 ,再 过 1,2 天 ,花冠 腕 落 。 

”于 棉 自 现 董 至 开花 所 需 的 日 数 因 品 种 和 环境 而 异 ， 通 常 陆 地 棉 
AVM 21—23 日 ,海岛 棉 狗 需 30 一 33 日 ， 中 棉 狗 需 16 一 20 日 。 棉 
株 下 部 的 花 所 需 日 数 比 上 部 短 。 普通 开花 始 期 狗 在 6 月 下 旬 至 7 
月 初 S 委 据 过 兴 先 、 许 乃 章 (1951) 研 究 : 现 董 发 育 最 快 的 速率 狗 在 
开花 始 期 后 2、3 C7 月 底 )。 在 这 以 前 速率 递增 ， 在 这 以 后 速 
棕 递 减 , 在 这 以 前 现 董 发 育 占 优势 ,在 这 以 后 开花 车 锥 的 生长 占 优 

， 势 。 现 董 速 率 最 高 的 时 期 , 亦 朗 现 董 数量 狗 达 总 量 牛 数 的 时 期 , 现 
芯 发 育 的 停止 稍 后 于 主 苍生 长 的 停止 。 

， 棉 株 上 各 个 花 条 的 开花 (或 结 蕾 \. 吐 架 ) 常 有 一 定 程序 , 先 由 棉 
栋 基 部 近 主 对 处 渐渐 向 外 和 向 上 开展 成 圆锥 形 顺序 进行 ， 井 炙 篇 
至 植株 彼 霜 辣 死 前 为 止 。 开 花 由 第 一 果枝 上 第 一 个 蕾 开始 经 过 
2 一 4 天 后 , 第 二 果枝 第 一 个 荔 开 花 、 再 经 过 2 一 4 天 后 第 三 果枝 上 
第 工 个 攻 双 开花 ,最 初 一 批 三 个 果枝 上 的 第 工 花 形成 了 开花 的 (或 

RARE) 1 个 圆锥 体 ,开花 后 第 6 一 8 天 ,第 4 果枝 第 1 个 蓄 
及 第 工 果枝 第 2 个 董 同时 开花 。 此 后 第 五 果枝 第 1 个 董 与 第 2 果 
RIPPER, HORE IDE SH 3 REDE 
时 开花 ;这 些 花形 成 第 2 7S IETE (GU AE LSE) BECK, 第 7.8、9 
FRE LS 1 个 花蕾 第 4.5、6 果枝 上 的 第 2 个 的 花 与 第 1.2.3 果枝 
上 的 第 3 个 花形 成 了 第 3 个 转 锥 体 。( 和 参阅 图 31) 通 常 棉 开 花 锥 的 
间隔 期 (EDS 1 果枝 第 1 花 至 第 2 果枝 第 1 花 的 间隔 时 期 称 为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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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 FF) A) 2 一 4 天 ， 平行 间隔 期 ( 序 在 任何 -果枝 上 第 1 花 至 第 2 te 
的 间隔 时 期 称 为 长 顺序 ) #] 6 一 8 天 , 短 顺 序 和 长 顺序 间隔 的 天 数 ， 

随 外 界 条 件 而 有 变动 。 落 荤 落 
上 es 给 为 造成 开花 间隔 期 不 规划 的 ， 1 

ae 
. J Qs CE ; | | “OD 、 ATE AL He AE 
| | ick OR — , EAR Rha 

hie Do: ° MRR, EMS : 
I. OMe i: | ， 率 因 时 因 地 及 品种 而 有 不 同 ， 

ae eine ee oe Rev An DOT RAR, RES AE 
- 他 2 ‘ | Pitt RG bd FMEEBAS Lee 

if OPK aa 种, 天然 杂交 率 较 高 。 欧 自 05 7.) 站 > 
‘ Ae re Pe Ps 4 

?O~)D+2 7a ~ : Se Teas od - —14%, 

ti Deo 8 Sire: EP Ey © fie MSO RRIFIE, He ‘7: 
tA) Me, ee 

全 日 他 有 传粉 可 能 。 据 陆 卫 国 ， 
图 31 棉花 开花 顺序 图 aio ae L—V. SRFFAEWUSIE KHIR: th Bit 1 一 15 gemseaiscre;mimiry = TASS HP . 的 阿拉 伯 数 字 , 者 示 在 同一 个 网 PRR wr AES EMDR SELES A AERUTE DRI» 

URES 6 ORISA, 3 
BARS AAA, A. M. 阿 若 曼 详 无 (1951) 观察 ， 赃 藏 在 花 人 
有 水 中 的 花粉 ,在 砍 日 便 完全 没有 生命 ， 但 采集 在 烧杯 而 崇 藏 于 实验 1 
室 中 的 花粉 ， 在 两 天 内 和 淋 有 生命 力 。 又 说 棉花 的 柱头 于 去 雄 后 的 “ 
两 日 间 ， 洁 能 保持 生命 ， 到 第 三 天 对 于 花粉 粒 已 从 无 威 应。 “- 
花粉 由 攻 喜 落 于 柱头 , 彼 粘 液 粘 住 ， Be Ae SEE, 穿 过 花柱 久子 “ 

BAR PURER FP Be SVE RAG BE AG I #5 Hh 1h) BR FLHEAT , MEER ILA 
PRL FR TTD EL BE, 3 SEE A WK Mn RAL, HR EAE, 
Mpwidhaiateer rang arp > oan 15 RY Ah i BO PL 

o PAAITEFFIEIS 24—30 小 时 完成 。 据 郭 尔 (Gore, 1933) 的 
fF HIRE Ns 45 小 时 芽 管 郎 达到 且 珠 。 
8 伦 在 受精 过 程 进行 中 ,也 有 选择 受精 现象 , 卵 和 胞 在 一 定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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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条 件 下 ， 与 最 适合 其 本 性 的 精子 受精 。 据 苏联 阿 车 曼 讲 (1951) 
云 :以 混合 花粉 授 于 棉花 的 柱头 上 , 写 发 芽 的 速度 ,并 不 一 致 ,可 证 
明和 棉花 在 受精 中 存在 着 一 种 选择 的 能 力 。 又 据 苏联 尔格 亚 午 酬 诗 
硅 研 究 棉 花 选 择 受 精 的 进程 决定 于 柱头 和 花粉 的 老 幼 ,雌蕊 越 老 ， 
选 择 其 本 品种 花粉 能 力 越 大 。 她 以 C 一 460 品种 做 材料 ,在 开花 
第 三 天 授 以 未 品种 和 其 他 两 品种 的 混合 花粉 , 旋 的 后 代 82% 是 母 
本 型 ,189% 是 杂种 。 另 在 开花 同 天 的 早晨 以 同样 混合 花粉 授粉 ，- 
论 的 后 代 仅 56% 是 母 本 型 。 

棉花 受 粉 和 环境 也 有 密切 关系 ,一 般 开花 在 雨 后 对 受 粉 无 碍 ， 
FES 24 一 30 小 时 内 下 雨 ， 则 花粉 常 因 湿 油 而 失 其 效用 , 这 种 影 
Oy, 与 降雨 的 时 间 关 系 较 多 ,降雨 的 数量 关系 较 少 。 通 常 雨水 为 害 
FEB 25% 以 内 ， 因 一 花 中 花粉 的 散布 不 在 同一 时 期 ， 故 十 
后 开裂 散布 的 花粉 , 傈 可 受精 。 据 白 朗 (Browm) 试 验 , 第 一 日 上 午 
FRAG KH, VETERE AH 13%, BRC (Ewing) ze, BYE 

| CRIA RE-ASS 15.6% “FMR ERR — BR, 
BYE 6.7% « . 

HE HF BE AR Hs aH (1950) EFS AEM) AE BRAY EIA RAR 
BESET TIE GRAY AE HL, EE AREA OR EER EBL AR 
SY fe Se Hh EAS A rk, TK ER 
指 条 件 下 ， 明 显 地 降低 了 胚珠 与 花粉 管 的 受精 能 力 。 从 表 9 可 以 
看 负 粮 花花 粉 管 生长 与 种 子 生 长 和 水 分 供应 的 关系 。 

RI 36M2 品种 棉花 花粉 管 生长 及 种 子 生 长 和 水 分 供应 关 傈 

CAFE TL NEE , 1950) 

FEM —FAEM IRE aH | FUERA AER Ea Pm = i 
i , 

2—3—1 89 .4 32.0 

3 一 0 一 0 59 .0 29.5 

=i —0 41,7 26.5 

KE 9 可 知 由 于 干旱 减少 了 具有 生命 力 的 花粉 粒 数 目 ， 因 此 

菠 粉 管 的 生长 不 良 , 胚 珠 和 子 房 不 能 全 部 受精 ,一 欠 种 子 数 因 之 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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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种 子 品 盾 因 之 劣 变 。 当 灌 浙 不 足 〈0 一 1 一 0)， 虽 用 从 多 数 棉 株 

收集 来 的 意 合 花粉 授精 ， 而 花粉 管 的 生长 数量 较 在 水 分 适当 时 少 

二 倍 , 棉 验 中 生成 的 种 子 数 , 也 相对 的 减少 。 

第 七 节 条  B 

一 、 棉 欠 的 发 育 “ 棉 花 的 子 房 如 完全 未 受精 ， 则 卵 组 胞 不 发 
BF RR, 如 系 部 分 胚珠 受精 , 除 未 受精 的 卵 特 胞 及 所 属 胚珠 
死去 外 ,其 余 已 受精 的 仍 可 发 育 。 

棉 答 发 育 自 受精 开始 ,第 一 显著 现象 为 花 办 干燥 凋 赣 , MEMES 

管 一 起 脱落 ,露出 子 房 , 受 粉 前 子 房 很 小 ,直径 狗 几 毫米 , 受 粉 后 还， 
源 长 大 。 

棉 欠 的 发 育 , 幼 验 较 快 ,以 后 渐 降 ， 前 中 期 增加 长 实 度 ， BY 

UI AK, AE PPR He, AARP IZ5—30 

RK, 外 形 已 长 足 , HS hPa te EN 5 一 6 RABEL 
后 直线 增加 。 据 前 东 大 农 科 报 告 : 觅 字 棉 (陆地 棉 ) 及 鸡 脚 棉 ( 中 棉 ) 

均 为 第 十 天 前 生长 最 快 , 脱 字 棉 至 38 日 停止 增 大 , 鸡 脚 棉 则 24 提 和 
郎 停止 增 大 。 

据 在 亚 里 桑 那 研究 受 字 棉 (Acalr) 的 报告 : HISSTE 25 天 内 可 
达到 最 后 的 直径 ,在 38 天 时 停止 重量 的 增加 ,在 45 天 内 开架 。 

ft) RIG (Balls) 云 :埃及 棉 从 开花 时 子 房 大 4 一 5 毫米 起 ,每 天 

幼 狂 的 直径 增 大 狗 1 2K, 至 18 天 后 达 24 SRK, 以 后 生长 极 纵 ，， 

至 26 毫米 后 ,不 再 长 大 , 至 40 一 48 K, HBF MAAC AMAR) © 

至 50 天 可 采 收 。 
自 授粉 至 开 鲍 吐 架 称 萌 期 "或 SEH" 戎 期 的 差异 很 大 , 温 

度 、 日 照 \ 土 壤 湿 度 与 品种 为 重大 因子 。 通 常 陆 地 棉 的 茧 期 自 41 一 

。 

ae 

52H, PHA 36 一 42 日 ,海岛 棉 狗 57 日 , 戎 期 长 短 对 早熟 性 显 有 

相当 影响 。 

faa ht 18 6 85 2 HE A WRASSE I, (King) 

观察 比 马 棉 昔 期 7 月 开花 的 昔 期 仅 53 天 , 9 月 开花 的 茧 期 81 天 ， 

因 7 月 气温 高 于 9 月 关系 。 过 兴 先 (1942) 谓 秋凉 多 十 足以 阻止 棉 

大 54 > 



从 生长 延长 基期 ， 且 鲍 达成 熟 也 因 多 十 不 能 开裂 , BOHR EAS, 
狂 期 为 44 天 ,后 期 则 为 75 天 。 

m1 TTY 
oooooooeoo ee tae Be 

- Be 

图 32 HeSe. Heer He ATE Ae ee 

TED RAR SW ETE, ALTA Pel BL A Hee 

PRS Ma CHER AK a eS, A SS RAR, 

FE 2 KOCH , ANAL EAE RCP UL FE CBR 4 ) o PP RE ie FA — Bi, £% 

摘录 尔格 亚 鲁 酬 诗 娃 的 研究 结果 如 表 10, 

表 10 棉花 产量 和 棉 侈 在 植株 上 的 副 位 关 傈 (C 一 460 品种 ,各 种 

处 理 均 20 Ae OS ZFS ,苏联 尔格 亚 策 酬 诺 娃 , 1950 年 ) 

分 别 播种 的 后 代 一 锥 的 籽棉 重量 | 
oe ae >) PORTER | Tarps | SRI 

Cio) | CHR) | Manes 
第 一 果枝 第 一 节 106.3 | 28.9 | 16.2 

$= HAR 
sit 111.0 hee 19.0 

第 十 二 果枝 第 一 节 112.5) 23.5: | 11:7 

二 、 棉 子 的 发 育 ” 棉 子 的 外 部 发 育 期 间 是 和 棉 欠 形 成 相 一 致 

A), 也 因 品 种 和 环境 而 异 , AW 25 一 30 日 长 成 它 应 有 的 体积 。 但 

BAY AA fd AC IE "EAE KR, FEAR SS AL ABT LARK RED 

AHIR AN i it, TRAE MER (Reeves) FMEA) MIL (Beasley) 的 研究 指 

出 : AAAS AR 18 ROR HRM FRA K 3 毫克 ,此 时 已 经 含有 

Wh? TEM. ERO ASR AA MIRAE.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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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 

=) 25" ae 
= 1 

棉 子 仁 ( 狗 组 成 带 短 颖 种 子 的 55 % ) 通 常 舍 有 35% 左右 的 油分 和 
相似 数量 的 蛋白 盾 , 晚 吉 棉 锡 的 种 子 比 早 敦 棉 欠 的 油分 常 高 些 ,有 
时 晚熟 棉 答 种 子 的 含 氮 量 也 高 ， 在 土壤 很 妾 薄 和 于 旱 的 条 件 下 种 
子 发 育 不 充实 ， 棉 子 仁 内 因为 含 灶 蕉 物质 较 多 而 减低 油分 和 和 蛋白 
盾 的 含量 。 氮 肥 可 以 增加 棉 子 仁 的 重量 及 其 含 氮 率 ， 同 时 却 使 油 

分 含量 稍 减 少 , 磷 肥 通 常 对 棉 种 子 的 油分 或 氮 的 粗 成 没有 影响 , 施 . 
用 钙 能 显著 增加 棉 种 子 油分 含量 ,而 相应 地 沽 消 氮 的 含量 。 

不 孕 子 为 未 受精 的 胚珠 或 发 育 不 全 的 种 子 ， 因 为 在 籽棉 加 工 
的 最 初 进程 中 不 能 把 不 孕 子 完全 分 出 来 ， 其 中 一 部 分 丢 压 碎 子 壳 
附着 在 皮棉 上 ,恶劣 地 影响 了 纱 和 纺 秩 品 的 品 盾 。 根 据 JI. T. 阿 
SSPE BR M.C. 卡 和 纳什 研究 (1955) : 棉花 不 孚 子 自 4.1 一 14.8%。 

不 孕 子 的 存在 以 棉 世 下 部 棉 耸 的 基部 最 多 ， 就 整个 植株 发 以 第 一 
个 圆锥 体 和 最 未 圆锥 体 上 的 棉 答 中 最 多 ， 胚 珠 未 受精 是 因为 其 中 
缺乏 正常 组 成 胚 襄 的 划 些 物质 ,是 外 界 环境 条 件 不 利 的 影响 车 果 ， 
气 漫 低 , 光 照 不 足 , 空气 温度 过 高 ,营养 物 盾 在 子 房 中 胚珠 内 分 布 “ 
不 恰当 ;不良 的 农业 技术 , 也 有 很 大 影响 , 棉 答 基部 胚珠 的 发 育 不 
足 , 不 仅 因 为 缺乏 组 成 且 赛 的 物质 ,也 因 发 芽 的 花粉 量 少 不 足 以 使 
子 房 中 所 有 胚珠 都 受精 ;以 及 花粉 管 生长 迟 绑 不 能 及 时 到 达 胚 赛 ， 
致 不 能 受精 关系 ， 因 此 基部 的 胚珠 的 受精 百分数 比 靠近 子 房 顶部 
少 一 牢 。 品 种 内 人 工 辅 助 授粉 可 以 增高 受精 百分率 而 减 少 不 孚 
+. Bea 

ABS HOG Gr FOR PD, UTR E RRA, ORIN 
或 不 孕 子 ,不 成 熟 子 多 的 ,寿命 必 短 ,发 芽 率 必 低 。 ELE (1927) 
便 举行 棉 子 寿命 试验 ， 赃 藏 得 法 的 3、4 年 仍 可 蕉 持 它 的 寿命 。 根 
据 苏 联 双 苏 作 物 栽培 研究 所 的 经 验 ， 在 列宁 格 勤 的 气候 条 件 和 内 

” 藏 良 好 的 情形 下 , 棉 子 经 过 8 一 9 年 还 具有 生活 力 。 
三 、 寿 维 的 发 育 “” 棉 糙 维 由 胚珠 外 珠 彼 的 表皮 单 锈 胞 竹 长 而 

成 ,在 花冠 张 开 后 ,未 受精 前 , 即 开 始 生 长 , 单独 突出 成 管状 , 长 与 

WYK) 0.01 毫米 ,经 一 朋 夜 伸 长 至 两 倍 ,如 果 胚 珠 未 受精 , 郎 停止 
生长 , 随 着 胚珠 一 同 死去 ;如 系 受 精 则 悉 统 迅速 生长 ,至 25 一 30 天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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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 至 应 有 限度 ， 也 因 品 种 和 环境 而 异 ， 有 的 研究 指出 在 开花 的 头 
1 15 一 20 天 当中 棉 轩 灯 穆 胞 可 长 到 其 最 后 长 度 , TE IB A 

SEM AOE. La ULE SE AK, EE, 
if ae Al, CESS I PY , MEE Ce) AB PS EE 
FRESE AB IE Dy te, EHP MER RRA AAA, 
4 RI; (Balls) PII RIMM IMBAAK, AR AAI 21 日 开 

th, PRA HRSH IL, HES 21 一 48 日 为 止 , 加 厚 最 速 时 期 在 第 

30—39 A, BASS FEIN AR HERE OAR IE, ASST 
it, ATH AKT ie HE, FRI, 每 一 粒 棉 子 
BRAS ET HE , 5 EH AAR He DL HRSB IF St Hae fas SB 
的 发 散 水 分 , SPHERE EIS, ERE RTP FO CSA 
ME, FPHEREIR , PAWS, ARPA AT HE, TERETE CHA, FER 

PIMP th & THE, KAS, 增加 了 灶 维 弹性 , 使 花架 吐 放 得 
很 天 ,未 成 熟 的 灶 维 , 花架 吐 得 很 小 , 或 留 在 室内 不 吐出 来 。 短 实 
的 发 育 和 畦 维 相同 , 惟 比 轩 维 粗 两 倍 ,和 并 很 早 就 停止 长 度 生长 。 

， 夺 和 维 生长 长 度 和 环境 有 很 大 关系 : 灶 蕉 长 度 除 遗传 性 外 , 受 环 
璋 的 影响 。 其 差异 最 显著 的 为 营养 ,特别 是 水 分 的 关系 ,营养 登 盖 

和 好 蕉 登 短 念 弱 。 据 鲍 尔 斯 〈(Balls) KRABI KAS, A 
 MEDRIG 2.5 毫米 ,水 分 充足 时 ,可 夫 长 3 毫米 ,以 在 开花 后 1 一 15 天 
影响 最 大 ,其 影响 可 至 4 毫米 以 上 。 根 据 长 江 流域 规划 办 公 室 及 江 

U 西 几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等 的 试验 (1957) 证 明 同一 棉花 品种 的 纤 蕉 长 
， 度 在 不 同 的 水 分 条 件 下 有 很 大 的 差异 ， 适 时 灌水 的 平均 奸 维 长 度 
为 29.07 毫米 ;而 不 灌水 的 仅 23.88 毫米 。 此 外 与 拉力 亦 有 密切 关 

Fig 双生 在 棉 子 大 的 一 端 寻 维 , 因 营 养 条 件 好 ,密布 着 供给 养料 的 
脉 警 , 故 灶 蕉 较 长 。 江 西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1953) Le RE 
15 号 棉 株 摘除 果枝 叶 和 棉 轩 和 维 长 度 关系 ,未 摘 果 枝叶 奸 维 长 31.38 
EK, ZAM RANE 25.75 毫米 ,部 分 叶 摘 除 的 28.15 毫米 。 可 、 
短 摘 去 果枝 叶 后 ,影响 棉 答 营养 , 故 灶 维 减 短 。 

温度 足以 影响 轩 蕉 素 的 淀 积 ,棉花 杆 维 素 的 淀 积 , 系 在 温度 较 
高 的 日 半 进 行 ,夜晚 温度 低 于 20*C 以 下 , 则 生长 停止 ,夜间 温度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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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过 20°C 以 上 , 轩 维 素 仍 能 淀 积 ,后 期 棉 给 灶 维 灵 生 胞 壁 较 薄 , 不 
成 熟 寻 蕉 百分率 较 高 ,是 由 于 后 期 温度 低 的 关系 。 

第 八 节 棉花 的 荤 金 院落 和 防止 

、 棉 花 董 给 觅 落 的 生物 学 将 规律 

ponent 

棉花 蕾 答 腹 落 是 一 种 活动 的 生理 过 程 ， 它 表现 在 由 于 受到 某 

种 条 件 影 响 下 , 花 柄 或 果 柄 与 枝 的 交界 处 离 层 的 形成 ， 然后 绚 开 ， 

AGAR. BRATS ALR AY JL Ea ERB EFT 

Np 32 5S EEA, PURE PA, SHEER Rae RH SGHSRER 

离 , 这 和 秋天 的 落叶 现象 相似 , 当 棉 株 遇 到 不 良 的 外 界 条 件 时 , FH 

FEEDS BEY io SEP EN TARY, 邹 需 一 段 时 间 形 成 离 层 的 关系 ， 

RS HE a Ss Be Ye AR 

重 ， 一 般 在 50 多 以 上 ,多 的 有 

达 909 的 。 根 据 1958 年 公国 

棉花 跃进 增产 现场 会 蔗 总 千 

CE 在 70% 左右 ,尤其 是 部 分 丰产 . 
1. 不 脱落 ;2.3。 花 钻 属 东 后 成 佑 «= ROR EA KS 

BP HI» OUP, 发 棵 旺盛 , 4 BRR, 中、 

B33 mC Fae ARIE, BOR 
HAS ALE, Ube Se RE EB LURE 
BS , PS HEH AY SHS MRA AE AE 9S EVE FL 9 dg as, iT aE SS TE 
FE, PAR REAR SS UR, ASE HH ESE REE, 大 力 开 
BHERE RHR, BESEMN, REVS WERES 
因 伤 股 落 。 通 常 正 开 的 花 很 少 股 落 。 

2. 棉花 蕾 答 脱落 与 棉 株 年 龄 关系 : 
生理 肌 落 在 棉 株 幼 嫩 时 较 少 ， 以 后 随时 季 源 增 ， 在 开花 的 初 

期 ,能 开 的 蕾 花 , 远 过 于 股 落 的 , 嗣后 每 日 所 落 的 董 答 和 所 产 的 花 
条 几 相等 或 超过 之 ， 在 盛 花 和 大 量 结 锥 期 是 棉 蕾 锥 脱落 的 危 惫 时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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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根 据 浙 江 农 科 所 (1953) 观察 幼 蓄 觅 落 自 7 月 12 日 至 8 月 8 

日 之 问 最 多 , 幼 答 的 股 落 在 开花 盛 期 的 前 一 周到 后 2 周 ( 序 7 月 14 
日 一 8 月 22 日 ) 较 多 ,特别 是 在 开花 盛 期 后 一 周 觅 落 最 多 。 

3. HAE GSS RIE SHS IRE: 
PPLE AWA (1953) RE SL RE 

多。 SRB EES AR? KASTRE, 1-5 KR 

XMS HFA LE SWI FF Ee HE AIA SX, FFE 
8 KRUSE ABBE FFE SRE LES 

4. FRAG SS PE 5S ESS TE ARER_LA AD RRS: 
Weve 5 S55 TEARERTAR IA SBR AIR AKA, TEHRERR 

青 获 得 良好 的 环境 条 件 下 ,下 部 果枝 脱落 最 少 , PERS, LR 
多 ,在 棉 株 生 长 过 旺 的 情况 下 , 棉 株 上 不 同 部 位 的 果枝 落 董 百分率 - 
莽 录 很 少 , 落 丛 和 总 脱落 的 百分率 ,以 中 部 果枝 最 少 , 上 部 砍 之 \ 下 
Mims, SHH11R12, 

5. AAG Sa RE SES ERA LAL FR : 
脱落 与 董 锥 在 果枝 上 的 部 位 有 很 大 关系 ， 凡 伍 近 主干 的 果 节 

BREE. 
6. FESR RES GPK: 
AR AR EH AD PRA ESS RIA DARA, —AR RHEE 

REESE, PHASE RE. 
Zll 棉花 蓄 锥 腕 落 与 其 在 植株 上 的 位 置 关 傈 (一 ) 

(PR Ap BL RE ZL, SE FTF) 

B 向 | ae R | GH 2 (%) | fi 从 (%) 

第 1— 4 果枝 54 46 
®t 向 第 5 一 8 果枝 60 40 

第 9 一 14 果枝 61 39 

果枝 第 工 节 40 60 

横 方 向 果枝 第 2 节 68 32 

果枝 第 3 节 8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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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a 4 eae 

R12 PEBRRESRAARLHAMEBKR(—) 

(4208. VEER, HARE PES 1954) 

方 向 | 节 次 appv (6) #i 名 (%) 
| 

第 1 一 5 果枝 49.50 | 51.50 

a I 第 ”6 一 10 果枝 60.60 39.40 
yer 第 11 一 15 wee 89.40 10.00 

st | | $s 1— 5 果枝 89 80 10.20 

I $s 6—10 果枝 76.50 13.50 
第 11—15 果枝 83.00 17.00 

果枝 第 1 节 | 67.20 | 32.80 

Bi 果枝 第 2 节 75.60 24.40 
4 果枝 第 3 节 30.00 20.00 

M4 果枝 第 4 节 93 .20 6.80 

果枝 第 5 节 95.60 4.40 

附 主 : 工 . 在 棉 株 生 长 发 育 获 得 良好 的 环境 下 。 

I .在 杭 株 生长 过 旺 的 环境 条 件 下 。 

=, MMEESRE RRM 
HAE MESS VE HFT Ls FB = FP 
1. HBSS RFE H : | be 
Hi EAESE NIE HH IN AA: EA ROUEN RMR, 

HS BYE a SEE AS OH FE (ED HERS RSS Ye PE OPED) AS BE 
大 , 当 棉 株 体 内 营养 物质 不 能 满足 结 欠 很 丰盛 的 消耗 ,那些 生长 较 

弱 锥 得 不 到 足够 的 营养 物质 而 腊 落 ， 根 据 中 国 科 学 院 植 物 生理 研 
究 所 金成 忠 , 渴 玉 璋 、 倪 释 山 及 浙江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过 兴 先 等 研 
究 (1954 一 1955) 证 明 :”“ 棉 株 体内 有 机 养料 的 分 配 与 落 董 落 答 密切 

HAE, ESS AKI HOFER, 如 能 及 时 足 量 地 供应 ; 就 能 保证 划 
5 EE IS ATT AR ARI” 从 他 们 的 实验 指出 :“ 用 人 为 的 方法 保证 棉 

株 局 部 某 些 幼 给 足够 有 机 养料 之 后 ， 受 精 和 不 受精 的 子 房 所 长 成 
的 棉 丛 都 能 接近 100% 地 不 脱落 (参天 表 13 及 表 14); 局 部 地 章 
夺 了 棉 株 上 上 其 些 幼 答 的 养料 以 后 ， 幼 色 的 肌 落 能 因 人 工 补 加 养料 、 

而 迟延 或 减少 股 落 ; FE HERS ato PE FARK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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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3 棉花 环 着 果枝 上 不 同 叶 数 对 于 曹 锥 腕 落 百分率 和 各 种 器 官 中 

可 溶性 酶 含量 的 影响 

《中 国 科 学 院 植物 生理 研究 所 等 ,1954 一 55) 

Jay A AEH nt 1 wh A at atat A ! 
处 = A Se RE a tg 1 ae 2 a 2 as 

处 理 果 枝 总 数 49 66) 36°) - 56 fo 43 | 52 
_ PEMBVEGS(%) 2.0 6.1] 38.9.| 43.8 | 59.7 | 89.1 

叶片 中 可 洲 性 酶 * 100.0 | 108.5 aah Cae; ew a rage 1c 一 
iOS hay PEE 100.0| 72.1 一 | 65.0 | 47.9 | 48.4 

# 处 理 后 第 4 天 样品 

表 14 ”棉花 环 伸 果枝 留 二 叶 一 花 对 于 子 房 腊 落 的 影响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生理 研究 所 等 ,1955) 

iu 1 (55.9.4.) aXe (S5.9.19.)| BRIT (S5.9.29.) 

; pa ee Be fe err at 

处理 花 数 2 | 2 Ls ae 0 | 20 20 20 | 

BRIM) | 0 | Pe eek te ee 
 ， 受精 情况 未 受精 | 受精 ' | 未 受精 | 受精 | 一 | 一 te 

”检查 在 处 理 后 
axe (| a 52 52 | 22 | 12 12 

| MFR AAR ENS, AIL, EREERT, SSSR 
必 落 ;叶片 供 输 养料 的 多 少 及 尾 给 所 得 养料 的 多 少 与 胸 落 多 少 之 问 
APN, 因此 攻 给 生长 所 需 变 的 有 机 养料 , 如 能 及 时 足 量 的 
供应 ,就 能 为 董 锥 的 生长 具有 可 靠 的 保证 而 减少 股 落 ”。 
当主 董 和 叶枝 等 营养 器 官 生长 强烈 限制 养料 轮 向 果枝 时 则 觅 

| AIG, TRAE PE ee LE AE 
上 (1935 一 1936) 于 冬 合 在 温室 中 栽培 棉花 , 日 照 不 强 , i ERS , 千 

成 了 棉 株 顶 芽 过 分 向 上 综 烈 生长 ,极端 限制 养料 替 向 果枝 ,引起 了 
剧烈 的 脱落 ,其 后 摘 去 顶 心 和 下 部 叶枝 后 制止 了 董 答 有 挽 落 , 李 森 科 
院士 根据 了 这 个 原理 创造 了 棉花 整枝 方法 ， 上 面 所 发 合 近 外 围 的 
苗 给 ; 合 易 脱落 ， 也 由 于 离 主干 远 养料 供 答 源 少 之 故 ， 因 为 养料 必 

天 和 集中 于 主干 皮 部 后 ,以 主干 皮 部 为 出 发 点 ( 养 液 浓度 最 高 之 部 )7 
wa? 



fi Pie SETAE ER ERATE SS, SLATE IER Bot 
水 分 不 足 或 光照 不 足 ， 妨 碍 光合 作用 均 足 以 影响 糖 株 内 部 有 机 养 
料 的 合成 ,以 致 减少 营养 物质 的 给 源 而 增加 董 耸 的 脱落 。 土壤 水 
分 过 多 , 由 于 土 中 缺 氧 之 故 , 棉 根 发 生 窒息 影响 吸收 , 同时 土壤 水 
分 过 多 ,降低 土 温 , 沽 弱 根 的 渗透 ,也 影响 根 的 吸收 而 增加 觅 落 , 温 
度 过 高 过 低 及 湿度 过 高 也 都 能 直接 或 间接 影响 董 铃 营 养 而 引起 股 
%. 

2. 受精 关系 : 

在 开花 后 24 一 30 小 时 内 下 雨 , 因 花 粉 湿润 失效 等 关系 ;同时 雨 
水 把 柱头 上 花粉 发 芽 所 必需 的 糖 与 其 他 营养 物质 淋 洗 掉 影 响 受 
精 , 此 外 , 花粉 发 育 不 健全 或 花 的 营养 不 良 也 会 减低 受精 能 力 , 如 
果子 房 完 全 未 受精 , 则 卵细胞 不 发 育 而 子 房 脱落 ， 在 良好 的 营养 条 
件 下 虽然 不 受精 ,也 不 脱落 。 

3. 伤害 关系 : 8 
棉花 的 莉 、 花 、 铃 . 苍 、 根 一 受 损 伤 , 如 虫 、 病 、 殴 风 及 机 械 伤害 

等 均 足 以 引起 腹 落 ,大 多 数 于 受伤 后 次 日 开始 腊 落 ,此 种 脱落 延 绪 
至 5 一 10 天 不 等 , 一 般 虫 伤 觅 落 在 早期 所 占 的 比例 较 多 《和 套 阅 表 - 

15)。 在 同样 的 伤害 情形 下 ,营养 好 的 棉 株 , BERD (SB HIS). 

HS MEMBMt PLASHE(SBMARRA RH 
(江西 农学 院 生产 实习 队 ,1953.6.26. 在 永修 机 械 农场 调查 ) 

ae) se | 

0.74 

5.97 

6.86 12.36 

3.42 | 

34.70 

7.66 9.86 

根据 苏联 D. UW. Bie eA A. A. 波 洛 杜 丽 娜 研究 许多 因 

子 对 知 色 和 落 色 的 影响 ,其 中 包括 不 同 棉花 品种 的 生物 学 特性 , 矿 

本 



R16 METMERHMRARASEARBHLR 

(中 南 农 科 所 ,湖北 省 农林 厅 , 1953 4p PE PA RAC ip HA SR 

He 落 7E m fi Be we (%)* 自然 觅 落 
检查 日 期 SNE CESERET GEG SPURTE! Se LR 

| wae | mon | cme | 其 他 | (90)* 

6/27 422 39.81 16.56 7.82 35.79 
7/1 397 65.74 11.33 9.82 13.10 
7/3 201 59.20 7.92 2.48 30.34 
7/7 270 51.35 1.08 0 47.57 
7/21 1049 43.08 12.10 2.80 41.94 
7/26 465 5.16 0 0 94.84 

8/1 601 3.82 1.50 0 94.69 

R17] MESRRESARMEKE 

(25 JI] fii BR HE PERRIER, 1954) 

物 营 养 (根部 的 和 根 外 的 ) 和 碳 素 营养 ,水 分 状况 ,植物 环境 的 气温 

和 湿度 ,受精 作用 ,播种 期 ,密度 , 行 间 耕作 情况 下 根 的 伤害 , 整枝 
RANA RES, 在 大 多 数 的 研究 中 , 除了 应 用 其 他 研究 方法 之 外 ， 

还 应 用 示 踪 原子 法 ， 研 究 证 明 棉花 子 房 的 肌 落 是 因为 破坏 了 营养 

物质 从 叶片 流入 棉 欠 所 致 。 这 是 由 于 外 界 环境 不 良 条 件 对 植物 作 

FARR, 如 破坏 营养 状况 和 水 分 状况 ,提高 湿度 和 气温 , 伤害 根 

RSs. WUE: 由 于 破坏 合 氮 可 塑性 物质 从 叶 部 供 输 到 子 房 

去 的 苦果 ， 气 的 含量 在 觅 落 的 子 房 中 较 同 一 龄 期 而 未 脱落 的 棉 谷 

中 要 少 些 , 酶 类 代谢 也 有 同样 的 变化 。 在 靠近 肌 落 子 房 的 叶片 中 ， 

酪 证 粉 、 个 灶 维 素 的 含量 逐步 减少 , 考 芽 糖 和 逐步 增加 , 这 也 就 是 证 

个 生活 力 刨 弱 的 特征 。 新 陈 代 谢 彼 破坏 ,以 致 引起 落伍 ,同时 也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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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 及 靠近 叶片 的 侠 觅 落 的 子 房 中 的 呼吸 强度 降低 。 在 已 落 的 子 
房 中 磷 的 总 量 志 未 落 的 子 房 中 的 要 少 些 ,研究 指出 :在 开花 时 期 温 
度 过 高 ,湿度 过 大 也 会 促使 子 房 大 量 股 落 。 在 高 温 多 湿 的 影响 下 。 
花粉 会 起 况 蒋 或 是 膨胀 和 破 袭 而 失去 生活 力 , 因而 增加 脱落 。 

= ERE IRD HATE SESS VE | 
PRATT FY Sen BE ine RAE ESS RE Us ARE BE ESS 

生长 所 必需 的 养料 ,栽培 上 要 采取 和 综合 的 农业 技术 ,使 棉 株 有 良好 
的 营养 和 正常 与 健 好 的 生长 ,并 特别 重视 下 烈 各 项 措施 : 

1. 注意 施肥 适当 ， 要 保证 棉 株 能 够 不 断 的 充足 的 均匀 的 获得 
营养 物质 的 供 答 , 特 别 注意 施 足 基 肥 , 控 制 苗 期 追肥 ,特别 是 氮肥 ， 
井 注意 开花 期 下 部 座 桃 后 追肥 及 桃 肥 的 施用 ， 一 方面 要 使 粮 株 获 
得 充足 的 氨 肥 ,同时 也 不 能 施用 氮肥 过 多 或 一 灵 集 中 施用 过 多 ;以 
防 徒长 引起 股 落 。 
此 外 要 注意 氮 、 磷 、 钾 肥料 的 适当 配合 ， 磷肥 的 及 时 施用 也 必 

须 注意 ,根据 别 洛 岛 索 夫 的 研究 ,在 大 量 花蕾 形成 时 增加 磷肥 营养 
HT BD A PETES 6 一 8 多 。 SARIN OL RE AC TEI 
DEI MAE 
2 EKA, BIEL SAR, BEEK, 保水 灌水、 

和 做 好 深耕 整地 \ 作 畦 中耕 、 培土. 盖 草 及 其 他 田间 管理 工作 ; 促 
进 根系 发 达 , 深 入 土 中 ; 幸 养 棉 株 的 厨 涛 耐 时 能力 ( 参 并 表 18 一 20)8 

根据 河北 省 成 安县 农林 局 的 观察 (1958) ， 平 作 的 棉花 董 狗 股 
落 百 分 率 为 54.82 儿 而 高 大 栽培 的 为 46.15 鸭 。 

3. 注意 适当 的 密度 , 行 株距 配合 , 结合 整枝 控制 氮肥 和 水 分 ， 

R18 棉花 不 同 排水 情形 营 锡 腕 落 的 差 虹 

(华东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 1954) 

处 理 “| OE OM HE Ob (%) ts oh | (%) 

2 3 BE zk 77.57 | 22.44 

PRY) BE 7k 74.76 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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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HATE eR SRR HOT 

(20a aw eH, TPG KBE 1952) 

Wi Ds ARE 籽 棉 产量 
处 的 

(%) 斤 / 亩 %o 

对 照 ( 不 培土 不 盖 草 ) 70.30 267.34 100.00 

培土 、 盖 草 51.82 325.00 121.56 

R20 MiLB T BRERA 

(华东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1954) 

处 WIE 9 (%) | 和 结 > (%) 

wot (8/23) 68 .09 31.91 

ma % 73.03 26.97 

RSS OA RARER, LARA RAD 、 
AE, ,减弱 光合 作用 ,影响 棉铃 营养 物质 的 供给 而 增加 脱落 。 
棉花 与 花生 、 甘 矿 等 绪 生 作物 间作 可 以 改善 棉田 光照 条 件 ; 有 

利于 减少 脱落 ;采用 推 标价 境 方 法 ,也 可 改善 棉田 通风 透 光 条 件 而 
WD EHR, MUKA HA RD 1958 年 的 试验 : 8 月 
15H, 20 日, 23 日 三 次 坛 验 , 应 用 竹竿 扎 架 推 株 任 塘 ,可 以 降低 棉 
AAAS 10% , RD SHIM 13.1%, 

4. HOPME ET HE, ABISEIN FA EO eH Be HF: SE TA 
芍 埋 与 打 老 叶 等 工作 ， 使 棉 株 体内 营养 物质 ， 能 行 最 好 的 分 配 ， 
Po AL TASES EAR TU ALC, 夺取 输入 棉铃 的 养料 (BOHR 21 RH 
ae 

5. HERR YI th SE, CR REAA EO OE HE , dee BE SESS oh SEY 
预防 ,同时 要 注意 风 害 的 预防 。 

6. 合理 的 应 用 植物 生长 素 ,能 刺激 生长 ,防止 花 柄 基部 离 层 的 
形成 ; 有 沽 少 部 分 的 生理 脱落 的 作用 。 根 据 苏 联 IJO.B. 拉 基 金 等 
(1954) 试验 应 用 蒜 乙 酸 溶 液 可 以 减少 落 欠 17.9%。 我 国足 成 后 、 

° 65 * 



R21 棉花 整枝 和 不 整枝 营 锡 腕 落 百 分 率 比 较 ( 一 ) 

(江西 省 九江 张 家 洲 农场 ，1952) 

处 理 成 od 数 Wis RH HB (%) 

73.00 

52.00 

R22 MCERHSTEREARESD SHLR(—) 

(Hise, AACR REP, 1955) 
| 

处 理 | 成 饮 数 Wi 5 RE AB %) 

不 Wes ke 15.0 73.95 

整 rea 17.6 64.00 

间 龙 飞 、 鲁 合理 等 (1958) 多 年 研究 证 明 : 在 盛 花期 喷射 葵 乙 酸 2 一 3 
RR, A Lik > SRE, FRR ERAS AK, 一 般 增 产 10% AA, 

个 别 小 面积 有 增产 达 35.3% A, AE LU EGA Rik 1958 

4 AY) BRS BIE SS ZR FY eR EVE 8%。 BRS ATs 

喷射 蔡 乙 酸 浓度 以 0.002 % PEG, AFLG A Bl A) FF ke teh 10 天 喷 

射 一 次 ,在 棉花 开花 期 间 , 共 喷射 4 一 5 次 ;喷射 时 间 应 在 下 午 4 一 5 

时 以 后 ,或 在 清晨 未 开花 之 前 以 免 项 液 影响 受 粉 ,喷射 方法 可 用 喷 

532 WE EAB AE ASS 上， 把 它们 全部 喷 湿 ， 第 一 次 先 从 下 部 果枝 开 

始 ,第 二 砍 以 后 渐 喷 中 :上 部 果枝 的 董 答 。 蒜 乙酸 的 每 亩 用 量 欧 100 
一 200 Th THM, ’E FT 4g 1605,1059 FIRM, ACM 
Hy PS 8 HFFA WES 6 小 时 内 无 雨 朗 彼 吸 大体 内 发 生 保命 作用 ,但 
如 果 喷 射 后 6 小 时 内 下 十 ,应 在 雨 停 后 重 喷 一 次 。 生长 素 对 虫 嘎 

所 引起 的 肌 落 ,没有 防止 作用 。 研 究 表明 :应 用 生长 素 防 止 棉花 和 萤 

答 股 落 , 必 须 同时 做 好 其 他 农业 技术 措施 , AACE RES, 只 有 

在 栽培 条 件 较 好 的 棉田 , 因 短期 的 不 良 气候 条 件 ( 如 于 时 或 雨水 过 

多 ) 所 引起 的 生理 胶 落 功效 才 显 著 。 由 于 长 期 的 连阴雨 ,形成 内 涉 

或 极度 干旱 时 ,效果 即 不 显著 。 葵 乙 酸 的 配制 方法 :〈1) 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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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 We 1 KERNS 100 斤 清水 中 ， 即 配 成 十 万 分 之 二 
(0.002 %) 的 次 液 。(2) 蔡 乙酸 不 溶 于 冷 水 , 取 1 克 蔡 乙酸 先 加 少量 
水 址 沸 , 使 盗 解 ,再 加 清水 100 斤 , 邹 配 成 0.002 % AMER, 也 可 先 

。 把 蔡 乙 酸 洲 于 少量 酒精 中 , 配 成 2.5 一 5% 酒 精 溶液 ,再 倾 不 100 Fr 
清水 中 、 郎 配 成 0.002 匈 的 溶液 。 

根据 1958 年 公国 棉花 跃进 增产 现场 会 蔗 的 总 结 , 蔡 乙 酸 今年 
各 地 试用 ,效果 并 不 一 致 ,在 试验 有 效 的 地 区 ,可 以 炎 续 采用 。 

7. 应 用 养 峰 或 人 工 辅助 授粉 和 十 前 禁 夹 花冠 等 方法 ， 有 利于 
增加 棉花 受精 这 而 减少 董 锥 脱落 ,此 外 , 雨 后 摘 残花 也 可 沽 少 脱落 ， 
根据 而 东 高 唐 宏伟 人 民 公 入 1958 年 的 试验 ， 人 工 辅 助 授粉 (8 月 
1 ARR 48 10% ,未 进行 人 工 辅 助 授粉 的 为 39% ; HE 

FE(7 月 28 日 ) 的 脱落 百分率 为 20 多 ,未 摘 残 花 的 为 47%。 

BILD HAS IFR 

| HSS BAGAD|— ELIS WIA, EME, OLA 
| FAS, BRA, HIE, BRRAS ANAS ,或 相差 不 多 时 间 

先后 绚 开 ;接着 裂 终 上 口 FT A, ANA EM AeA 
。 分 ,很 快 地 干 酒 ,并 大 大 地 收 纵 , 欠 因 尖端 己 起 , 铃 瓣 边 称 向 外 翻转 ， 
APP HG , SF FE ERY, A180 MI, AS ARERATFA AE 
充分 开 歼 ,所 经 的 程序 ,作者 按 其 开 敢 的 不 同 程度 ,分 成 六 级 如 次 : 

ERA: Cie W,1952) 

1m 开始 显现 妥 橙 , 呈 直 和 线 状 ,基部 未 妥 。 

2@& AMLAABANT A, We 

3 1 Pre SMR Fart SH, RAT K, 

4 PEMD re RBA LARS RO RR KA, HK 

= a 

SM HATER MTSU re RAS MERE, tLe 

PAF BK, RAP ARA 90°, SHS. KH EKG 

| 状态 。 

6m 裂口 扩大 近 180°, HMSAStFY, AKERS A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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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R A) FE A A RE, STEER a ae AS, FL AT EA. 

SHEE: 1.4920 ARBEDL SS TER EE RAID 5 — BES RTS BE AH 

2. BRERA SEM BCWEMBNARRG KAR Ie PF) 

EA REAR » & ANS (EE BE KARE 

- ERP RAN RAI AE ATA 34 表示 之 。 

图 34， 棉 答 开裂 程序 图 解 〈 施 珍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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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RGS IRSUS SE, LTRS HK FHSS A EASED FED IF 
3 BAS BS Hy PA, 
RAGS a REAR TEL BARE, SCT AR SP Pi Bb AER BS AR A 

PSLRA TA, MARAE SH, ARIE IRAE BRS ME 
” 欧 帝 充分 展开 止 陆地 棉 狗 需 4 一 5 天 ， 中 棉 狗 需 2 一 3 天 。 

Ai De FELL HAG CHA SB TE AMIEL TEAS PEE | ae BA RY 
Ae7k Wo eRe, TT. ESSE (1954) SIS PERE ME, SLE 

dH SS SEAO MLR Os OL, SLE ae Be 
KL AACE SSM Ra ARSE A eRe 
yn SHY, HEU IETF ZUR, APIS TE HW Ik, 
AAAI HOKE FL EME, MEISE EES, 
7 ela JL Pa ae EL RRS Ab A eR, AL A BE Ea 
SHA AIWIKEA MRA, BERSERK, KR TEAK 
20-30 K, ARMIBKAETASMMERbhA, EMA RE 
AB, RSVR TY, TSI A ERs 
A$ BARA ATK IEA] , RDF 80% , BARES HO AK, 
IRA AI RG RD SE Bh POT ME BETT AC EEO, PR 

— ses F SH MAES EAB, BPS HA MBF, 
FERS RAR MIT LIE dD, BERT AESS BOS TSB AR Hh 
BETA, PER (1954) BRUNA 15 号 起 始 开裂 的 棉铃 和 充分 
FFAS ARES DF) UE ek Er hn HE 23。 

Sh 76 PY Be ALY tik 5S Bh FE ME FB KP YY ot 2D A HE 4) SE 

Fi, WA RT FO EE ih AL FS ESE TE RD 
不 开 的 ，[T. MEBERE SAO PTSE IS Hi: ASG BO MESETE BUR DRA I BH 
FATE TENGE AEC WY 8 30 —3 5K, BU EBT TE PY 

， PRUETT hk , 4 HESS FF BN PU HOB — Hl , ME MERE HK 
HEEFT DE 90% ,而 脂肪 的 含量 , 则 可 达 种 仁 的 40—45 % , 随 

着 种 子 及 畦 维 中 脂肪 和 纤维 素 的 形成 ,减低 了 持 着 水 分 的 能 力 , 因 
为 脂肪 洗 公 不 能 吸着 水 分 ， 而 竺 维 素 与 那些 用 来 构成 它 的 物 盾 比 
较 起 来 ,其 亲 水 性 也 大 大 地 降低 。 研 究 双 指出 : 随 着 棉花 奸 维 中 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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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3 MATS WAS AMAIA (ie w,1952) 

第 一 租 | 第 二 组 | 第 三 第 四 租 
Hl 别 (10 g | (10 g& (io #6 (10 | | a ay 

平均 ) | 平均 ) | 平均 ) | 平均 ) 

SRC) | 9.290 | 8.942 | 9.405 | 8.902 | 36.539 | 9.135 

LB apa es B88 F 重 ( 克 ) | 3.980] 3.505 | 4.140] 3.985 | 15.610 | 3.903 
eeunatees Patseee mamrtee: wremen eres PC a 

5.310 | 5.437 | 5.265 | 4.917 | 20.929| 5.232 
| me | eae | es oe 
a 水 量 | 527.16 | 60.80 | 55.98 | 5.23 | — | 57.27 

re 每 给 湿 重 ( 克 ) | 7-875 | 7.977] 7.595 | 7.950 | 31.397] 7.849 

# | 每 铃 干 重 ( 克 ) | 1.765] 1.730] 1.705] 1.827 |. 7.027 | 1.757 
th eS eEEeEEeEEeEEEE_—E—E—EEEee eee 

克 | 6.110] 6.247 | 5.890] 6.123 | 24.370} 6.092 
xg | | ee eee 

水 量 | gm | 77.59 | 78.31 | 77.55.| 77.02 | = | 77.62 

a $3.25 (3E) | 17.165 | 16.916 | 17.000 | 16.852 | 67.936 | 16.984 

时 | 全 每 盆 干 重 ( 克 ) | 5.745 | 5.235 | 5.845 | 5.8I2 | 22.637 | 5.659 

克 | 11.420 | 11.684 | 11.155 | 11.040 | 45.299 | 11.325 
> en an eee 

Att | o | 66.53 | 69.06 | 65.62 | 65.51 | — | 66.68. 

每 锥 湿 重 ( 克 ) 5.917 | 5.810 |】 5.448 

Rb FRC) 4.790 | 4.715 | 4.585 

克 | 1.127| 1.095 | 0.863] 0. : 
RSS A 

| Adit % | 19.05 | 18.85 | 15.84 12 二: ‘ 

2 FE CSE (FE) | 2.590 | 2.647] 2.440 

TE GSA7FMR( HE) | 1.765 | 1.807] 1.820 

0.825 | 0.840 | 0.620 PON Ee. Whales aed 
7 it % | 31.85 | 31.74 | 25.41 

Sra Ce) 8.507 | 8.457 | 7.888 

RFC) 6.555 | 6.522 | 6.405 > 2 2 ee 

1.952 | 1.935 | 1.483 x 
ss --- 

水 量 | % | 22.94 | 22.88 | 18.80 | 20.57 



jh it + et Dae of, i Ne re ae as : et, AO ae Om 

MEF ATE , TARE T ACHR AS PERO (LA, 首先 是 单 酷 ， 这 种 
— WAEBUKMLA BIE EAA, EPS OR ET ERS 
HERA , ea FSH RIC Hh FES SET ESE, KP EDU TAK 
MOAB I, Haak, BERR MESE HOTEL RES BERRA FPS PER (Lay 
ote > Fy Te) Sh , EES PRL SAR BRAY ES I I toed T , 
FE HESS I AE In EE SB SP EW (BB 
物 , 这 样 的 半 蕉 具有 很 大 的 膨胀 能 力 , BARTHRSRNOAK, TETHER 
减少 了 这 种 高 渗透 压 物 质 , 因 此 也 就 失去 了 写 的 持 水 能 力 。 

RIA CEE DAR ARS FFE WIE, SHE IRAE LG FE ANNIE 
HELPERS ABA RIAA AKAN ABELL, TEARSS TFB, 9 
FEA MUAY EAR RR A ERAS, PERCE TE 
SSPE A BOE PEMITE A, BERT AOWPRAR HH, ARIA) AY 
茶 件 及 矿物 营养 对 于 棉花 灶 维 中 可 溢 性 碳水 化 合 物 转 变 为 轩 维 素 
的 速度 是 有 影响 的 ， 如 果 在 某 个 地 方 碳水 化 合 物 的 转变 受到 了 胃 
滞 , 就 可 以 发 现 灶 和 蕉 中 水 分 的 增高 ,也 就 会 阻止 棉 答 的 开裂 ， 在 士 
壤 中 施用 过 多 的 氮肥 或 者 增加 灌 浙 的 情况 下 ， 即 使 有 过 好 的 气候 
条 件 , 棉 铬 的 成 熟 也 会 迟延 ,根据 所 引用 的 材料 证 明 在 1 一 3 六 1 的 
灌 汤 方式 中 ， 棉 谷 在 生长 的 58 天 就 开裂 , 而 2 一 3 一 2 及 2 一 4 一 2 

的 方式 中 , 则 在 第 62 天 及 68 KAA BL, EH HVE MEA EER 
可 洲 性 碳水 化 合 物 的 含量 增高 ,主要 是 在 增加 灌 波 的 条 件 下 ,这 种 

Wy JE PHS Hs $F HE SE TR BUT EHP ESR OTE BE TT RIB KK 
双 每 公 项 土地 上 施用 150 公斤 及 300 AT ARABS , HBSS IER, 
要 较 对 照 不 施肥 的 延迟 4—7 KR, AS ESS EIR IF EMER 
有 着 较 高 含量 的 可 洲 性 碳水 化 合 物 及 水 分 ， 这 也 由 于 施用 过 量 的 
氮肥 后 可 洲 性 碳水 化 合 物 转变 为 娃 维 素 进 行 得 较 慢 关 系 。 根 据 我 
国 浙江 余姚 江西 崇 仁 农 民 的 实践 经 验 , 棉 稻 输 作 水 稻 后 第 一 年 种 
棉 容易 发 生 徒长 ,棉铃 开裂 迟 缓 , PGS, 其 原因 主要 是 由 于 水 稻 
田 所 的 含量 较 富 ,同时 土壤 含水 量 多 的 关系 ( 详 于 在 输 作 中 的 地 位 
一 节 中 再 计 论 ) ,这 和 库 班 诺 夫 的 研究 烙 果 相 一 致 。 库 班 诺 夫 的 研 
帘 又 指出 ;在 棉 株 生长 未 期 进行 摘 叶 ,可 以 提前 停止 可 溶性 碳水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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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物 输 向 棉 答 ,使 棉 轩 维 较 快 地 股 水 ,能 够 促使 棉铃 较 早 开 强 。 我 
国家 民有 开始 吐 架 时 摘除 棉 株 下 部 主干 叶 的 和 经验， 这 也 和 着 班 讲 
RAH BIB 

IE BARI OEE, 棉 给 成 熟 时 如 果 棉 田 空 气 湿度 
和 士 壤 湿度 较 高 ,会 增加 棉铃 水 分 含量 而 迟延 棉铃 开裂, 明渠 灌 浙 
与 虹 渠 灌 浙 , 因 棉田 空气 湿度 不 同 , 吐 架 速 度 有 差异 如 表 24 所 示 : 

R24 棉田 空气 湿度 和 吐 架 关 保 〈 列 果 塔 耶 夫 , 时 使 敏 科 ) 

Pe A SAE “| BoE | 意 产 县 
公 担 /公顷 公 担 /公顷 公 担 /公顷 

28 EET (WAAR) 18.7 36.7 53.8 

ART BEE BR EE) 26.9 43.9 53.7 

LIB AL  BCe BAC HIS (1958) BARE PE HAE BO FF BREA 
49% Til RRA 53.9% 。 

站 充 厚 度 也 足以 影响 杭 给 开 逆 的 六 速 ， HEIR MN NS CHO I 
慢 , 铃 壳 厚 度 除 品 种 不 同 而 有 差异 外 , 栽培 条 件 也 有 关系 , AR 
肥 过 多 和 棉 丛 含水 量 高 的 棉铃 大 多 从 壳 较 厚 。 

#25 MRT RAAT PE AN Hs AE RH 

(ii =, 1952) 

HARE 1 SE a IF 39S BE OS FETED RIE rE OB Be 
(20 95734) 

棉 株 生 长 环境 ‘hey a 

1m | 2m | 3m | 4m 5 th | 6 

591 ( 5 BIC) 1.10 | 2.00 | 2.50 | 3.15 |) 3.30 | 5.02 
FF (ASE HERPES) 1.30 2.20 .| 3.00 | 3.60 4.00 5.70 

EBB FEIN JO A | | , 
i) 1.50 2/50 | 4.02 | 4.50 5.03 6.70 

Bi BE hE IO | | hid 
枝 摘 叶 ) 3.50 | 5.25 | 6.70 | 7.50 8.45 | 10.52 

mhe* 3.50 | 5.00 | 6.20 | 7.00 8.05 | 9.55 

* FASO OT , Ba We , HAT RARE PE RIFE BLAS KC IDh PS, ASAE TE BFE TE BP 

ea 72. 

日 

“ 

ee 



HEE EB PAIS FUR SS TEU IS WAT KH ,充分 成 熟 的 棉 畦 维 ， 
Hx ith A , BATT He, SSE AY EFPIA HE FO A, DAS ESE 

良好 ,同时 没有 病虫害 。 
作者 售 就 贷 字 棉 15 号 的 不 同 生长 环境 ,观察 其 棉铃 从 显现 欠 
颖 至 狗 壳 充分 展开 所 需 的 时 间 , 如 表 25 所 示 。 

注意 栽培 ,改善 农业 技术 措施 ,创造 棉铃 发 育 和 开裂 的 良好 条 
伯 ; 可 以 天 大 地 加 速 棉 给 开 妇 的 内 部 过 程 和 改良 棉 给 开 绚 的 外 界 

_ 环境 ,促使 棉 答 良好 开 列 。 

BrP hee spay bee FPG IE 

We Bi see Tin FEA PS EE AE — , PERK Hi HR 

FAB! 根据 中 央 农 业 部 估计 1952 年 南方 棉 区 各 地 玛 黄 花 狗 

占 棉 花 总 产量 15 一 30% ,秋雨 多 的 年 成 ,更 为 严重 ,1953 年 江西 省 

有 些 地 区 的 丈 因 花 高 达 36—47 % ,1958 =F Ash HH Re A 

i, 烂 狂 发 生 很 多 , 根据 第 二 次 至 国 棉花 试验 研究 会 蔗 的 资料 ,各 

地 报导 腐烂 棉铃 一 般 每 株 有 2 一 3 个 ,多 的 达 5 一 6 个 ;华东 农 科 所 

A — eA PRESS ASK 44.23%, 棉花 烂 答 的 损失 是 非常 大 的 ! 除 

腐烂 棉 印 完 人 至 无 用 外 ， 玛 黄花 的 秆 维 品 质 大 为 降低 ! 根据 观察 百 

Fe AiR > 62.9 克 ; 衣 分 减少 7.43% , HER EIR EG 6.45 一 11.55 这 

米 ， 此 外 灶 维 拉力 减弱 , 种 子 发 芽 牵 降低 49—59% , 不 能 做 种 用 ， 

因此 从 事 棉花 烂 丛 的 预防 ,可 以 保持 有 效 答 , HAA, 在 

发 挥 生产 湾 力 、 提 高 棉花 单位 面积 产量 的 生产 实践 上 有 着 极其 重 

大 的 意义 ! 现在 把 棉花 烂 答 发 生 的 原因 和 沽 少 烂 答 发 生 栽 塔 上 应 

掌握 的 原则 与 具体 措施 讨论 如 下 : 

一 、 棉花 烂 答 发 生 原 因 的 分 析 

棉花 烂 答 的 发 生 , 由 于 微生物 的 侵害 , 除 痰 站 病 、 红 腐 病 、 角 斑 

病 、 黑 果 病 \ 茸 腐 病 等 病菌 在 发 病 过 程 中 ;会 使 棉 铬 腐烂 外 , 别 种 微 

生物 也 可 使 棉 印 腐烂 , 据 华 东 农 业 科 学 研究 所 过 上 崇 俭 、 罗 张 、 卢 成 

连 等 研究 (1953 一 1954) ,在 华东 主要 棉 区 能 引起 烂 耸 的 病菌 ,最 主 

要 的 有 角 斑 病 、 痰 站 病 、 红 腐 病 . 黑 果 病 , 此 外 在 烂 盘 上 还 常见 有 和 红 

es 7T3 ， 



图 35 He 76 ay RE oe COB) 

HH. ELI ZL. ROAIPAA HOD PS. IFIP RAS 

Te EMAAR AOS 1h. RBH C. MLE 

PE. FLAG RL MAR BE He BY HR 

L.A; 2A RT; 3. RRA; 4. EH 

se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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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 et At Meal anes ee 
See en Aer ee oe) Pees, bea 
的 主要 病原 ,但 每 年 或 多 或 少 均 有 上 发生。 
“因为 水 分 有 利于 微生物 的 萌发 和 传播 ， 因 而 棉花 吐 架 期 间 温 

度 过 高 是 棉花 烂 答 的 主要 发 育 条 件 , 有 些微 生物 也 靠 风力 传播 ， 
而 吐 架 期 多 十 同时 有 风 ， 更 会 增 重 棉 欠 的 腐烂 。 微 生物 侵害 棉 欠 
AGRE, 虽 因 种 类 不 同 而 有 差异 ,但 主要 略 可 分 为 以 下 三 种 : 

Bi, REG EAR, Ri SHED) MASE, KI 
AE ESS BR 

Bx. \VSEMGORD HAM RAIRGE 〈 主 要 是 风 
SE) ADS A, Pil tn Rs BB I HS BED A, PLS BBR AT 
FEMETCAR ISS LES, TESS S AUTRE P ESE EE BE 
BE LAB A, | 
| B=, PRABWHTSEEFRAN, HWREA, Hee 

FERRE SS FE EA ABSA, Fel a EA, 
| HAE RES We AE ARE (eat BE SE ARIE AR PPE 

—HPE IER se As, BERR TFA AW ERE, TRI BE > LR AY 
Beas, RAC AE EARGE Hh Se, eR ILS EE 
讨论 。 

1. 恶化 微 检 物 的 发 青 条 件 和 沽 少 烂 耸 关系 : 要 预防 微生物 侵 
巡 入 给 ,首先 要 恶化 微生物 的 发 育 条 件 , 主 要 是 造成 不 利 微 生物 发 
于 的 环境 ,上 面 琢 过 水 分 有 利于 微生物 的 萌发 和 传播 , 因此 恶化 微 

第 物 改 育 条 件 , 具 有 决定 性 意义 的 是 造成 吐 架 期 比较 干燥 的 环境 ， 

虽然 大 气候 的 名 度 ,也 就 是 秋雨 造成 的 庆 湿 气候 还 不 能 控制 ,但 棉 

转 小 气候 和 棉 鲍 小 气候 的 湿度 是 可 以 控制 的 ， 观 罕 表 明 在 同样 的 

大 气候 环境 中 不 同 的 小 气候 条 件 下 ， 棉 花 烂 答 的 发 生 是 有 显著 差 

异 的 ， 良 好 的 小 气候 大 大 地 沽 少 了 烂 欠 的 发 生 。 棉 田 小 气候 的 温 

度 ， 受 着 不 同 的 棉 株 生长 环境 如 棉 株 的 空间 适当 与 否 ， 叶 面积 大 

外 ,地势 高 低 , 土壤 合 水 量 多 少 等 条 件 的 影响 很 大 , 因此 在 载 培 上 

注意 千 握 适当 的 空间 和 叶 面 积 , 使 棉田 通风 透 光 良好 ,同时 注意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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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可 以 大 大 地 降低 棉田 小 气候 的 湿度 而 恶化 微生物 的 发 至 条 件 有 .” 
利于 减少 棉花 烂 答 发 生 的 ， 常 常 为 人 忽 规 的 棉 欠 内 部 的 小 气候 名 

度 问 题 . 我 们 知道 棉铃 舍 水量 的 大 小 直接 影响 微生物 的 居住 环境 
TRE CR RS, PEE OES AAA Se 
BIKE 66.68% , WARS FED FEB (R 21.35% , HERA 
ARGS FELIS , WEF RBIS FS BI EK KY, FRB FED 
FA, wmRAEK RIS Re RAE LE ee AA 
久 时 ,由 于 棉铃 本 身 含 有 大 量 水 分 , AA AR, NAAR FE 
保护 ,即使 大 气候 和 棉田 小 气候 的 湿度 不 高 ,也 会 造成 有 利于 微 生 
物 发 生 的 环境 而 容易 腐烂 , 另 一 方面 , 棉 答 停留 在 开裂 不 大 阶段 较 
和 久 时 ,由 于 铃 壳 展开 不 大 ,形成 鳗 状 ,如 遇 天 雨 , 雨水 渗 大 ， 流 出 不 

. 易 ,使 棉 锥 内 部 更 加 潮湿 ,有 利于 微生物 的 侵害 , we 
BLN, RAB BK, BRST AD RAREST) POR HR 
重 。 CRS 1951 FEMA RLS LL 
德 字 棉 531 120 BRAYARSS 699 4, BEAT FEA IFALAGARM 335 个 
PAE 126 个 ; 占 25.6%, HABE, BRM CRARAK 

AAS 364 TF PSABE Ba 96 个 ， 占 23.46%, WemMeSpat 247 

个 ; 占 70.74% , HERES FEMS & Ht 343 7, 4 94.20% ,另外 作者 

于 1952 年 在 上 海 浦 东 高 桥 一 块 棉 印 田 中 同时 采取 充分 开裂 和 已 ， 
Bl Ae FE (AB BASS HE ASS WE fe AC [a] SLR IF) ASH 40 个 ,在 自然 水 
Sy ARAS Pcie 15 天 , FER ELAR AT 40 Sp ie SALI RRO 

病 等 病菌 侵害 的 计 38 个 , 占 95% , I FCPSLAF AT AR SH MI FE BAAS 

侵害 , FER — 8 PSY te 3S ASG RE BH FUG Sh EFC EE ABR , BS 

环境 条 件 的 影响 很 大 。 因 此 注意 栽培 改善 农业 技术 措施 创造 棉 株 
生长 的 良好 环境 ,和 代 使 棉 答 发 育 良 好 、 加速 祝 铺 中 可 洲 性 碳水 化 合 “ 

RELA A AF SER OE 而 
有 利于 棉花 烂 答 的 减少 。 

2. 堵塞 微生物 侵害 棉 答 的 途径 和 沽 少 烂 丛 关系 : 

”要 预防 微生物 侵害 棉 答 ,必须 堵塞 微生物 侵害 棉 丛 途径 ,注意 

做 好 (1) 上 面 设 过 , 棉 鲍 在 受伤 的 状态 下 容易 受 微 生物 侵害 ， 有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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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微生物 只 能 在 棉 答 受伤 状态 下 侵害 ， 因 此 消灭 虫 伤 病 斑 特 别 是 
SS th ARGS th SSE ETS hy EIA EERE 
重要 措施 之 一 。(2) HI RPBADELBDMBEAA EAE 
侵 大 棉 锥 ,在 栽培 上 改善 棉 株 生 长 环境 ,使 棉 答 开裂 后 能 迅速 充分 

R26 在 不 同 生 长 环境 下 棉 锡 开裂 程度 及 遭 雨 后 才 糯 情形 比较 玫 

【 施 珍 ,1951 ,在 浙江 省 农业 科学 研 宪 所 菇 山 棉 场 观 察 ) 

at 

se %o 

IRIE SSB 

歼 目 % 

ibe ea 标 开裂 | PRK 发 宕 给 数 

数 | 傅 形 | 数目 | % 数目 | ， 5 

入 煌 距离 适 [EB] 243/89.00] 58j23.86| 0 | 0 | 58j23.8d| HR 

ae ee 
TES A, 和 蒜头 30/11.00] 26|l86.67| 4 113.33| 30| 100.00 
py 靖 轴 二 双阳 一 | 一 | 一 [一 -一 | 一 | 一 广 | 一 

合计 | 273| 100.00! 84|31.13| 4 | 1.47] 88/32.60 

充分 18|37.86| 21|26.9| 0 | 0 | 21/26.92 Hi So Fee [iG AR AE) | 开裂 2 ERE 
> (etree) —!—|——|—_|-_} — |_| _|__ 
七 Fis #1 lee 2A pase] 40 128|62.14| 6856.12] 39 |27.47 107|83.59 

fi lecar, 四 
合计 | 206] 110.00| 89|43.20| 31 |18.94| 128|62.14 

上 | 和 和 充分 p23 FEF 第 PP 开裂 14| 6.37| .7l50.00| 0 0 7 |50.00 程度 甚 重 

#1 A SS Ca aan Bee aR ee oe re he ie ame com 

路 汐 ee ad 40/77 32| 206|93.63| 153|74.27| 53 |25.73| 206} 100.00 
边 |" Re, ‘i 

SS ae ee ee ee ee ee ee 
田 or 光波 合计 | 220| 100.00} 160l72.23| 53 |24.09| 213|86.82 

总 ot 335|47.77| 86125.69| 0| 0 8625.0 

120 hes 364/52.23124.7170.79| 96 |23.46| 343.94.20 

at 合计 | 699] 100.00] 333/47 .63 96 |13.74 | at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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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 ,也 有 着 重要 意义 。(3) 对 于 无 需 经 由 伤口 或 裂 陵 在 分 壳 外 表 
水 渐 草 延至 内 部 灶 维 组 积 的 这 一 类 微生物 ， 虽 然 堵塞 所 侵 大 的 途 
径 比 较 困 难 ,但 如 果 环 境 良 好 , 棉 株 生长 正常 , 欠 壳 组 织 致 客 , 含 水 “ 
量 降低 ,在 一 定 程度 上 也 可 有 沽 轻 微生物 的 侵害 ， 

3. 增强 棉 株 抵抗 微生物 侵害 的 能 力 和 沽 少 烂 答 关系 : 
要 预防 微生物 侵害 棉 答 的 另 一 种 重要 措施 是 增强 棉 株 抵抗 微 

生物 的 侵害 的 能 力 ,首先 要 棉 株 早 熟 , 防止 成 熟 过 晚 ， BORER DIR 
少 微生物 侵害 时 期 ,同时 要 棉 株 生 长 正常 不 徒长 ,这 样 可 以 相对 的 
增加 了 棉 株 的 空间 ,和 并 使 叶 面积 勿 过 大 ,有 利于 棉田 通风 透 光 而 减 
少 烂 答 ,根据 作者 观察 ,严重 徒长 棉 株 烂 答 率 为 50.82% ,而 生长 正 

常 的 为 .5.34 外 。 此 外 要 使 棉 欠 营 养 良好 , 针 维 成 熟 充分 , 棉 谷 容易 
开裂 , 答 向 下 俯 或 向 侧 , 铬 壳 较 蒲 , Sc LEM HL BRA AE TRESS 
抗 能 力 。 区 

R27 棉 铭 不 同 开 有 型 程度 在 自然 水 分 状态 下 遭 令 微生物 伏 害 的 差 曼 

(iii +, 1952) 

ie rae ne | semen | ， 充 分 开裂 时 棉纺 
os 数 2 0 

sy | ERIE 
-~ % 5 0 

生 ot 2 0 . 
物 | ， 受 教 班 病菌 使 害 
使 5 he 

a 34 0 seems | ™ 
人 BEI A EE % 85 0 

em 38 0 
合 ih 一 -一 一 

Yo 95 0 

56 40 

tal ra re Se ie: 

os 40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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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BER LA AR : | 
Bi FFE RED 5 Se A , RET TT Eh OL ， 

注意 栽培 ,采取 和 综合 农业 技术 引导 棉 株 生长 正常 ,改善 棉 株 生长 环 
HE, 降低 棉田 小 气候 湿度 ,加 速 棉 锥 开 列 过 程 , TAT ASS A oh Bas 
斑 ,增强 棉 株 抵抗 能 力 ,下 面 是 几 个 主要 措施 : 
1, 整枝 的 重要 :整枝 可 以 防止 徒长 ,同时 也 减 少 一 部 分 生长 上 
不 需要 的 枝叶 ,使 棉 株 生 长 正常 ,棉铃 营养 良好 , 沽 少 脱落 ,促进 早 
熟 * 打 老 叶 和 并 可 加 速 棉 锥 脱水 ,有 利于 棉田 小 气候 和 棉 答 两 部 小 气 
候 的 改善 ,恶化 微生物 及 害虫 的 发 育 条 件 , 增强 棉 株 抵 抗力 ， 而 沽 
AD pi Bh Be Ae Pu 

2. 施肥 的 适当 :注意 施肥 的 适量 ,适时 与 适当 配合 ;使 棉 株 生 长 
正常 , 轩 蕉 成 熟 充 分 ,同时 加 速 棉铃 中 可 洲 性 碳水 化 合 物 转 变 为 灶 
维 素 ,棉铃 迅速 开裂 ,棉田 小 气候 良好 ,这 些 都 有 利于 烂 丛 的 减少 。 

3. 土壤 水 分 含量 过 多 的 防止 : 特别 注意 棉 先 成 熟 期 棉田 排水 
防止 土壤 水 分 过 多 ,保持 棉田 适当 王 爆 状态, 这样 可 以 防止 后 期 徒 

长 ,减轻 棉田 湿度 , 同时 降低 棉铃 水 分 含量 , 加 速 棉 耸 中 可 溶性 碳 
水 化 合 物 转变 为 轩 蕉 素 , 促 进 开 裂 ,减少 烂 答 发 生 。 

4. 适当 密植 和 保持 适当 的 空间 :适当 密植 因 能 保持 一 定 的 空 
间 ; 不 致 影响 通风 透 光 ,同时 可 以 相对 的 增加 靠近 主干 的 营养 好 ,从 
期 短 ,容易 开裂 的 棉铃 ,有 利于 烂 耸 的 减少 ,但 过 度 密植 ,棉田 郁 开 ， 
湿度 增高 会 增多 烂 锥 的 发 生 , 密 度 之 外 , 保持 棉 株 适 当 的 空间 ， 解 
决 密植 和 通风 透 光 的 矛盾 ,如 改善 行 株距 的 配合 ,同时 行 株距 丈量 
准确 ,行列 整齐 , 以 及 与 矮 生 作物 间作 ， 和 推 株 侨 塘 等 凡是 以 使 棉 
FE Sa ASEH BE, Da HG UG SA ABA Fe DES AEA 

5. 适时 早 播 : SEM AEA IA REE, 9 
5 $95, DF IE PW AT EK ARSE YS Ok A SEO 

6. 棉 株 的 保健 :注意 防治 病 \. 虫 . 风 害 , 使 棉 株 健 康 ,， Ae 
良好 ,营养 充足 , 轩 蕉 成 熟 充 分 , 棉 答 开裂 正常 ,这 样 有 利于 减 少 烂 
答 的 发 生 , 防 治 病 虫 , 除 对 直接 侵害 棉铃 的 病 虫 进行 防 洛 外 , 必须 
特别 注意 做 好 一 般 病 虫 咱 的 预防 工作 ,在 后 期 对 中 下 部 棉 答 ,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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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M, TARR HES , NT. EM RE Sa AI 

«A, RETR AAT, RUSS ASE We aS ERIN . YA PRIX — A 
WIPES FEST IGE BRD RAS, IAAI 

eS es. ere 

SEH Me, 
7. 选 种 : 选 种 时 注意 逃 择 叶 面 积 较 小 , SSID PRR, S78 

薄 、 展 开 天 、 鳃 期 短 的 类 型 品种 ,抵抗 烂 给 能 力 较 强 。 
作者 与 涂 序 华 等 研究 棉花 烂 铃 和 栽培 条 件 关系 (1951 一 1956) 

三 明 , 棉 花 烂 丛 的 发 生 因 栽 培 条 件 不 同 而 有 显著 差异 ; 整枝 、 施 肥 
活 当 、 排 水 良好 、 改 善 间作 、 早 播 . 适 当 密 度 . 早 间苗 、 早 中 耕 、 培 士 、. 
盖 草 ̀ 适 当 灌 浙 、 预 防 病 虫 风 害 及 注意 逃 种 等 栽培 技术 , BY He 

Dp Bs By Be Az, 这 里 摘录 作者 历年 研究 千 果 及 有 关 资料 列 如 表 28 

BR 43, 

R28 MicCZRATERABRENEA 

。 新 江 省 锣 | 浙江 省 农业 科 | | (ae 烂 给 百分率 | 100.00 
wer 研 完 施 | 调查 |1951 棉 | grsem ee 

x {| FERED ESR 
: oe 江 张 家 洲 农 | 田 癌 Palos. 所 ye ee 100.00 作者 参加 

整枝 烂 倪 百分率 18% | 65.21 | AT 

呆 | PR ae 700.00 

Salam waid Se 3 81% 58.61 

AR HEAR IE BS BD AE 
13. 71% 

SoS To Sy OSPR oer 

4 seg Sa aia 19541 4a 

ee 100.00 
Hi = al a 

学 院 作 江西 农 本 次 昌 taeda 

江西 农学 院 作 
: 100.00 

PPO Ae he BPEL TH Pl] 1956 mE 7.28% 
Bee [bie Ae lathe 15 | eR TT aad 

ke 4p 65% , 

不 > paladin 
meee eres o ‘et 12.16% Biles HR Se. 

BRE BRP Re 5 | Sea a a ee 

> /O 



表 29 ”棉花 施肥 适当 和 施用 氨 肥 过 多 烟 锭 发 生 的 差 曙 

Se, ee A 

氮肥 过 多 〈 棉 | 腐烂 | 标 严重 迭 关 ， be 24.09% 100.00 

ws HH BR BE 115 ABI 75 9307) 109.00. | 
浙江 省 | 浙江 省 安 业 | | 1951 M6 wae oe soee ae 给 数 农业 科 FERRIED | 调查 ”| He JB | 百 分 数 。 合计 96.32% 100. 00 

ee ae i | ee CHEE li 47% 6.10 

棉 麻 志 生 其 正常) ee 一 
‘at MITT a 13%] 43.09 
Zs be Bi ss einges., ane 
数 。 合计 32.60% 33.89 
Ze hs AG ESS Es Sy AA 100.00 

江西 省 re Heit El 13.10% 
九江 县 | 丰产 参观 团 | 调 棉 | 氮肥 普通 用 基 ( 甲 ) 烂 给 百 作 
张 家 洲 | Seren ee 
农场 RUSH aa C ER A i541 

和 2 HERE CK AF PH) 
eee | 江西 省 棉花 |e) 村 | ee oe | 作者 参 
sage y, | Pr Baw aes 5 hae ee 77.14 | Dania 

oO , 

100.00 SR ILL ASL 4 RIE a AS 
14.00% 

Cs 
71.37% 

江西 农学 院 
ED RIFE 

a Fit 195 

ais 

R30 THE SRA MEMBREHR 

学 院 农 
81.21 

yn Ang is | 日 比较 (9 & RE 

倾斜 地 低 湿 的 一 端 粒 从 直 
ee 530.1% 
1| sabia 高 燥 的 一 端 烂 锥 吾 | 4g g3 

Re 

rt ol cae 查 地 点 | 再 查 者 | 

表 31 不 同 土壤 棉田 业 锥 发 生 的 差 办 

me ) - ree gp 材料 | SAR eA 

HiRes ATA | 109.00 
sn Mee 22 elon Sek MEE a 
Me +i eS pa 5} Slee ere 29.45 

-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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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a mac RE SEE 
rd % 4 . a2 

. : 

eh | 3180) 
HOLES a 

Imm IIAl mM oss) TF|28-0% | 100-00 
a finael | 15 | SNR | 38.57 

“ oO 

湖 泥 深厚 (2.4 TE H | 100.00 [BER 
1s GEL AG Elo reve pas ate] TD ¥ H kegs 43 48 27 .23% 195446 Hepes 

湖 边 =| fae 调查 2” 15 | wivEwRe (0.84) He) 41.30 ese BL REGS ay 4A12 .25% 告 

R32 棉花 不 同 耕 作 制 度 灶 锥 发 生 的 差 田 

)| @& at 查 地 点 | Oh te ae [ek 用 结果 
EAC DR oe EAA 

EE a a sey HPA 54 s B50.2% | hava 平湖 县 秀 | 学 研究 所 施 珍 | 调查 AMITEA TAB ITESS | 20 50 | 畦 的 四 轴 均 aks Fi 47 24810 .30% MAD. 
AAR HB CHG HH | 100.00 

江西 省 崇 NP naa ke RN OS omg| SRE PARA | PTY) FR 1956457 cts HA 
gl 技 站 调查 | “6| | 们 扒 百 分 素 17.76% | -? 

FLERE HUE SS Aa as 5.03 
2.25% : 

* 2M he FH RITE TEP SR HK DRE, FP PEMA, DLO BAB PA 5B 
PASEO, REGS PEER, GRE SRR AEE ITE, FREE TEI SE, BT eb ee 
ge HE A: 

RIS META MM RRs sR 

比较 (99)| 备 itt 

| | % Ln | 75.87 
Mircea | BAC ASW Rt | 1 yI1951)\ 94 |_| 

De tee ae oo 
ee | a a 了 月 12 bane | 95 45 
Soke er . if 日 a | 

Ss i 

eRe 
PIR | 江西 农学 院 | HN os 6|" Gat | 14-93% _ ee ‘ geet got hi 百分率 | 79 18 

.人 .J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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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棉花 不 同 种 值 宣 度 冉 铬 发 生 的 差 办 
B mae) ae [bony Maem lec 

1,500 RES aD a gon] 2% 100.90 
- 西 省 九 二 | 一 | 一 一 一 

江西 省 棉花 | 田间 2,000 FEMS HSH | go 1,| 作者 参 
RM cee pin | 阅 查 !953| #8 | 16.49 | Tk | tate 

eM dels 二 2 生生 和 
| oat ee eee 

2,500 FAN aR 879% | 86.94 
000 eRe aa 
-42% 

江西 农学 江西 农学 院 [HINT O56 te 
院 农场 | 施 珍 、 涂 序 华 | 调查 103.06 

一 ah 验 或 Pt fe RRB Dk SR 
bo Se RE Seer eee 查 地 点 | 调查 者 

ee 
江西 农 ee Sic Spe pe 33 

bones | (epeaeeneec [1954] 棉 | are aa 
HT $H hte 15 3.15% J 

、| 江西 农 仿生 | BESS at 00.08 

BER | aortas PO) | 15 | PME ra | 37.67 

36 TE PRRPMBREHSR 

pA ae ee ee ee | 

. J a 

江西 农学 院 作 a at esol sig | mm 
江西 农学 | 物 栽 培 学 教研 | 田 并 1955| 棉 | 一 一 一 = ee 

R 6.8% ‘ 

aren an) 
20 POLL hy AR AE CF PTY 9 
院 农场 ALE. meee et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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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7 = 棉花 培土 和 不 培土 测 铭 玖 生 的 差 输 ， 

a eae ase ores sconce) & itt 

pee 农业 | 浙江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 学 研究 所 施 oe 

田 万 

A thy Se ASE Fa 2 AS 100.00 

19514 cn Wes Se 
eee 到 hag SiR sa -~ gabled Ea gine 83.49 

as 100.00 31.5% TMU uaa Bots OMS NSS Ne 
Pp Be P| RRR ||| "Gat | 3 AER TD 141 le ete 
Heth ARB iL, POPE Ae 15 270 . ee 

院 施 珍 EERIE TAR | 64.04 
江西 农学 院 作 TI 

江 本 农学 院 | 移 坟 培 玫 研 络 | 中 鸣 |1953| ig PE SIE AAS 39.96% 

00 ae on eae 
ie abe aad 100.00 

15 | seb Bt ABO. “eT TD AEO.74% 89 16 

| + y 
江西 农学 院 作 3 134) 9. cic eat 100.00 

江西 农学 院 田 关 |1o55 pa 
农场 BOBS TATRA yey 1995) He BLM ATA 施 珍 KR 15 | 7.70% 81.05 

38 ”棉花 盖 草 和 不 盖 草 糯 诊 发 生 的 差 民 
ET en ttt. Pete ee 
试验 或 调 | Rie wk iP tonsa latin | eas Con ze. a testh 调 查 者 fe reser e¥e(%) tt 

[Pa A ee at 100.00 BREAD A 
9% IPA gw MOUS KHE RL. |i hl, 5 fe 18 : saat 

He fi Rs Saye 项 时 if SRE PS Bay ae 丰产 参观 
9.7% 49.75 | 团 调 查 

son peer Ase oo Bt a ABR 

江西 农学 院 apa {BIT 953 100.00 

33.98% : 
AR 

。 | 江西 家 学 院 作 | | EE] Badge | (100.00 
江西 农学 院 | 物 栽 培 禾 研 粗 | 四 1954| 棉 | 
iy 施 珍 15 5 | 63.55 

x 39 ee ere 

RBAM | Kw 或 
查 地 点 - | a eH 

wARS 3 | 
或 | 年 份 | 材料 试验 项 目 及 结果 PEC Ie) Ar at 

va pt tg pat =| 
oleh PT PY Fi He LES | TTA 953 信 字 | Srage 12 Putas 作者 参加 
Wc 人 参观 团 查 | een roe 百 分 28 .00 调查 



N40 HERRASERRMBREOBR 

re Lae 0 BUTE A DRI 。 | 比较 (95)| Ge RE 
查 地 点 i te 者 | 调查 

HETIL UR Hi ee 100.00 
aI Me ATCA RAW AY Hg, 95]| 德 字 | AAA 17-77% 
SMS | 学 研究 所 施 珍 | 并 查 | | 531 | meee | 50 95 | 锥 百分率 5.2% ” 

R41 棉花 叶 部 唱 仿 病虫害 轻重 烂 多 发 生 的 差 曙 

AER 
esis | RK im BX 
查 地 点 | 调 查 者 Cac 调查 项 目 攻 千 果 上 比较 (9)| 备 往 

| AIOE AE AEC REGS 
(S| 百分率 51.35% 
Hi 
15 | Bis wr eee eS 

百分率 20.76% 

AAA HH es 

Pas an 汪 本 业 科 学 | 
县 乐 丰 农 业 | 研究 所 棉花 工 调 查 |195 
社 棉田 各 

PPA PSI PE LA A sexe} AR 31.90% 
县 乐 丰 农 业 | 研 完 所 棉花 工 | 调查 |1954| 杭 
和 社 杭 田 | 作 粗 15 fein EA 

Sy aR 16.65% 

R42 MARHRARHEMTRERBRENEA 

msi 查 ale ojen Mi te HR HR cones 4 

| | ree 18.94% 100.00 

is a Bi Be 

PUB EWRS, EEG | a 2 oe BRIE AE A195 ype, PERE 
业 科 学 研 , 业 科学 研 棉 合 群 62.1 

HAWK Ly) IMMER) | 531 
Hi Wis 

栽培 较 好 ， 苗 匀 生 长 正 
党 ,成 用 时 ;棉田 通风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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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3 棉花 不 同 品种 烂 狗 发 生 的 着 县 

> | PARR ot sta] BUD | lee | | ! 或 | 年 份 | 材料 . 调查 项 目 攻 结果 比较 (950)| Hitt 查 地 点 ，| 调查 者 |e. 
| 苛 学 杭 100 号 (nt | Fe’ G99¢ | 100.00 

ZA He Bl BERL ,成 a 
Ase BNIB) 位 给 数 占 | 72.00. 72.00% | 100-00 |. 2 

pes ee val 1951 100 2 合计 90.00%] 100.00 oe 

a - seal RERR | 37.79 | 进行 
He ete a rane ri (ores) 9.89% | | ie 

3 » RA PEM | 46 29 | WHR 
; 时 igs amps 33.33% | ‘ 

FEST | pee 39.22%) 43.56 | 

1S PRE 15 SHER as 8.68% 

ais 6 SER DAE 7.28% 

BS HCL MRN EMER AORN, BE 
不 同 的 温度 。 据 林 葛 特 云 : 当 平 均 气 温 不 低 于 10°C tt, BRE IP RE 

第 十 一 节 ， 棉 花 和 生长 基本 因素 的 关系 

发 荐 ,生出 第 一 片 芙 叶 时 ， 则 需 14 一 17eC， 开 始 烙 蕾 ， 则 需 19 — 
2025C。 自 开始 辐 董 至 开 妇 吐 架 以 20 一 30?C 上 发育 得 最 好 。 超 出 302C 

时 棉 株 邹 呈 疲 奢 停止 发 育 。 当 温度 高 于 33”"C 时 ,在 细胞 内 积 凡 对 

有 机 体 有 祝 的 含 毒 排 泪 物 。 但 当 温 度 降 低 于 30"C 时 ,这 些 排 泪 物 

会 自 植 物 有 机 体 中 排出 ,或 在 细胞 内 中 和 过 高 的 温度 ,特别 是 在 高 

漫 多 退 的 条 件 下 使 花粉 形 失 生活 力 ,以 致 影响 受精 引起 子 房 腊 落 。 

ADR SIT EET 20°C 时 ,会 影响 季 维 素 的 演 积 。 
棉 的 体积 生长 ,多 在 晚上 无 日 光 时 ;此 因 无 日 光 时 停止 光合 作 
用 而 进行 生长 , 且 晚 上 克 胞 所 含 的 养料 充足 ,可 供 因 胞 的 发 展 。 据 
钱 尔 斯 云 : 夜 并 棉花 吸水 量 和 蒸发 量 平衡 ,此 时 限制 生长 主要 因子 

为 温度 ; 故 晚 混合 高 合 好 。 尺 谓 在 水 份 供 给 不 成 问题 时 ,生长 曲线 
六 和 日 落 至 晨 初 温度 相 一 至 

王 温 降低 往往 有 碍 棉 根 的 发 育 , URE OC AAR HB A oR 
AD, TAKE BE SEIN, wR AL AY RR AS, 同时 低温 足以 降低 根 的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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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作 用 ,以 致 生长 迟 绥 。 因 此 活 当 地 增高 土 温 ,是 棉花 栽培 上 的 重 
要 措施 。 
棉花 对 于 温度 的 要 求 因 培 青 条 件 不 同 而 有 伸 适 , 过 去 认为 棉 
花 只 能 种 在 自 4 月 牛 至 10 月 定 , 其 昼夜 间 总 气温 不 少 于 4,000°C 

或 在 藤 期 内 平均 气温 狗 22"C 的 地 方 ,实践 起 明 在 高 度 农业 技术 水 
平 下 ,即使 热量 少 一 些 ,棉花 也 会 生长 得 好 。 

温度 为 支配 棉 开花 的 最 重要 因子 之 一 , 开花 的 多 少 与 所 受 的 
温度 的 关系 很 大 , MRS: 每 日 开花 数 受 该 日 前 的 29 日 的 温 
度 影响 甚大 , 朗 29 日 前 温度 高 则 这 一 日 开花 数 也 多 ,过 兴 先 (1942， 
1951) 太 宪 棉 的 现 蓄 数 和 每 日 最 低 气 温 的 高 低 颇 有 关系 ,在 最 低 气 
温 甚 高 之 时 , BEAMS, BE PAR SAD, ae th 
线 的 起 做 和 气温 曲线 的 升降 相 一 致 ,研究 指出 : 棉 株 现 蓄 阶 段 的 发 
动 , 需要 20?C 以 上 的 高 温 条 件 , 但 其 后 每 日 平均 温度 降低 至 16”C 

ZEAT , ABER ODE ABTS : 
二 、 水 分 “水 分 为 棉花 生长 环境 的 主要 因子 之 一 。 据 葛 罗 素 

FAM A, 决定 于 氮 素 的 供应 量 , 故 新 节 的 产生 受制 于 所 
素 , 细胞 的 大 小 决定 于 水 分 供应 量 , 故 节 间 延长 受制 于 水 分 。 据 和 白 
Biss: 在 一 日 中 间 水 的 经 由 棉 根 导管 的 狗 计 1X4 oe, EIA 
氏 云 :埃及 棉 生长 一 磅 物质 需 水 894.8 feat 853.6 Be TM. B. 斯 

达 罗 夫 报 导 棉 花 的 蒸腾 系数 ( 序 所 消耗 水 分 对 所 有 各 部 器 官 所 获 
得 干 物质 重量 的 比率 ) 为 368 一 650, 棉花 虽 需 大 量 水 分 ,但 仍 比 其 
他 一 年 生 作 物 为 耐 旱 ; 这 由 于 棉花 有 强大 根系 ,可 从 土壤 深层 吸水 ， 
同时 当 竹 胞 内 水 分 减少 时 , BERRI, 双 据 烈 果 塔 耶 夫 和 叶 锅 
敏 科 报导 : 棉 株 水 分 的 消耗 和 棉花 积累 干 物质 的 过 速度 成 正比 例 ， 
干 物质 的 增长 减低 ,水 分 的 消耗 也 就 减少 。 根 据 苏 联 资料 ,一 肥 夜 
间 , 每 雷 地 面 上 燕 发 及 植物 发 散 掉 的 水 分 消耗 量 在 棉花 生长 初期 
是 1.25 一 1.5 立方 米 , 其 中 土壤 的 蒸发 达 80 一 90 多 ， 棉 株 发 散 的 占 
10 一 20% ,由 开始 结 蕾 起 至 开花 时 止 ,每 雷 棉田 每 坚 夜 因 燕 发 而 耗 
掉 的 水 量 , 增 加 至 2.2 一 2.5 立方 米 , 这 时 期 土壤 和 棉花 所 燕 发 的 水 

量 大 和 致 相等 。 在 开花 期 ,棉田 每 胆 夜 每 雷 最 大 燕 发 量 可 达 5 一 6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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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米 ， 其 中 为 棉花 直接 发 散 的 水 分 占 70 一 75 9% ， 而 土壤 蒸发 的 占 

25 一 30% ， 在 和 结 答 时 每 昼夜 棉田 水 分 的 蒸发 , 降低 至 2.5 一 3 立方 

米 , 棉花 与 土壤 蒸发 量 的 比例 和 前 期 相同 。 HERR SE 

期 生长 线 慢 , 消耗 水 分 表 少 ,多 十 或 过 度 灌 只 以致 土壤 表层 过 分 潮 

湿 时 , 则 棉花 根系 的 主要 部 分 只 能 发 育 在 舍 近 地 层 而 不 深入 ,由 于 

根系 的 发 育 赤 弱 ,促使 地 上 部 分 强烈 生长 而 发 生 徒 长 ,如 果 后 期 天 

气 亢 旱 ̀ 炎 热 , 地 表层 还 速 干 酒 , 这 层 的 组 根 网 会 死去 ,使 棉花 根系 

ABA MEMAHAA, HAE RIERA MH EK BY HEEB a 

燕 腾 双 大 , BAWZAE, 又 棉 根 遇 地 下 水 或 士 中 水 分 达 包 和 状 
态 时 , 则 因 土 中 缺乏 氧气 常 塞 息 而 停止 生长 ,地 下 水 面 堵 高 至 棉 根 

“ 指 耸 布地 带 , 则 地 下 水 面 以 下 的 根 , 也 会 塞 息 而 死 , 当地 下 水 面 下 
降 后 , 虽 仍 能 分 生 新 根 向 下 生长 占据 前 老 根 所 据 的 土壤 ,但 在 这 样 

的 情形 下 , 棉 株 生 长 停放 ,参阅 表 44。 双 棉田 渡 水 , 则 士 温 降低 , 减 
低 根 的 吸水 速率 ,水 的 吸收 迟缓 而 蒸腾 不 减 ,也 会 造成 凋 奢 现 象 。 

R44 不 同 排水 情形 棉花 生长 发 育 的 差 黑 

《江西 农学 院 农 四 生产 实习 队 , 1953 年 6 月 下 名) 

地 势 高 ,排水 良好 | 27.82 | 12.30 

在 开始 开花 以 后 , 为 了 进一步 的 正常 发 育 和 迅速 地 、 大量 地 、 

积累 生殖 器 官 建立 所 必要 的 条 件 ,水 分 需要 的 过 速 增 加 , 旦 这 时 气 
MAR, AA, 因而 需 水 更 为 人 迫切 , 到 开花 盛 期 狗 7 月 底 至 8 

月 上 旬 ; 达到 最 高 限度 , KAKA ES GE BLA EPG RIA, 从 

8 月 下 盾 月 以 后 , 消耗 的 水 分 大 为 减少 。 通常 于 燥 空气 利于 开花 

和 若 铺 , 旬 度 过 高 会 迟延 甚或 阻止 开花 , 但 土壤 水 分 适得其反 ; 故 最 

适 于 开花 的 条 件 是 气候 于 爆 而 有 适当 的 灌 新 , 双开 花期 土壤 水 分 

过 多 ,也 会 影响 棉 根 吸收 而 引起 董 狂 觅 落 。 

« 89 ， 



成 熟 期 水 分 过 少 , 棉 答 的 发 育 不 馆 满 , 常 未 及 充分 成 熟 而 过 早 
开 妇 。 但 水 分 过 多 , 则 使 棉 株 徒 长 ,迟延 成 熟 , 井 增加 烂 色 。 

根据 II.B. 斯 达 罗 夫 报导 , 灌 浙 的 棉花 所 消耗 水 分 的 总 量 按 
其 生长 各 个 时 期 大 狗 是 这 样 分 配 的 , 从 出 苗 到 孕 攻占 8—10% , M 
孕 董 到 开花 占 18 一 20% , MIFAEDI RHA 50—60% , FERIA 
sidered pe 

三 、 日 光 “” 棉 为 热带 植物 , 需 日 光 多 而 强 , BAHAMAS, 
使 受 阳 光 的 直射 ,日 落后 叶片 稍 下 垂 , 棉 叶 于 晨光 初 现时 ， 朗 开始 
行 光合 作用 ,制造 养料 ,除非 根系 吸水 不 足 , 光 合作 用 不 必 停止 , 故 
HRA ME KIRA, PARE, DS AR RRS 
HERR SD SHES RA ASRS BH RRS HAZH, te 
SESE OTE , HAR SEN I SER Rb, BK 
正常 , 但 至 大 小 时 时 , 则 生长 迟滞 , 开花 很 晚 , FER REAM 
少 。 根 据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棉 花 研 究 所 (1958) 的 试验 ,在 8 AP 
及 9 月 下 旬 利 用 镭 子 反射 增加 棉田 光照 绎 度 牢 个 月 后 棉花 叶片 完 
整 , 生 育 旺盛 ,在 加 光 的 一 面 , 叶 片 更 为 新 鲜 , 背光 的 一 面 ， 叶片 和 
有 枯 凌 ,加 光 对 延长 棉 株 生长 期 的 作用 很 大 。 

棉花 本 性 是 短 日 性 植物 , 如 果 在 一 定时 期 办， 用 遗 盖 的 方法 ， 
每 天 减少 光照 时 间 会 加 速 发 育 。 对 光照 长 短 反应 大 的 棉花 品种 ， 
在 长 日 照 地 方 的 自然 光照 条 件 下 , 因 过 剩 的 光线 会 阻碍 植株 两 部 
的 盾 的 变化 而 不 能 开花 结实 。 据 苏 联 康 斯 发 丁 谐 夫 【1930,1934) 
研究 证 明 , 棉 的 最 适 光 期 因 品 种 而 异 , 但 不 出 8 一 12 小 时 之 间 。 作 
AS 15 UG HE (4 (1936 —1938) DL BESE HE (Cambodia) (FEDS) RE, 
在 中 国 各 地 的 自然 光照 条 件 下 ,不 能 开花 结果; 当 用 其 他 内 不 品种 
为 供 试 材 料 研究 光照 和 棉 的 生长 发 育 关 系 , 其 千 果 和 综合 摘要 如 次 : 

(1) 康 字 棉 在 长 日 地 方 的 自然 光照 时 间 下 不 能 开花 , 但 用 人 
工 调 节 缩 短 其 光照 时 间 后 , 也 能 开花 结果 , 并 以 光照 12 “NI BORE 
理 为 最 适 , 其 要 点 略 如 表 45 所 示 。 

(2) 把 康 字 粮 的 一 个 枝条 施 以 短 日 处 理 后 , BRA AY Ja 
也 能 开花 和 结果 ,但 未 处 理 部 分 不 能 开花 车 果 。 瑚 天 图 30, 

oe 



(3) 在 康 字 棉 生 长 前 期 的 部 分 期 fd 内 > ETT FG 日 处 理 其余 时 

Pal , E52 B PATE HA, ,结果 也 能 开花 结果 , 惟 不 若 全 部 期 间 处 理 为 好 。 

” 表 45， 康 字 棉 在 不 同 光 照 时 间 下 感应 的 差 尼 
(2 fe Hee) 

= | 光照 至 日 | 光照 六 小 时 光照 九 小 时 “| 光照 十 二 小 时 

植 科 高 度 (厘米 ) © 71.2 126.2 119.5 

i @ & BD 0 29.2 28.5 
te RS (%) | im 
每 戎 籽棉 重 ( 克 ) 

(4) 在 不 同 光 照 时 间 下 棉 侏 (以 腹 字 棉 , 苏 联 纯 系 棉 、 海 岛 棉 、 

青 芬 鸡 脚 棉 、 常 德 铁 籽 棉 、 百 万 棉 、 印 度 维 字 棉 作 供 试验 材料 ) 的 主 

共生 长 速率 、 开 花期 \ 呈 架 期 开花 数 、 和 结 欠 数 . 吐 架 欠 数 ,都 有 显著 

_ 药 不 同感 应 (在 当地 生育 不 宜 的 海岛 棉 尤 为 显著 ,和 参天 图 37 一 43) ， 
大 多 有 适当 短 日 处 理 优 于 光照 对 日 的 倾向 , 特别 是 光照 十 二 小 时 
A 

HEA LE SMEAT LIDAR et BE BEE HEL I ADEE TE 
所 获得 的 种 子 , 种 在 自然 光照 条 件 ( 邹 未 施 短 日 处 理 ) TS, dab FFE 

和 精 给 的 现象 。 根 据 苏联 布道 夫 金 娜 研究 (1957) ,光照 条 件 对 棉花 

—*tM2ZAH (GSE HEB) 



图 38 ”棉花 在 不 同 光照 时 间 下 感应 的 差异 (=) 
一 一 光照 12 rh} (BREE He 5B) 

图 39 ”棉花 在 不 同 光 照 时 间 下 感应 的 益 异 三) 

一 一 光照 9 小 时 (〈 关 车 传 , 施 珍 ) 

杂种 发 育 的 影响 ,得 出 结 葵 : (1) 杂种 第 一 代 在 短 日 照 条 件 下 形成 

的 早熟 性 ， 在 以 后 各 代 (F;、F;、F4) 当 培 至 在 较 长 的 上 日照 条 件 下 时 

能 保持 下 来 ,但 不 充分 (观察 表明 轻 过 短 日 处 理 而 种 在 自然 日照 条 

件 下 的 C460 XC 一 3404 第 三 代 杂 种 ，9 月 收获 的 籽棉 是 比 对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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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 40 ”棉花 在 不 闻 光 照 时 间 下 感应 的 差异 〈 四 ) 

—t 6 “hit CBRE Hi BD) 

甲 、 光 照 全 日 乙 、 光 照 12 小 时 

| 41 海 饥 棉 施行 短 日 处 理 后 生长 发 育 的 盖 异 (一 ) OSE B) 



甲 、 光 照 全 日 乙 、 光 照 12 小 时 

图 42 海岛 视 施 行 短 日 相 理 后 生长 发 育 的 盖 异 (二 ) 一 一 巴西 杭 在 我 国 

长 江洲 域 很 少 开 花 , Pare BFR REG OSS iO) 

43 ”和 克 过 短 日 处 理 的 康 字 棉 所 收 种 子 种 在 自然 日 照 下 也 能 开花 和 町 果 

Cubmete bie =) | 

多 40—60% , 总 产量 比 对 照 高 14-30%, WATS A AEB BP EE 

自然 日 照 条 件 下 的 138 一 ®x C460 第 二 代 杂 种 除 提 高 早熟 性 外 ， 
需 前 花 高 于 对 照 28 狼 ， 而 总 收获 量 则 超过 10%, VEN BSA 
种 比 对 照 提高 产量 25%)。 (2) 第 一 代 培 育 在 短 日 照 条 件 下 的 杂 
种 , 当 以 后 各 代 培 至 在 长 日 照 条 件 下 时 ,除了 提高 早熟 性 和 产量 之 
外 , 谷 的 大 小 较 对 照 减 0.5 一 0.7 FE, 而 衣 分 较 对 照 增加 1.0 一 1.5 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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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SEREASRASASASK RES 

13/6 22/6 2/7. 12/7 2/7 1/8 
17/6 8 =627/6 1 7/7 17/7 ag! 8/A 

(*#Houwnsn 

图 44 RII SERA RTA BEF Hp Se RE AE esa sy 2 Se (ee ED 

RAT MCAT AABN TAHERSAMER (mee te B) 

ee ke Se — 1H tke Bm 

meri | 海 启 析 | 2 | | oct | OME | 百 万 和 

maa | 60.5 | e1.0 | 63.5 | 57.0 | 57.0 fo seO) 63.0. 

光照 12 小 时 | 59.0 | 71.0 | 55.0 | 56.0 51.0 

PEAS HY OE TS bd en SRE SE, 棉花 经 过 短 日 处 理 后 能 提高 早 热 

性 和 产量 ,而 又 能 保持 到 后 代 还 有 效果 ,另外 在 生长 前 期 的 部 分 时 

期 内 施行 短 日 处 理 朗 能 发 生 一 定 的 效果 , 则 很 可 采取 下 列 两 种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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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 时 间 
merit | 小 记述 | sasean | enuee | MAH | ggg | 百 万 入 

38.00 | 86.00 | 24.00 光照 全 日 

光照 了 2 小 时 52.00 |129.00 | 66.50 

表 49 ”棉花 在 不 同 光照 时 间 下 千 欠 数 的 差 暴 〔 记 刻 传 . 施 BD) 

光照 时 间 局 : 
苏联 | WE Fp Be 

merit | 海岛 棉 | 袖 采 棉 | pane | HOI geseig | HH 

光照 全 日 11.50 | 2.00 | 19.50 | 15.00.) 28.00 | 45.00 | 13.00 

光照 12 小 时 | 23.50 | 1.50 | 20.00 | 15.00 | 29.00 | 45.00 | 16.00 

TATE AG A XE BE AY FASC ARES: CLE BR De FE EE Sk 

«Be SAS E77 IG AR 12 小 时 的 短 日 处 理 , 所 收 种 子 , PE REA 

用 ,采取 育苗 移 栽 不 间苗 方法 每 雷 只 需 种 子 7;000 一 8,000 粒 , 因 此 

能 车 70 一 80 耸 的 棉 标 只 需 2 一 3 PRED AT A, HAT ADH 
不 困难 的 。 (2) 在 青苗 移 栽 的 育苗 时 期 施行 短 日 处 理 。 当 然 这 两 
种 方法 是 否 可 用 ,还 有 待 作 进一步 研究 ,特别 是 棉花 对 光照 时 间 的 

反应， 因 品 种 不 同 而 有 很 大 差异 的 ,在 进行 研究 时 必 膨 注意 到 这 
一 点 

4. 养料 : 棉 范 在 全 部 生长 期 内 , 从 幼苗 生长 起 到 生长 完结 止 ， 

© 随时 都 从 土壤 中 吸收 它 所 需要 的 养料 , 棉花 对 于 士 壤 中 养料 的 吸 
国政 是 与 植株 有 机 质 的 积累 有 直接 关系 的 ,植株 内 有 机 质 积累 得 多 ， 

对 土壤 养料 的 要 求 增多 ,这 也 就 促进 了 有 机 盾 的 大 量 形 成 。 当 外 

| 界 条 件 适 合 棉花 生长 时 , 则 植株 发 育 正常 ,对 养料 的 要 求 , ERE 
第 长 的 程度 增加 了 。 当 植 株 到 达 一 定 成 长 时 期 ， 在 生物 学 规律 支 
配 之 下 ， 息 的 生长 和 外 部 发 至 逐 光 停 汕 ， 后 代 再 生 的 内 部 转化 时 
期 让 随 序 到 来 , 对 外 围 环境 的 养料 要 求 开始 降落 ,这 时 期 植株 主要 
是 利用 早期 所 积 邮 的 养料 完成 发 育 的 生活 过 期 ,从 马 林 酚 与 普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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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索 夫 的 研究 烙 果 ， STAT Rae bone ae 和 生生 50, 

R50 ”棉花 各 发 育 时 期 对 土 需 中 氮 磁 甸 需 要 的 百分比 

(AKRAM Bi A 1951) 

Hw See | ROR “| HORE meESeR 
17/IV-—13/V1(57 ) | 13/VI——16 /VIII(648) | 16 /VIlI——11/ X78) 

/ : 
N P20, | KsO N P20, | KO N | PaO | K,O 

8.3 8.1 10.1 59.6 58.3 63.5 31.1 33.6 | 26.4 

棉 株 的 化 学 成 分 , 据 卢 和 森 科 报导 如 表 (51) 

51 棉 株 的 化 学 成 分 

查 和 守 珍 等 以 腊 字 棉 为 供 试 材料 分 析 视 称 各 部 分 的 化 学 成 分 如 
# 52, 

R52 ” 棉 株 各 邵 分 化 学 成 分 GTSS, RH) 

成 分 | 缴 叶 | 老 时 =e 

水 分 (9%) | 78.80 | 76.14 | 75.01 

RK 2(%) 3.31 | 3.76 | 2.80 

蛋白 质 (90) 3.92 | 3.53 1.87 

KosD (%) 0.528} 0.530 | 0.635 ; ie j 1.217 - 

P20; (%) 0.278 | 0.238 | 0.149 

HRT MET PER FBP SED 5 AREER 10% , BORA RES 

壳 棉 子 粕 等 归还 田 内 所 失 养 分 不 多 ,生产 500 磅 花 衣 的 肥料 要 素 

消耗 量 据 白 朗 报 导 如 玫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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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53 生产 500 BEXHPHESR AS 

分 重量 a |G) | a | ee) | eG) | oH) 
根 8.80 “417 2.00 1.08 3.75 
we 23.15 1,096 7.00 Gam 1+) 90a 
叶 20.75 959 21.58 4.60 10.45 

one 14.21 673 5.52 3.23 20.79 
棉籽 23.03 1,096 38.58 15.26 12.32. 

花 衣 10.56 500 0.90 0.45 2.95 
总 计 100.00 4.735 73.59 26.92 59.59 

根据 苏联 普 里 亚 尼 施 尼 柯 夫 的 资料 : 当 籽 棉 产 量 为 200—266 

”市 斤 时 摄取 氨 素 12 一 16 斤 , 磷 酸 4 一 5.33 斤 ,氧化 钾 12 一 16 斤 ; 当 

| 籽棉 产量 为 400—532 Frit, BINA 21.3—26.7 Fr, 磷酸 6.67— 
«9.33 Fr, Att BF 21.3—26.7 斤 ; 当 籽 棉 产 量 为 666 一 798 斤 时 ,摄取 

是 RF 32 一 36 Fr, BEB 10.66 一 12 Fr, Ate BF 32 一 36 J, 

棉花 自 土壤 中 摄取 气 磷 钾 三 要 素 的 数量 并非 固定 不 变 的 , 根 

| 据 籽 棉 产量 ,植株 大 小 以 及 自然 条 件 等 而 变动 很 大 。 
值得 注意 的 , 棉花 对 生长 基本 因素 的 要 求 是 随 各 种 条 件 配合 

”也 可 生长 的 好 , 土壤 可 供 摄取 的 养料 增多 ,可 沽 低 对 水 分 的 要 求 ， 
因此 加 强 培 至 ,充分 利用 自然 环境 中 对 棉花 生长 发 育 有 利 的 条 件 ， 

克服 它 的 不 利 条 件 , 在 发 挥 生产 注 力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上 ,有 着 极 
其 重大 的 意义 ! 

第 十 二 节 .可 花 对 气候 土壤 的 要 求 

1. 温度 :棉花 是 好 热 性 植物 ,需要 温暖 的 气候 。 在 写 的 整个 生 

| 疾 期 ,希望 不 降 霜 (包括 虽 未 降 需 而 气温 已 达 降 霜 程度 在 内 )。 发 
荐 期 的 气温 ,最 好 能 有 12。 一 15"C, 春 季 希 望 早 暖 井 旦 要 温度 稳定 ， 
以 利 早 播 和 棉 苗 远 速 出 十 ,以 后 一 直到 和 结 答 ,开始 吐 架 , 这 一 段 发 

青 期 ( 狗 5 月 至 8 A) 希望 气温 能 逐渐 上 升 ,至 开始 千 攻 时 至 少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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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9" 一 20"C, 以 后 希望 能 保持 20" 一 30"C, 同 时 不 要 有 剧变 , 且 夜 
相差 宜 小 ,不 要 有 阴 沦 ,特别 是 在 幼苗 期 ,如 果 气 候 塞 痊 , 会 限制 棉 ， 
苗 的 生长 ,到 吐 架 以 后 的 成 熟 期 (49 9 月 至 11 A) MA 
AREAS, 温暖 的 秋季 有 利于 后 期 棉铃 的 发 育 和 成 熟 。 NE 
Mie SERRA, 以 抑制 生长 , 促进 成 熟 。 但 晚 温 也 不 宜 过 低 ， 
De BE OF ESE HITE 

2. 雨量 : 棉花 全 年 雨量 500 skh 1,000 毫米 足够 了 。 

棉 是 耐 旱 植物 ,能 灌 浙 的 地 区 少雨 也 无 妨 , PEKSRSMK, 十 
量 分 布 的 适当 更 为 重要 ,最 已 阴雨 连 绵 。 在 整地 以 前 ,希望 有 一 妇 
泛 雨 ,最 好 在 整地 前 一 个 月 左右 。 播 种 后 最 好 有 小 雨 ; 在 苗 未 出 土 

之 前 ,最 已 大 雨 , 因 大 雨 会 板 千 土 壤 , 不 易 出 苗 , 自 出 苗 至 精 给 的 发 ， 
育 期 , 喜 阵雨 ( 易 晴 的 急 雨 ), 最 好 能 每 星期 一 次 ;最 宣 夜 间 下 ; 苗 期 
最 已 多雨, 多 雨 则 根 不 发 达 ,主根 不 深 尺 士 中 。 开 花期 希望 水 分 充 
足 , 但 雨水 亦 不 宜 过 多 , 以 驶 妨碍 受精 , 井 因 积 水 而 影响 棉 根 吸收 
引起 脱落 ,和 精 铃 至 吐 架 的 成 熟 期 及 收获 期 ,希望 少雨 多 畏 之 日 , 多 
雨 会 烂 铃 , 铃 开 得 不 好 。 

3. 日 光 : 棉 花 是 喜光 植物 , 需要 充足 的 日 光 , RRASMER 
宜 , 成 熟 迟 ,产量 减少 。 , 

4. ARETE DL, CILLE SE HERG SS IRE, HET Fe Ss IA 
AF FUSS HUE FEOEARRR BIR, TEDL EAS Ae ARR AO A, 
REA FEHR DAA SA, ERE FAB SS ET, 

”二 、 宜 棉 的 土壤 

棉花 比较 不 十 -分 选择 土壤 , 普通 以 组 砂 事 土 或 壤 质 条 砂 士 较 
为 适宜 。 凡 靠 近江 边 、 湖 边 、 海边 的 冲积 土 , 大 多 是 适 于 种 棉 的 。 
富有 有 机 盾 而 双 有 巩固 团 粒 千 构 的 尤为 适宜 , 砂 质 坟 重 的 产量 不 
高 , 氮肥 太 多 的 粘 质 士 , 特别 是 在 多 雨 地 区 ,容易 发 本 徒 长 。 在 多 - 
雨 之 处 更 为 如 此 ,同时 土壤 粘性 太 重 , 排水 较 差 ,中耕 较 不 便 。 一 
般 砂 土 或 砂 质 二 士 及 排水 良好 的 棉田 ,棉花 的 成 熟 较 早 , 棉 花 是 深 
根植 物 ， 所 以 士 层 要 深厚 ,浅薄 的 地 是 不 适宜 的 。 棉花 适 于 微 酸 
性 ,但 也 比较 能 耐 碱 性 ,一 般 在 pH 值 6 一 9 范围 内, 能够 种 棉花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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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64 一 8.4 之 间 较 为 适宜 。 据 杨 守 珍 、 朱 海 帆 研 究 , 酸 度 过 高 棉 根 

生长 受阻 , 德 字 棉 531 在 pH 4.74 时 , 似 有 中 毒 现象 ,生育 不 佳 , 蔡 

AM, 子叶 小 ， 根 部 发 黑 弯 曲 ，pH 值 在 9.5 以 上 时 棉 株 生长 也 不 
人 和 佳 。 但 棉 子 在 pH 值 1 一 8 REA, BRR, 根据 苏联 的 资料 : 

| 在 盐 渍 士 上 水 溶性 盐分 含量 为 0.2 一 0.3 匈 ,及 氯 的 含量 为 0.01 匈 

DPA, 棉 栋 可 以 良好 地 生长 。 当 水 溶性 盐分 含量 为 0.4 一 0 8%, 
， 氧 的 含量 为 0.012 一 0.04 多 WM, 棉 株 的 生长 受 抑制 , 当 水 溢 性 盐分 
含量 为 0.8% 以 上 , 毛 的 含量 为 0.05 色 以 上 时 , 棉 株 生 长 天 受 抑 制 ， 

— 部 分 死亡 。 根据 苏联 科学 院 植物 生理 研究 所 的 观测 , 棉花 在 盐 清 
化 的 条 件 下 , 发 育 不 好 , 棉 株 组 胞 的 分 玖 和 延长 过 程 受 抑制 , 棉 株 

”很 迟 才 形成 第 一 果枝 , 株 丛 体积 变 小 , 叶 面积 给 小， 多 重 也 减轻 。 

”棉花 怕 潮 湿 , 所 以 地 势 要 高 燥 平 坦 而 便于 排水 , 大 雨 后 , 地 面 无 积 
水 ,这 点 很 重要 。 低 洼 而 地 下 水 位 高 ( 近 于 0.75 米 力 以 及 时 常 浸水 

双 不 能 用 耕作 法 改良 的 地 ,是 不 宜 于 种 棉 的 。 在 起 伏 不 平地 区 ,种 

棉 时 棉田 不 应 放 在 低洼 处 ,而 应 放 在 斜坡 上 ,可 花 在 朝 南 和 朝 西 南 

的 狼 坡 上 ,发 育 得 最 好 ， AUSTEREO ae 9 FE 

宜 种 棉 。 

上 面 琢 过 ,棉花 比较 不 大 选择 土壤 ,因此 以 上 所 说 不 HR 

ABA, REM RRS MV RMR LIER, 

克服 缺点 ,还 是 能 够 获得 丰产 的 。 

三 、 植 棉 自 然 环 境 常 见 的 缺点 : RCRA, AKER, 

ii 量 充 足 ， 棉 区 土壤 多 为 租 砂 壤土 及 后 质 铂 砂 士 ， 自 然 环境 宜 于 植 

棉 ,但 也 存在 一 些 缺 点 ,在 栽培 上 要 注意 克服 之 点 分 述 如 次 : 

1. 雨水 的 过 多 、 不 足 和 分 布 不 匀 ,是 我 国 各 个 棉 区 普 逼 存在 着 

的 缺点 。 大 概 长 江 流 域 和 以 南 的 棉 区 , 常 苦 雨水 过 多 和 不 匀 ; 黄 河 

了 人 saa oR 可 以 分 成 下 

列 三 种 : 

甲 、 播 种 期 及 苗 期 雨水 过 多 或 不 足 :在 长 江 流域 及 以 南 地 区 ， 

”三 航 4 5、6 三 月 的 雨水 特别 多 , He GREE, 雨 日 很 
多 ,雨量 又 大 。 雨 多 阳光 不 足 , 温度 也 低 , 这 时 正当 棉花 的 播种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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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苗 期 ,过 多 的 雨水 ,对 棉花 的 生长 发 育 ; 有 很 大 的 不 利 ; 常 常 因为 
LAME THIEN, AWW SSH, 棉 苗 不 易 顶 
出 士 面 ,多雨 也 加 重 了 立 枯 病 、 痰 痊 病 :地 老虎 蜗牛 等 苗 期 病 虫 的 
为 害 。 多 十 也 增加 了 草 害 。 更 重要 的 棉花 是 深 根 植 物 , 由 于 多 雨 ， 
棉田 过 分 潮湿 ,地 下 水 面 增高 .土壤 通气 不 良 , 地 温 也 降低 ,这 样 会 

， 使 棉 根 发 育 不 好 ,不 能 深入 士 中 ; 棉 苗 生 长 不 正常 \ 不 健壮 ,容易 改 
生 徒长 或 生长 停滞 。 但 黄河 流域 旭 播 期 和 苗 期 ;时常 缺 雨 ;在 部 分 
地 区 春季 每 完全 无 雨 且 多 干 风 ,土壤 十 分 干燥 ,影响 发 荐 。 

乙 、 开 花期 缺 雨 或 多 十 :有 许多 地 区 象 长 江 流域 及 以 南 一 带 ， 
在 7.8 月 间 常 常 有 伏旱 ,这 时 正当 棉花 开花 千 丛 时 期 ,需要 水 分 最 
多 。 伏 旱 常 使 棉 株 的 营养 不 好 , 引起 严重 攻 答 脱落 , 烙 成 的 棉 给 ， 
成 熟 也 不 充分 ,这 在 早期 排水 差 , 根部 发 育 不 好 的 棉花 ， 因 为 不 能 
吸取 土壤 深层 的 水 分 影响 最 大 。 徒长 的 棉花 因为 燕 发 天, 更 容易 
受 旱 。 和 这 相反 ,在 黄河 流域 7、8 月 问 常 有 大 雨 连 篇 不 移 , 使 棉田 
积 水 , 同 时 妨碍 受精 ,引起 严重 股 落 。 

两 、 吐 架 期 多 雨 : 长 江 流域 地 区 到 9,10 月 间 ,常常 有 秋雨 ,这 
时 正当 棉花 吐 架 的 时 候 , 秋 雨 增高 了 棉田 小 气候 的 湿度 ,同时 雨水 
BHI SERED ESAS A FRI, HEARS REE, 这 在 
FRAGE SC Fe itd HBSS AR FE) 的 棉 株 受 害 更 重 ， 秋雨 在 黄河 

、\ 流 域 有 时 也 有 发 生 , 但 不 如 长江 流域 严重 。 这 
2. 播种 期 及 发 育 初期 气温 过 低 : 在 长 江 流域 常 因 春 雨 而 连带 
发 生 春 渝 , 气温 不 稳定 , 限制 苗 的 生长 和 根 的 发 育 并 引起 央 站 病 、 
立 枯 病 等 苗 期 病害 ,影响 很 大 。 

3, ASE TRUEST FE A, AERA, 对 于 棉花 的 生长 很 
不 利 ,尤其 在 开花 和 千 答 时 期 , 增加 花蕾 和 嫩 欠 的 膀 落 ， 影响 收成 
很 大 。 

4. 盐 害 : 中 国 主要 棉 区 土壤 ,有 很 大 部 分 是 含 盐 分 的 冲积 士 
在 新 开明 的 棉 地 , 常 因 含 盐 浓 度 过 高 ,而 不 宜 于 棉 的 生长 。 

总 的 说 来 ， 我 国 的 自然 环境 是 适宜 于 种 棉 的 ， 上 面 所 毅 的 缺 
BALTES UTE AR AY, PAPERS BERRY EE AY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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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nt iRieM KAA, 对 于 目前 还 没有 适 
,也 要 屋 法 适应 或 者 避 锡 写 。 HAE 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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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棉花 载 培 的 农业 技术 

第 一 节 ”应 用 农业 技术 定向 的 满足 

棉 化 生物 学 特性 的 要 求 在 

健 取 丰产 上 的 重要 意义 

要 获得 高 额 丰 产 和 品 盾 优良 的 棉花 ， 必 须根 据 棉 花 植物 学 特 
征 和 生物 学 特性 及 其 和 外 界 条 件 关 系 的 规律 性 ， 应 用 农业 技术 进 
行 定向 的 栽培 ,创造 棉 株 生 长 发 育 的 良好 条 件 , 使 才能 够 获得 良好 
的 营养 和 保健 ,生长 健壮 ,不 徒长 , 现 荤 开花 多 , 觅 落 少 ;成 勉 多 , 烂 
耸 少 ;成熟 早 ,不 早 宫 ， 而 达到 每 雷 最 多 的 有 效 总 锥 数 和 每 锥 最 多 
的 灶 维 量 , 同 时 品 盾 好 ,种 子 含油 量 高 的 目的 , 表 54 揭示 搜 取 棉花 
丰产 和 应 用 农业 技术 进行 定向 栽培 的 关系 。 

从 表 54 可 知 要 获得 棉花 丰产 ; 在 栽培 上 必须 掌握 下 面 几 个 重 上 
要 环节 :第 一 、 保 证 全 苗 APR ， 
苗 ; 第 二 、 培 育 壮 苗 , 棉 株 生 长 健 旺 而 不 徒长 ;第 三 \ 保 茧 保 欠 , 防止 

| SESS HAVE AURLSS, ABH S IETES ROS ARGS; 第 四 、 fi: 
mfp All mA, 第 五 、 促进 早熟 ,防止 早春 。 

第 二 人 六” 棉 化 在 输 作 中 的 地 位 

一 、 输 作 的 优越 性 
办 作 可 以 改善 土壤 千 构 , 提高 地 力 , 减少 病虫害 和 杂 草 , 便利 

工作 支配 , 有 很 多 丛 处 , 棉花 虽 是 比较 能 耐 连 作 的 作物 ,但 输 作 仍 
十 分 需要 ,而 是 栽培 上 一 个 重要 方向 ， 在 苏联 实行 2 一 3 年 种 多 年 
Acts (SE BLE TY HE), 4—6 年 种 棉花 的 棉花 和 多 年 生 收 昔 相 配 ， 
合 的 轮作 制度 , 除 每 公顷 可 收 100 一 150 公 担 干草 作 蚀 料 外 ， 对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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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土壤 肥力 ,增加 棉花 单位 面积 产量 有 重大 的 作用 。 由 于 苏联 棉 区 
存在 着 有 机 盾 少 和 土壤 盐 渍 化 两 个 特点 ， 因 此 采用 这 种 输 作 制度 
在 促进 棉田 土壤 有 机 质 的 积累 和 沽 轻 土壤 盐 清 化 程度 ， 更 有 着 重 ， 
意义 ， 根 据 公 苏 棉花 科学 研究 所 阿 克 卡 无 克 中 央 农 业 技 术 坛 验 

HA 1926 年 起 连续 举行 了 30 年 的 长 期 试验 证 明 ， 棉 花 和 多 年 生 、 
牧草 输 作 确 可 显著 提高 产量 50—200%, 在 我 国 虽 然 因 为 棉 区 自 
然 条 件 和 和 经济 条 件 和 苏联 不 同 ， 除 新 疆 等 西北 内 陆 棉 区 和 其 他 类 
似 地 区 轻 过 试验 后 可 以 适当 的 采用 这 样 的 输 作 制 度 外 ,一 般 种 棉 ， 
霸 不 和 多 年 生 牧 草 输 作 , 但 苏联 的 先进 经 验 给 我 人 的 启示 ,是 明确 
了 输 作 在 棉花 栽培 上 的 互 大 价值 ， 同 时 在 输 作 制 中 烈 大 荫 肥 作物 
的 重要 意义 ， 我 国 农民 在 生产 实践 中 对 棉花 输 作 也 有 着 极其 丰富 
的 经 验 , 各 地 采用 的 输 作 制度 ,对 增加 生产 起 着 豆 大 作用 ， 例 如 在 
江西 崇仁 ， 浙 江 余姚 等 地 区 采用 的 以 棉花 水 称 和 冬季 短期 季 肥 作 
物 相 配合 的 输 作 制度 ,棉花 的 产量 高 而 稳定 ,棉田 的 杂 草 少 ， 病 虫 
SS, HRM, 同时 水 舟 与 有 关 作物 的 产量 也 兹 大 大 地 提高 , 充 
分 让 明 了 轮作 的 优越 性 。 

二 、 输 作 的 方式 
， 输 作 中 种 棉 的 灵 汰 ， 按 当地 安 情 及 棉花 在 当地 作物 上 的 重要 

性 而 定 ,就 一 般 而 花 , 种 棉 家 数 过 多 , 则 输 作 的 效果 不 显 ,但 在 某 些 ， 
地 区 ,例如 江苏 浙江 的 盐 明 区 种 棉 比 别 种 作物 适宜 ,不 得 不 增多 种 
棉 裕 数 ,甚至 连作 的 ,在 这 些 区 域 必须 在 冬季 轻 常 种 炮 肥 作物 来 补 
救 。 

Frnt PEN PED Sie PEN ASK, THERE, RAUBER, 

棉花 是 有 价值 的 技术 作物 ,应 当 放 在 输 作 中 最 好 的 前 作 之 后 , 豆 类 

作物 , 粮食 作物 都 可 和 棉花 输 作 , 这 里 介 克 我 国 主要 棉 区 以 棉 为 主 

的 输 作 制 的 大 概 情 形 : 

甲 、 黄 河流 域 棉 区 ”大 多 为 一 年 一 熟 制 或 二 年 三 熟 制 或 三 年 

VE Ail) ,一 般 的 栽种 制度 为 : 

a， 棉 花 一 年 一 熟 (旱地 ) 连 作 : 

棉花 一 > 朴 花 一 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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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棉花 , 麦 , 秋 精 ,二 年 三 熟 : 
.二 不 麦 一 一 小 麦 ,谷子 (或 绿肥 ,玉米 ) 一 一 棉花 

8. FRE, BEE, R=: 

RAE, Be L——_ HIF. -hH —h#, AF 
乙 、 长 江 流域 棉 区 “一般 为 一 年 两 熟 制 : 
a. 棉 , 冬 季 精 食 作物 ,一 年 两 熟 连作 : 
棉花 一 一 才 ( 委 豆 或 油 某 ) ,棉花 一 一 麦 , ( 委 豆 或 油菜 ) 

6. 棉花 连作 ,冬季 每 年 种 条 肥 : 
棉花 一 一 系 肥 ,棉花 一 一 罗 肥 

两 、 棉 花 连 作 冬季 每 年 种 精 食 作物 ,间作 称 肥 : 
”棉花 一 一 麦 ( 委 豆 ) 问 作 黄花 划 蒂 ， 棉 一 一 麦 ( 委 豆 ) 间 
作 黄 花 首 荐 

丁 、 棉 花 连 作 , 冬 季 种 麦 或 委 豆 : 
棉花 一 一 麦 ; 棉 花 一 一 委 豆 、 

i, AA, BRE: 
#48 ©, KE BRI PEE OR) —— RB 

附 主 :有 时 棉 连 种 2 一 3 年 后 才 种 大 豆 工 年 。 
己 、 棉 花 、 水稻、 绿肥 轮作 : 
棉花 一 一 委 肥 ,水稻 一 一 麦 (或 其 他 冬 作物 ) 

附 主 :有 的 地 区 连 种 几 年 棉花 后 种 一 年 水 舟 , 有 的 地 区 
种 几 年 水 称 后 种 一 年 棉花 。 

三 、 棉 花 两 熟 栽培 
棉花 两 熟 栽 培 可 以 提高 复种 指数 ,增加 种 植 面积 ,为 我 国 长 江 
流域 安民 的 宝贵 经 验 ， 华 北 棉 区 如 山西 ` 河 北山 东 \ 河 南 、 陕 西 等 
五 省 ,特别 是 陕 南 和 豫 南 部 份 棉 区 ,以 往 也 有 两 熟 的 习惯 ， 两 熟 栽 
培 的 面积 占 至 国 棉田 总 面积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 实 践 证 明 在 良好 的 栽 

时 培 条 件 下 ,不 仅 两 熟 栽培 的 矛盾 可 以 克服 , 有 时 棉花 生长 反比 一 熟 
时 ”为 有 利 ,例如 麦 行 种 棉 在 一 定 情形 下 有 防风 保温 ,隔离 病 虫 及 巩固 

畦 身 的 作用 ， 这 里 介 胡 棉 花 两 熟 栽培 方式 及 克服 栽培 上 了 矛盾 的 措 
施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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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棉花 两 熟 栽培 的 方式 : 
视 花 两 熟 裁 培 ， 因 棉花 与 前 作 接种 方法 不 同 而 形成 下 列 几 种 

不 同方 式 : 
甲 、 棉 花 种 在 前 作 行 间 ， 在 棉花 播种 后 前 作 收获 前 形成 一 个 

短 时 期 的 间作 (套种 )， 一 般 为 :“ 小 麦 (或 大 麦 或 裸 麦 或 委 豆 ) 一 一 
棉花 ”, 这 个 方式 特别 是 麦 类 作为 前 作 是 主要 的 方式 。 

乙 、 在 棉花 与 前 作 短 时 期 的 间作 方 式 基础 上 ， 于 前 作 行 间 种 
植 系 肥 作物 ,在 棉花 播种 前 翻 耕作 棉花 的 称 肥 。 

两 、 棉 花 在 前 作 收 获 之 后 播种 ,例如 棉花 前 作为 油 药 时 ， 党 党 
在 油 荣 收 获 之 后 才 种 棉 。 

2. 棉花 两 熟 栽培 上 存在 的 矛盾 及 其 克服 : 
四 、 棉 花 两 熟 裁 培 上 的 主要 矛盾 : 由 于 两 熟 裁 墙 相对 的 夭 短 

TAKA, 对 棉花 及 其 前 作 的 生长 期 都 受 了 一 定 限 制 ;发 生 以 下 由 
种 了 矛盾: a. 迟延 棉花 的 播种 期 ， 除 前 作 收 后 种 棉 的 迟延 棉花 播种 
期 外 , 间作 的 也 因 前 作 蓝 蔽 关系 不 能 很 时 播种。6. 棉花 苗 期 受 前 
作 蓝 项 影响 生长 。B. 影响 棉花 早期 的 田 问 管理。T. 影响 棉花 基 
肥 ( 包 括 季 肥 及 一 般 基 肥 ) 的 施用 。 工 影响 耕地 工作 的 进行 。 
e. 迟延 前 作 播种 期 , 改良 棉 一 般 在 10 月 底 至 11 月 上 和 收 花 基 本 
上 完成 ,而 小 麦 的 播种 期 一 般 在 霜降 前 后 , 迟 种 会 减产 。 此 外 棉花 
BBLS Mey, PROPIA SE PS 
Pa ope aes oe 
棉花 两 熟 栽培 所 形成 的 棉花 和 前 作 问 作 , EARN B 

也 有 它 有 利之 点 , 即 间作 的 前 作物 有 屏 隐 保温 及 隔离 病 训 作用 ,其 
中 保温 作用 特别 显著 ,例如 1958 年 江西 农学 院 农场 棉花 因 遭 受 5 
月 12 日 晚间 的 沦 风 为 趾 , 棉 昔 死 亡 很 多 , 缺 昔 十 分 严重 , 租 粮 麦 间 
作 的 棉田 , 棉 苗 很 少 死亡 ， 这 是 一 个 显明 的 例证 ! 届 法 克服 棉花 和 
前 作 之 间 了 矛盾 而 充分 利用 旋 的 有 利 条 件 是 棉花 栽 墙 上 的 一 个 重要 
任务 。 

乙 、 克 服 棉花 两 熟 矛 盾 的 具体 措施 ; 
a， 前 作 栽 培 方 法 的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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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逃 择 可 以 迟 种 并 较 早 熟 , 蕉 得 硬 而 闭 , 抗 倒伏 性 强 的 品种 
”在 棉 花 前 作 , 例 如 "中 大 2419% 小 麦 可 比 一 般 品 种 迟 播 2 一 3 周 , FH 

CERIO AMR, AEA BARS HOH RAY 
FL, MERON RI Heo RRS IPERS BT RE EI 

Pk, G4 RE PARSE, Dede a ie eld PT 

期 。 

寅 、 棉 花 前 作 和 采用 宽窄 行 条 播 法 或 寅 幅 寅 行 条 播 法 : SEE TT 

条 播 法 一 般 小 麦 狂 行 4 一 6 寸 , SEAT 1.2 一 1.4 斥 , 麦 行 播 幅 2 Tit 

花 播 在 实行 内 ,根据 湖北 省 农业 综合 试验 站 试验 (1952 一 53) 证 明 ， 

适当 小麦 寅 窗 行 条 播 ( 寅 行 1.2 一 1.4 尺 , 窗 行 6 寸 ) ,产量 比 撒播 为 

高 ; 比 等 行 条 播 减 产 很 少 ,棉花 产量 比 搬 播 增高 很 多 ,， 达 14 多 ， 比 

等 行 条 宪 高 2.31 和 %。 袖 幅 袖 行 条 播 法 在 江苏 方面 应 用 较 多 ， 一 般 

播 幅 实 狗 5 一 6 fF Wak 1.1—1.4 R, 
0. 棉花 栽培 方法 的 改善 

子 、 早 熟 栽培 :选用 早熟 品种 , 井 注重 进行 促进 棉花 早熟 的 一 

”系列 重要 措施 。 
Ht, EERIE, 特别 注重 麦 行内 及 割 麦 后 的 棉花 苗 期 田 

间 管 理 ,如 间苗 、 中 耕 、 除 草 、 施 追肥 等 工作 ， 湖 北 省 推行 天 门 县 的 
“ 边 间 苗 , 边 扯 草 ; 边 补 种 , 边 捉 虫 "的 "四边 ” 径 验 , 和 "“ 快 割 麦 , 快 蔚 
草 灭 在 , 快 定苗 , 快 提 苗 ” 的 “四 快 ”经 验 ,对 增产 起 了 很 大 作用 。 

RC. PRAT AA ER 
穆 花 前 作 行 间 间 作 称 肥 是 浙江 农民 的 宝贵 经 验 ， 称 为 “ 沟 边 

考 " ,一 般 作 畦 宽 3 一 5 尺 ,在 畦 的 两 边 靠 近 沟 沿 种 麦 或 委 豆 ， 行 距 
1.8 二 4.8 尺 ,两 行 冬 作 之 间 , 种 一 行 籽 肥 作物 ,大 多 是 黄花 昔 戎 ,到 
种 棉 时 翻 耕 ,这 样 的 种 植 方式 ， 冬 作 行距 ， 虽 然 很 大 , 但 产量 并 不 

， 低 , 根 据 浙江 省 农业 厅 特 产 局 调查 ,萧山 一 带 所 种 寅 行 小 麦 所 占 面 

积 , 只 有 满 畦 小 麦 的 五 分 之 一 , 但 是 小 麦 产量 一 般 每 亩 可 收 120 一 
200 Fr ABE MEAT ir 160—300 Fr, KA BY Ke 2,000—3,000 Fr, FR 

于 行距 很 寅 ,可 以 种 植 篆 肥 作物 , 棉花 双 可 适时 播种 , 棉 苗 不 会 受 
到 蓝 蔽 反而 有 防风 保温 和 隔离 病 虫 的 作用 ， 同 时 棉花 苗 期 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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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管理 工作 可 以 适时 进行 ,因而 棉 昔 生长 良好 ,也 大 大 地 提高 了 棉花 

产量 ， 作 者 与 卸 玉 琨 (1955) 在 浙江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萧山 棉 场 举 

行 棉田 前 作 替 种 法 试验 证 明 ， 棉 田 种 小 麦 及 首 蒋 间作 的 收 籽 棉 产 

量 226.0 Fr, 小 麦收 161.28 JT, KHER fs MEH MFA 220 Fr, 

KE 196.8 Fr, RASH fe EA HAR 228.4 FP. ee. 112.8 Fr, 

曹 薪 单 作 的 收 籽 棉 216 JT, ARPS CA BPR PE PRA) AF A 164.2 

Fr y AG PPAF FED EA Hi FETT FI PEP AY DE 

ARFER ETT I PERRIER TY SRR ea FARK Bp EF HS 

响 棉 花 基 肥 的 施用 问题 外 ， 同 时 也 解决 了 由 于 两 熟 栽培 缺乏 肥料 

困难 。 

育苗 移 栽 也 是 解决 棉花 两 熟 栽培 的 一 个 重要 方法 ， 因 为 育苗 
BAe, Fl CRA 、 施 基肥 和 早 播 , 能 保证 至 昔 壮 苗 ， 且 前 作 

可 以 密植 ， 四 川 省 在 棉花 生产 实践 上 已 广泛 应 用 育苗 移 裁 8。 根据 

华东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朱 可 琳 等 的 试验 (1955); 棉 麦 两 熟 的 棉 由 , 用 

营养 打 育 苗 移 栽 的 棉花 比 在 麦 行内 套种 的 棉花 产量 增加 16.46% , 

前 作 小 麦 由 于 将 宽 行 条 播 , 改 为 窒 行 密植 ,也 增产 20—30%, Bik 

移 栽 的 棉 株 根系 呈 鸡 仆 形 ,侧根 粗壮 ,植株 生长 整齐 ,株式 紧 姿 , 果 

RA, B-RRBEMUIE, RM, FHS, HHK RAP. 

1957 35 fill BAP" 7h BE734 FT A 792 Fr PA ETS AL 

— ACERS EERE, 1958 年 公国 各 地 棉花 青苗 移 栽 已 扩 
大 至 340 余 万 亩 , 普 表 获得 丰产 ,根据 全 国 棉花 跃进 增产 现场 会 议 

总 结 ， 一 般 较 麦 行 套种 或 割 麦 后 播种 的 增产 10-15%, BHI 

20% 以 上 。 和 采用 育苗 移 栽 后 前 作 小 麦 , 由 于 可 以 增加 密度 ,提高 土 

地 利用 率 ,一般 增产 15—20%, tHE MBER, RAR, 

但 因 间苗 、 中 赫 除 草 等 田间 管理 用 工 较 省 ,总 的 用 工 数 反 较 省 ， 根 ， 

据 1958 PA EMER AAA: 1957 年 麻城 李 胜 多 红星 一 社 才 行 

套种 从 下 种 肥 、 播 种 到 定苗 ,共用 206 个 工分 ,营养 打 育 昔 移 栽 , 从 

if!) ATE Bp BY FS AK, FE FA 190 工分 ;, 人 向 省 16 工分 。 

四 、 杭 稻 输 作 

棉 稻 输 作 制 ,是 新 江 余 姚 ,江西 党 仁 ,江苏 太仓 奉贤 、 南 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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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 农民 的 宝贵 经 验 , 这 个 制度 虽然 因 棉花 和 水 稻 种 植 年 数 多 少 ， 
有 种 种 不 同方 式 ,但 写 的 基本 方式 是 “棉花 一 -和 缘 肥 ， 水 舟 一 -- 冬 
作 ”, 其 特点 水 稻 的 前 作 一 般 是 称 肥 ,棉花 的 前 作 , 一 般 是 冬 作 ， 如 
江西 崇仁 的 棉 舟 输 作 方 式 主要 是 “棉花 一 一 柴 云 英 (绿肥 ) SEA, 

”秋天 豆 一 一 柴 云 英 ( 留 种 )”， 双 如 浙江 余姚 的 棉 稻 输 作 方 式 主要 

(REF), WHER MMIE DR, SBE RE 一 黄 
FET 7S CRRIE) . FAA RD a FA”, 

Ais Ree et LAT) wok Ey HA NS A Hh BAS Pe 
量 ;根据 崇仁 秋 滩 的 经 验 ,棉花 可 以 增产 20 一 30 儿 ,水 称 增 产 30 — 
50 多 ;大豆 增产 46 儿 ,和 留 种 紫 云 英 增产 一 倍 多 ,， 棉 稻 输 作 的 田 ， 肥 
力 高 , 杂 草 少 , 病 虫 少 ,不 怕 旱 ,同时 对 于 劳动 力 和 肥料 可 以 很 好 地 

WAS FE AY A FAN aE Pk a 

Ain Fate PP IE IRA , (ARSE SEE TR ZITA 0 At 

棉花 、 特 别 是 多 年 水 稻田 第 一 年 种 棉花 ,由 于 水 称 田 所 形成 的 特殊 

十 坊 条 件 ,在 栽培 不 良 的 情形 下 ,容易 引起 棉花 (特别 是 陆地 棉 ) 的 

徒长 和 埠 给 ,因为 水 生 田 的 土壤 腐殖质 多 ,积累 养料 比较 丰 足 ， 特 
别 是 氮 的 含量 较 多 ,同时 由 于 水 舟 士 长 期 浸水 ， 形 成 一 层 硬 板 层 ， 
在 土壤 粘 重 情形 下 ,更 为 显著 , 如果 耕 作 不 良 , BE eee 
通气 性 差 , 雨 后 含水 量 高 ,透水 性 差 ,加 以 棉花 生长 前 期 雨水 多 , 气 
温 低 , 在 棉田 排水 不 良 情 形 下 养料 不 能 及 时 分 解 为 棉 株 所 利用 ,到 
生长 后 期 ,条 件 顺 适 ,养料 大 量 集中 分 解 ， 以 致 形成 前 期 生长 发 育 
迟 绥 ， 后 期 发 生 徒长 和 严重 的 脱落 。 此 外 水 称 田 初 年 种 棉 所 以 容 
易 上 发 生 烂 耸 的 原因 是 由 于 水 稻田 土壤 雨 后 含 水 量 多 , BK ERE, 
和 致 排水 不 良 , 棉 田 小 气候 的 湿度 高 ;有 利于 微生物 和 化 虫 的 发 生 , 因 
而 引起 严重 的 烂 答 ,另外 由 于 水 称 田 初 年 种 棉 , 棉花 容易 徒长 , 徒 
长 的 棉 株 ,容易 发 生 烂 答 ， 加 以 水 稻 士 氮 素 过 多 及 士 壤 含水 量 高 ， 
影响 了 棉 笠 内 可 溶性 化 合 物 转化 为 竺 维 素 的 速度 ， 迟 延 了 股 水 过 
FE, DLE T ARGS IAL, 棉 给 内 部 小 气候 潮湿 , 也 容易 发 生产 重 的 
烂 狗 ,陆地 棉 比 中 棉 容易 发 生 徒长 ,同时 陆地 棉 的 铃 壳 较 厚 , JE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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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组 , 锥 向 上 仰 , 雨 水 渗 大 ,流出 不 易 ; 因 此 烂 答 ;也 比 中 粮 为 严重 。 
为 了 防止 水 稻 后 第 一 年 种 棉 发 生 徒长 和 烂 答 ， 栽 培 圭 要 特别 注意 、 
做 好 下 烈 工 作 : 

1. 选 地 : 地 形 较 高 ,经 过 开 沟 作 畦 后 ， 棉田 十 后 能 沁 速 把 雨水 
排 泪 , 士 质 宜 选 质地 不 大 粘 重 ， RIE ORE ROR, 腐殖质 不 
过 多 。 

2. 控制 氮肥 的 施用 : 注意 肥料 要 素 的 适当 配合 和 适量 适时 施 
用 ,特别 注意 控制 氨 肥 ,一 方面 保证 棉 株 能 够 获得 充足 的 氮肥 ， 同 
时 注意 勿 施用 氮肥 过 多 ， 勿 一 次 集中 多 施 , 勿 施用 过 退 ;水 舟 后 种 
棉 一 般 不 宜 施 用 塘 泥 、 和 绿肥 等 售 氨 较 多 的 肥料 。 农 民 种 和 前 种 糙 
肥 作 物 , 而 种 棉 前 种 麦 或 种 划 葡 的 经 验 , 是 乃 丰 富 的 实践 径 验 作 
依据 的 。 

3. .控制 土壤 水 分 : 

甲 、 作 好 开 沟 、 作 了 畦 .培土 等 有 利 排水 的 工作 
乙 、 对 较 粘 重 土壤 可 适当 的 加 砂 改 良 。 | 
两 、 进 行 深耕 ,以 破坏 士 壤 硬 板 层 , 改 良 土 壤 透 水 性 和 通气 

性 。 

4. FERN EHD ERS, FAY bE ee, DARK, ” 
5. GEE, HER IRS RE, AR 

Jy EMA OE AB VEFTISS HOVE TK TH BARGE, — 
6. 彻底 整枝 :消除 徒长 的 内 在 条 件 ， 并 改善 棉田 通风 透 光 。 
7. 适当 密度 :防止 过 税 过 密 。 
Fi. HERS He AIEEE 

ARLES HE FUE HE BY Bb He 9 2 HEL 过 去 在 西南 棉 区 较 普 通 , 长 
江 流 域 也 有 少数 地 区 采用 ,现在 已 很 少见 , 问 作 和 混 作 对 糖 花生 长 
发 育 的 影响 , RA URE PbS POR ESA a Se, RP 二 

Hy 5 FRI EW: FS HD He cL, RAR PE RAB A 
如 浙江 平湖 过 去 便 有 在 棉花 畦 的 四 过 种 植 大豆 , 将 棉花 围 住 ,发 生 
攻 蔽 情形 ， 对 棉花 很 不 利 ， 如 并 作物 种 类 及 方式 适当 ， 对 棉花 反 
而 有 利 , 根 据 1958 年 公国 棉花 跃进 增产 现场 会 议 的 总 精 : :棉花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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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ee, el Be EI ne 

"hae REGS aE FEARS Arey Re, GEARAT RSI UIE RET 
棉 株 生 育 , 极 为 有 利 。 根 据 中 国 农 业 科学 院 棉花 研究 所 1958 的 经 
又 ; 演 行 棉花 问 作 甘 董 ,可 以 解决 通风 透 光 间 题 ， 间 作 棉 花 行距 以 
4 RAT HAR | 行为 最 好 ,上 比 单 作 行距 1.8 尺 每 亩 4,440 Beem 
显著 增多 ,因为 于 作 棉田 不 蓝 蔽 ， 下 部 棉铃 腹 落 很 少 ， 且 棉 株 上 、 
中 、 下 部 千 铬 都 很 多 b>, WER A Rab A ER 
BA1957 年 开始 试行 棉 蓝 间作 , 取得 成 效 ，1958 年 至 队 棉花 间作 扩 

天 至 100 多 亩 ,其 中 中 队 技术 股 长 高 标 巨 的 一 亩 试验 田 ,截至 10 月 
底 已 收 籽棉 309 FT, 11 月 5 Aaa, RRA IRAE RK 

12 个 ,估计 仍 可 收 籽棉 324 Fr, 11 月 5 日 收获 红 董 达 1;865 J, 

棉花 和 秆 董 各 按 实际 利用 面积 计算 产量 ,棉花 亩 产 籽 棉 1;266 JT, 
红薯 亩 产 3,370 FF, 这 块 田 的 间作 方式 ， 是 棉花 于 行 与 红薯 2 行 

间 种 ,棉花 行距 3.8 R, PERE 7 寸 ,密度 2,250 KE BETH ES 
1 尺 ， 袖 行 的 距离 2.8 尺 ; 平 均 1.9 RRB 1.05 尺 ,密度 3,000 ER, 
棉田 间作 必须 注意 :(1) 棉 花 和 间作 作物 必须 各 有 其 自己 的 营养 面 
积 ; 例 如 一 直 的 间作 田 , 棉 花 和 间作 物 各 占 守 亩 。(2) 间作 物 必须 
是 矮 程 而 生长 期 较 短 特别 是 成 熟 比 棉花 早 的 作物 。(3) 间作 方式 
采用 隔行 种 或 隔 畦 种 (棉花 在 畦 上 种 两 行 , 闻 作 物 视 种 类 确定 应 种 
行 数 )。(4) 间作 必须 在 各 种 作物 和 统一 安排 下 进行 ,保证 间作 后 不 
致 减 步 棉花 的 实际 种 植 面积 。 假 定 原 定 种 植 棉花 一 百 亩 而 棉花 和 

“ 冯 作 物 所 占 面 积 为 1:1 时 则 间作 面积 应 为 二 百 亩 。(5) 间作 棉田 

应 加 强 穆 花 和 间作 物 的 防治 病 虫 咱 工作 。 

第 三 节 施 Ae 

棉 株 在 整个 生长 期 内 ,从 幼苗 生长 到 生长 完结 止 ,随时 都 从 土 

搂 电 吸取 写 所 需要 的 养料 ,而 在 现 蓝 到 亏欠 形 成 这 一 阶段 ,更 要 有 

在 是 的 养料 供应 ,棉花 的 生长 期 长 ， 产 量 的 可 塑性 大 , PE HAS 

洼 意 各 种 要 素 的 适当 配合 ,同时 要 求 不 断 地 均匀 地 逐 涤 供应 ,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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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对 氮肥 的 施用 ;要 注意 控制 。 此 外 棉花 是 深 根植 物 ,肥料 的 供应 
必须 适应 根系 的 发 展 , 在 棉花 施肥 上 应 当 掌 握 以 下 几 个 原则 : 

1. 氮 磷 钾 三 要 素 的 供应 充足 和 适当 配合 : 氮 为 植物 体 构成 原 
生 质 及 其 他 重要 部 分 必 不 可 少 的 成 分 ,缺乏 氮 素 时 ， 棉 株 的 生长 禾 
小 ,时 色 黄 缘 , 果 枝 不 盛 ,甚至 发 生 早期 枯黄 现象 ,但 氮肥 过 多 ， 则 易 
使 营养 体 生长 过 旺 , 叶 枝 发 达 ， 植 科 庞 大 ,元 芽 从 生 ;, 叶 面积 过 天， 
HED BMS ,成 熟 迟 延 。 磷 为 活 原生 盾 和 竹 胞 核 租 成 
的 主要 成 分 ,并 可 帮助 幼苗 发 育 ,刺激 根 的 生长 ,对 果 芽 形成 ;更 有 
重大 影响 ,施用 磷肥 ,能 增加 偷 重 及 子 重 , 磷 缺乏 则 棉铃 发 硼 不 良 ， 
成 熟 迟 延 。 钾 对 植物 体内 碳水 化 合 物 的 形成 密切 相关 ;多 施 钾肥 ， 
能 增加 光合 作用 强度 增高 棉 叶 密度 ,提高 棉籽 含油 量 , SR 
科 弱 而 易 患 病害, FS AS DOR, WE AAR SBE, 
迟延 了 种 子 、 畦 维 的 形成 ， 一 般 钾 人 缺乏 时 在 开花 盛 期 前 无 异常 表 
现 ,到 棉 欠 形 成 期 才 开 始 明显 地 表现 出 缺 钾 现象 ,植株 上 层 叶片 的 
导管 束 叶脉 间 的 和 组织 变 黄 ， 同 时 在 叶脉 周围 保持 带 鲜 篆 色 的 四 胞 
部 分 ， 以 后 在 缺 钾 的 情况 下 , 租 积 变 褐 ,叶子 的 边 特 和 其 他 部 分 奢 
缩 。 氨 磷 钾 三 要 素 供给 的 丰 足 和 适当 的 配合 ,是 提高 棉花 单位 面 
积 产 量 的 重要 保证 ， 棉 花 对 肥料 的 要 求 ， 因 土壤 肥力 ， 前 作 与 其 
他 条 件 不 同 而 有 差别 ， 一 般 地 襄 : 首 要 是 氮肥 ,其 次 是 磷肥 ， 再 次 
是 钾肥 ， 由 于 棉花 容易 发 生 徒长 ， 因 此 对 氮 磷 钾 三 要 素 配 合 的 适 
当 感到 特别 重要 ， 其 中 氮肥 废 要 充足 的 供应 ， 双 要 控制 匆 施 用 过 
多 ， 以 防 营养 体 生长 过 旺 。 根 据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棉花 研究 所 烷 合 
1950 一 1956 年 各 地 试验 结果 证 明 , 棉 花 施 用 氮肥 的 效果 显著 ,各 地 
表现 一 致 ,磷肥 对 提早 成 熟 效 果 显 著 , 对 增产 则 次 于 氛 ,一 般 施 气 、 

磷 多 的 产量 高 些 , 但 个 别 地 点 , 施 氮 量 过 多 反而 减产 的 也 有 。 Bl 
1958 年 第 二 灵 公 国 棉花 试验 研究 会 议 总 烙 : 各 地 经 验 在 棉花 密植 
的 情况 下 ,施用 速效 氮肥 过 多 或 不 当 , 容 易 引 起 下 部 茧 耸 脱 落 或 延 
迟 成 熟 ， 特 别 是 在 昔 期 施肥 不 当 ， 影 响 更 大 。 土 壤 中 所 的 含量 多 
少 和 腐殖质 含量 多 少 有 直接 关系 ， 因 此 生产 上 可 根据 土壤 腐殖质 
的 含量 决定 氮肥 用 量 ， 驿 苏 棉花 科学 研究 所 土壤 肥料 中 心 试验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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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研 窒 千 果 ,制定 产量 要 求 30 公 担 / 公 臣 的 棉田 ,无 机 氮肥 的 施 
用 是; 在 晤 灰 钙 士 腐殖质 含量 为 2% 时 ，, 施 纯 氮 80 公斤 /公顷 ， 在 
典型 灰 钙 土 腐殖质 合 量 , 为 1.5% 时 施 纯 氮 100 公斤 /公顷 ,在 浅 灰 
钙 王 腐殖质 含量 为 1.2 狗 时 , 施 纯 氮 120 公斤 /公顷 ,在 龟 裂 士 腐 殖 

” 质 含 量 为 1.0% 时 ， 施 纯 氮 120 一 150 公斤 /公顷 。 eet 

壤 和 水 称 田 新 改 的 棉田 ,大 多 腐殖质 较 富 ， 而 氮 素 含量 较 高 ,氮肥 
的 用 量 不 宜 太 多 。 磷 的 用 量 和 氮 的 适当 配合 也 很 重要 , 氮 磷 配合 施 

用 可 抑制 氮 的 不 良 影 响 , 当 士 壤 存在 很 多 可 溶性 磷 而 氮肥 不 足 时 ， 
因 短 短 了 棉 株 营 养生 长 和 发 育 过 程 ,影响 磷肥 的 吸收 而 减 产 ;, 当 氮 
肥 过 多 , 形成 徒长 时 ,也 足以 减少 磷 的 效果 , 钾肥 对 棉花 增产 效果 
也 很 显著 ， 特 别 是 高 额 丰产 田 更 为 重要 。 施 用 钾肥 后 可 更 好 的 发 

挥 氮肥 效果 ,加 强 氮 素 进 太 植 物体 同 时 形成 含 所 有 机 物质 也 较 多 ， 
不 同 土壤 所 含 可 洲 氨 、 磷 、 钾 的 数量 不 同 ， 因 而 写 们 的 配合 比例 也 
有 差异 ,根据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棉 花 研 究 所 (1957) $A HR 
三 要 素 坛 验 千 果 得 出 结 葵 以 1:1:1 BEE, SUR TAAL AE BE HB 

| 二 区 19 块 丰产 棉田 的 调查 烙 果 , 一 般 三 要 素 的 比例 均 接近 1:1:1。 
1958 ER —KS BEART LES, 提出 万 斤 籽 栅 三 要 表 

-的 比例 ， 可 以 试验 1:1:1 或 1:1.5:1 或 1:2:1。 在 苏联 根据 土壤 

所 含 可 溶性 磷 的 数量 确定 所 和 磷 的 配合 比例 ， 如 灰 钙 十 的 可 光 性 

磷 较 多 ;每 公顷 施 史 70 ZS IT, HBA 100 ZS Fr; BE ta) EY BY Yee BE 

D , E28 He 100 AAT, A 100 公斤 ; 草 多 沼泽 土 的 可 洲 性 磷 更 

D> , 7A eR 130 公斤 , 氮 100 公斤 。 当然 施肥 适当 , 用 量 几 乎 

每 一 块 地 都 不 会 相同 ,这 些 都 仅仅 供 参 考 ,生产 实践 上 必须 根据 产 

量 要 求 , 竺 合 土壤 肥力 , NITEM SRM Ea, 参考 当地 武 验 

”和 结果 或 经 验 决定 。 就 肥料 配合 的 另 一 方面 如 ， 棉 花 同时 施用 有 机 

肥料 和 无 机 肥料 ， 能 收 到 最 大 的 效果 。 有 机 盾 肥 料 不 仅 可 以 持久 

”地 陆续 供 输 养料 ,同时 可 以 加 强 土 壤 中 有 丛 微 生物 的 活动 ,供给 棉 

株 丰 富 的 营养 条 件 ,此 外 还 能 改 良 土 壤 物理 性 盾 , 刻 可 调节 士 壤 中 

的 水 热 条 件 , 双 可 保水 保 肥 ,有 机 盾 在 分 解 过 程 中 ， 和 人 并 有 可 能 产生 
”二 些 特 殊 的 刺激 物质 ,促进 生长 。 苏联 的 棉花 高 客 丰 产 是 在 和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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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生 牧草 输 作 与 施用 询 肥 的 基础 上 注重 无 机 肥料 施用 的 情形 下 获 
得 的 ,我 国 农民 向 来 重视 施用 有 机 肥料 ,特别 是 种 植 冬季 短期 稍 肥 
具有 丰富 的 和 经验, 如果 能 在 这 个 基础 上 配合 施用 无 机 肥料 ,最 好 将 
无 机 肥料 通过 系 肥 供应 棉 株 ， 可 以 获得 更 大 的 效果 ， 根 据 浙江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试验 证 明 ,在 棉田 绝 肥 首 蒂 ， 施 用 过 磅 酸 钙 后 ; 鲜 ” ， 
童 蒂 产量 显著 增高 , 施 纯 磷 8 斤 的 增产 85.45% , Wee 二 斤 的 增产 
67.61% ， 因 而 棉花 产量 也 相应 的 增高 。 双 据 湖北 新 济 县 农 亚 局 的 
资料 ,该 县 麦 行 春播 紫 云 英 \ 泥 豆 等 绿肥 ,每 亩 鲜 草 产量 1000 FOL 

上 ,有 的 三 众 , 采 用 小 肥 养 大 肥 ， 无 机 肥 养 有 机 肥 的 方法 ; 饼 草 可 以 

增产 30—50% , 棉花 平均 增产 5.42—24.7% , = 

XB BEA ARIE ETT EEE Da AVE 
BLY RSG 7 区 输 作 (2 ETE, 5 年 棉花 ) 9 HEL Boe ES 
项 收 干草 100—150 AH, HAR 40 一 50 AHN , HERE IRA 

数量 如 表 55, 

RSS 七 区 二 作 地 上 各 年 施肥 配合 数量 

作 oy | ow | ti 花 

x | 了 > | 
N( 公 斤 / 公 顷 ) 0 

施肥 种 类 | ”PsOs( 公 斤 / 公 顷 ) 120 

Bett K20(4 jr /A BO) 60 

Jee et Conti / ZS i) 0 

附 证 : perf N, P20sz, K,O, ALA. 

从 表 50 Jen CE im HESS EP, 每 一 年 施用 肥料 配合 数量 都 是 不 同 
的 ,可 以 明确 棉田 肥料 配合 不 能 公式 化 的 重要 意义 。 

棉花 施肥 量 必须 随 着 产量 指标 的 提高 而 增加 ，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棉 花 研 究 所 (1958) 综 合 1957 年 各 地 棉花 高 额 丰 产 施 肥 轻 验 得 出 

结 花 :“ 从 各 丰产 点 大 致 能 看 出 一 个 趋势 ,达到 籽棉 1000 斤 的 , fii 

计 需 纯 所 40 斤 、 磷 32 Fr SH 41 斤 ; 产 籽 棉 700 一 800 斤 的 ,估计 需 

施 纯 氮 25 斤 、 磷 27 斤 、 钾 13 厂 。 这 里 就 棉花 研究 所 烷 合 的 1957 

年 棉花 高 额 丰产 估计 每 亩 施肥 含 纯 氨 、 磷 、 钾 数 摘 录 几 个 实例 烈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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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S EMERRSE CRA 
she (a6 of EB AO BY Be HAE FE ITT TS PIES BE) ‘ 

单 位 名 称 面 积 | 籽棉 产量 | 估计 每 雷 施 肥 量 合 纯 氮 磷 钾 数 ( 斤 ) 

用 地 点 (市 雷 ) | ( 调 / 斤 ) | 氨 CN) | (R206) | $F (KO) 
新 疆 农 信 师 安 集 海 农场 | ”6.30 954.50 | 40.90 | 32.10 41.30 
LU FR BS ey at — itt: 20.00 730.00 25.70 27 .20 13.30 

湖北 天 门 新 合 社 1.04 | 1,217.07| 43.10 | 26.30 |. 27.80 
江苏 江浦 禄 场 115 757 .00 65.30 69.40 61.90 

CPG ABA Rit 5.50 | 528.00 | 59 .30 91.00 82.60 

— Ranh ARAB 1958 HEHE De PI Get MR HE 35.8 
FF BR 32.3 Fr, GM 34.9 斤 ,获得 了 1067.4 斤 籽棉 。 

1958 年 第 二 次 公国 棉花 武 验 研究 会 议 提出 : 根据 现 有 高 额 丰 
产 田 的 经 验 ， 万 斤 籽棉 试验 的 施肥 总 量 虽然 应 有 所 增加 ， 但 才 不 
能 单纯 追求 肥料 数量 ,还 必须 密切 配合 各 项 农业 技术 ,建议 雷 产 万 
帮 籽 棉 纯 所 用 量 的 上 下 限 为 〈1)35 一 75 斤 / 亩 (每 5 斤 分 为 一 级 ) 

(2)50 一 150 斤 / 雷 ( 每 10 斤 分 为 一 级 ) 安 家 肥料 与 商品 肥料 的 比例 
为 4: 工 或 3:1， 可 供 试验 研究 的 参考 。 

2. 分 期 施肥 :棉花 的 生长 期 长 ,在 各 个 时 期 对 于 肥料 的 要 求 双 
不 尽 相 同 ， 因 此 分 期 的 适时 施肥 以 保证 棉 株 在 整个 生长 期 能 够 不 
断 的 充足 的 均匀 的 获得 养料 ,是 棉花 施肥 上 的 重要 措施 ,不 过 生产 

实践 中 ; 怎样 能 达到 把 养料 适时 的 供应 ， 必 须 注意 以 下 几 个 问题 : 
第 一 ,要 估量 肥料 分 解 的 难 易 , 适 时 施 下 ,有 些 迟 效 的 有 机 盾 肥 料 ， 
要 和 经 过 较 长 奎 期 的 分 解 ,才能 发 挥 肥效 ,因此 必须 在 秋 耕 或 春耕 时 
就 及 早 施 下 , 有 些 速 效 性 肥料 ,必须 在 棉 株 生 育 时 期 ,分 次 的 施用 ， 
手 不 会 流失 和 供应 不 均 ,而 能 适时 的 供应 养料 。 第 二 ,在 棉花 的 各 
个 革 长 发 育 时 期 当 一 种 养料 的 纠 对 需要 量 不 大 时 ， 就 要 在 下 一 阶 
段 到 来 以 前 ,增加 外 围 养料 的 浓度 ,因此 要 注意 较 早 的 施肥 ， 第 三 ， 
棉花 是 按照 放 根系 发 育 程度 从 不 同 的 土屋 中 吸收 养料 的 ， 因 此 施 
肥 必 须 注 意 到 使 肥料 分 布 到 不 同 的 土 层 中 ， 这 对 于 在 土壤 中 不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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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的 磷肥 要 特别 重视 ,否则 尽管 适时 的 施肥 , 棉 根 仍 不 能 适时 的 
吸 到 养料 ,例如 在 耕地 时 ,作为 基肥 施用 的 磷肥 ,因为 耕地 时 可 以 深 
施 ， 按 照 根系 发 育 的 程度 正 可 供应 开花 和 棉 答 形成 初期 对 磷肥 的 
需要 ,为 了 适应 各 个 阶段 不 同 发 育 程度 根系 的 需要 , 双 有 所 在 播种 时 
及 开花 前 施用 不 同 深度 的 磷肥 ,这 样 分 布 到 不 同 土 层 内 ,肥效 最 大 。 

一 般 的 说 : 氮 、 磷 、 钾 三 要 素 在 分 期 供应 要 掌握 以 平 几 个 原则 : 
甲 、 氮 :棉花 各 个 发 育 时 期 ,对 氮 的 需要 不 同 。 根 据 中 国 赴 苏 

灾 业 技术 考察 团 (1956 一 57) 在 全 苏 棉 花 科 学 研究 所 中 央 士 肥 武 租 

站 所 了 解 到 的 资料 : 从 出 苗 至 现 董 对 氮 需 要 较 少 , 现 董 至 开花 时 ， 
需 氮 较 多 ,开花 至 棉 答 形成 (第 一 果枝 第 一 锥 生长 了 30 天 ) 需 所 最 
多 ,形成 第 一 高 守 , 棉 欠 形 成 至 第 一 答 吐 架 , 需 氮 量 省 低 , 第 一 给 吐 

架 以 后 需 氮 量 又 新 增加 ,到 达 第 二 高 塞 。 棉 花 本 性 是 多 年 生 植 物 ， 

”在 环境 条 件 适 宜 营 养 体 强烈 生长 的 情形 下 ， 和 常常 向 多 年 生 方 向 发 

展 , 对 氮肥 要 求 的 第 二 高 塞 , 主要 是 为 了 准备 第 二 年 的 生长 发 育 ， 

这 时 氮肥 过 多 ,会 引起 徒长 , 迟延 成 熟 , 但 也 必须 注意 为 子 充分 利 

用 生长 季 上 发 挥 棉花 生产 的 巨 大 湾 力 ,在 防止 迟延 成 熟 的 同时 ,要 注 

意 后 期 施肥 防止 早 吉 ， 这 在 两 熟 栽培 基肥 不 足 或 者 秋季 温暖 生长 
季 长 的 地 区 ,或 者 采用 育苗 移 裁 和 保温 防 钉 防冻 的 情形 下 ,更 要 特 

WER. } eee 

另 据 苏联 HM. 36 EE (1955) AEE : FRA FEE HE PSS 

形成 期 (从 第 一 果枝 出 现 花 到 形成 30 RAM SA) Bc Fala LA 

磷 过 程 有 很 高 的 活性 。 在 这 个 时 期 进 大 棉 株 体 中 的 所 磷 ， 秆 用 去 

形成 营养 物质 和 棉花 果实 中 的 成 分 。 接 近 成 熟 期 〈 从 第 一 果枝 上 

形成 30 天 大 的 答 到 它 的 开裂 前 ) 棉 株 的 生命 活动 过 程 减 旷 了 。 毛 

磷 的 吸收 和 同化 大 大 地 沽 艇 或 者 完全 停止 。 接 近 开 答 时， 棉 株 的 
生命 活动 过 程 重 双 加 强 , 吸 收 和 同化 氮 的 能 力 提高 了 , 磷 的 同化 也 

加 速 了 。 同 时 加 强 了 这 些 物 盾 在 籽棉 中 积累 的 速度 。 籽 棉 的 积累 
也 加 速 了 : 棉花 在 发 育 晚 期 (每 株 上 有 5 一 6 IF AAAS) RAF 

有 很 高 的 吸收 和 同化 氮 磷 的 速度 ， 正 如 在 生产 实践 中 常 稼 看 到 的 ， 

第 二 灵 生 长 和 果实 形成 一 样 3 研究 并 指出 上 述 成 熟 期 棉花 生命 活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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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过 程 的 减弱 ,符合 米 丘 林 的 主张 , 序 果实 本 质 上 就 是 种 子 建设 的 
”过程 ,是 机 体 最 繁重 和 重要 的 生活 时 期 ,这 个 时 期 植物 生命 过 程 的 

天 部 分 功能 ,或 者 霹 时 中 断 ;, 或 者 大 为 减缓。 从 这 个 贾 料 也 可 以 充 
分 襄 明 棉花 生长 后 期 对 氮 磷 的 需要 和 后 期 施肥 的 重要 意义 。 当 然 
活 时 施肥 ， 井 不 意味 着 到 棉花 需要 养料 时 才 施 肥 。 上 面 说 过 在 棉 
花 的 各 个 生长 发 育 时 期 , 当 一 种 养料 的 移 对 需要 是 不 大 时 ,就 要 在 
下 一 阶段 到 来 以 前 增加 外 围 养 料 的 浓度 ,一般 要 比 需要 养料 时 期 ， 

” 较 早 的 施肥 ,同时 要 估量 肥料 分 解难 易 适 时 施 下 ,此 外 深 施 的 基肥 ， 
按照 根系 发 育 程度 正 可 供应 棉 株 后 期 的 需要 ， 因 此 后 期 施肥 的 适 
期 ;应 当 看 基肥 和 前 期 追肥 种 类 数量, 时期、 方法 及 棉 株 生 长 情况 
与 气候 条 件 确定 ,总 的 要 求 , 九 要 不 使 棉 株 感 到 养料 缺乏 ,同时 双 不 
会 迟延 成 熟 。 实 践 赴 明 ， 氮 肥 最 好 能 施用 腐熟 的 有 机 盾 肥 料 作 基 
肥 , 氮 素 追 肥 , 一 般 在 盛 花期 吐 架 始 期 以 前 ;以 现 恤 至 开花 始 期 这 一 
阶段 为 中 心 ， 傅 照 棉 株 生长 进度 分 砍 施用 ,不 宜 一 次 施用 过 多 ,也 
不 宜 施 用 过 迟 。 根 据 苏 联 的 经 验 ， 一 般 无 机 氮肥 双 部 作 追 肥 施用 
(2 一 3 芮 叶 时 狗 施 追肥 总 量 的 25% , SEE AHH 35% , 开花 期 狗 
施 40) , 惟 最 近 试 验证 明 , 在 提高 氮肥 施用 量 的 情况 下 ,有 必要 把 
无 机 氮肥 的 30% 于 秋 赫 时 作 基 肥 施 用 ， 为 了 防止 流失 ,氮肥 宜 用 

硫酸 急 或 石 藉 氮 。 我 国 南方 春 夏 多 十 地 区 ， 对 棉花 苗 期 氮肥 的 施 
用 更 要 注意 控制 ,以 免 引起 徒长 ,在 稻 棉 输 作 地 区 对 水 稻田 新 改 棉 
田 , 更 要 特别 注意 。 | 

ZC. BR: 棉 株 生 长 发 育 初期 ,磷肥 的 供应 很 为 重要 , 因为 幼苗 
出 十 后 10 一 20 日 内 种 子 内 崇 存 的 磷 素 养分 就 破 耗 尽 , 众 根系 周转 
没有 足够 易于 吸收 的 磷 素 供给 棉 标 ， 就 会 遭受 到 生长 过 程 中 磷 素 
的 贫 荡 ; 影 响 以 后 的 发 育 , 棉 花 磷 素 供应 第 二 最 重要 时 期 ;是 开花 和 

棉 答 形成 期 ,这 时 期 棉 株 对 于 磷 素 的 要 求 最 大 ， 因 此 磷肥 的 施用 ， 
除 把 夫 部 份 磷肥 在 耕地 时 深 施 以 供应 棉 株 开 花 和 棉 答 形成 期 根系 

”的 需要 外 ， 在 播种 时 及 开花 期 也 要 施用 足 量 的 磷肥 。 根 据 苏联 轻 

松 无 机 磷肥 的 施用 以 50 儿 在 秋 耕 时 施用 ,20% 在 播种 时 施用 ;30 多 

作 和 追肥 在 开花 期 施用 效果 为 最 好 。 根 据 山 东 农 科 所 1958 年 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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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田 的 经 验 以 基肥 和 前 期 追 施 的 效果 最 好 。 
Pi, SR: 棉 株 对 钾肥 最 大 的 要 求 在 棉铃 形成 期 ， 但 发 育 早期 

阶段 钾 素 不 足 , 同 样 会 影响 到 棉 株 生 长 和 王 物 盾 的 积累 ;根据 苏联 
的 经 验 ， 钾 肥 的 施用 除 用 作 基肥 的 认 肥 中 富 含 钾 素 并 另 施 无 机 肥 
料 的 50% 作 基 肥 外 ， 以 50% 作 妃 肥 在 现 董 至 开花 期 施用 。 LH 
联 和 经 验 ,棉花 施用 硼 和 锰 等 微量 元 素 , 可 使 棉花 生长 旺盛 ;到 成 熟 前 
棉 株 的 生命 活动 还 很 强 , 但 成 熟 井 不 迟延 , 欠 重 增加 ;产量 增高 , 硼 
和 和 盆 的 施用 方法 , 根 外 施 、 土 壤 施 均 可 , 土壤 施 作 基 肥 、 和 追肥 均 可 ，- 
一 般 和 无 机 肥料 同时 施用 ， 用 量 锰 每 市 雷 狗 1.6 TH, AY 2.4 市 

斤 。 惟 关于 棉花 施用 微量 元 素 , 目前 从 在 试验 阶段 ,同时 用 量 也 因 
士 壤 不 同 而 有 差异 ,最 好 经 过 试验 后 再 应 用 。- : 

3. 注意 施肥 和 农业 技术 的 配合 :施肥 效果 和 农业 技术 如 输 作 ， 
耕作 ,播种 , FRE, PEE, 整枝 等 以 及 施肥 技术 适当 配合 ,有 很 天 关 
系 ,配合 不 好 ,效果 大 为 降低 ,甚至 起 相反 作用 ， 例 如 棉 舟 输 作 , 水 “ 
舟 后 第 一 年 种 棉 ， 必 须 适 当 的 少 施 氮 肥 ， 否 则 容易 发 生 营 养 体 徒 
长 , 双 如 在 重 肥 的 情形 下 必须 适当 的 降低 密度 否则 棉田 郁 于 引起 

徒长 和 严重 的 股 落 。 苏 联 在 1933 年 每 公顷 施 氨 1 公斤 仅 能 增产 
FEAR 4 公斤 ,现在 能 增产 7 一 8 公斤 ,在 1933 年 每 公 硕 施 磷 工 公斤 
仅 能 增产 籽棉 2 公斤 ,现在 能 增产 6 一 7 公斤 ， 主 要 是 由 于 农业 技 

术 有 了 改进 ， 因 而 施肥 效果 也 大 大 地 增加 。 根 据 河 北 省 棉花 所 调 
查 〈1958) 19 块 亩 产 籽 棉 千斤 左右 丰产 棉田 中 每 亩 施肥 量 纯 所 从 
69.87 一 236.10 Jr, WR 57.36 一 201.34 Fr, BH 74.03 一 385.54 Fr, te 

高 和 最 低 相差 4 一 5 倍 之 多 ,也 充分 说明 了 施肥 效果 和 农业 技术 配 
合 关 系 的 重大 。 

二 、 施 肥 的 时 期 和 方法 

1. 基肥 : 基肥 一 般 可 分 两 次 施用 :第 一 次 施 基 肥 ,一般 在 耕地 
时 进行 ， 在 一 年 一 熟 的 情形 下 最 好 在 秋 耕 时 施用 ， 肥 料 种 类 为 订 
肥 、 堆 肥 、 塘 泥 等 有 机 质 肥料 及 无 机 磷肥 CRS FE UL 
50 乡 ), 混 合 撒 施 土 表 , 黎 地 时 深 翻 入土 与 耕地 深度 相同 , 这样 的 深 

施 基肥 可 以 把 肥料 转移 到 人 恨 系 最 发 达 的 土 层 里 ,在 翻 耕 很 深 ( 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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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5 ROLES) 和 大 量 施 肥 的 情形 下 , 则 可 采用 分 层 施 肥 方 法 ， 

深耕 时 竺 合 施 足 底肥 ,每 耕 一 次 ,施肥 一 层 。 根 据 第 二 次 公国 棉花 

试验 研究 会 蔗 总 和 结 : WALA ARES, 在 同一 块 深 耕 1.8 尺 

的 地 段 上 ,施用 同 量 的 肥料 ,分 为 0.6 尺 , 1 尺 , 1.8 REE wes, te 

一 次 施肥 的 增产 71.98% , RUS | RHEMEM MES, VRB IN HIE 

DEB 40% , PRMm40% , FRR20RAH, EREREY 

“EH, FERS EA KR, SF BAER AR ET BIS SL RE FG 

( 狗 总 量 的 20% ) 混合 腐熟 饼肥 或 腐熟 度 肥 或 堆肥 (用 量 狗 为 过 磷 

PRESS 2 一 3 倍 )， 另 加 草木 灰 或 硫酸 钾 条 施 在 行 侧 距 种 子 线 5 一 7 

厘米 远 ，7 一 8 厘米 深 处 。 

种 植 冬季 和 乡 肥 作物 的 棉田 ， 则 可 以 原 定 作 棉 花 基 肥 的 磷肥 工 

酌 加 钾肥 作为 称 肥 作物 的 肥料 , 此 外 代 可 看 产量 要 求 及 士 壤 肥力 ， 

酌 施 底肥 、 堆 肥 、 塘 泥 等 有 机 肥料 。 和 缘 肥 作物 一 般 宜 在 棉花 播种 

前 两 辕 耕 翻 大 士 。 烁 肥 的 肥效 是 很 大 的 ， 根 据 江 西 省 彭 泽 棉花 试 

验 站 (1958) 的 试验 ,种 黄花 萌 蒂 翻 耕 作 糙 肥 的 成 欠 数 为 16.75 个 ， 

”而 麦 茬 花 仅 12 一 16 个 。 

种 有 麦 类 等 前 作物 的 两 熟 棉 田 除 麦田 施 足 基肥 外 ， 可 在 晚 春 

小 麦 齐 穗 ( 狗 清 明 至 谷雨 间 ) 在 麦 行 开 沟 施 棉花 基肥 ,根据 湖北 省 
综合 试验 站 ( 1952,，1953，1955 ) 的 试验 证 明 ， 考 田 行 间 沟 施 底肥 

过 磷酸 钙 、 饼 类 草木 庆 等 作为 棉花 基肥 后 ， 棉 花 成 熟 期 比 不 施肥 

早 5 一 11 天 ， 产 量 增加 12.7 一 34.95% ,对 小 麦 仅 迟 延 成 熟 期 2 天 

而 提高 小 者 产量 11.429% 。 

| RYE 1958 年 全 国 棉花 跃进 增产 现场 会 凡 的 总 和 结 ，1958 年 的 

经 验 普通 证明 ， 棉 田 施 足 有 机 基肥 是 保证 棉花 增产 的 一 个 十 分 重 

要 的 基础 。 糙 合 棉田 深耕 深 翻 ,要 分 层 施 下 大 量 基肥 ,要 求 一 般 棉 
困 今 冬 或 明 春 施用 基肥 量 每 雷 不 少 于 50,000 Fry 

基肥 必须 重 于 追肥 ， 具 体 比 例 应 向 肥料 种 类 施肥 数量 .前 作 

等 情形 而 异 , 一 般 施 肥 总 量 念 多 ,基肥 的 比例 宜 伍 大 。 根 据 出 西 农 

科 所 1958 年 亩 产 籽 棉 1,067.4 Fr, 共用 和 纯 氮 35.3 斤 ， 其 中 基肥 占 

67.7% ， 茵 肥 占 12.2%, FEL IR (7 月 14 日 及 8 月 9 日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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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在 施 足 基肥 的 基础 上 做 到 分 期 分 量 施用 和 追肥 并 注意 了 开 

花 以 后 的 适当 施肥 , 因而 获得 了 显著 增产 的 效果 。 
2. 追肥 .: 

棉花 追肥 , 一 般 进 行 3 一 4 次 ,多 的 进行 5 一 6 次 ,在 高 额 丰产 
地 大 量 用 肥 和 麦田 基肥 不 足 的 情形 消 可 适当 的 增加 和 追肥 次 数 ， 分 
次 施肥 可 以 适应 棉 株 生 长 的 各 个 不 同时 期 对 于 肥料 的 不 同 需要 ， 
大 大 地 增加 肥效 ， 但 如 果 次 数 过 多 ， 每 次 施用 量 杰 少 ， 也 会 减少 - 
肥效 ,根据 苏联 的 经 验 ,一 般 棉花 氮肥 (和 纯 量 ) 每 次 每 市 亩 用 量 不 少 
于 2.5 市 厂 , 不 多 于 6.5 市 斤 ( 每 次 用量 多 少 , 也 和 其 他 要 素 的 配合 
如 何 有 关 , 这 个 数字 , 仅 供 参考 ， 希望 能 作 进 一 步 研究 )。 楷 将 棉花 
追肥 假定 施 四 次 的 施用 方法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次 追肥 在 幼苗 期 (在 2 一 3 APR) EFT, AR 
类 尿 或 硫酸 鲜 , 这 一 次 肥料 在 两 熟 棉 田 特 别 重要 ,一 般 在 割 麦 后 进 
行 。 

第 二 次 追肥 在 和 结 董 期 进行 ,一 般 施 草木 灰 或 硫酸 钙 ( 狗 为 无 机 
钾肥 总 量 的 50% ) 及 腐熟 饼肥 (或 硫酸 匀 )。 

第 三 次 追肥 在 开花 始 期 进行 ， 一 般 施 过 磷酸 合 草 木 灰 、 腐 熟 
饼肥 或 硫酸 煞 。 

第 四 钦 追肥 在 盛 花 及 千 答 期 进行 ,一 般 用 适量 的 速效 性 肥料 ， 
ho GA BERR PRS ATS, MARS, 此 外 自 现 蕾 至 开 
花 盛 期 ,进行 过 磷酸 钙 根 外 喷 磷 3 一 4 次 (浓度 为 0.5 一 2.5 太 ,一般 
用 喷雾 , 每 雷 用 过 磷酸 钙 2 一 3 JT. a 

1B JB TE POR LEW, FY 24 SEPIA SR ON GD, ee 
HE ae 4s SCPE. SSB ey i ey pee 
少 、 所 施 追 肥 种 类 、 棉 株 生长 情形 .气候 土壤 条 件 等 不 同 而 差异 很 
大 。 棉 花 盛 花 及 和 结 答 期 追肥 只 要 配合 得 当 ， 施 用 适量 ， 对 沽 少 董 
答 肌 落 ,增加 车 答 和 促进 棉铃 发 育 有 很 大 作用 ,在 基肥 不 是 的 麦 荐 
花 特 别 重要 ,从 1957 年 各 地 棉花 高 额 丰产 的 施肥 轻 验 ， 成 功 地 证 
明了 这 一 点 。 根 据 江西 省 彭 泽 棉花 试验 站 的 经 验 ( 1958 ), 在 8 月 
5 A wi AZER 40 担 (其 中 50% 7k), 8 Arh ty 32 Al 4 3€ 20 1, 

* 122° 



”磷酸 钙 25 斤 , 硫 酸 忽 50 斤 混 合 酸 酵 , 充分 腐熟 , 于 中 赫 除 草 后 铺 
施行 间 , 接 着 用 火 娄 100 担 复 盖 肥 料 井 培土, 双 于 8 月 中 旬 进 行 根 
外 喷 磷 2 Fe, EZ 1 灵 井 推迟 牛 个 月 打 巴 , 千 果 每 株 棉花 成 丛 
数 为 20.43 个 ;而 对 照 仅 15.10 个 。 

根据 江西 省 瑞 昌 县 大 桥 农业 秆 胡 华 先 劳模 的 经 验 ， 在 丘陵 秆 
壤 麦 差 地 基肥 不 足 又 齐 到 严重 伏旱 ,无 条 件 进 行 灌 新 , 棉 株 未 充分 
发 标 ; 昔 镍 股 落 严重 , 成 欠 很 少 的 情形 下 , 适当 地 迟延 摘心 并 在 后 
Hibs FACE AVE (SEL WAVE) ,这 样 虽然 成 熟 较 迟 ,但 仍 能 获得 
丰产 ,1957 年 在 4,800 亩 面积 上 ，, 获得 亩 产 皮 棉 95 Mace. 

于 这 些 棉 株 前 期 生长 未 充分 ;成 给 很 少 ,所 以 不 仅 不 会 象 早 期 辕 江 
了 侈 的 棉 株 那 样 ， 怕 后 期 过 度 的 营养 生长 会 分 散 养料 影响 到 已 结 
棉 耸 的 秸 成 和 发 育 与 成 熟 ,而 且 也 必需 一 定 的 营养 生长 ,以 补充 前 
期 生长 的 不 足 , 积累 营养 物质 , fy EEE RES AUER, PEK 
胆 地 打破 了 机 械 地 认为 后 期 不 能 施 重 肥 的 陈规 ， 创 造 性 地 利用 了 
棉花 生长 期 医 后 劲 大 的 生长 习性 ,获得 了 丰产 , 替 秆 壤 地 植 棉 开关 
了 广 闫 前 途 ,他 的 经 验 是 十 分 宝贵 而 且 也 值得 进一步 研究 的 

棉花 追肥 时 期 常 和 各 地 气候 条 件 特 别 是 雨季 需 期 有 关 ， 例 如 
经 浙江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试验 证 明 的 浙江 萧山 农民 的 和 经验， 棉花 
追肥 的 主要 部 分 ,一 般 用 菜子 饼 以 施 在 将 出 梅 (梅雨 ) 而 伏旱 未 来 之 
前 , 志 为 适宜 。 在 干旱 情况 下 分 砍 追 肥 必 须 与 灌水 结合 ,否则 所 施 

”肥料 不 是 当时 发 挥 作用 而 是 几 砍 追肥 集中 在 雨 后 一 次 发 挥 作 用， 
显示 不 出 多 次 施肥 的 效果 , 反 造 成 雨 后 猛 长 ,增多 股 落 的 现象 。 

根据 1958 年 至 国 棉花 跃进 增产 现场 会 凡 的 总 结 :黄河 流域 棉 
区 前 期 雨量 较 少 , GSN, CRM, REE, 必须 大 抓 底 
桃 \ 伏 桃 ,同时 等 取 多 产 秋 桃 ,才能 保证 棉花 高 额 丰产 。 河 北 、 山 东 、 
看 西 等 省 丰产 栽培 对 施肥 的 经 验 ,认为 要 采用 两 头 大 .中间 小 的 办 
法 ; 邵 施 足 基础 , 苗 期 少 施 追 肥 , 而 在 花期 、 结 锥 期 ;追肥 的 数量 逐 半 
增加 。 长 江 流 域 雨 量 多 ,无需 期 长 , UID AARP, 大 抓 秋 
Bk. 这 类 地 区 大 部 分 棉田 是 两 熟 栽培 ,棉花 基肥 不 能 大 量 施用 , 提 
昔 肥 也 很 重要 ， 但 不 能 提 苗 过 多 过 猛 ， 在 生长 期 间 追 肥 要 采取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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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花期、 答 期 逐步 节 节 高 的 施肥 方法 。 东 北西 北 棉 区 无 霜 期 短 ， 

主要 必须 依靠 底 桃 、 伏 桃 ,适当 竺 取 秋 桃 ， 因 而 这 些 地 区 施肥 的 方 

法 ,一 般 是 重 施 基 肥 ,注意 前 期 追肥 ,而 中 后 期 施肥 不 能 过 晚 过 多 。 

双 据 1958 年 第 2 次 全 国 棉 花 试 验 研 究 会 议 总 千 : :千年 各 地 

区 在 载 施 基 肥 的 基础 上 做 到 分 期 分 量 施 用 追肥 ， 工 和 连 意 了 开花 以 

后 的 适当 施肥 ， 如 山西 农 科 所 亩 产 籽 棉 1,067.4 斤 , 共 用 纯 氮 35.3 
斤 , 其 中 基肥 占 67.7% , 苗 肥 占 12.2%, 开花 以 后 (47 月 环 目 及 8 

月 9 日 ) 占 29.19% , 这 种 施 足 基肥 , 分 期 分 量 施 肥 的 方法 ; 收 到 显 

著 增 产 效果 , 另 从 今年 各 省 18 个 地 区 毛 肥 用 量 及 施用 时 期 试验 车 

果 , 也 表现 了 一 致 趋势 , 特别 是 无 霜 期 长 的 地 区 收效 更 好 ，…… 根 

据 现 有 经 验 , 在 黄河 及 长 江 流域 无 需 期 较 长 的 地 区 ,后 期 追肥 可 以 

截至 到 8 月 下 旬 以 前 ,东北 和 西北 棉 区 无 霜 期 较 短 ,主要 依靠 中 下 

部 棉 答 ， 适 当 等 取 上 部 棉 答 ,在 施肥 和 数量 上 , 应 重 观 基肥 和 前 期 

SBE, FESS Bi FA 花 肥 ”, 但 不 能 过 多 HR”. 

棉田 追肥 在 幼苗 期 近 施 以 后 逐渐 远 施 ， 在 行距 60 厘米 es 1 

尺 8 寸 ) 的 情形 下 ,第 一 次 追肥 施 在 离 植株 15 一 17 厘米 处 ,第 二 亦 “ 
追肥 施 在 离 植株 20 一 22 厘米 处 ,第 三 次 以 后 施 在 行 的 正中 , 在 45 

厘米 窒 行 距 情 形 下 ， 则 第 二 次 追肥 以 后 或 各 次 追肥 都 施 在 行 的 正 

中 ,追肥 的 深度 ,一 般 为 12 一 15 厘 米 , 施 后 复 土 。 
棉花 追肥 一 般 采 用 开 沟 条 施 , 施 在 行 侧 ， LEAR 

TOHLIGE 5 APLIER EA bE Be 

PRR IE EVE Rae te RM I, 在 第 1 一 2 RGAE, 把 施肥 

RON PAR SA He, RTO Res, Ase 

肥效 ， 和 须 在 方形 穴播 的 情形 下 才能 应 用 。 

三 、 施 肥 用 量 举 例 

棉花 施肥 用 量 因 产 量 要 求 ， 土 壤 肥 力 ， 前 作 种 类 而 有 很 大 差 

异 ， 可 以 说 每 一 块 田地 都 是 不 同 的 ， <a 

Fl, HBS: 

1. (LPH RR AR S SEBEL TL, 1957 4E HE 6 HE — AE 

新 地 上 获得 单产 籽棉 1,033 FTA ET, PAY B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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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 TAL IR 6 一 7 寸 ,每 雷 施 谋 肥 10.000 斤 ; (2) 播种 
时 第 二 次 施 基肥 深 2 寸 ， 每 雷 折合 饼肥 100 斤 : (3) 追肥 3 欢 , 第 

”一 灵 追 肥 在 定苗 后 精 合 铀 地 施肥 守 寸 至 1 寸 深 , 每 雷 施 硫酸 全 15 
Fr, Wik BF 25 JT ,2EZEF 10 斤 ; 第 二 次 追肥 在 棉花 股 入 腿 后 将 开花 
时 ,每 雷 施 麻 饼 20 IT 2 SET 20 Fr, GRABER 4 一 5 斤 ; 第 三 次 追肥 
在 棉花 有 2 一 3 个 桃 时 每 亩 混 施 麻 饼 和 羊羔 干 共 50 Fr, Shia 
1 一 2 次 。 

2. 湖北 省 麻城 县 “五 一 ”二 和 社 1957 年 种 了 1.96 亩 的 两 熟 棉 
困 ; 获 得 了 两 熟 高 额 丰 产 小 麦 单产 540 斤 , 棉花 单产 籽棉 1,270.25- 
乒 。 他 佰 的 施肥 轻 验 为 : (1) 播 种 前 在 麦 行内 施 基肥 ， 每 雷 土 数 
30 担 ; 豆 蚀 60 斤 , 过 磷酸 钙 15 斤 ; (2)JBIR OK: WKH 

'” 后 6 月 7 日 ,每 雷 追 水 数 12 HH, GRRE IF; OKO AA 
Fa AB JE (4-3 ) 12078 , AMSG 15 斤 ;第 三 次 6 月 19 日 每 雷 追 施 豆 
‘BF 40 斤 , 陈 墙 十 40 担 ; 第 四 欢 , 6 月 25 日 千 合 抗旱 ,每 雷 双 追 施 水 
Fe 15 tH, eM SK 7 I. 第 五 次 :7 月 6 A tiie , 43 3B 

«MBAR 15 担 , MRE 7 IT, SBE 60 FT, BERETS 7; AK, 
7 FAT Be tS a PR 7K 20 担 。 此 外 在 8 月 10 日 
与 8 月 16 日 各 喷 施 磷肥 一 次 ,每 雷 用 过 磷酸 钙 3 斤 。 

3. 湖北 省 黄梅 县 张 河 乡 卫星 社 1957 年 在 1.47 亩 田地 上 获得 
调 产 籽棉 1,198.3 斤 , 小 麦 435 斤 的 棉 麦 两 熟 高 额 丰 产 , 他 们 的 施 
肥 和 经 验 是 : 

施 足 底肥 ,多 次 分 期 追肥 ,棉花 播种 前 1—3 月 中 旬 , 在 准备 播 
种 栅 花 的 麦 行内 条 施 拌和 30 一 40 % FEE MD AE 60 车 〈 火 类 是 以 
牛 凌 为 燃料 烧 的 塘 泥 ) 共 21,000 斤 。 隔 10 RIG RF HFA Hr AL RH 
690 Fr (JAiS ARG 15% , FRE 20% DR 30% , WHRAR AE 
做 成 ) 及 棉 饼 150 Fr, 

棉花 播种 时 〈 邹 清明 前 2 天 ) 在 播种 沟 施 颗粒 肥料 100 Fr, H+ 
用 火 类 50 车 ( 18,000 斤 ) 盖 子 , 作 为 种 肥 。 

棉花 生长 阶段 共 追 肥 6 次 : 

第 一 次 ， 在 割 麦 的 次 日 施 清 姜 (Se7k He BI 1:1) 25 担 (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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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te eA. 

BoK, 在 第 一 次 追肥 后 一 星期 , 结合 定苗 ， 施 清水 3 25 担 

( 2,500 Jr), Fa 3 KRFA DAM MBRE 12 HRA BH 120 7, H - 

PK Re7k te (BE7K He Bi] 1:2 )15 担 ( 1,500 斤 ) 作 为 保苗 肥 。 

BHR, 在 第 二 次 追肥 后 RK, 和 结合 抗旱 施 稀 水 娄 15 A, 

SOK, ERS RIPEN (7 月 上 旬 )， 叶 面 喷 过 磷酸 合 持 斤 

(加 水 200 Fr), 

第 五 次 ,在 开花 后 (7 月 底 ) 突 施 葵 过 后 研 狂 的 棉 子 棉 80 JTF 

用 20 48 ( 2,000 斤 ) 水 数 ( 凌 水 比例 1:1 ) 突 施 ， 用 30 车 ( 10,000 

斤 ) 火 闭 盖 突 。 

BAK ALBEE a—B , RRR BATE 1.5— 

2.1), FAB 30 车 ( 10,000 斤 ) 盖 突 ， 借用 和 牛 栏 草 20 车 铺盖 棉 株 

“四周 ( 施 肥 灾 也 同时 盖 上 )。 
4. 山西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1958 年 获得 1,067.4 斤 高 额 丰 产 的 

施肥 径 验 :基肥 用 诬 肥 8,000 斤 , 追 肥 用 硫酸 贸 30 斤 , 人 凌 尿 1000 

Fr , FSZE 100 斤 , 过 磷酸 钙 34 FT. 

上 面 说 过 棉花 对 肥料 要 求 ; 除 产量 要 求 外 , BERRA RATE 

种 类 等 不 同 而 有 急 大 差异 ,同时 产量 高 低 , 肥 料 仅仅 是 许多 原因 过 
一 , 而 肥料 效果 大 小 , 受 不 同 农业 技 术 的 影响 很 大 , 必须 再 一 次 弦 

竺 指出 ,棉花 的 施肥 用 量 , 应 当 按 各 块 士 地 的 具体 条 御 , 参考 林地 ， 
区 的 试验 结果 和 生产 实践 先进 经 验 决 定 , 上 列 的 举例 ,仅仅 作为 套 

考 ;, 切 不 可 把 写 公 式 化 。 

a WO 土壤 耕作 

一 、 赫 地 

棉田 秋 耕 最 为 重要 , 连作 的 在 棉花 拔 入 后 , 输 作 的 在 其 他 夏 作 

物 收 完 , 施 基肥 后 序 进 行 耕 地 伍 早 僵 好 ， 早 耕 土 未 你 ， 地 温 油 5 耕 
PEE SS, PERT TART BED TH I He A A ABET 

VE HR Fe BE AB BE AG , AR EFT BAH i EGTA ET A EAE 

ALE RE AL a AR AE PA BRI 1937—1945 多 年 试验 证 明 ,1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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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耕 地 比 11 月 18 日 耕地 增产 6%， 比 12 月 7 日 耕地 增产 8%, bt 

3 月 15 日 耕地 增产 12 色 。 根 据 江西 省 九江 县 农场 的 经 验 〈1957) 

在 相同 的 土壤 条 件 下 , 秋 赫 种 绿肥 的 棉 地 上 , 每 亩 产 籽棉 450 斤 ， 
AFM RE ARH, 每 雷 产 籽 棉 405 JT. BARBRA RET 
次 ， 但 在 土壤 过 粘 重 或 生 有 越冬 杂 草 时 ， 可 在 冬季 或 春季 再 耕 一 
交 。 因 故 未 进行 秋 耕 而 进行 春耕 时 ,在 无 冬 作物 的 棉田 ,也 以 早 奉 
为 宣 ， 地 解冻 后 邹 可 进行 ,至 退 要 在 播种 前 15 一 20 KATH, 

土壤 造成 一 种 沉 实 稳定 而 表层 (种子 线 以 上 ) 松软 状态 ,使 幼苗 容 
易 出 士 而 根 的 着 生 稳固 ， 迟 耕 土 松 易 干 , MARS RF, BARE 
陷 , 容易 折断 幼 根 半生 时 在 春季 多 雨 地 区 耕地 过 迟 ; 士 壤 太 松 容易 

， 积 水 ;不利 棉 苗 出 土 及 生长 , 根据 江西 省 九江 县 农场 的 经 验 ，1957 

年 在 久 雨 的 情形 下 ,棉花 烂 苗 很 严重 ， 但 访 场 因 春 耕 早 , 3 AED 
开始 , 3 ARCS, RGR 18 儿 ,而 邻近 蔷 场 的 江 心 审 青年 
BAAS HEIR IA 70—80%, 在 前 作 收获 后 种 棉 ， 不 得 不 在 临 
播种 前 进行 耕地 的 耕地 深度 宜 较 浅 (在 冬季 种 前 作物 应 当 深耕 )， 

” 耕 后 宜 精 组 和 地 及 做 好 平整 工作 ,必要 时 精 合 作 畦 进行 适当 镶 压 。 

和 

“两 熟 的 棉田 , 当 冬 作物 播种 时 棉花 还 未 收获 的 情形 下 ,根据 浙江 农 

民 的 经 验 可 以 进行 局 部 耕地 , 除 乡 肥 中 地 可 以 在 春季 棉花 播种 前 
牢 月 炮 肥 翻 耕 太 士 时 有 局 部 耕地 一 次 的 机 会 外 , 种 植 冬 作物 部 位 
可 于 冬 作物 播种 时 进行 局 部 耕地 。 

棉花 是 深 根植 物 , 最 密集 的 细 根 网 分 布 在 耕作 层 内 , 当 士 壤 耕 
作 层 加 深 时 ， 竹 根 网 的 厚度 也 跟着 增加 ， 同 时 深耕 后 土壤 增加 了 
著 水 保 肥 能 力 ;, 根 除了 杂 草 ,消灭 了 害虫 ,因此 耕地 要 深 ,在 初 年 改 

种 棉花 的 水 舟 填 长 期 浸水 或 因 多 次 灌水 和 连续 机 械 耕 作 表 层 士 坚 
实 的 情形 下 , 深耕 创造 深 的 耕作 层 , 更 有 特别 重要 的 意义 ! 在 密植 
的 情形 下 深耕 有 利根 系 向 土壤 深层 发 展 。 实践 证 明 , 棉田 深耕 可 
以 显著 增产 。 根 据 讲 北 省 荆州 农业 试验 站 (1957) 的 试验 证 明 : 用 
双鱼 牧 耕 深 14.85 JDK Ate IA RAC HEE 12.375 OK AO ARIA BR 

D 3.8% , REF RII 3.09 个 ,籽棉 产量 增加 8.1% , F— BRACE 

17.061 厘米 的 比 用 旧式 黎 耕 深 12.375 JR OK AAR ESR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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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H I 7.26 个 ,籽棉 量 增加 10:3 锣 。 双 据 河北 省 邮 哪 农业 哉 验 站 
(1957) 在 7 个 点 进行 棉田 耕地 深度 示范 车 果 让 明 ; 在 一 般 中 等 肥 
力 和 稍 关 蒲 棉田 ,加深 5 一 8 厘米 ,能 增加 产量 4.1—18.3% , AR 

1958 年 第 二 次 公国 棉花 试验 研究 会 议 总 和 结 各 地 的 释 验 : 棉 根 在 深 
翻 地 内 扎根 深 ; 分 布 广 , 吸收 水 肥 充 分 ,因而 植株 健壮 、 和 车 铬 多 , 增 
产 也 很 显著 , -一 般 可 增产 20 一 80%% 左右 。 耕地 深度 决定 于 耕 层 。 
心 土 性 质 、 耕 必 方 法 、 前 作 种 类 等 具体 条 件 , 一 般 要 尽 可 能 的 深耕 
至 土壤 许可 的 最 大 限度 ， 但 在 用 带 有 心 土 松 土 器 的 黎 或 在 保持 不 
乱 士 层 的 情形 下 进行 深 翻 , 则 可 大 大 地 增加 深度 。 1958 年 一 般 由 
原来 的 4 一 6 寸 基础 上 增加 到 6 一 8 寸 ， 有 些 丰 产 棉 田 深 翻 到 三 尺 

以 上 ,最 近 中 共 中 央 规 定 深 耕 的 标准 一 般 要 在 1 尺 以 上 ;丰产 田 2 

尺 以 上 ,这 对 棉花 说 更 见 重要 ,根据 1958 年 至 国 棉花 跃进 增产 现场 

会 凡 决 定 : “要求 各 地 凡 能 深耕 的 棉田 全 部 进行 深耕 或 深 翻 ， 深 度 
一 般 要 求 1 尺 以 上 ,大 面积 丰产 卫星 田 1.5 到 2 尺 以 上 ,高 额 丰 产 . 

试验 田 2 一 3 尺 以 上 , 一 熟 棉 田 普 通 冬 季 深 耕 ， 两 熟 棉田 要 在 冬 作 
播种 前 进行 深耕 深 翻 。 耕 地 二 次 的 第 二 砍 耕地 特别 是 在 已 经 秋 耕 
地 上 再 进行 春耕 应 比 第 一 灵 为 小, 深耕 是 丰产 的 重要 措施 ,为 了 达 
到 足够 的 耕地 深度 ,同时 双 不 致 把 心 土 翻 至 上 面 ; 可 以 分 层 进行 , 屋 
层 的 熟 士 双 黎 双 翻 , 深层 的 生地 只 黎 不 翻 , 并 和 结合 分 层 施 肥 , 一 般 
应 用 在 普通 犁 上 带 心 土 松 土 器 的 耕地 方法 ， 根 据 苏联 塔吉克 共和 
国 科 学 院 的 试验 (1955) 证 明 ， 在 用 复式 复 翻 耕 30 厘米 深 的 基础 
上 加 心 土 松 土 器 深 松 土 15 厘米 的 处 理 ， 每 公顷 可 增 闫 籽 棉 8 ZS 

担 。 双 据 江西 省 临 川 上 顿 渡 农 技 站 在 共 青 二 和 社 棉 田 的 试验 41957) 
应 用 双 匀 复 加 心 土 钾 耕 地 的 产量 比 用 本 地 复 耕 地 的 增产 14.5%。 
He FARA EULA 11.7%。 观 察 表明 用 双 负 加 心 十 链 耕 的 小 区 
棉 标 更 高 , 现 蕾 更 早 , 千 的 印 更 多 且 匀 。 在 农业 生产 天 跃进 的 新 形 
势 下 ， 各 地 农民 创造 了 深 翻 地 的 方法 ， 深 翻 1 尺 5 寸 ， 有 的 深 翻 
2 一 3 尺 的 深 翻 地 仍 保持 表土 在 上 , KALLE, AHMAD BE 
增产 起 了 巨大 作用 ,根据 河南 省 长 葛 县 委 报导 :长 葛 县 石 桥 路 光 十 
从 社 深 翻 地 的 棉花 亩 产 320 JT ATR MDNR 30 斤 。 双 河南 省 获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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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忠和 人 民 公 社 第 二 生产 队 ， 在 一 块 进行 过 冬 耕 和 冬 灌 土 地 上 做 
了 深 翻 1.5 尺 和 6 寸 耕 层 的 对 比试 验 , 同 样 都 雷 施 2 万 斤 肥 料 , 留 
fa 4,040 BR, 追肥 破 针 32 FT, 治虫 14 PRES 次 , 培土 3 砍 ; 立 

fa = KAT TA, Ht 6 寸 的 单 株 成 锥 平均 11.2 4, AHH 5.07 HL 
产 籽 棉 457 斤 PRRALS RAVER 12.8 4, BSP 5.62 52, HT 

REAR S74 Fr, BERET 117 斤 ,增产 25.71% 。 又 河南 省 候 师 县 新 新 

农业 和 社 的 对 比 : 深 翻 2.5 尺 的 棉田 , 株 高 69.5 厘米 ， 单 株 成 答 14.7 
个, 单 答 重 6.6 FE, 主根 长 35 厘米 , 侧根 21 条 ; HO 寸 深 的 , 平均 
RR 62.7 厘米 , 单 株 成 答 6.6 个 , BES HE OS. 克 ,主根 长 24 厘米 , 便 

根 14 Se, 每 雷 产量 深耕 2.5 尺 的 比 耕 深 6 寸 的 增加 114.4 多。 可 
以 充分 说 明 深 翻 地 的 优越 性 。 一 般 深度 达 1.5 尺 以 上 的 ,要 分 层 施 

。 芭 底 肥 ; 混合 起 来 。 深 翻 2 RLM, 翻 后 要 进行 一 次 灌水 , 使 十 
壤 踏 实 , 如 果 不 具 备 灌 水 条 件 , 翻 后 要 进行 锁 压 或 多 起 深 到 。 

士 层 薄 的 棉田 除 尽 可 能 的 深耕 外 , 用 客 十 法 加 厚 士 层 ;也 可 以 
大 大 地 增加 产量 。 

不 种 冬 作 的 棉田 秋 耕 , AANA, GEER SE HE RU HB 
”保持 雨 雪 , 在 冬 雨 雪 少 或 冬季 有 大 风 的 地 区 , VARS, 春耕 之 
后 ,一 般 应 随 耕 随 友 ,使 士 壤 易于 却 细 , 人 并 可 保存 水 分 , ERE, 
无 不 应 迟 邦 , 迟 友 士 壤 硬 和 结 , 欲 却 不 能 , 倘 天 久 不 雨 ,会 舟 延 播种 期 。 

- 棉田 春季 整地 工作 ， 因 和 气候 士 壤 条 件 及 冬 春 所 进行 的 农业 技 
。 玉 措 施 不 同 与 是 否 种 植 冬 作 而 有 差异 ， 一 般 在 于 旱地 区 未 进行 著 
水 灌 浙 而 土壤 不 坚实 的 情况 下 ， 凡 已 经 过 秋 耕 的 地 ， 需 要 进行 时 
春 友 地 (2 一 3 厘米 深 , 最 深 不 超过 5 厘米 ) 保 丧 ,并 于 播种 前 小 松 

. 主 , 如 果 表 士 不够 , 松 土 后 并 要 随即 进行 一 次 较 轻 的 锁 压 工作 , 把 

士 壤 压 紧 , 士 块 压 碎 ， 地 面 压 平 , 锁 压 后 即行 播种 ,播种 前 松 土 , 目 

的 在 于 使 土壤 疏松 润 湿 ,创造 种 子 发 芽 的 良好 条 件 ,深度 不 宜 超过 
播种 的 深度 ,否则 土 松 易 干 , 影响 出 苗 , 但 在 冬 春 南 水 多 或 经 过 著 
水 灌 浙 土 壤 粘 重 坚 实情 形 下 , 则 应 于 早春 进行 深 松 土 不 翻 耕 , 如 果 
悉 耕 早 , 雨 水 多 , 杂 草 多 , 旭 春 季 需 进行 再 耕 , 在 播 前 也 再 小松 士 ， 
根据 苏联 无 赫 石 棉花 试验 站 (1954) 的 试验 起 明 :在 经 过 洗 盐 的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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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土壤 上 用 疯 形 松 土 机 深 松 土 18 一 20 厘米 (不 翻 士 ), 比 用 当 形 松 
PLB 8—10 厘米 增加 籽棉 产量 12%, 比 用 轻 圆 盘 友邦 地 小松 
+387" 21% ,上 比 春季 再 耕 增 产 19%. 妈 据 湖北 省 荆州 安 业 试 验 
站 (1957) 的 试验 证 明 :在 粘 盾 壤 士 的 棉田 ( 按 研 州 ,长 江 流域 冬 春 
雨水 多 ， 冬 耕 6 寸 春耕 4 寸 的 比 冬 耕 6 寸 不 春耕 的 增加 籽棉 产量 
3.17 % , SEH 4 寸 不 春耕 的 增产 10.94 % ,而 冬 耕 不 寸 春耕 4 寸 的 

也 比 冬 耕 4 寸 不 春耕 的 增产 10.13 多 ,在 两 熟 栽 培 的 棉田 , 除 在 委 
作 播 种 前 要 进行 耕地 外 ， 对 于 棉花 播 在 冬 作 行 间 的 棉田 必须 注意 、 
在 冬 作 行 间 勤 中 耕 , 到 棉花 播种 前 也 要 进行 浅 松 土 5 ,对 于 棉花 在 
前 作 ( 如 油 荣 ) 收 获 后 播种 的 棉田 , 仍 应 年 取 在 前 作 收 获 后 ,进行 一 
RHA, 根据 湖北 省 荆州 农业 试验 站 -(1957) 的 试验 证 明 : WHALE 
花 在 油茶 收 后 进行 耕地 再 播种 棉花 CBRE 4 寸 ), 比 不 耕地 只 进行 
HEA (VE 2 寸 ) 股 落 率 减少 4.9%, RH RIB 4.7 个 ,籽棉 产量 - 

增加 53.5 斤 / 亩 。 

=. HERE 
(ERE AR FA BUS SE EE AIS DL, "EAN ARS , Hh BA PEE 

“后 ,造成 有 利于 波 水 的 地 形 , PS, 雨水 能 很 快 地 从 畦 面 流 到 
REM wa, 田 里 不 会 有 积 水 , 同时 作 畦 之 后 , 畦 沟 内 土壤 移 至 畦 面 
后 田 身 加 高 ,表土 层 增 厚 , PK TE, Ra 
花 试 验 站 (1957) 的 观察 证 明 ,棉田 畦 面 僵 寅 , 雨 后 土壤 含水 念 高 ， 

念 往 土 壤 下 层 含水 念 多 ,并 有 了 畦 面 合 寅 土壤 含水 率 降低 态 慢 趋势 。 
7 月 10( 雨 后 第 一 天 ) 测 定 0 一 10 厘米 深度 的 土壤 含水 率 , 畦 面 寅 
5.4 尺 的 为 30.41 9 REM RE 7 尺 的 为 32.04%, MEM HE 10.2 RAY 

为 33.54% , 畦 面 寅 7 尺 (不 开 沟 ) 的 为 33.75 多 。 由 于 作 峙 后 排水 “ 
良好 , 土 温 也 可 保持 ,棉田 空气 温度 也 可 减 轻 ,更 可 便于 排 波 盐 分 ， 
抑止 盐分 上 升 , 作 峙 后 棉田 通风 透 光 也 较 好 , 所 有 这 些 ,对 促进 棉 
花 根 系 发 展 , 改 善 棉 株 生 长 发 育 ; 减 少 隶 草 发 生 , 减 轻 病 虫 为 害 , 防 
止 徒长 ,减少 落 荤 洲 给 与 烂 铃 发 生 , 促进 早熟 都 有 很 大 釜 处 s 

根据 江西 农学 院 (1956) 的 观察 证 明 : 狭 畦 的 棉花 苗 期 生长 和 
现 董 均 加 速 如 表 5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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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不同 畦 宽 棉 花 苗 期 生 RRR 
(江西 农学 院 , 1956) 

mE Ko | 宽 畦 ( 蛙 寅 40 尺 ,长 20 尺 ) | He mE (HEIR, K20R) 

， ” 株 高 (厘米 )(6 月 16 日 ) 有 15.78 
i ”里 叶 数 (6 月 16 日 ) 9.26 10.48 

” 现 得 株数 百分数 25.83 46 67 
i » (%)(6 8 16 8) | | 

(FRIEND ARI RUB AYRE, PERENYARAET RE AEE 
BPP FE, PS ET AE PRS, en FE 58 所 示 : 

胡 58 棉田 作 轩 和平 作 产 量 上 比较 

(湖北 棉 业 亦 验 总 场 ) 

籽 棉 j= it 
处 理 

斤 / 亩 % 

# eCPH2 R) 211.75 139.38 

Be WE(METE SR) | 182.95 119.85 

Ki ME(METY 12 R) 179.23 117.41 

平 作 _ 152.65 © 100.00 

1957 Seid PKI a, BRE AE Eh, PERE 
| 好 也 是 重要 技术 措施 之 一 。 1957 一 1958 年 河北 省 成 安县 农林 局 

在 渡河 店 联盟 入 试验 证 明 ， 棉 花 高 芍 栽 培 比 平 作 增 产 17.04 一 

20.64% PEELE ARTERY LAIR AED BH, VE EMER 
| 仅 在 春 夏 多 雨 的 南方 棉 区 有 推广 和 提高 质量 必要 ， 即 在 伏天 多 雨 ， 
| 的 北方 棉 区 ,也 要 加 以 重视 。 

峙 的 形状 通常 是 狭长 方形 ,在 多 雨 与 地 势 较 低 ,土质 粘 重地 区 ， 
必须 特别 注意 做 到 深 询 高 畦 , 一 般 畦 寅 3 一 5 尺 , 种 棉 2 一 3 行 ,两 

| ” 行 畦 的 优点 , 除 排水 便利 外 , 可 以 利用 畦 沟 作 灌 水 沟 , 同时 在 进行 
| 各 种 田 问 工作 时 ,都 可 站 在 畦 沟 内 ,不致 践 踏 畦 面 ,保持 土壤 松软 ， 
时 ， 峙 奉 形 式 有 平 畦 及 鱼 背 形 两 种 , 鱼 背 形 的 排水 较 便 ,冲刷 较 大 , 通 
”和 常 砂 性 土 宜 作 平 畦 , 粘 重 土 宜 作 刍 背 形 畦 , BE MR, VER 8 
寸 至 1 尺 , 除 普通 畦 沟 外 ,在 棉田 四 周 及 坷 地 形 每 隔 一 定 距 离 鹃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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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 MBE YY , LAF 7K, 

在 雨水 多 而 土壤 特别 轻松 的 沙 壤 地 区 , — Ip TT SRE ERE, fa 
时 为 了 防止 冲刷 ,必须 注意 做 好 下 烈 工作 : (1) BREET RZ 
面 );(2) 增加 土壤 有 机 盾 ; (3) 适当 的 减 少雨 季 中 耕 松 十 及 松 十 
深度 (如 浙江 萧山 一 带 农民 ，, 在 雨季 只 拔 草 不 松 圭 ,即使 松 王 亚 很 
BE PRATER; (4) 畦 边 种 冬 作 留 根 (萧山 农民 畦 边 种 麦 , 收 计时 留 ” 
根 以 巩固 畦 身 ; (5) HERR AE, ESA VEL 
常 清 出 培 到 畦 面 ; (6) 畦 向 和 坡度 垂直 :; (7) 了 畦 边 铺 草 ; (8) BE 

适当 的 减少 耕 翻 灵 数 〈 如 痕 山 农民 的 径 验 ， 棉 田 畦 边 并 不 年 年 策 
Ht, WR 1 一 2 年 才 翻 耕 一 砍 。 

在 两 熟 栽培 的 地 区 ,棉花 播 在 前 作 行 间 , 不 进行 春耕 的 情形 下 。 
必须 在 冬季 所 种 前 作 时 ,预先 按 照 棉 花 预 定 行距 ,做 好 作 峙 工作 。 

第 五 节 fh 种 

一 、 播 种 的 准备 
1. EAR: 在 播种 以 前 ， 要 将 预备 的 种 子 拒 选 干净 , FER 

子 、 虫 性 子 、 杂 色 子 小子 和 杂质 除去 ,要 拣 逃 种 粒 坚实 .全 满 , 粒 色 
纯正 、 嗅 味 正常 的 棉 子 做 种 用 。 7 

根据 前 湖北 棉 业 试验 总 场 的 研究 ， 棉 子 仁 油 腺 颜色 的 不 同 与 “” 
发 芽 机 能 有 相当 联系 ,而 可 钥 别 其 发 芽 率 的 高 低 ,一 般 陈 棉 子 的 油 

腺 大 多 为 黑色 或 紫 黑色 ; PM AL WRAL RRR 
撕 种 时 可 取样 环 一 些 观察 一 下 ， 如 果 发 现 棉 子 仁 酒 腺 颜色 不 正常 
时 ,必须 做 发 芽 试 验 。 

2. 晒 种 :棉花 晒 种 的 目的 在 于 借助 于 太阳 的 光 和 热 ,促进 种 子 
的 后 熟 作 用 ;特别 是 在 生长 期 较 短 或 成 熟 期 天 气 不 好 的 邱 区 ,种 子 
未 能 充分 成 熟 , 晒 种 更 有 必要 ， 人 工 烘 种 也 有 相当 于 了 晒 种 的 效果 ， 
惟 据 华中 农 科 所 研究 晒 种 温度 达 30° — 40°C 时 可 以 杀 死 棉 池 上 一 

部 角 斑 病菌 , 在 40°C DEFEAT TADS SELIG, 而 烘 种 则 无 此 效果 。 
根据 苏联 馈 克 兰 棉 作 科 学 研究 所 试验 , 棉 子 经 日 栖 或 人 工 烘 干 后， 
BY $e eh Ae FE 10 一 15Y% , 提早 成 熟 1 一 2 天 ,每 公顷 增加 产量 一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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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担 。 根 据 苏联 的 经 验 , 一 般 在 播种 前 10 一 30 天 开始 晒 , 上 晒 时 要 捧 

开放 在 木板 上 厚 6 一 8 JK , ERIE 5 一 6 KK, FEM 5 一 10 天 :也 

有 只 晒 3 一 4 天 的 ， 在 我 国 浙江 伍 海 , 山东 高 密 等 地 也 有 棉花 晒 种 

EGG, MLE PERI , 锁 海 的 农民 自古 就 知道 棉 子 越 栖 越 好 ,到 春 

天 就 要 抢 睛 晒 种 ,一 般 要 晒 三 四 天 ,也 有 了 晒 得 更 多 的 ,这 和 苏联 先 

”” 进 经 验 相 一 致 。 根 据 前 华北 农 科 所 杜 春 培 等 研究 ,证实 了 晒 种 、 烘 

种 的 效果 , 惟 由 于 晒 种 能 减弱 棉 子 的 透水 性 ,阻碍 吸水 而 发 生 不 同 
程度 的 硬 子 , 反 影响 发 芽 , 研 究 指出 空气 湿度 小 , 硬 子 这 高 ,南方 比 
北方 低 ,在 干燥 箱 烘 比 在 定 湿 箱 低 , AEE LO, He PERE DRL 
低 , 霸 建 蔗 南方 用 晒 种 或 烘 种 ,北方 用 烘 种 。 

3. 种 子 消 毒 : 为 了 保证 种 子 健康 ,预防 棉花 苗 期 病害 ,必须 进 
行 种 子 消毒 ,种 子 消 毒 的 方法 ,有 以 下 几 种 : 

FL FRG: AR AE CELE) HET RETR 
AAS PLA eS A SEE, 西 力 生 普 通用 量 为 种 子 重 量 的 0.4% 一 0.592 

(旱地 用 04%, SHARPE 05%), 赛 力 散 的 普通 用 量 为 
”种 子 重量 的 0.8 狗 ,为 了 拌 藉 均 匀 , 可 用 草木 亦 ( 用 量 为 种 子 重量 
的 5--10%) 稀释 ,将 莉 粉 和 在 藉 里 ,然后 用 拌 种 器 进行 拌 种 ,每 裕 
FEB) 5 一 6 Gh, ED BE 30 转 ( 种 子 不 能 多 于 拌 种 器 容量 三 分 
之 一 ,否则 不 易 拌 匀 )。 使 项 粉 均匀 散布 于 种 子 上 。 可 以 在 播种 前 
一 个 月 拌 好 。 

为 了 增加 效果 , 在 播种 前 , SEER RAO BERETTA Bh, DK 
加 水 , 帮 堆 起 来 赴 它 吸水 和 发 热 , 第 一 次 洒水 量 , 为 种 子 重量 的 
20% ia HARSHER BAY 2 RA AS DHE, PA 12 hI, OHM 
HEFT WHT 30% FPHEREK, RI24-b REI AR, Wek By Se 

PWG 7KHE EES see EAS, 
Zi. WAH: TY Fi A AEDT A, TEAR EAR BP 

发 荐 的 原则 下 ， 应 用 温 渴 的 热力 杀 灭 附着 在 棉 种 表面 或 湾 伏 在 内 
部 的 一 切 病菌 而 进行 法 种 ， 放 的 方法 是 用 三 分 开水 一 分 泳 水 觉 成 
的 热 水 , 或 用 55—60°C 的 热 水 肖 种 子 30 分 钟 , 在 溉 的 过 程 中 ,要 用 
AWARS), 使 棉 种 受热 均匀 。 WPA SAAD aE 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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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牛 干 , 朗 可 播种 。 
为 了 增加 效果 , WP EE SETI, HRA, 

莉 剂 量 及 拌 的 方法 同上 。 根据 江西 省 彭 泽 粮 花 试验 站 的 试验 
(1957) HERA, 在 播种 前 守 月 用 50°—55°C 温水 浸种 15 Phe 

FE PHI, 对 防 病 保苗 效果 很 大 。 
在 播种 很 早 ,， As ESE DIRS, RSH RHR, 

在 播种 季节 多 雨 , 播 种 期 难于 确切 把 握 的 情形 下 ,不 大 适宜 用 泌 种 
MAR. | 

FADE Hy APE PE AH, RAE DG SEG e S e 
祝 , 对 士 壤 传染 的 立 枯 病 ,尤其 在 低温 高 湿 条 件 下 ,效果 不 天 ,最 好 
用 种 子 量 0.5% “HARI” “AA” (BRIE BO A GE 
BA SEEING Dy AB HE HH 3:1) FEB A BHT 10% BORAT 
种 。 或 以 土壤 重 05% MEHAMBALPHERBL, AaB 

以 30 一 40 斤 熙 士 与 种 子 援 拌 均匀 ,混合 播种 , 熙 十 不 可 过 湿 过 于 。 
营养 打 育 苗 移 栽 的 , 除 在 播种 前 种 子 以 0.5% 五 西 合 剂 拌 种 苏 , 出 
AUG 15 天 左右 再 以 土壤 重 最 0.2 一 095 多 (ED a ARH, at 
盖 于 棉 苗 根 际 。 
二 、 播 种 期 ” 当 稳 定 的 温暖 天 气 来 临 ， 临 近 播种 层 土 壤 温 度 

稍 高 于 棉 子 发 芽 所 需 的 最 低温 度 以 上 (一 般 浏 定 5 一 10 厘 米 深 的 土 
温 达 到 12°C Dk, 盐 碱 化 地 为 了 使 种 子 迅 速 荫 动 早出 土 ， 以 减轻 
盐 害 ,播种 宜 较 迟 , 一 般 要 求 土 温 达到 14°—16°C By), fa AY ER Kk 

分 适当 而 无 霜 害 时 , 即 可 及 时 播种 。 棉花 播种 期 的 确定 必须 精 合 
各 地 气候 情况 ,土壤 类 型 , 倾 匀 方向 , 地 势 起 伏 , 地 下 水 位 高 低 及 前 
作 等 具体 条 件 选 择 最 好 的 时 期 播种 ， 在 达到 适 于 棉花 播种 的 条 件 
时 ,要 尽 可 能 的 早 播 , 在 形 苗 移 栽 屋 贰 风 隐 的 情形 下 ， 可 以 轼 早 播 
种 。 一 般 棉 花 播 种 适 期 , 钓 在 清明 谷雨 之 间 , 普 通 先 从 南 向 及 东南 
向 的 坡 上 士 质 轻 松 较 温暖 的 土壤 开始 ， 粘 重 士 及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的 “ 
E 壤 ,可 稍 迟 一 些 时 间 播种 ,实践 证 明 ,适时 的 早 播 ,可 以 充分 利用 
生长 季 ， 增 加 营养 生长 日 期 和 加 长 自 棉 狠 开始 开 绚 到 初 霜 一 段 成 
熟 期 ,产量 显著 增加 ,但 播种 过 早 ,特别 是 在 温度 不 稳定 的 情形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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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由 于 低温 关系 ,出 苗 迟 级, 容易 遭受 微生物 的 侵害 而 发 生 烂 子 或 出 
昔 后 生长 不 良 唱 受 严重 病 虫 咱 而 致 侠 苗 影响 产量 ， 浙 江 省 农业 科 
学 研究 所 在 萧山 售 多 年 试验 证 明 , 棉花 适时 早 播 时 期 是 以 4 月 17 
目前 后 七 天 为 宣 ,过 迟 过 早 均 显著 降低 产量 。 创 造 速 逢 3 年 (1955 
一 1957) 千斤 以 上 籽棉 高 额 丰 产 记 录 的 陕西 省 渭南 县 八里 店 农业 
jik, 1957 年 的 棉花 播种 期 是 4 月 6 日 ， 创 造 棉 麦 两 熟 高 额 丰产 的 
湖北 省 麻城 县 “五 一 "和 社 , 1957 年 的 棉花 播种 期 为 4 月 16 日 。 
1959 年 江西 省 农业 技术 代表 会 凡 提 出 在 育苗 移 栽 情形 下 的 棉花 
播种 期 , 赣 东 南 一 般 在 3 月 中 下 名 , 赣 北 一 般 在 4 月 上 旬 。 

 ， 迟 播 的 棉花 ,出苗 至 开花 日 数 纵 短 , 植 科 生长 加 速 ， 下 部 节 间 
HK, RABE LB, TERM BARD, 浙江 省 农 科 所 萧山 棉 

(1950) 以 德 字 棉 作 播 种 期 试验 , AYRE ATER, SOR 

果 如 表 59 及 表 60 。 

259 不 同 播种 期 棉 株 生 育 日 数 比 较 

(浙江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过 兴 先 、 俞 志明 、 施 珍 ,1950) . 

和 本 1 月 14 日 | 4 月 21 日 |4 月 28 日 |5 月 5 日 |5 月 12 昌 | 5 月 19 日 ， 

shi HB 70 10 7 7 6 8 

HBS Be 13.5 10.0 9.0 9.0 10.0 9.0 

现 芮 叶 至 开花 日 数 70.7 | 67.0 | 64.0 | 59.0 | 54.0 | 48.0 

出 苗 至 开花 日 数 84.2 | 77.0 | 73.0 | 68.0 | 64.0 | 57.0 

RO ”不同 播种 期 棉 株 的 蚌 艺 性 状 及 好 棉 闫 量 比较 
(浙江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过 兴 先 、 俞 志明 、 施 珍 ,1950) 

播 种 期 [4 14 昌 |4 有 21 昌 |4 28 日 5 月 5 日 |5 有 126|5 有 14 昌 

株 WOR) 2.503} 2.58| 2.54] 2.51| 2.58]. .2.69 
节 数 ( 节 ) 15.3| 15.9 | 15.5 | 148 15.5' | 15.3 
果枝 数 11.88 | 11.37 | 11.75 | 11.13| 10.77 | 10.97, 
5 te 有 
9 月 20 日 前 产量 (99) | 42.23 | 44.57 | 45.49 37.48 | 31.44 | 28.21 
FE (%) 16.27 | 15.63 | 15.07] 17.93] 18.84 | 20.69 

( 斤 / 雷 ) | 204.6 | 191.8 | 184.6 | 173.8 | 170.2 | 160.6 
ts * aa 

% | 127.02 | 119.43 | 114.9 | 108.22 | 105.98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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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 早 播 的 优越 性 是 肯定 的 ， 栽 培 上 除 应 根据 当地 气候 情况 

等 取 尽 可 能 的 早 播 外 ， 必 须 重 秽 应 用 农业 技术 创造 适合 早 播 的 有 

利 条 件 , 特 别 是 保持 土壤 温度 的 平稳 ,做 好 以 下 几 项 工作 :第 一 ,要 

求 更 好 的 整地 , 做 好 播种 前 的 平 士 、 镇 压 和 松 士 工作 ,保持 地 面 平 

整 和 表 士 的 组 碎 松 坎 ; 第 二 , 注意 降低 地 下 水 位 , 做 好 开 海 作 畦 的 
排水 工作 ;第 三 ,要 求 更 高 的 播种 技术 ,注意 复 十 深度 的 适当 ;防止 
士 壤 板 千 ; 第 四 ,要 求 更 好 的 种 子 质量 ,注意 选择 种 子 , 保 证 有 很 高 
的 发 信 率 和 发 芽 势 ， 特 别 重视 防治 病 虫 和 促进 后 熟 的 种 子 处 理工 

| 作 ; 第 五 , 早 播 必 须 特 别 重视 配合 做 好 施肥 、 灌 新 、 间 苗 、 中 赫 等 苗 
期 田间 管理 ,施用 磷肥 作 种 肥 以 促进 棉 苗 早期 生长 ,必要 时 于 播种 
时 在 行 间 施 一 些 廊 肥 , 以 提高 地 温 。 第 六 ,在 青苗 移 栽 的 情形 下 早 
FRU] Pit. | 

=, Hee HATE AHR hese LR, 点 播 都 
应 用 ,这 三 种 方法 中 , 搬 播 最 差 , 棉 株 生 长 期 间 做 中 耕 除 草 、 培 于、 施 
肥 、 灌 浙 、 收 花 、 防 治 病 虫 害 等 工作 都 不 方便 ,不 仅 费 工 , 上 且 失 时 效 ， 
目前 生产 上 已 不 采用 。 条 播 较 好 , 管理 方便 , 可 以 等 取 时 效 ,此 外 
条 播 的 行列 整齐 ,不 仅 能 掌握 适当 的 行 株距 ;同时 因 有 “ 街 ” 下 的 空 
隙 ,棉田 通风 透 光 良好 ; 又 条 播种 子 分 布 在 一 条 和 线 上 ;出苗 后 比较 
不 拥挤 ,可 以 适时 间苗 ,也 不 易 缺 苗 ,点 播 也 有 条 播 的 好 处 ,同时 株 

” 扯 完 至 相等 很 整齐 ,间苗 也 较 省 工 , 其 缺点 是 种 子 集中 在 二 闪 , de 
果 每 突 播种 种 子粒 数 过 多 ，, 出 苗 后 很 拥挤 , 妨碍 幼苗 生长 ， diet 
病 虫 嘎 。 如 果 每 穴播 种 太 少 , 双 容 易 缺 苗 , 因 此 在 点 播 情形 下 ， 必 
须 特 别 重视 防治 苗 期 病 虫 嘎 和 其 他 保苗 工作 。 

四 、 行 株距 THIER, 可 分 为 两 个 方面 : 
第 一 、 行 株距 的 大 小 问题 ， 即 每 亩 株数 宪 应 种 多 消 株 最 活 当 ， 

根据 苏联 和 经 验 , 要 看 品种 类 型 ,土壤 和 气候 条 件 如 何 而 定 , 凡 株 型 松 
散 ,土壤 肥沃 ,地 下 水 位 高 ,雨水 多 ,各 种 条 件 有 利于 棉 株 强 有 力 发 
育 而 能 造成 浓密 的 遗 阴 情 形 下 , 密度 宜 小 些 , 反之 凡 株 型 紧 资 , 土 
壤 较 癣 ,地 下 水 位 较 低 ,雨水 较 少 及 盐 碱 化 程度 较 高 而 棉 株 发 育 弱 
的 情形 下 ,密度 宜 大 些 。 江 西 彭 泽 芙 其 乡 农民 的 经 验 , 油 砂 士 种 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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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Ry P.-E” 
”和 花 发 棵 天 ,要 种 得 比较 稀 些 , 马 肝 士 ( 粘 士 ) 种 棉花 , 发 棵 小 , 要 种 

”得 比较 密 些 ,这 和 苏联 经 验 完 至 一 致 。 1958 年 苏联 来 华 考察 棉花 

的 专家 赛 . 安 ， 索 科 洛 夫 在 第 二 砍 全 国 棉花 试验 研究 工作 会 议 上 
的 报告 中 指出 ,在 确定 任何 一 块 具体 棉田 的 植株 密度 时 ,要 考虑 士 
壤 的 自然 肥力 ,农业 技术 水 平 ,; 和 品种 的 生物 学 特点 。 土 壤 自 然 肥 
力 , 或 者 农业 技术 水 平 越 高 ( 序 肥 、 水 越 多 等 等 ) ,棉花 品种 越 是 松 
散 ; 存 花 在 读 地 段 发 至 越 是 繁茂 (考虑 前 几 年 的 实际 情况 ), 则 该 地 
段 的 密度 越 小 ,否则 相反 。 根 据 湖北 省 农业 综合 试验 站 (1957) 的 
喜 验 证 明 :中 等 地 麦 茬 花 密 度 应 不 少 于 4 千 株 , 地 力 较 差 的 壳 士 田 
密度 应 达 7 千 株 . 仅 又 根据 中 国 农业 科学 院 棉花 研究 所 总 结 1957 
年 至 国 各 地 棉花 高 额 丰产 地 的 密度 一 般 都 在 4,000—5,500 BR, RR 

单 株 的 生长 和 发 育 说 , 稀 植 因 每 株 营 养 面积 较 大 ,阳光 和 养料 比较 
充 是 ,植株 的 生长 发 育 较 好 ,每 株 的 千 答 较 多 ， 但 就 单位 面积 产量 
Bt, SHAPERS DARE, ARTE HSS OOF HYP AH 
的 空间 FEAIGHIIS, SHAMAN RSBIRS, BYE RA 

AEE BE Mee aE RAE PEAR ERE: 密植 以 后 在 一 定 幅 度 以 
琴 , 音 株 畏 狂 的 变化 随 密度 的 加 大 而 递减 ,但 每 雷 烙 锥 数 随 密 度 的 
增加 而 增加 。 这 在 山西 各 地 武 验 千 果 中 , 具 同 -- 趋 势 , 而 以 临汾 站 
1957 年 水 地 试验 千 果 中 ,更 加 明显 , 群 如 表 61。 

AGL 棉花 不 同 密度 结 锥 数 比较 (山西 临汾 武 验 站 1957) 

TA le pee ose! Hees wee | AED | 亩 锥 递减 数 

3,000 13.40 43.0 
4,000 12.58 ~0.82 +8,620| 51.0 
5,000 12.11 —0.47 +10,230| 52.9 
6,000 10.51 ~0.16 +5,210| 58.0 
7,000 9.44 ~0.104 5.120 | S423 
8,000 8.69 -0.78 +620! 56.7 

一 5,260 | 
———— eS 

要 

此 外 ， 密 植 的 有 效 总 答 中 靠近 主干 和 位 于 下 部 果枝 的 棉 欠 数 

凶 相 对 的 增多 ， 根 据 浙 江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1956) FED LEE: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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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 SG, HAS RGR SE PRE, he 
第 1 一 2 SLAs HBSS TD Be AES 4,000 KEW 72.75%, 5,000 
73.86% , 6,000 PEW 78.20% , RAB 4,000 REA 69.43% , 5,000 HEH 

71.75% , 6,000 BEN 77.37%, Reh FRACS, PAB 1—4 RAR 
销 数 也 较 多 ,如 重 肥 4,000 株 每 雷 为 4,996 个 ;5;000 FEA 5,129 4, 

6,000 株 为 6,209 个 , # AB 4,000 FE 7,077 个 , 5,000 株 为 7.328 

个 ,6;000 ERAy 7,507 4, KPA, SHR, AR AR 

苏联 的 和 经验 ,陆地 棉 株 上 的 头 8 一 10 4 FAR SS FOE IS RRL 15—20 

WSS » 不 花 密 植 稀 植 , 都 是 在 同一 时 期 内 形成 的 , 稀 植 每 株 上 所 

增加 的 棉 色 ,开始 形成 得 较 晚 ,很 多 棉 答 被 无 需 期 和 温度 所 限制 ， 

脱落 或 不 能 在 霜 前 成 熟 。 因此 栽培 上 要 求 每 雷 的 株数 多 一 些 ,每 
标的 欠 数 不 妨 少 一些 ， 这 样 有 利于 提高 产量 。 此 外 ;密植 的 空地 - 

少 , 可 减 少 蒸发 和 杂 草 的 发 生 , 对 棉花 生育 也 有 利 , 根据 江西 省 彭 

泽 棉 作 试 验 场 (1953) 的 试验 证 明了 棉花 密植 的 优越 性 如 表 62, 

R62 MeEBERRER (江西 省 萝 泽 棉 作 试 验 场 ,1953) 

| 
行 株距 (市 尺 )| 株 数 霜 前 花 (95) | MRIE(%) 

80.74 

2X0.85 3,500 352.82 114.09 72.12 43.40 

2X1 3,000 357.60 115.64 71.13 48.11 

2X1.2 44.07 

2X7.5 105.99 75.38 46.67 

71.47 

2,500 322.05 104.16 78.95 

从 上 面 可 知 ,棉花 密植 的 优越 性 , 但 密植 是 适当 的 密植 , 在 充 
分 利用 地 下 和 地 上 的 空间 原则 下 ， 要 求 每 一 棉 标 有 其 适当 的 营 
养 面 积 ,正确 的 密度 应 该 保证 在 营养 器 官 的 中 常 发 育 的 情形 下 ,使 
EM CREA AR EMA A, BST HM RAK, wee 
KF MARAE, Bot Oe B RAE, MRRP Pa ae 
给 股 落 多 ,成 锥 少 ,成 熟 迟 延 ,反而 减产 。 WORD RERET 
究 工 作 会 议 提 示 : 棉 株 生 长 需要 有 空间 ,空间 和 时 间 紧 密 联 系 而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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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BAPIE 5 FARIA 1) 9 Py TB Be BE , 受 霜 期 的 限制 ,横向 发 展 双 受 

PEFR PASE HAAS ER, ES RE IRE 

al el ae 

积 产量 ; RATLCAT A FAA ZS, AUSReIR A ARAL, BR ill FR A Ae 

WARE, WHMDSSHRRA, mB PAR, EAR 

株 的 密度 上 应 考虑 到 : (1) RRA, (2) RAK, (3) 果 节 数 三 个 方 

yi aid | 
渔 北 荆州 农业 试验 站 的 试验 (1957) 证 明 ,棉花 适当 密植 可 以 

增产, 过 度 密植 反而 减产 ,如 表 63。 
” RSS 棉花 密度 试 蚤 结果 (湖北 莉 州 农业 献 验 站 ,1957) 

rai ALL wens av HL ewe EC | 籽棉 产量 株 高 
计划 株数 | 实际 株数 | ( 斤 / 亩 ) 厘米 ) | (厘米 ) fot | 

2,000 | 2,245 | 329,80 18,15 27.95 1.24 71.25 13.73 

3,000 | 3,265 | 348.42 | 17.10] 25.86 P10 12) GEN: PP 83.27 
4,000 | 3,890 | 372.82 | 13.16] 26.83 1.01 -| 68.33 | 11.83 
5,000 | 4,965 | 409.45 | 13.10] 22.12 0.93 一 一 
6,153 | 6,145 | 387.88 | 13.13 | 22.10 0.87 |65.60 | 11.24 
7,272 | 5,485 | 371.22 | 10.16| 21.83 | 0.70 | 64.55 | 11.46 

密植 对 棉 株 形态 ;有 显著 的 影响 ,根据 山西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R35 (1957) ;各 试验 站 七 年 来 的 试验 证 明 : (1) 在 水 分 供应 正常 , 养 

料 不 缺 的 情 驶 下 ,密度 增 大 ,植株 主攻 生长 较 快 , 主 董 的 节 间 较 长 ， 

主 莹 高 度 也 随 之 增 大 ,但 如 处 在 水 分 不 足 ,养料 不 能 充分 吸收 的 时 
候 , 棉 花蜜 度 越 大 ,主攻 节 间 越 短 , PRBS HME, (2) 植 

株 密度 增 大 以 后 ,在 单 株 上 每 个 叶片 的 面积 ,无 葵 在 主 鞋 上 或 果枝 
上 ; 均 随 之 变 小 , 叶柄 长 度 也 随 之 变 短 , 在 单 株 上 叶 面 面积 总 量 来 
看 ;, 随 着 植株 密度 增 大 ;也 随 之 减少 ,但 从 单位 面积 上 叶 面 积 总 量 
来 看 , 则 显著 增 大 。 (3) 植株 密度 增 大 ,各 部 位 的 果枝 长 度 与 果枝 
节 间 长度 ,多 随 之 变 短 。 棉 花 适 当 的 密度 必须 结合 具体 条 件 , 根 据 
土壤 肥 力 、 品 种 类 型 ,前 作 种 类 、 植 株 排 列 方 式 \ 水 分 、 营 养 状况 , 参 
酌 各 地 农民 和 经 验 和 农场 试验 研究 结果 , 决定 一 般 狗 自 3,000 一 

7, 0O00RR ,普通 约 4,000 一 5;000 株 ， 短 果枝 品种 更 可 以 适当 加 蜜 , 根 

© 139 « 



& 

据 1958 ESR AER PERT RES RA: 1958 年 棉田 株数 ,长 

江 与 黄河 流域 棉 区 a RARE ,一 般 每 亩 4,000—5,500 BR, RAL 

肃 河西 .新疆 等 地 ,一 般 每 亩 6,000—8,000 Fk, 

这 里 列举 几 个 高 额 丰 产 的 棉 株 密度 如 表 64 供 参 考 : 

表 64 高 额 丰 产 棉 田 棉 株 密度 举例 

| 棉花 | 棉花 产量 ( 斤 / 雷 ) | HO He eel ue forms *| sec & 种 | 季 杭 | 皮 oa | oe | 行 株距 
1957 | arabe +: | 82.00 | 8517 | 1,162/00, 4,000 L.SRX 

| Aci: ) | POR 
1957 有 ea 6.50 517 | 1,033.00 5,400 | 1.8 尺 

iit: ) | ip X0.6R 

1957 wage 2.26 | RUT HE 325.50 | 5,200 | 1. oe 
和 0.65 尺 

1957 meri 1.04 | 贷 字 杭 | 1,217.07 3,703 | 1.7R*X 
15 0.9 尺 

1957 和 1.00 | 48+2#% | 1,009.00 3,700 | 1.6Rx - 
| it 15 1.1R 

1 1957 | 湖北 黄梅 卫星 1.47 | 贷 字 棉 | 1,198.30 ~ | 2,800 | 1.4Rx 
| tk 15 1.5R 

1958 | 江西 乐平 金 一 | 2.06 | 优 字 棉 | 3,057.00 4,350 | 1.6Rx ° 
社 15 0.8R 

4,641 
ARG itt 

| 本 

1958 iat 3.92 15,972.80 

Up BURN ETE 5 BEA SY BEE ff — HE HABE AST 9 
不 能 公式 化 。 SUE REALMS NTE Fae SI TIRE, Ae 
加 密度 必须 配合 整枝 ,因为 整枝 后 , 棉 株 生 长 正常 ,不 易 徒长 。 同 
时 棉田 通风 透 光 较 好 ,此 外 要 注意 排水 ,及 勿 过 度 灌 上 M。 对 于 肥料 
的 适当 配合 ,特别 是 氮肥 勿 单独 施用 过 多 , 病 虫 嘎 防 治 也 要 特别 注 

意 。 密 植 必须 注意 深耕 , 这样 有 利于 根系 向 下 上 发展, 以 补救 因 密 植 

根系 向 横 发 展 受 到 的 限制 。 

第 二 、 棉 花 行 株距 的 另 一 问题 ,是 行距 与 株距 配合 的 适当 。 棉 

花 是 需 中 耕 的 作物 ， 同时 生育 期 间 各 种 管理 和 病 末 害 防 治 工作 常 

需 进 入 棉田 ,因此 行距 必需 保持 一 定 的 宽度 ,这 样 封地 较 迟 ,也 有 利 

于 后 期 棉田 通风 透 光 , 1958 年 的 生产 实践 证 明 , BC 7 P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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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 EGS , 产量 高 , 如 山东 临 清 大 新 庄 在 同样 密度 (4;444 株 / 
AVP, FTE 2 斥 的 亩 产 籽 棉 906.5 Fr, 比 行距 1.8 RR15 
尽 的 分 别 增产 31.5 77 R137.5 7, 当然 行 株距 的 相差 也 不 宜 过 

Ay, PRET BLT A HE 〈 即 营养 面积 ) 的 适中 一 点 , 行 间 
不 致 过 罕 , 株 间 不 致 过 挤 , 可 以 均匀 的 充分 利用 地 力 和 阳光 。 一 般 
行距 以 二 5 市 尺 至 2 市 尺 左右 为 度 , 秽 株 数 调节 株距 。 行 株距 要 
量 得 很 准确 ,使 棉 株 的 行 和 行 及 株 和 株 之 间 保 持 一 样 的 间隔 ,这 样 
行列 整齐 ,全 田 棉 株 可 以 均匀 发 展 , 同 时 棉田 通风 透 光 , 也 较 良 好 。 
飞 寅 窗 行 的 种 植 , 也 有 利于 棉田 通风 透 光 , 如 山西 运城 前 进 公 入 
在 800 亩 的 天 面积 上 应 用 袖 行 .2.2 尺 窗 行 1.4 尺 的 种 植 方 式 , 取 得 

“了 每 亩 籽棉 900 斤 的 高 产 。 
人 窗 行 方形 穴播 为 苏联 棉花 科学 研究 的 卓越 成 就 , ERE AE 

于 适 小 行距 后 ,增加 密度 而 植株 之 问 仍 能 保持 适当 的 空间 ,改善 了 
阳光 、 空 气 、 水 分 等 棉 株 生 活 条 件 , 坛 验证 明 ,棉花 在 窗 行 方形 穴播 
的 情形 下 , SG, 水 分 消耗 有 效 系 数 增加 , 叶 季 素 的 合成 作 
用 加 吾 ,单位 面积 上 光合 作用 的 生产 量 增高 ,和 胞 液 中 可 溶 物质 增 
多 ;, 国 而 增加 了 和 结 欠 率 , 比 寅 行 条 播 显 著 增 产 , 根据 至 苏 棉 花 科 学 

了 脏 罕 所 阿 克 卡 无 克 试 验 站 (1954) 综合 10 个 不 同 地 区 与 7 个 不 同 
品种 进行 试验 结果 证 明 : 棉 花 窗 行 方形 穴播 (45X 45 一 2,60X45 一 
—2, 50 X 50 一 2 等 ) 比 70 厘米 寅 行 条 播 70X15 一 1) 增产 籽棉 

2.5—124 会 担 。 由 于 方形 穴播 后 ,可 以 进行 稚 横 双向 作业 , 使 中 

耕 的 机 械 化 面积 提高 80% , 因而 大 大 地 节省 了 劳动 消耗 。 随 着 机 
械 耕 作 的 发 展 , 方 形 实 播 也 是 我 国 未 来 的 方向 , 惧 方 形 实 播 必 须 一 
突 2 一 3 株 , 否 则 密度 不 高 ,由 于 一 穴 多 苗 ,产量 一 般 较 一 实 一 苗 稍 
低 ; 因 而 在 我 国 目前 机 械 佑 未 发 达 的 情形 下 , 可 先 通过 试验 ,学习 
苏联 的 窗 行 条 播 的 纵 短 行距 增加 密度 ,同时 对 方形 实 播 ,分 区 进行 
SEMUTIE, 作 好 准备 , 以便 在 机 械 化 发 达 至 一 定 程度 时 , 郎 可 和 结合 
FREE, BM ABTA 

五 、 播 种 量 “ 棉 花 播 种 量 要 看 播种 方法 、 播 种 密度 、 种 子 天 小 
二 及 质量 、 土 壤 性 质 、 病 虫 嘎 发 生 情 形 等 不 同 而 有 差异 , 一 般 要 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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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子粒 数 比 准备 留 苗 株数 多 10 们 左右。 普通 一 亩 田 条 播 的 狗 需 醒 
Sf RIFLE 85% 以 上 的 种 子 10 一 12 FAA, AMA 7—8 
斤 左右 , 凡 密 度 较 高 、 种 子 大 、 发 芽 率 低 、 土 壤 粘 重 容易 板 猪 , 盐 碱 
Hi, ys RES eh eS Pe IE, TAS 
缺 苗 ,但 也 不 能 播 得 太 多 ， 太 多 会 挤 坏 棉 苗 ， 间 苗 也 困难 。 除 了 下 
种 的 棉 子 以 外 ,最 好 能 留 1 一 2 斤 种 子 , 以 备 缺 苗 时 补 种 ,或 另 地 育 

BY, SAT ER, : 
六 、 播 种 深度 “播种 深度 ,要 看 土壤 性 质 及 水 分 多 少 ,播种 期 ， 

雨量 及 燕 发 量 等 情形 决定 , 粘土 要 播 小 些 , 砂 土 要 播 深 些 , 盐 碱 士 “ 

也 宜 较 小, 地 湿 要 播 浅 些 , 天 干 要 播 深 些 ,一 般 以 3 一 5 厘米 为 宜 ? 
在 这 深度 范围 内 , 秽 具 体 情 况 项 酌 小 些 或 深 些 , 但 最 深 不 能 超出 6 ， 
厘米 ,也 不 要 浅 于 3 厘米 。 播 种 深度 适当 ,是 保证 种 子 在 发 荐 时 所 
需要 的 空气 水分、 温度 , 出 士 快 而 整齐 的 重要 环节 ,播种 过 深 ; 人 次 
SURE, MGR RSE, 崇 积 的 养料 不 够 , 使 芽 出 土 困难 , 棉 苗 也 很 训 
弱 , 对 病 虫 咱 的 抵抗 力也 薄弱 。 播 种 过 小 , 遇 到 天 旱 时 ;土壤 表层 于 
旱 ,种子 得 不 到 水 分 而 不 能 发 芽 ,或 者 芽 萌 动 后 水 分 供 输 中 断 而 至 
死亡。 一 般 复 土 后 ,要 进行 较 轻 绩 压 (人 工 播种 的 一 般 可 用 是 踩 妃 
使 种 子 密 接 湿 士 ,容易 发 芽 。 又 棉 子 要 播 得 均匀 , 子 和 子 之 间 ; 要 有 
一 定 间隔 ,不 要 粘 在 一 起 ,以 驶 出 苗 拥挤 。 PA as, 
板结 , 棉 苗 出 士 困 难 时 ,可 于 放晴 后 , 表 士 刚 咏 于 ,土壤 保持 适当 混 

- 度 时 (不 泥 沾 粘 起 ) ,用 旋转 钢 、 钉 齿 友 、 手 友 、 获 蔡 “ 赤 慷 "等 工具 ， 
进行 横 邦 (与 棉 行 垂直 ) 或 交叉 却 ( 破 齿 不 宜 大 土 过 深 ; 以 划 破 板 烙 
为 度 ) 以 友 破 士 面 ,帮助 出 苗 。 

七 、 补 种 和 移 苗 “棉花 播种 后 如 出 苗 不 齐 ， 或 因 病 虫 咱 而 缺 
东 时 应 及 早 进 行 补 种 或 移 昔 ， 一 般 在 播种 最 迟 限期 以 前 可 尽 速 屋 
法 补 种 ,在 此 以 后 ,或 缺乏 种 子 无 法 补 种 时 ,可 行 移 昔 , 应 用 移 苗 补 
救 缺 苗 应 注意 所 移 的 苗 越 小 越 好 ,一 般 宜 在 子叶 时 ,最 迟 四 个 莫 叶 
以 下 时 移植 , 移植 的 天 气 以 明天 或 早晚 较 宜 ,移植 前 可 略 资 些 永 ; 
用 脚 踏 紧 ,移植 之 后 , 井 需 淡水 ,移植 最 好 用 移植 器 移 苗 , 可 以 保持 
恨 土 不 会 松散 ， 应 用 小 铁 或 移植 鳗 移 苗 时 常会 使 根部 受伤 而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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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 RIERA, 应 用 青苗 移 栽 方法 ， BATE BLA Gr ATES RR, 

| FRA ARAB BEG » BBP HE AL WY A RK, 

八 、 青 昔 移 栽 ” 为 了 解决 两 熟 栽 培 播种 和 整地 时 间 上 的 了 矛 

JG WRT AMER, CMR ALENT ET iti, 这 里 杷 具 
he ik Fn VASE = ARAL TS HAAS A PHU, HAE ERA HT TE 
方 格 ( 营 养 块 ) 育 苗 法 ,这 里 把 进行 方法 ,分 述 如 砍 : 

1. BPR BERE; 苗床 应 选 棉 田 附近 向 阳 溃 风 , 排水 良好 而 双 便 

于 灌水 的 地 方 , BRUM AW 10 亩 棉田 ， 避 一 块 苗床 , 苗 
床 冬 季 可 种 蔬 荣 ,春天 排 钵 播种 或 划 块 育苗 。 为 了 防寒 ,苗床 应 二 

PADRE CO As FT Je FF ee FY la, FY 7) FD JB) AS 7 Se BSC aS SEB PF 

HAE), 或 拱棚 盖 草 。 ARR 4 sic egal 四 38) 要 开 排 水 

沟 。 

”2. 制造 打 块 : 

” 甲 、 营养 乓 制造 方法 : 营养 钵 为 富 合营 养 物 质 的 轩 柱 形 士 柱 ， 

疙 的 要 求 乓 十 要 合 丰 富 的 养料 ,但 杀 内 肥料 必须 腐熟 充分 (饼肥 容 

_ 易 生 种 蛆 ,不 宜 用 作 钵 肥 )， 同 时 和 结构 疏松 , 容易 透水 通气 ,而 又 不 

会 散 碎 , 乓 土 配合 比例 , 一 般 为 表 士 (最 好 为 组 砂 壤土 , a 
土 更 好 ) 70 一 75 多 ,充分 腐熟 的 廊 肥 或 堆肥 25—30% , 每 10 $A +- 

RUTKZE 1.5—2 担 ， 另 加 相当 钵 土 重量 0.15 一 0.2% Kit ees 

及 适量 草木灰。 土 和 肥料 要 除去 草 酒 (必要 时 要 过 盘 ) , FOE 
AIS), Aisn7k, HAAR, 离 地 面 2 一 3 尺 高 松手 ， 
EADIE TG BP ACRE ASE (AKA KEE 20 匈 )。 洒 水 拌 合 甸 
主 时 间 , 以 制 钵 的 前 一 天 下 午 进行 为 好 ,这 样 拌 好 后 放 一 夜 , 可 使 
AERA, RE, 营养 打 用 压 鲸 机制 成 ,高 狗 
3.5 寸 以 上 ,直径 狗 2 一 2.5 寸 (预计 苗 龄 较 长 或 气候 温暖 ,幼苗 期 生 
长 快 的 营养 乓 的 体积 宜 大 些 ) , 杀 的 上 端 中 心 留 直径 锡 2 JEREMY 
2 EDK AVIVA, 准备 放 棉 子 。 压 杀机 在 苏联 用 一 bi “He TL” 
的 ;8 小 时 可 以 制 打 十 万 个 ; Sh BML “SAILS” SHR hl ok 
机 ;,' 小 时 制 乓 3,500 一 4;000 个 。 我国 华 东 农 科 所 设计 成 功 的 手 压 

制 乓 机 器 ，8 小 时 可 以 制 乓 8,000 一 10,000 个 。 潮 北 麻城 县 发 计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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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ra 45. A 45K FY Hil ek 3,000—5,000 个 , 多 的 可 达 
7,000 4, ThE AS FRA , en 4 AS ANG AD, BY Oe =e 到 用 时 取 

出 At 
乙 ` 营 养 块 制造 方法 : RAT PR BUR 4 尺 的 畦 , 翻 耕 4 一 

5K, VE 6 寸 左右 , 打 碎 土 块 , 氟 池 砖 石 杂 草 ,避免 划 块 时 挡 刀 带 
士 。 拌 合营 养 士 ,要 分 期 分 批 下 肥 , 士 肥 配 合 量 与 要 求 和 营养 打 圭 
相同 。 第 一 次 翻 耕 后 , 朗 把 表 士 、 广 肥 、 堆 肥 等 慢性 肥料 施 下 ,其余 
肥料 除草 木 亦 在 苗床 筑 成 后 搬 施 保暖 外 , 在 最 后 一 次 翻 耕 时 刘 合 
施 下 。 各 项 肥料 与 土 拌 合 均匀 ,和 卉 淡水 COKE) 使 泥 士 保持 适当 油 
湿 程 度 (Ark 20%), 施肥 淡水 经 过 4 一 5 小 时 后 , BN 用 木 滚 拍 

板 把 地 面 压 紧 麻 平 , 不 必 压 得 过 紧 , 稍 松 一 点 ,不 会 散 并 对 棉 昔 生 
长 有 利 。 为 了 防止 松散 起 见 , 大 多 采用 打 渡 ,一 般 粘 土 打 滚 1 一 2 
灵 , 砂 士 打 渡 2 一 3 灵 。 过 于 打 千 , 苗 根 扎 土 困 难 。 畦 整 好 后 ,部 用 
划 刀 划 成 :2.5 一 3 寸 见 方 的 格式 , 高 3.5 tHe, 过 天 增加 运 埋 工 , 

过 小 根部 受伤 重 ,幼苗 返青 期 会 拖 长 。 在 划 块 后 应 施 些 灰 砂 到 糙 
隙 中 去 ,以 驶 雨 后 封闭 , 移 栽 时 到 块 困难 。 划 块 后 在 每 个 右 格 中 心 
打 突 (大 小 与 营养 打 相 同 ) 备 播种 之 用 。 

3. 播种 及 苗床 管理 :播种 期 应 根据 各 地 气候 条 件 在 两 熟 棉田 
井 应 根据 前 作 收获 期 而 定 , 为 了 调节 劳动 力 , 最 好 分 期 分 批 播种 ， 
一 般 可 在 清明 前 后 播种 ,预算 好 移 栽 时 的 昔 龄 在 40 天 以 内 ; 意 早 
移 种 念 好 ,普通 为 20 一 30 KIRA AT 50K, VRE, 匣 

龄 更 不 宜 太 长 ,种 子 必 须 经 过 精细 粒 选 及 进行 过 防 病 处 理 ; 营 养 乓 
育苗 法 应 于 播种 前 先 把 制 成 的 营养 乓 放 在 苗 床上 ，, 排 成 4 尺 寅 的 
苗床 , 乓 下 放 些 砂 或 草木 灰 及 666 粉 , 排 时 注意 各 个 全 子 的 上 口 要 
FE THERES, 在 杀 子 中 间 空 隙 处 用 河 砂 或 砂 士 卉 满 , FFE 
Posi) FARA BARI, 以 增加 苗床 的 温度 , 减少 水 分 燕 发。 播种 时 ， 
先 在 钵 ( 块 ) 上 的 播种 实 内 放 一 些 营养 土 , 然后 播 下 棉 子 工 粒 ( 实 
Bite PA , 播 1 粒 棉 子 可 无 需 间 苗 , 比 播 2 一 3 粒 的 苗 不 会 拥挤 ,生长 
限 壮 ) ,注意 子 尖 向 下 ; 播 后 再 盖 士 。 

播种 后 应 注 : nies es a Wie thes, KE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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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痰 得 过 猛 ( 营 养 打 育苗 法 , 因 不 易 接 上 苗床 底下 的 水 分 , 必须 
注意 经 常 痰 水, 在 一 般 晴 天 土 干 要 每 天 党 水 2 一 3 K, WAS AT ae 
BE — RR, BAKA, FS Eek AFAR ACF A EE 
后 可 不 必 淡 水 ,以 如 过 多 淡水 会 引起 徒长 。 到 移 栽 前 1- 一 2 天 要 停 
止 次 水 以 免 休 子 潮湿 ,容易 松散 , 方 格 青苗 法 , 则 不 必 每 天 淡水 ,一 
«AHA RITAY Be7k 1-2 K, 出 苗 后 可 隔 4 一 5 KEK, EK 

BER BST ts BIE Be tek EF EB» 以 保持 苗床 适当 温度 
为 度 , 一 方面 勿 使 苗 受 旱 , 但 同时 也 不 宜 过 多 淡水 ,此 外 天 雨 时 ,要 
注意 排水 , 防 正 苗床 积 水 或 过 湿 )。 此 外 , 人 并 要 做 好 防虫 、 防 病 、 除 

- 草 等 管理 工作 。 
4,6R: 上 面 琢 过 移 栽 时 苗 龄 ， 以 在 40 天 内 伍 早 移 栽 您 好 ， 

一 般 为 20 一 30 天 ;最 迟 不 宜 超 出 50 天 , 移 栽 时 棉 苗 大 小 ;以 不 超过 
2 一 4 片 真 叶 为 宜 ， 一 般 播 种 早 的 ， 移 栽 虽 较 迟 , 仍 可 获得 早熟 丰 

OF, BR AREER, 迟 了 会 影响 产量 。 两 熟 棉田 在 
前 着 收获 后 ,随即 整地 ,用 移植 器 打 突 ,或 用 歼 开 沟 , 植 实 须 略 大 于 
Fick. (Ge), VRB MA ARATE TS Ite, BHAT 
好 水 ,然后 把 棉 苗 移 叉 实 内 或 沟 内 ,使 苗 打 ( 块 ) 低 于 地 面 舍 寸 至 一 

oh, RPA, PRR BEZB LUE, 每 株 根 际 次 北 水 一 勺 或 兰 水 1 一 2 
次 。 飞 移 苗 前 最 好 把 棉 苗 排队 , 同 一 类 型 的 棉 苗 移 在 一 块 田 星 ， 
以 便 管理 。 
Barina HB RIE, BYEZ, 可 达 100%, 移 栽 后 棉 苗 生长 

;健壮 ,第 一 果枝 着 生 低 , 果 枝 节 问 短 , 惧 费 工 较 多 ,营养 块 ( 方 格 ) 育 
昔 移 栽 法 ,由 于 制作 简单 , 管理 方便 ,出 苗 迅 速 ,成 本 较 低 ,其 缺点 
上 由 于 抄 苗 时 根系 受伤 , 土 易 松 散 , 成 活 率 较 低 , 生长 恢复 慢 , 成 熟 

PER, 
每 亩 准备 育苗 数目 ,一 般 应 比 预 定 种 植株 数 多 20—30%, 以 

| 备 万 一 缺 苗 时 ,不致 发 生 困 难 。 

AA ally KBs 
棉花 间苗 应 注意 掌握 适当 的 时 期 , 须 看 天 气 及 棉 苗 生 长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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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病虫害 发 生 情 形 而 定 , 一 般 地 谣 要 尽 可 能 的 早 间 苗 , RMR, 
棉 苗 早期 受到 拥挤 ,生育 大 受 妨碍 ,增加 苗 期 病害 ,迟延 果枝 发 生 ， 
' 很 为 不 利 ,点 播 的 棉 苗 ,集中 在 一 究 , 更 易 发 生 拥 挤 , 要 特别 注意 问 

苗 要 早 。 根 据 苏联 饲 克 兰 试验 站 (1952) 的 试验 ,棉花 在 子叶 时 定 
苗 比 二 趴 叶 时 定苗 增产 9% , HOE 时 定苗 增产 19 多， 比 天 商 
叶 时 定苗 增产 33 儿 ,可 以 明确 棉花 早 间 苗 的 重要 意义 。 青 昔 移 栽 
营养 打 育 苗 每 乓 播种 子 一 粒 的 情形 下 ,可 以 不 间苗 。 

棉花 间苗 一 般 要 行 两 次 ,在 子叶 时 期 或 个 别 棉 昔 开始 生 第 一 
片 夏 叶 时 期 行 第 一 砍 间苗 、 留 两 倍 棉 苗 , 到 生 了 2 一 3 Ae 
苗 , 在 病 虫 咱 严重 的 地 区 ， 可 行 三 次 ， 苗 刚 出 土 时 行 第 一 次 间苗 ， 
以 间隔 和 狗 2 一 3 “FS, 棉 苗 不 拥挤 为 度 。 到 棉 苗 生 了 2 一 3 片 真 叶 
时 可 行 第 二 次 间苗 ,可 按 预 备 需 苗 株 数 加 倍 留 苗 , 到 棉 株 开 始 生 第 
四 片 或 第 五 片 凌 叶 时 定苗 。 总 的 说 间苗 工作 必须 掌握 不 使 棉 昔 受 
拥挤 ,同时 又 不 会 缺 苗 为 原则 。 这 里 要 注意 的 棉 苗 当 生 出 莫 叶 后 ， 

根系 就 强烈 生长 ,因此 所 谓 拥 挤 不 仅 要 注意 地 上 部 份 的 不 拥挤 ,更 

重要 的 要 注意 不 使 根系 之 间 相 互 拥挤 。 

间苗 应 用 手 拔 不 要 用 器 械 , 井 注 意 尽 先 把 病 虫 咱 和 瘦弱 的 苗 

拔除 , 留 下 壮 健 的 苗 ,间苗 的 距离 ,要 用 扩 量 准 , 间 苗 最 好 能 千 合 培 

十 , 间 拔 掉 的 苗 要 带 出 田 外 埋 在 20 厘米 诬 的 土 中 。 或 作 其 他 适当 

Ab ia, 

第 七 节 rh BE Be 
棉花 是 中 耕作 物 ,生长 前 期 株 行 间 空 际 大 ,容易 蒸发 和 发 生 姑 

草 与 板结 ,因此 对 中 耕 除 草 , 感到 特别 需要 , 正确 地 实施 棉田 中 在 
除草 ,可 以 有 效 地 改善 棉田 士 壤 的 空气 温度 水 分 和 营养 状况 ,对 
促进 早熟 , 增加 产量 起 重大 作用 。 当 棉 苗 一 出 土 就 要 开始 举行 第 
一 灵 中 耕 除 草 , 以 后 每 隔 6- 一 7 天 进行 一 次 , 每 因 雨 后 天 晴 〔 一 般 
锡 在 雨 后 2 一 3 天 ,在 排水 良好 比较 容易 干燥 或 硬 精 的 二 狗 陋 工 天 
“P, DEPRESS , AR VETER 9 IE) 必须 中 耕 ， 天 旱 时 也 要 
HM), 培 士 、 施 追肥 及 灌 浙 都 要 结合 中 耕 除草 工作 ,中耕 要 早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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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_- 

_— RteRECBITEHA) | 36.50] 2.20 

» 

FS RMB Oo ERE PE, BOR AGRI, PHRIES 5 | tek NB 
失 , 限 碍 土壤 空气 的 交流 , ARETE ESE, I RA AES 
水 时 就 要 除 掉 , 因 这 时 写 在 地 面 上 为 害 虽 不 大 ,但 土壤 内 棉花 根系 
SHAR A BAIA, MUMS, CR, RE, RE 
SS OUR : BLP ATA AE AR HEIR HE EHS, kn HOS, WAAAY 

ROS PAR CMA KOR (His MACHR RAYE LAM, 1955) - 

a 第 _ 区 | COATS EMS, aE) C8) a4 Tbe A : 
侧根 数 大 于 3 well 5—3ae)h F 1.5 ath 

TRESS CG) | Ie (%) - PEG) 3 
27. 50 | 47.50 | 35.00 | 16.20 

an (在 早 中耕 29.75 1.75 | 12.50 | 52.50 | 35.00 | 13.60 
SHAY HS =e} Ht 

THA) 

KA, PHS Ie TM, 阻碍 根 的 生长 , 故 在 雨 多 地 湿 草 茂 不 及 
冬 待 时 ,只 技 草 不 松 土 也 可 , 根据 江西 彭 泽 青山 乡 农民 的 经 验 , 在 
雨季 进行 中 赫 除 草 . PEMA, BAM, APRA 

带 主 , 隔 1 一 2 天 ,接着 深 锅 一 次 ,这 样 杂 草 不 易 复 活 。 双 江西 余 江 

农民 在 霉 雨 时 期 除草 ,为 了 防止 复活 ,把 除去 的 杂 草 拉 失 在 棉 行 间 

堆积 , 使 杂 草 自 相 挤 死 ， 变 成 季 肥 ,这些 都 是 多 十 地 区 除草 的 有 效 

东 法 ;在 入 晴 和 地 面板 千 时 ,无 草 也 要 松 土 ,中 耕 除草 的 砍 数 ,要 看 

草 的 多 少 和 土壤 性 质 而 定 , 总 以 经 常 保 持 田间 土壤 芯 松 ,同时 无 杂 

草 为 度 。 普 通 6 一 7 次 ,多 的 可 达 十 余 次 ;注音 在 雨季 降临 之 前 ,等 

取 把 草 除 语 ， 粮 枝 相交 (大 狗 在 开花 后 二 星期 ) 后 , 谷 可 炎 续 中 耕 ， 
秋天 进行 一 三 次 技 秋 草 ,把 千 了 子 的 草 , 连 根 拔 去 ,这 样 不 仅 有 利 
FHSS TE , 使 棉田 通风 透 光良 好 , WRIA SSE, |e) a, BY eb 
Pap ee, 
根据 苏联 先进 经 验 , 棉花 中 耕 要 开始 得 早 , ROR ARR Joe tt 

的 重点 ,要 放 在 棉 株 生 长 的 前 期 ,注意 中 赫 的 及 时 性 和 质量 ,非常 重 ， 
祝 牛 耕 与 间苗 、 施 肥 、 潍 新 等 农业 技术 的 密切 配合 。 马 提 卡 讲 娃 
议 : “特别 重要 的 是 紧 接 幼 苗 出 土 后 就 要 进行 中 耕 。” 地 双 说 :“ 有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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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意义 的 , 不 是 中 耕 次 数 ,而 是 中 耕 的 品质 和 进行 中 耕 的 适时 
fe", 我 国 过 去 一 般 在 棉 株 相交 时 , 即 停 止 中 耕 似 嫌 太 早 ,苏联 的 经 
验 ,到 8 月 下 旬 才 停止 中 耕 , 封 蔓 后 的 中 耕 , 在 中 耕 器 前 加 挡 板 ,把 
HERAT. 很 据 安徽 省 东瀛 棉 场 的 试验 , 在 棉花 封 蔓 后 分 别 于 7 
月 12 日 及 8 月 3 日 增加 中 耕 两 次 比 封 行 后 停止 中 赫 的 ,每 雷 增产 

30.55 斤 。 又 据 中国 农 业 科学 院 棉花 研究 所 总 结 1957 年 全 国 各 地 
棉花 高 额 丰产 的 经 验 , 中 耕 一 般 都 达 十 余 灵 ,多 的 达 15 HK, MATH 

. 赫 开 始 早 , 收场 晚 的 先进 作法 , BLATIA 50% 时 , 朗 开 始 第 一 软 中 
耕 ， 棉 花 封 茎 后 , 用 分 棉 株 板 进行 中 耕 , EERE REE UR HP BE BS 
中 赫 , 不 能 用 中 耕 器 ,， 则 用 手 锅 中 耕 。 有 晚 到 8 月 底 才 停 止 中 耕 
的 。 有 不 少 丰 产 点 在 播种 后 出 苗 前 〈( 棉 种 已 发 芽 未 顶 士 前 ) 在 棉 
田 进 行 一 炊 亦 地 中 耕 ， 有 保 墙 和 帮助 出 苗 的 效果 。 棉田 中 耕 深度 
WHEE ERE RMA, RE BORA 
花 试验 研究 工作 会 议 总 结 各 地 的 和 经验 ; — AR ARH PRIS 
以 不 超过 1 寸 左右 为 宜 ， 见 苗 到 现 董 期 的 中 赫 深 度 以 2 一 2.5 十 为 

宜 , 由 现 董 期 至 初 花期 的 中 耕 深度 以 2.5 一 4 寸 为 宜 , 由 初 花 期 至 
吐 加 期 的 中 耕 深度 以 3 寸 左右 为 宜 ,每 次 中 赫 深 度 , 均 以 不 伤 根 为 
原则 。 必 须 注意 中 耕 深度 应 根据 各 地 气候 土壤 及 杂 草 发 生 情 形 等 
具体 条 件 确 定 ,我 国 各 地 农民 都 有 丰富 的 经 验 , 例 如 长 江 流域 苗 期 
多 雨 ， 中 耕 过 深 不 利 排水 ,同时 中 耕 深 末 草 带 士 多 也 易 复活 ,一 般 
在 中 耕 的 前 2 一 3 灵 只 是 泸 松 土 ,或 只 创 去 杂 草 不 松 土 , 称 为 刮 草 ; 
以 后 源深 ,以 深 至 2 一 3 寸 为 度 , 开花 后 双 改 为 小 耕 。 苏联 棉花 机 
械 中 耕 的 深度 一 般 第 一 次 中 耕 两 侧 的 深度 为 6 一 8 厘米 ,中 部 的 深 
度 为 10 一 12 厘米 ,第 二 砍 以 后 的 中 耕 次 度 , 两 侧 为 10 一 12 厘米 ， 

中 部 为 15 OK, 最 后 一 次 中 耕 深 度 与 第 一 次 中 耕 和 同 ,， 中 赫 的 “ 
保护 带 一 般 为 10—12 厘米 ,但 实践 上 因 行 距 不 同 而 有 差异 , 在 

45 厘米 窗 行 距 的 中 耕 幅 度 为 30 厘米 , 因此 保护 带 两 侧 各 为 7.5 厘 

录 : 
深 中 耕 使 空气 容易 流 大 土壤 深层 , 并 更 优良 地 增加 了 土壤 的 

温度 , 促使 棉 株 加 速生 长 和 发 育 千 给 ， 井 可 抑制 徒长 ,因而 适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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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中 耕 是 有 利 的 , 但 过 深 的 中 替 , 损伤 根系 过 多 , Il we aatR 7K RE 

力也 是 不 利 的 。 公 苏 棉 作 科学 研究 所 费 尔 干 试验 站 ,经 过 12 年 的 

长 期 试验 证 明 棉 田中 耕 深度 ,两 侧 14 厘米 ,中 部 18 厘米 的 与 两 侧 

8 厘米 ,中 部 12 厘米 的 产量 代 无 区 别 ,， 因 而 认为 WRAP HEC 

ih, 又 据 苏 联 耶 '. 格 . 欧西 波 娃 五 年 研究 车 果 : TIBI EEO Be 

超过 15 EDK I, BRBL GR PUNTA fa TEAR A, 并 对 棉花 的 发 育 和 产 

HAF RAS Ml, 

ey ee: eee 

培土 对 改善 棉花 生长 发 育 和 提高 产量 有 很 大 功效 ， 但 过 去 在 
棉花 栽培 上 很 少 应 用 ， 我 国 解放 前 除 长 江 流域 极 少数 地 区 原 有 棉 
花 培 二 习惯 外 ,其 余 广 大 地 区 种 棉 , 多 不 培土 ， 解 放 后 棉花 培土 获 
得 人 民政 府 重视 ， 已 在 公国 范围 内 推广 ,这 里 根据 作者 多 年 研究 ， 

EM MRA ERM eK: 
一 、 培 十 对 改善 棉 株 生 长 发 育 和 提高 产量 的 效果 
”1I. 产 量 的 提高 : 

棉花 培土 可 以 显著 提高 产量 ,作者 于 1936 年 在 湖北 棉 业 试验 
场 与 沁 世 传 合作 开始 举行 棉花 培 十 试验 ,以 脱 字 棉 为 供 试 材料 ,分 
(1) ASE, (2)HE 1 RCH — 7 ASE), (3) 2 HCH 
后 第 个 月 及 一 个 牢 月 各 培 一 次 ) ,(4) 培 土 3 KCB A; 一 个 
月 及 一 个 牢 月 各 培 一 灵 ) ，(5) 培 十 4 CH RE A 
次 ) 等 五 种 处 理 , 献 输 结 果 诈 明 ,培土 各 处 理 产量 均 比 不 培土 为 高 ， 
SHE 工 次 的 增加 产量 7.92% , HE 2 次 的 增加 15.84% , 培土 3 次 
的 增加 24.52% , Se 4 次 的 增加 28.679 。 

AMES SINE, AH ick GREE, EE A TR, 
GRAPE TSC ESE A 1950—1955 年 六 年 中 在 浙江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 江 西 农 学 院 、 江 西 省 彭 泽 棉 作 试 验 场 ,浙江 锁 海 棉 场所 举行 的 
11 个 田间 试验 , 结果 一 致 址 明 ,棉花 培土 不 论 陆 地 棉 或 中 棉 , 砂 性 
主 或 粘性 二 可 以 显著 提高 产量 ， 其 中 差异 最 大 的 培 士 五 次 比 不 培 
EIGN F* HE 25.68 % ,并 有 培土 次 数 伍 多 产量 意 高 的 倾向 , 培 士 4 一 

。149 。 



5 次 的 产量 最 高 。 兹 举例 列 如 表 66: 

R66 棉花 培土 与 不 培土 产量 的 差 曼 

(ie BNE, AR, BRH,1951) 

理 | 不 培 二 batt 1 2c] 培 士 2 次 | Het 3 Fe | Het 4 te | Heck 5 ae 

Fr/f | 208.30 | 223.50 | 239.10 241.20 247 .60 261.80 

eCoeoe 107.19 | 114.78 ae 118.86 125.68: 

Ee Tee era et eas ates | 

MESES RSI. ABBE, BRS BASLE RE 
作者 等 1954 年 在 江西 农学 院 的 观察 ,成 答 数 不 培 十 的 为 17 1, 

+E 4 RAI 24.25 个 ， 有 效 欠 数 ,不 培土 的 为 16.1 4 HH 4 KAY 
为 19.35 个 ; 果枝 最 多 饮 数 ,不 培土 的 为 2.9 个 ， 培 二 4 次 的 3.12 
个 
Io 

Use SARs a-ha A Beets “0, a 
中 ,也 证实 能 显著 提高 产量 ,根据 江西 省 农业 厅 报 导 : 各 地 农场 及 
农业 的 对 比 结 果 让 明 棉花 培土 可 增产 10.5—38% 5 1954 年 江西 省 

瑞 昌 县 大 桥 农 业 社 的 对 比 和 结果 让 明 : 棉花 培土 比 不 培土 增加 产量 
25% 31956 年 江西 省 彭 泽 县 江北 区 金星 农业 社 第 轧 生 产 队 , 在 600 
亩 棉田 上 进行 培土 , 比 不 培土 增加 产量 38%。 根据 1958 年 至 国 

棉花 跃进 增产 现场 会 喷 的 总 千 : 也 认为 棉花 在 定苗 期 辐 合 中 耕 进 
行 培土, 可 以 显著 增产 。 

2. 株 体 的 增 大 : 观察 表明 ， 培土 的 棉 株 ,生长 势 强 而 整齐 , 栋 
体 较 高 大 , 主要 表现 在 株 高 增加 ,果枝 数 增多 , 棉 穆 收 量 增加 ,各 读 
验 的 结果 一 致 ， 例 如 1954 年 在 江西 农学 院 的 试验 证 明 : 培 土 4 次 

的 棉 株 高 度 为 85.40 厘米 ,而 不 培土 的 为 75.66 厘米 ，1951 EAE 
山 棉 麻 场 的 试验 姓 明 : 培 士 5 次 的 果枝 数 为 15.33 个 ， 而 不 培土 的 
为 14.46 个 ; 双 各 1954 年 江西 农学 院 的 试验 证 明 最 长 果枝 的 长度 ， 
不 培土 的 为 35.9 厘米 ,培土 4 欢 的 为 41.28 厘米 。 双 如 1952 年 在 

锁 海 棉 场 的 试验 旋 明 : 堵 土 4 次 的 棉 程 收 量 为 524.25 厅 / 亩 ， 而 不 

培土 的 为 441 斤 /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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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系 的 发 达 : 观察 表明 ,培土 对 棉花 根系 发 展 ,特别 是 主根 ， 

下 第 一 次 侧根 数 的 增加 和 直径 的 增 大 ， 有 显著 的 功效 ， 绝 将 作者 
等 1954 一 1955 年 在 江西 农学 院 的 试验 结果 列 如 表 67 

RET ”棉花 培土 与 不 培土 根系 性 状 比较 
Cis ASC RFA WR Ei, 1954—1955) 

S$ — WM HM BH 车 均 第 | SIS | 最 长 侧根 一 次 侧 | 一 次 全 
Dak 3 26% at ferit| BURL | “LE 

(%) 5 毫米 | Geek) 

培土 四 次 | 37.25 | 35.00] 57.50 7.50 |. 2.72 38.33 | 117.00 
1954 

wae | 34-25 |. 26.32 | 55.26 | 18.42| 2.47 34.78 91.00 

: Eas 
(全 期 ) 

28.62 | 17.50} 62.50 | 20.00 | 2.40 a 

33.88 | 32.50 | 46.25| 21.25 3.66 | cul te 

He +E 
1955 | (早期 ) 

ek rs ie 
Cinyg) | 31-12] 11.25] 45.00) 43.75) 1.61 

AH. | 26.56] 14.38] 50.00 | 35.62] 1.87 | 一 二 

WR 67 可 知 培土 的 根系 比 不 培土 为 发 达 ， 两 年 千 果 相 一 致 ， 
(1954 年 畏 果 : 第 一 次 侧根 数 ， 培 土 为 37.25; 第 一 次 侧根 的 直径 
平均 , 培土 为 2.72 BK, 不 培土 为 2.42 BRK, KF 3 毫米 的 大 型 
倒 根 数 占 总 倒 根 数 的 百分数 ,培土 为 35.00% ， 不 培土 为 26.32905 

培土 的 第 一 次 大 型 侧根 数 , 比 不 培 十 显著 增多 ,这 和 苏联 史 特 伊 赫 

尔 的 研究 ,土壤 耕作 层 办 ,主根 上 的 最 初 一 次 大 型 侧根 多 的 棉 株 和 结 

Sy SA Rai AH —BC, 1955 年 结果 : 全 期 培土 和 早期 培 士 的 根系 均 
比 不 培 士 的 发 达 , 第 一 次 倒 根 数 显 著 增加 ， 直 径 也 显著 增 大 , 尤 以 

公 期 的 最 好 ,晚期 培土 比 不 培土 虽 第 一 次 倒 根 数 较 多 ,但 直径 借 不 

TX, 

4. 烂 欠 的 减少 : 观察 表明 ,培土 棉 株 的 烂 答 发 生 , HAS SG Ak 

少 , 作 者 等 所 举行 的 各 试验 结果 一 BPE LRG A Ye AAU AEA PY, 

5. Sn ARS A) Ya DS - LE Be ESM ARR, er Pa IRA Se ABS 

的 减少 ,作者 等 1954—1955 年 在 江西 农学 院 的 试验 ， 两 年 千 果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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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 致 ，1954 年 培土 4 次 的 棉 株 觅 落 百 分 率 为 57.59 鸭 而 不 培 士 的- 
为 60.34 儿 ,1955 年 培 士 4 RAMI AB 64.42%, ASEH 
Wi 72.70% 。 

6. 成 熟 的 提早 : 观察 表明 ,培土 的 棉 株 , eR RS, HH 
如 作者 等 1954 年 在 江西 农学 院 的 试验 : 9 月 25 日 前 收 花 百分率 ， 
培土 4 次 的 为 84.259 ,不 培土 的 为 81.01%。 双 如 1952 年 在 锁 海 

棉 场 的 试验 ,培土 4 次 的 现 董 期 比 不 培土 早 3 KE 2K. 
二 、 棉 花 培 十 的 功用 
1. 地 温 的 增高 : 培土 使 棉 株 根 边 形成 十 大 后 ， 接 受 阳光 的 面 

积 增 大 ( 因 成 绝 形 比 平面 的 面积 为 大 ) ,因而 热量 吸收 较 多 ,同时 培 
士 后 排水 良好 ,可 保持 地 温 ,这 在 苗 期 多 雨 而 温度 不 稳定 情况 下 , 特 
别 有 利 。 根 据 江西 农学 院 刘 广 汉 、 周 绍 先 1955 年 的 研 罕 证明: 棉 

花 培 土 可 以 显著 增高 地 温 ， 不 基 5 厘米 、10 厘米 、15 厘米 ,20 厘 
米 深 度 ， 培 土 处 理 差不多 一 律 高 于 不 培 士 ， 其 中 以 5 厘米 深度 的 
相差 更 大 ,大 多 数 为 高 0.47? 一 0.728C , 最 高 的 可 达 0.78°—1.10°C, 

2. 雨水 排 泪 的 便利 : 培土 使 棉 株 根 边 形成 士 区， 便利 雨水 排 

泪 , 根 边 不 会 积 水 , 这 对 苗 期 多 雨 易 使 棉 根 发 育 不 良 的 长 江 流域 棉 
区 ,尤为 有 利 。 

3. 草 害 的 减轻 :棉花 培土 后 ， 土 壤 把 杂 草 压 住 腐烂 不 易 复 活 ， 

且 可 变 成 绿肥 ,根据 作者 等 1954 年 在 江西 农学 院 武 验 证 明 ， 棉 花 

培土 后 , 杂 草 的 发 生 显著 减少 。 如 表 68: 
R68 棉花 培土 与 不 培土 订 草 发 生 情 形 比 较 

(Bi TF ACR RMP , RANG 1954) 

352.8 平方 市 尺 面积 上 杂 草 株数 比较 
(7418 tte) 

株 数 % 

4. RARE: PSs, RIA, RII 

大 后 ,支持 力也 加 大 ,使 棉 根 巩固 ， 不 易 彼 风 吹 动 的 倒伏 ，195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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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锁 海 棉 场 的 试验 证 明 , 读 地 靠近 海滨 , 风 特 别 大 ， 培 土 的 棉 株 便 
伏 程 度 较 轻 , 为 45e( 主 天 与 地 面 所 成 角度 ), 同时 恢复 较 快 ， 而 不 
培土 的 旭 为 30" ,恢复 也 较 慢 ,如 表 69: 

R69 棉 株 培土 与 不 培土 遭受 风 炎 到 重 比较 

(1952 年 浙江 农业 科学 研 宪 所 在 鳃 海 观察 ) 

A He ) 

处 理 
倒 状 程度 | 恢复 情形 

et 3 砍 主 千 与 地 面 成 40* He th 
et 4 砍 主 千 与 地 面 成 45。 KH 
不 ”培土 主 千 与 地 面 成 30* mB 

5. 晶 第 的 减轻 : 由 于 培土 后 棉 株 根系 比较 发 达 ， 增 强 了 吸水 

能 力 , 因 而 比较 耐 旱 , 同 时 ， 在 一 定 情形 下 棉田 土壤 保水 较 好 〈 根 

据 华 东 农 科 所 倪 金 柱 ̀  晃 明亮 等 1953 年 在 7 月 中 旬 至 8 月 中 旬 测 

定 棉田 土壤 水 分 ,培土 的 比 不 培土 的 多 9.66%), KHBRS A 

易 遭 伏旱 的 长 江 流域 棉 区 更 为 有 利 。 

=, tHE LH HE 

te OES EAGER AE SE BAL SERB 

Be , 明确 了 正确 的 棉花 培土 方法 , 必须 是 : 旱 培 SRS’ aR 

See SPAR RAE” “EAA ERR” 

培土 的 效果 , 方 能 充分 表 显 , 达到 促进 棉 株 根系 上 发展， 改善 生长 发 

育 的 目的 ,区 分 述 如 下 : 

OL SRBC HOT HN FE SE, WAGE BR, REKS , BR 

不 大 :一般 至 少 进行 3 次 ,最 好 能 进行 4 次 5 次 ,在 决定 各 次 培 十 

时 期 时 ,必须 擎 握 以 下 几 个 原则 : 

A, txt NASD HHA, SEEM 

《或 最 后 一 次 中 圭 日 期 ) 止 的 一 段 时 期 内 ， 这 里 要 特别 注意 的 , 培 

主要 慎 , 要 把 重点 放 在 棉花 生长 前 期 , 方 可 受到 苗 期 (雨季 ) 爽 水 发 

根 , 开 花车 圣 期 (伏旱 期 ) 耐 时 能 力 增强 的 功效 ,如 果 培 土 太 迟 ， 效 

果 减 小 , 巷 至 不 利 。 在 早期 不 培 士 而 迟 至 伏旱 期 次 控 行 问 土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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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He PE Set: TAZA TGAR Ctese ) 

KS BNE FLAK, AG UR, TARA, ARSE 4 

KM ICA EAA EPA BAY 3 寸 左右 ， 生 出 了 2 一 
3 片 趴 叶 时 进行 ; WOAH LTA, BAST 
开始 生 分 枝 时 进行 ;第 三 区 在 出 苗 后 一 个 定 月 开始 现 履 时 进行 ;第 
四 砍 在 出 苗 狗 二 个 月 开始 开花 时 进行 参阅 图 45)。 青苗 移 栽 的 
棉花 除 和 结合 移 栽 开始 培土 外 ,在 苗床 内 也 可 进行 客 土 法 培 士 。 

乙 、 每 次 中 耕 除草 后 随即 培 士 ,这 样 有 以 下 几 个 好 处 :中 赫 陈 
草 时 ,已 把 土 铀 松 ( 即 边 中 赫 除草 边 培土 ) , 草 也 除 掉 ， 培 十 比较 省 、 
工 。(2) 中 耕 除草 时 土壤 的 物理 性 盾 较 好 ,不 仅 工作 便利 ， 增 成 的 
士 胡 ,不 会 倒 志 ,这 在 土壤 粘 重 的 情形 下 ,更 为 重要 。(3) 可 把 铀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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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杂 草 埋 太 士 内 腐烂 , 变 为 肥料 ,不 易 复活 。 
一般 培 十 ,可 从 第 二 次 中 赫 除 草 起 ,结合 每 交 中 耕 除 草 进行 。 
两 、 尽 量 和 间苗 、 施 追肥 、 灌 浙 和 修整 畦 沟 等 工作 配合 起 来 

”做 ;因为 间苗 常会 牵动 棉 根 ,培土 可 使 棉 根 巩 固 , 在 施肥 时 培土 ,可 
减少 养料 流失 ,增加 肥效 , 创造 雷 产 3,057 斤 的 江西 乐平 县 金 一 社 

前 经验 , 共 进 行 3 ACHE, EAS CAEL ET IE HEE, 可 利用 
EEE RTE RRA ZE , PEWE TK 2 ,在 修整 畦 沟 时 培土 ， 可 利用 从 畦 沟 

引起 出 的 沟 泥 培 谈 ,使 沟 泥 中 所 积 著 的 养料 ,能 为 棉花 所 利用 。 
2. 培土 所 成 士 蔓 的 形状 : 培土 可 以 每 一 棉 行为 单位 ， 把 土壤 

$5 PEAR AR, (ERR IRE, RPE, Ab PRE ED OB HD 
—CWERERKE. ARAL, ARAB, REBOOM, BH 
培 成 结 圆 形 ,不 要 培 成 塔 形 或 梯形 , A PAE StH 
最 天 , 且 不 易 献 倒 和 积 水 。 此 外 , 培 成 的 芋 蔓 ,要 注意 平整 竺 实 ,不 
平 的 澳 水 差 , AIH BIA, 

3. 培 士 所 成 士 蔓 的 高 度 : 培土 所 成 的 土 蕉 要 汲 渐 加 高 ， 最 初 
WoOFAA, 跟着 棉 株 的 生长 , 分 次 逐渐 加 高 ,最 后 到 四 寸 左 右 为 
度 , 切 鼠 一 次 培 得 太 高 。 

4. 培土 所 需 士 壤 来 源 : 培土 所 需 土壤 来 源 ， 一 般 可 就 棉 株 行 
Pl, FE ERA Sr Se FD SE EAR oe, TEER 
HAVEL RS MBL PETAL HE, SETA, Be 
“He? Ey” BRAEMAR AE PEE ROLE, RBA, 

5. SELATAN TH : “RE SAA, FASEFT EL, EKRWBAL 

«4-6 小时, FBRILLEKS RR VUES H+, BEAL 

， ， 械 化 ,是 完全 可 能 的 ,现在 人 迫切 需要 解决 的 。 

BLD : 整 BK 

一 、 棉 花 整 枝 的 功效 

整枝 的 主要 作用 ,在 于 去 掉 顶 芽 生 长 方式 的 植物 体 后 ,把 进 大 

主 鞭 和 叶枝 项 芽 的 大 量 养料 移 转 到 果枝 ,使 荤 丛 不 感 养 料 缺 乏 , A 

而 抑止 徒长 ,减少 觅 落 ,增加 合 重 ,促进 早熟 ,提高 品质 。 此 外 ，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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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枝 可 沽 少 生理 上 不 需要 的 枝叶 ， 使 棉田 通风 透 光 和 良好， 沽 轻 了 徒 

Ke SEY AAR SS BEE HS, FE FOE Ol, 棉花 整枝 是 苏联 农业 科 
ZH RRA, REBEL AER A ESRI PERS 
中 栽种 棉花 ， 因 日 照 不 强 而 温度 较 高 造成 了 顶 芽 过 分 向 上 生长 引 
起 了 花 条 子 房 剧烈 脱落 的 现象 ， 在 研究 棉花 植株 及 其 个 别 器 官 发 
育 生物 学 特性 的 基础 上 揭露 了 陛 的 原因 ， 同 时 在 实验 中 找 出 了 调 
节 分 配 营养 物质 以 控制 它们 生殖 器 官 发 育 的 办 法 , 即 是 整枝 ;根据 
侍 苏 棉 作 科学 研究 所 阿 克 “… 卡 无 克 试 验 站 (1945 一 1948) 的 研究 ， 
棉花 整枝 后 14 天 分 析 下 部 三 个 果枝 上 含 氮 量 是 2.69 驳 一 2.95 克 
不 整枝 的 是 2.41% —2.70% , GWAR BALA 1,230 毫克 ,未 
整枝 的 是 1,030 毫克 ， 充 分 证 明了 棉花 整枝 的 功效 。 MBAR 

(1952) 报 导 , 在 苏联 生产 实践 证 明 , 棉 花 整 枝 可 以 增加 产量 30 黎 ， 

提早 成 熟 12 一 13 天 。 棉 花 整 枝 也 是 我 国 农业 上 的 宝 幅 遗产 , 远 在 
距 仿 五 百 多 年 以 前 的 元 世祖 时 代 , 已 有 棉花 整枝 的 记载 , 的 内 容 
和 李 森 科 的 理 其 基本 上 一 致 。 解 放 以 后 生产 实践 和 科学 研究 都 证 
实 了 棉花 整枝 的 优越 性 ,根据 江西 九江 张 家 冲 农场 《19527 的 试验 
让 明 , 棉 花 整 枝 可 以 减少 觅 落 ,增加 千 丛 ,减少 烂 答 和 倒伏 因而 增 
高 产量 39.5% ,其 结果 如 表 70: 

R70 棉花 整枝 和 不 整枝 生育 的 差 屋 (一 ) 

(江西 省 九江 张 家 洲 农场 ,1952) 

| 籽棉 产量 | meses me | ee] AR 
平均 ) 斤 / 亩 | % (%) (%) (%) 

. 3 

Hs ORE 23.5 | 450.0 139.5 52 13 

不 整枝 18.4. 44.3225 | 100.0 23 

根据 作者 等 在 江西 农学 院 (1955) 的 研究 证 明 ， 整 枝 可 以 显著 

改善 棉 株 生 育 状 况 , 和 结果 如 表 71。 

根据 华东 农 科 所 的 研究 证 明 ， 棉 花 整枝 后 第 一 果枝 的 含 酶 量 

增加 2.2 多 ,第 二 果枝 增加 0.4% ,第 三 、 第 四 果枝 各 增加 0.1%, 

二 、 棉 花 整枝 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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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if ; ae — “1 om > 4 

oe = ; 7 ~ 
’ 7 

] , 

R7l MCSRATBRABA (—) 

(20 PG Ae AF Be HES MSC RAP, mR Ma 1955) 

a . eH ME it =o | EO 果枝 数 | 成 铃 数 ied PED (BK) He (BE) (%) 

不 整枝 81.65 | 19.60 4.80 | 13.30 | 15.0 | 73.95 2.35 
We 梳 82.30 20.80 4.45 15.30 17.6 64.00 0.90 

a a | wwe Fi 第 一 次 侧根 直径 (基部 ,毫米 ) 
Sil A Zz ; , | AF 3x | 1.5 一 3 毫 | 小 于 1.5 

) "| ame | econ). |e decoy | woke (%) 
不 整枝 1.720 12.50 42.50 45.00 

2.190 35.00 17.50 47.50 

His BEA FY 2 : (1) SEH BE CBE FREE) 5 (2) dt GT TA) 5 (3) 

BF (4) 7; TSH HH HAE tO: 
1. SoHE CARER) :叶枝 是 顶 芽 生长 方式 ,容易 发 生 徒长 ， 使 
果枝 遍 俄 而 引起 脱落 ,同时 它 向 上 直立 生长 , 叶 序 螺旋 式 ， 而 不 规 

Al, WFR AD PAGEL, sn TE A SEE SL 

FAS Ra, E REE ASS -hR HA, AU BEW Nee 

宅 去 掉 ， 使 果枝 能 充分 发 育 。 当 棉 株 生 出 一 个 或 两 个 明显 的 花蕾 

时 息 ， 把 第 一 果枝 下 主 鞭 各 节 上 着 生 的 叶枝 和 幼 芽 连同 主干 叶 一 

侨 摘 去 。 在 土壤 肥力 较 差 、 ESR TE: SFE BR FT BT “主干 

叶 ,只 去 叶枝 和 幼 式 ( 套 阅 图 47)。 

2. 摘心 GTA): 摘心 的 目的 在 于 抑制 项 华 生 长 ,转移 养料 进 

及 果枝 ,借以 减少 腹 落 ,增加 和 结 答 ,促进 早熟 。 搞 心 的 时 期 ,要 看 士 

坊 肥 力 、 品 种 类 型 、 气候 条 件 (主要 是 霜 期 人) 培育 条 件 和 棉 株 生 长 情 

驶 而 定 。 在 土壤 肥力 充足 ,生长 旺盛 的 情形 下 摘心 宜 较 迟 ,否则 宜 

较 早 ,在 徒长 的 情形 下 也 宜 较 早 , 搞 心 过 迟 , 效 果 不 显 , 且 因 留 果 枝 

过 多 ,增加 无 效 花 董 ,但 过 早 摘心 棉 株 生长 淋 未 充分 ， 减 少 了 可 能 

发 育 的 果枝 数 , 有 时 和 并 会 引起 更 菠 的 强烈 生长 ,也 很 不 利 ， 一 般 狗 

当 棉 株 盛 花 始 期 到 结 欠 阶 段 ， 这 时 狗 在 大 时 至 立秋 节 前 后 ， 棉 株 

长 够 了 一 定 果 枝 数 把 主攻 顶 梢 上 最 上 一 个 果枝 基部 节 以 上 的 嫩 头 

ty - 



图 47 “棉花 整枝 图 解 (一 ) 一 一 去 叶枝 

摘 去 。 通 常 以 14 一 16 个 果枝 为 一 般 标 准 , 但 在 水 
肥 充 是， 生长 旺 

戌 的 情形 下 ， 应 本 着 充分 利用 生长 季 的 原则 ， 果枝 数 可 适当 的 增 

多 ,以 宇 取 多 千秋 桃 ,一 般 短 果枝 品种 与 在 生
长 季 较 长 的 情 形 下 , 留 

果枝 较 多 ,1958 年 苏联 来 华 考察 棉花 的 专家 赛 ̀  安 索 科 洛 夫 提 

出 ,根据 果枝 数目 打 顶 的 标准 : (1 在 肥力 大 的 土地 上 或 家 业 技术 

水平 高 的 情况 下 ， 北 部 地 区 和 山区 棉田 为 16 一 18 个 果枝
 形成 对 ; 

南部 和 中 部 棉 区 为 18 一 20 个 果枝 形成 时 。 (2) 在 肥力 中 等 的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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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或 农业 技术 水 平 中 等 的 情况 下 , 北部 地 区 和 山区 棉田 为 14 一 15 
个 果枝 形成 时 ， 在 南部 和 中 部 棉 区 为 15 一 17 个 果枝 形成 时 。(3) 
在 肥力 薄 的 土地 上 北部 地 区 和 山区 棉田 为 12 一 13 个 果枝 形成 时 ， 
在 南部 和 中 部 棉 区 为 13 一 14 个 果枝 形成 时 。 当 然 这 些 标准 ,仅仅 
是 作 参 考 的 。 在 北方 也 有 根据 霜 期 和 从 现 攻 至 吐 架 需 要 日 数 推算 
摘 它 时 期 的 ， 即 预计 在 霜 期 前 可 能 烙 成 有 效 谷 日 期 时 摘心 (参阅 
-图 48)。 

图 和 ”棉花 站 枝 图 解 ( 二 ) 一 一 摘心 

~ 

根据 施 珍 、 涂 序 华 、 戚 虽 瀚 在 江西 农学 院 于 1954 一 1955 年 ;在 

1953 年 江西 省 棉花 丰产 参 观 团 总 千 以 开花 期 为 标准 决定 摘心 时 

期 的 彭 泽 芙 其 少 农民 王 自 如 经 验 ， 开 花 到 棉花 三 分 之 二 部 位 摘心 

的 基础 上 套 揭 苏联 先进 和 经验 进行 研究 证 明 :(《1) 棉 花 摘 心 时 期 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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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一 10 果枝 第 一 花 开 放 这 一 阶段 较为 适宜 , 董 丛 脱落 数 减 少 ;成 
锥 数 增加 ,籽棉 产量 提高 , 早 于 或 迟 于 这 阶段 的 效果 均 较 差 “〈 群 见 
# 05), 这 和 王 自 如 的 经 验 开 花 到 三 分 之 二 阶段 摘心 最 适宜 的 轻 : 

验 基本 上 一 致 ,在 南方 棉 区 , 棉 株 一 般 多 有 15 个 果枝 ， 第 10 TR 
狗 在 棉 株 自 下 而 上 的 三 分 之 二 地 位 ， 而 第 5 果枝 鹊 在 三 分 之 二 部 
位 ， 因 此 摘心 适 期 应 当 是 开花 到 棉 株 三 分 之 一 到 三 分 之 三 部 位 的 
果枝 这 一 阶段 ,在 土壤 肥力 较 高 时 ,可 用 三 分 之 二 部 位 ， 在 土 井 肥 
力 较 差 时 ,可 用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部 位 (如 果 士 壤 肥力 特别 充足 生长， 
很 旺盛 .果枝 数 增加 , 则 摘心 时 期 也 要 上 比例 展 迟 , 例如 如 果 有 效果 
枝 可 能 长 到 24 个 时 ， 则 三 分 之 二 部 位 这 一 阶段 为 第 18 果枝 第 三 
花 开 花 时 期 ,因此 应 用 此 法 进行 摘心 时 ,必须 预先 了 解 清楚 当地 气 
候 及 士 壤 条 件 , 棉 株 可 能 产生 的 有 效果 枝 数 ( 最 好 衣 就 粮 株 生长 改 
育 情形 ,特别 是 开花 曲线 进行 观察 ,确定 最 适宜 的 开花 果枝 部 位 )， 
这 时 锡 在 盛 花 始 期 至 盛 花 盛 期 之 间 (这 个 方法 的 优点 在 于 能 够 正 
Wie ERE SSIES MENS REN, BEA 
SHES EWE YE TO HE RSG AE, A ACRE PERE 2b AE) ET 
实践 上 仍 当 和 综合 开花 部 位 ,果枝 数 , 节 龄 ,生长 情况 以 及 唱 种 类 型 ， 
土壤 肥力 ,培育 条 件 , 霜 期 等 确定 最 适宜 的 摘心 时 期 。 双 在 土壤 肥 
力 很 差 , 生 长 圳 弱 的 棉 株 ,可 不 需 摘 心 。 

1957. 年 创造 6.5 亩 平均 亩 产 籽 棉 1,033 TREO eR 

西 省 恤 城 县 先锋 社 ， 把 摘心 列 为 获得 丰产 突出 的 主要 田间 管理 技 
术 之 一 ,他 个 的 经 验 是 :在 中 伏 摘 心 ， 井 注意 “三 看 ”; 一 看 地力 大 
小 ,二 看 棉花 长 的 怎样 ,三 看 农时 节 分 。 过 早 摘心 ， 棉 花 果 枝 长 的 ， 

长 , 靠 棉 枝 外 面 的 棉 桃 成 熟 不 了 , 灼 芽 多 ， 容 易 沙 曹 落 答 ， 过 晚 摘 ， 
> HERB KA FE ED SD FURIES. WTA , HAE TASK 
大 ,上 边 程 粗 ,这 襄 明 棉花 正在 发 育 ,这 时 不 能 摘心 ,如 果 棉 花 顶 头 
向 上 ,同时 上 边 程 发 类 , 他 个 把 旋 叫 作 “ 回 劲 ”" 了 ,这 时 必须 摘 忆 。 

3. Be BE SE : 主 艺 上 如 果枝 上 叶腋 间 发 出 的 玖 莫 和 瘦 权 ,在 去 叶 
枝 以 后 ,要 随时 摘 去 ,或 每 隔 几 天 进行 一 次 ,一 直 做 到 吐 絮 为止 搞 
心 以 后 ， 大 量 养料 在 棉 标 上 发 挥 作用 ， 更 要 注意 勤 摘 瘦 权 和 赦 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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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 SS 

图 49 棉花 整枝 图 解 ( 三 ) 一 一 去 效 芽 

《参天 图 49). 
4. FTL): 打 边 心 的 目的 在 于 根据 外 围 花 器 官 容易 

有 落 的 规律 防止 果枝 过 度 的 向 横 伸 长 ,开花 结 答 过 多 ,以 免 分 散 养 

料 ; 影 响 内 层 早 期 所 和 结 棉 答 的 千 成 和 发 育 , 同 时 也 有 利于 棉田 的 通 

凤 泛 光 ,通常 在 每 一 果枝 长 出 准备 留 锥 的 节 数 后 (一 般 标准 下 部 每 

Oe 
GS 
MAY 

PH 50 TERE PEC PY )——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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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果枝 约 留 4 一 6 节 , 上 部 每 一 果枝 钓 留 3 一 4 节 , 也 有 上 部 及 下 部 

留 3 一 4 节 ,中 部 留 4 一 6 节 的 , 仍 应 按 棉 株 密度 、 土 壤 肥 力 及 棉 株 
生长 情形 与 品种 类 型 等 适当 掌握 应 留 节 数 ) WRAY SR 

去 ， 狗 自 小 时 至 处 暑 从 下 部 果枝 渐 及 上 部 果枝 分 几 次 摘 完 。 了 地 有 
在 摘 顶 心 的 同时 ， 只 把 棉 株 下 部 有 四 个 以 上 董 花 答 的 果枝 失 端 摘 
去 的 。 打 边 心 工作 费 工 较 多 ,可 根据 条 件 做 ,在 密度 不 高 或 发 育 不 

RE ,植株 矮小 的 棉 株 , 可 以 不 打 边 心 ( 参 关 图 50)。 

根据 第 二 次 全 国 棉花 试验 研究 会 闹 。 总 结 1958 年 许多 卫星 田 

Aires AEP AR, SCAT HEE EMER ITA, RATER, MRSS, 
Fy DL BME I ATR i A A RS RED, BORED ABSS SC 
际 上 上 比 后 期 果枝 上 千 的 铃 要 早熟 得 多 。 

5. FTE. 棉 锥 开始 吐 架 后 ,如 枝叶 夫 密 ,可 把 主干 下 部 的 主 
干 叶 摘 去 一 部 分 ( 鹊 五, 大片) ,这 样 棉田 的 通风 透 光 较 好 ， 可 沽 轻 
小 气候 空气 湿度 ,加 速 棉 耸 开 歼 , 减 少 棉 给 霉烂 ,在 水 肥 充 足 , 棉 株 
生长 茂密 的 情形 下 ,可 适当 的 提早 打 老 叶 时 间 , 在 封 行 时 先 打 去 杆 

图 51 棉花 整枝 图 解 ( 五 ) 一 一 打 老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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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e 

bas ED 

。 而 天 气 双 很 潮湿 的 情形 下 ， 可 适当 的 进行 打 空 枝 , 即 把 全 部 觅 落 而 

P RRR EES 51), 

aaa E aur Peres Tae 
8 Gr Re Belles IRFEHP ML ELMG, 1954) 

rae a a a 
Se Oe ee 期 
cor 斤 / 亩 _ % 

FRESE 10 KH. 306.10 107.44 

了 ee Sm 果枝 第 一 花 开 放 时 摘心 307.20 107.83 

第 5—10 果枝 第 一 花 开 放 时 摘心 343.00 120.39 

。 SLL — 14 AR BE FE HL 293 .40 102.98 

284.90 | 100.00 

丙 、 第 五 果枝 第 一 花 开 放 对 摘心 

图 52 不 同 摘心 对 期 棉 株 的 比较 ( 施 珍 、 涂 序 华 、 戚 虽 灌 ) 

eS ecneees co 但 在 吐 架 以 后 ， 棉 田 十 分 郁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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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3 不 同 摘心 时 期 棉 株 生长 情况 比较 

(江西 农学 院 施 珍 、 涂 序 华 , 戚 昌 瀚 , 1955) 

f tt 

处 理 Re in 果枝 | | pepe | 百 分 | 备 考 
条 | 数 (天 米 ) 数 

Es SR AG 
开花 前 现 车 后 十 天 摘心 13.15| 4.92|47.95|7.75| 9.78]. 77.50|86.30] pee 
第 1 一 4 果枝 第 一 花 开 放 时 摘心 “|64.88|12.78|37.3216.08113.92|110.3074.50| 烈 发 至 

第 5 一 10 果 枝 第 一 花 开放 时 摘心 |81.15|14.97|37.38 |5.91 16.58|131.38|69.30| 形 成 徒 

第 11 一 13 果 枝 第 一 花 开放 时 摘心 |84.70|15.66|31.33 |5.33 [11.73 93 .60|76. 50| 长 

不 摘心 87 .40|18.00] 36.52 |5.54/12.62)100.00/26.90) 

BREE: 杭 株 至 株 有 效果 枝 数 , 在 本 献 验 的 情形 下 , 具 1S Ae GEE me 
情形 下 ,有 效果 梳 数 须 按 具 体 情况 , 酌 量 增加 ), 因 此 ,第 -10 果枝 ， 部 是 全 
株 1/3 一 2/3 MLA RAR, BRIE Xe 

MEER Peete KU CR NG, Le 
10 时 至 下 午 2 Hy BEST AER EAR, 

eh Bee Pen AE Te FB, PRR SBOE 
有 差异 ,一 般 脱 德 腿 揭 需 1.5 工 ; HAWG 1; RRM 2 一 4 

工 ( 因 交 芽 发 生 多 少 ,差异 很 大 ); 打 边 心 狗 需 10 Laas RE 

不 同 而 异 ); 打 老 叶 狗 需 1 工 。 

ie ee 4 当 

灌 浙 在 棉花 栽培 上 极为 重要 ,不 仅 干旱 的 北方 棉 区 需要 灌 浙 ， 
朗 常 有 伏旱 的 南方 棉 区 也 有 进行 灌 淋 必要 ， 江 西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1957) 在 红壤 丘陵 地 区 试验 : 在 有 机 质 较 多 的 征 壤 或 是 肥力 比 
较 高 的 红 培 进行 灌 浙 一 般 比 不 灌 浙 的 增产 200% DL. ABER MME 
必须 注意 :(1) 及 时 适量 的 供 葵 棉花 水 分 ,保持 土壤 的 适当 泣 带 ,不 

“一 

e 

防止 灌流 后 的 棉田 板 千 ; 3) 重视 防 止 因 灌 浙 而 引起 的 沼泽 化 和 盐 
WELL; 4) 注意 灌 浙 技术 与 地 形 条 件 相 适应 ,使 水 分 均匀 分 布 ;(5) 
重视 灌 新 技术 和 其 他 农业 技术 相 密 切 配 合 。 兹 分 别 非 生长 期 和 生 

KAYE HE Be PAH AR k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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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非 生长 期 灌 源 ， 非 生长 期 灌 浙 主 要 是 解决 棉花 播种 和 幼 
茵 期 是 需 的 水 分 , 非 生 长 期 的 蔷 水 灌 沁 ,可 以 有 效 的 积 时 非 生长 期 
水 分 转 到 和 革 长 期 利用 ,黄河 流域 棉 区 \ 西 北 内 陆 棉 区 及 东北 棉 区 冬 
季 雨 雪 少 ,春季 双 王 旱 多 风 ; 蒸 发 量 大 ， 如 不 及 时 进行 播 前 蕾 水 灌 
PE, AKO EOE AR IHRE, TEES 

“到 棉花 播种 时 棉田 有 是 够 水 分 的 地 区 , RUA EFT SE HEE, SEARO 
”期 的 羡 水 灌 认 , 可 分 为 秋冬 灌 、 早 春灌 及 播 前 灌 三 种 : 

1. 秋冬 灌 : 土壤 肥沃 士 层 深厚 吸水 量 大 ,水 分 不 易 流失 ,地 下 
水 位 在 较 深 的 土壤 可 进行 秋季 灌 , 盐 溃 士 为 了 洗 盐 也 宜 秋冬 灌 。 秋 
冬 灌 因 为 有 改良 土壤 结构 作用 ,同时 防治 病虫害 效果 也 大 ,此 外 播 “ 
种 时 地 温 高 1 一 3"C , 比 早春 灌 特别 是 播 前 灌 更 为 优越 。 秋 冬 灌 一 
般 在 秋 耕 后 隔 一 定时 期 进行 ， 以 土壤 开始 千 冻 而 未 封冻 时 进行 为 
Ho 秋冬 灌水 量 一般 为 每 亩 60 一 100 立方 米 。 根据 1958 年 第 二 
次 公国 棉花 试验 研究 会 蔗 总 结 : 一 般 在 地 下 水 位 为 1.5 米 左右 的 
地 区 每 雷 可 灌 80 立方 米 左右 ,在 地 下 水 位 较 低 或 土壤 保水 性 较 差 
的 棉田 可 活 当 加 大 。 秋 冬 灌水 量 和 翻 地 深度 有 关 ， 在 豫 北 轻 壤 士 

邢 下 水 位 在 1.5 米 左右 地 区 测定 , 深 翻 一 尺 , 每 雷 狗 需 80 立方 米 ， 
SR 100 立方 米 , 三 尺 130 立方 米 , 西 北 地 下 水 位 较 低 地 区 深 翻 三 

OR, Wk 300 立方 米 左右 ， 在 盐 奏 化 地 区 ， 冲 洗 定 额 可 采用 
300—400 立方 米 ,分 三 次 灌 丰 。 

2. 早 春灌 : 土壤 政 松 保水 力 差 ,水 分 容易 流失 的 地 区 ,可 进行 
旱 春 灌 ,早春 灌水 量 一 般 为 每 亩 40 一 80 立方 米 。 

3. ARATE: 土壤 很 疏松 的 可 进行 播 前 灌 ， 一 般 不 宜 晚 于 播种 
和 前 巧 一 20 天 。 灌 水 量 一 般 不 应 超过 每 亩 45 立 方 米 。 

KARR A Ei RHE, POMPE 1.5 一 2 米 ， 流 量 不 宜 
天; 防止 淹没 士 面 。 

蔷 水 灌 浙 通常 在 土地 翻 耕 以 后 进行 ,如 果 地 下 水 位 较 高 ,可 以 
在 耕 前 灌水 ,以 减少 灌水 量 。 

=. AK 

A JW MERE, FY ILS Hh FE FORE P| A IP A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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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1—2 砍 , 开 花期 灌 3 一 4 灵 。 成 熟 期 如 果 天 旱 也 可 灌 各 一 赤 , 枉 
如 不 太 旱 , 邹 不 必 灌 新 ,灌水 次 数 在 地 下 水 位 低 ， 圭 壤 较 轻 校 的 情 
形 下 宜 较 多 ,土壤 肥力 高 ,为 了 抑制 营养 体 生 长 ， 宜 少 灌 { 一 2 次 。 

一 般 在 进行 过 蕾 水 灌 浙 及 冬 春雨 水 多 的 情形 下 ， 在 棉花 苗 期 到 车 
董 以 前 ,尽量 避免 灌 盯 , 或 仅 于 必 质 时 微量 灌 洒 。 在 保持 比较 二 里 
的 情况 下 ,促使 根系 向 下 发展。 开花 期 间 生 长 旺盛 需要 水 分 最 多 ， 
一 般 耗 用 整个 灌 亲 定额 的 55 一 65 %。 HUGE TTS SEAT IE , RAR 
HERE PRES, OLR AKER Bs RES. (lt 
5 TAK, AS AAG, BOR, RSE 
Bt 5K, EDS, RAF Aa SER BD 
ASHE K HEM, Sas RARER ED 
KH , RS LIT H, AU Oe, bith, SHREROL, Hemet 
SF ,减少 霜 前 花 收 获 量 。 在 南方 棉 区 的 降雨 分 布 情形 下 ,普通 只 需 
在 伏旱 及 遇 有 秋 旱 时 进行 灌 浙 。 华 北 地 区 在 棉花 开花 车 答 期 ， 正 
当 雨 季 , 灌 水 应 特别 惯 重 ,避免 灌水 和 雨水 重复 , 反 和 致 减产 。 

棉花 生长 期 灌 浙 的 灌水 时 期 主要 决定 于 灌水 前 的 土壤 舍 水 
量 ,和 棉花 生长 发 育 情况 ,及 时 供给 水 分 。 根 据 苏联 的 经验 ,棉花 适 
宜 的 土壤 含水 量 ,在 开花 前 和 开花 期 为 田间 持 水 量 的 70 允 ,在 成 熟 
期 为 60% , 根据 中 国 农 业 科学 研究 院 棉花 研究 所 综合 1953 一 1957 
各 地 试验 千 果 ,一 般 现 董 期 以 前 , 当 士 壤 水 分 在 田间 持 水 量 的 55 狗 
一 60 狼 时 进行 灌 光 最 好 。 现 董 始 期 至 开花 期 间 土 壤 水 分 经 常 保持 

田间 持 水 量 的 60 % 以 上 为 有 利 , 开 花 始 期 至 吐 架 始 期 径 常 保 持 水 
分 在 田间 持 水 量 的 70 一 90% 范围 内 为 增产 关键 ， 吐 架 期 以 后 ; 士 ， 

壤 水 分 希望 不 低 于 田 问 持 水 量 50% , 根据 测定 土壤 含水 量 以 确定 
MEK HS WI GR, HES TA FREE, AT SER ERE 
HEIL YT KAR MIERRAREWES mm: 〈1) 棉 花生 长 初期 棉 
DHE Ha, PRD AR RAL TE RAS RK EER; (2) 生 
ype 12—15 厘米 处 的 土壤 ， 失 去 宜 耕 性 , 郎 把 主 块 用 手 
会 分 散 时 ,也 是 棉花 需 水 的 标 读 ;(3) 开 花期 棉 叶 呈 星 绿色, 而 最 

近 - -次 灌水 已 隔 了 很 久 时 为 需要 灌水 的 表示 ;(4) 开 花期 主攻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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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最 上 一 及 花 的 节 数 , 比 开 始 开 检 I AEE 的 节 数 减少 1—2 节 
时 ,表示 土壤 含水 量 降低 生长 点 的 生长 减 组 而 需要 治水 。 根据 前 
华北 农 科 所 两 年 研究 , 棉 叶 条 胞 组 炽 吸 水 压 作为 决定 灌水 时 期 的 
依据 ,初步 千 果 癌 明 当 吸 水 压 不 超过 12 个 时 棉 株 不 表现 缺 水 征 
象 ,吸水 压 在 12 一 16 个 时 , 棉 株 生 长 浴 正 常 , 亦 不 表现 缺 水 ,吸水 
Fe ERR LAE 16 一 20 个 大 气压 时 , 棉 株 即 表现 缺 水 , 可 称 为 缺 水 

AUF, 宜 及 时 进行 灌水 吸水 压 再 竹 续 上 升 ， 高 至 20 个 以 上 
ty, ABUT SEIS, PAA, CECT I BEAT HEPES WEL, 棉花 灌水 
适 期 按 棉 株 生 长 情况 确定 时 , 必须 综合 各 种 征象 参 酌 天 气 抗旱 情 
形 加 以 刊 断 。 

棉花 生长 期 灌 浙 正 确 的 灌水 定额 ， 要 求 一 次 输 水 后 在 土壤 中 
形成 对 植物 最 有 效 的 储 水 量 , 同 时 各 如 深层 渗 漏 ,防止 引起 地 下 水 
位 上 异 发 生 沼泽 化 或 盐 奏 化 ， 灌 水 定额 的 大 小 主要 决定 于 原 有 土 
壤 合 水 量 、 士 壤 蔷 水 力 ̀ 地 下 水 位 高 低 及 灌 浙 技 术 与 灌 浙 日 期 等 ,各 
地 试验 结果 一 般 灌 水 定额 每 雷 为 30 一 40 TEAK FE AT EK 
定额 反 需 25 一 30 立方 米 , 井 灌 地 区 灌水 定额 小 为 15 一 30 立方 米 ， 
而 灌水 次 数 则 较 多 ， 澡 水 的 目的 在 于 浸润 土 壤 〈 主 要 是 根系 分 布 
层 )， 因 此 涯 润 层 的 深浅 为 决定 灌水 定额 的 主要 依据 ,一 般 孕 董 期 
-前 需 涯 调 40 一 50 厘米 , REN ESE 50—00 BK, FEMS 

70—100 厘米 , ROSAS BS 50 一 60 BK, AHERN A 

WK EB 7B IR) HE IIS ES RR EP i i BRE 1.5—2 米 ， 

当地 下 水 位 的 深度 为 1 一 1.5 KW, RMBAKF 04—0.5 kK, 4 

二 下 水 位 为 1.5 一 2 Ket , 浸 洼 层 不 大 于 0.75 米 ,因此 当地 下 水 位 高 
时 ,灌水 定额 应 小 , 粘 重 土著 水 性 苦 ,灌水 定额 可 较 大 , 轻 盾 十 鞭 水 
性 小 ,灌水 定额 应 较 小 ,在 盐 礁 化 地 上 生长 期 汝 油层 应 不 超过 50 一 

60 厘 米 ,灌水 定额 尽 可 能 地 小 而 相应 地 增加 灌水 次 数 。 

根据 1958 TES KBB ER Se RK, TH) S| SE 

Gevateth , FEE Paki 1.5 米 的 轻 壤 十 地 区 , 每 次 灌水 定额 均 不 

宜 超过 30 WA KAA, TES 3 0—3597 OK, HE 25—30 立方 

AK PR IE AE PEA FE He Pict 8 一 9 米 的 轻 壤 土 上 试验 的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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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生 长 期 的 灌水 定额 ,一般 30 立方 米 左 右 。 PMR 

法 ,前 期 灌 24 小 时 ,浸润 深 60 一 80 厘米 ,中 期 灌 24 一 36 小 时 , 涯 

FAVE 100 一 120 厘米 ,后 期 灌 24 小 时 ,浸润 深 80 一 100 EK, LH 
据 江 西 省 农业 科学 研究 所 等 (1957) 在 红壤 上 试验 ， 开 花 知 狂 阶 段 

灌水 三 次 ,水 量 共 139 立方 米 , 土 壤 水 分 保持 在 70% 上 为 最 好 。 

棉花 生长 期 灌 浙 一 般 宜 采 用 沟 灌 法 , 写 的 特点 为 深 询 短 流 ;水 

分 逐渐 从 沟 内 渗透 到 士 壤 里 去 ， 可 上 比 漫灌 沽 少 水 流 和 士 副 的 接穗 

面 ,使 棉 株 近 傍 的 土壤 不 致 板 千 。 根 据 苏联 的 经 验 : 灌 水 沟 的 长 度 
一 般 为 50 一 200 米 , 土 壤 紧 密 和 坡度 大 的 灌水 沟 可 较 长 ,土壤 透水 
ASU RUIN, HRM, 灌水 沟 的 寅 深度 因 行 距 寅 窗 而 不 局 ， — 
WI) HL 25 一 30 厘米 , 沟 深 12 一 15 厘米 , 沟 中 水 深 一 般 为 不 超过 沟 

深 的 1/3—2/3, 当 坡 降 很 小 和 土壤 透水 性 很 大 时 ， 沟 中 水 深 宜 较 

大 。 水 流 天 小 决定 于 坡度 和 士 壤 渗透 性 ， 一 般 坡 度 很 大 和 土壤 渗 

透 性 很 小 时 ,流量 应 小 ,平坦 和 渗 活 性 较 大 时 ,流量 应 较 大 。 

1958 年 第 二 欢 人 至 国 棉花 试验 研究 会 议 根 据 在 轻 壤土 上 试验 精 
果 对 灌水 沟 的 规格 提出 以 下 的 参考 意见 :“ 沟 长 应 根据 水 源 远 近 ， 

地 下 水 位 高 低 ， 坡 度 大 小 决定 ， 一 般 可 采用 30 一 50 米 5 【 沟 深 在 

行距 60 厘米 左右 的 情况 下 ,可 采用 以 下 数值 : 昔 期 一 现 董 , 深 11 一 

15 厘米 (4 一 5 寸 )， 顶 寅 30 一 35 厘米 (1—1.2 R); FFHE—#RS LR - 

18—20 厘米 (6 一 7 寸 ) , TAR 40 厘米 (1.3 RD, ARIF PQ A) Seo 

车 合 进行 ,加 深 培 士 沟 , 朗 可 作为 灌水 沟 , 才 可 排水 ,灌水 时 沟 中 的 

AEE, 以 不 超过 沟 深 的 1/3—1/2 WH, 这 个 深度 可 保证 沟 顶 在 漠 

水 后 仍 保留 1 一 2 厘米 的 干 士 层 , 减少 蒸发 ， 相应 这 一 小 沟 的 沟 中 
流量 , 大 致 可 以 采用 下 烈 数值 : 绥 坡 地 段 CF 1/1,000), 流量 用 

0.2—0.3 升 / 秒 ; 中 坡地 段 (1/1;000 左右 ) ,流量 用 0.1 一 0.2 升 / 秒 ; 

较 大 坡度 (大 于 1/500) , 流量 用 0.1 升 / 秒 。 按照 以 上 要 求 进行 漠 

水 , 当 水 流 至 沟 长 的 415 左右 时 停 水 ,这 样 每 雷 的 灌水 量 ， 邹 基本 
上 符合 定额 的 要 求 ”。 

在 不 能 引水 或 车 水 而 施行 沟 灌 法 有 困难 时 , 可 采用 痪 灌 法 ,最 

好 千 合 施 追 肥水 粪 或 在 灌 新 水 内 酌 加 硫酸 贸 ) Ge EK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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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进行 增 士 ) 进 行 ,为 了 节省 水 量 , WD HRA, 可 采 插 穴 灌水 法 ， 
IAHR HEIR JOE AAA BELO Oe 
ARR Ah ABATE , KOKA EAS 

在 设备 可 能 的 条 件 下 , 进行 人 工 降雨 ， FUSER Te EH, 
灌 浙 水 的 消耗 量 可 沽 少 30 一 50 多 ,增加 空气 的 相对 湿 伐 ， 沽 少 燕 
ee BRAG MARE. 根据 苏联 的 经 验 , 人 工 降 十 机, 试 
用 的 有 好 几 种 ,一 种 为 局 形 喷 射 式 CT. T. II-30), 用 OT-54 型 

。 拖拉 机 牵引 ,射程 50 一 60 OK, 每 小 时 工作 15 TH; 另 一 种 为 悬臂 式 
大工 降雨 机 ( 苞 . DW. A-100), $42 120 米 , 每 小 时 工作 15 一 30 亩 ，. 

天 工 降雨 机 因 融 备 费用 多 ,成 本 大 ,生产 上 一 般 消 未 应 用 。 

有著 田 灌 水 ,特别 是 荤 期 及 花期 灌水 ,在 天 晴 时 最 好 在 清晨 及 夜 

上 晚 进行 ,其 次 上 午 也 可 以 ,切忌 在 烈日 之 下 进行 ,傍晚 黄昏 ,也 不 活 

宣 , 以 免 因 地 温 屋 降 , 引 起 董 印 腊 落 。 根 据 江西 农学 院 (1953) 的 观 

察 ; 棉花 在 灌水 后 48 小 时 内 增加 的 肌 落 百分率 ， 上午 五 时 灌水 的 
W 2.06 % ;于 午 10 时 灌水 的 为 7.56% ,下 午 2 HYEZKAIA 10.09%, 

下 秆 6 时 灌水 的 为 11.25% ,下 午 11 时 灌水 的 为 5.2 色 。 

第 十 一 节 ， 盖 ” 草 
盖 草 是 把 草 类 束 盖 于 棉 株 间 田 面 上 的 方法 , 盖 草 的 主要 功用 ， 

是 减少 土壤 水 分 的 蒸发 。 使 棉田 保水 良好 ， 在 伏天 雨水 不 足 的 区 

域 施行 盖 草 ， 对 棉花 开花 结 锥 其 为 有 利 。 另 一 方面 由 于 棉田 土壤 
蒸发 减少 后 ,下 层 盐 质 不 致 随 水 上 腊 ,在 土壤 含 盐 较 多 的 地 区 , 盖 草 

“后 大 天 地 沽 轻 了 盐 害 。 此 外 棉田 盖 草 还 有 以 下 几 个 功用 :(1) 棉 田 
盖 草 后 遇 雨 或 灌水 不 致 直接 灌注 地 面 ,可 以 减少 冲刷 欧 蔷 水 分 , 增 
加 主 壤 的 保 肥 力 , 同 时 地 面 也 不 致 板结 。(2) 盖 的 草 腐败 后 是 很 好 
的 肥料 ,不 断 地 供给 棉花 充足 的 养料 。(3) 棉 田 盖 草 后 可 以 调节 地 
温 , 日 间 因 为 阳光 不 直射 地 面 ,故土 温 比 不 盖 草 的 为 低 ,夜间 因 有 复 
次, 主 温 不 易 发 散 , 故 比 不 盖 草 为 高 ,这 样 尽 夜 土 温 相差 小 ,对 于 术 

FEAT EMR AY, DEANE EN HT ARS RUE, Ae 
DER, (4) 棉田 盖 草 可 抑止 杂 草 发 生 , 特别 是 棉花 交 枝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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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易 除 去 的 秋 草 ， 盖 草 后 可 以 完 公 不 生 。 根 据 试验 和 农民 多 年 实 
PERERA, REBT AY ARTE , da FBLA EAE & , HE AEVR SBD, SERS Bi Hi 
HH, ASS ACRES, AHEKE LE, PEF AR 
作 试 验 场 (1952) 合作 试验 , 也 证 明 棉 田 盖 草 功效 很 大 , BRA 
Hob A, OE (74), 

表 74 棉田 盖 草 和 不 盖 草 生育 的 差 旺 

(江西 省 彭 泽 棉 作 试验 场 黄 庭 理 等 ,江西 农学 院 施 珍 ,1952) 

处 理 培土 盖 草 | = | 培土 “| ee. 

人 数目 29.17 | 25.70 - 24.440 Te 
TK 1 op 136.63 120.37 114.29 100.00 

- 斤 / 325.00 308 .44 298.29. 267.34 
季 棉 产量 S/H l % 121.56 115.37 111.51 100.00 

ET MEK BE 34.60 33.70 35.40 

A (%) 39.40 38.60 38.10 

33.10 
37.60 

棉田 盖 草 的 时 期 , 因 盖 草 的 目的 而 有 不 同 ,以 伏天 抗旱 为 主要 
目的 的 ,一 般 在 最 后 一 次 中 耕 除草 完毕 后 盖 较 为 适宜 ;为 了 减 轻 盐 
客 而 施行 的 盖 草 ,一 般 在 棉花 种 子 播 下 后 盖 的 , 盐 重 的 地 方 可 在 冬 
SRM, 到 种 棉 时 把 草 移 开 , 种 后 再 盖 .上 ,也 可 冬季 先 盖 第 一 灵 , 到 
种 棉 时 再 盖 第 二 次 。 

棉田 盖 草 的 材料 ,以 具有 下 烈 条 件 最 为 理想 :第 一 、 和 柔软 疏 松 ， 
粗细 适中 ,没有 骨 梗 ， 这样 能 均匀 的 铺 在 田 面 保水 而 通气 ; BB 
湿 或 于 千 。 第 二 、 肥 效 价值 高 ,容易 腐败 ,但 也 不 太 快 ,这 样 复 盖 作 
用 大 ,同时 能 慢 慢 地 不 断 地 均匀 的 供应 养料 。 ARE GRR SE 
草 、 嫩 芦 草 、 获 白 草 等 ) HC 
ASF FEE) ROVE (AIG ERED) 都 适 于 做 盖 草 材料 , 凡 质 
桂 坚实 不 易 腐 败 的 草 类 ,最 好 要 预先 经过 杆 当 腐败 之 后 再 盖 用 ,但 
也 不 可 腐败 太 过 ， 以 更 减少 复 盖 作 用 ， 降 低 了 沽 少 土壤 蒸发 的 效 
驳 轩 7 

棉田 盖 草 的 数量 ,向 草 的 种 类 、 天 气 、 土 壤 及 棉 株 生 长 状况 而 
定 , 草 盾 柔 软 政 松 而 容易 腐败 的 可 盖 得 厚 些 , 草 质 坚硬 精 实 不 易 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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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要 盖 得 薄 些 , 天 气 抗旱 时 ,要 盖 得 厚 些 , ken BR 
些 ,土壤 保水 差 和 士 层 浅薄 或 含 趟 多 的 , 要 盖 得 厚 些 , 排水 差 或 夜 

” 潮 抽 ,可 盖 得 薄 些 , 棉 株 根 小 生长 差 ,抗旱 力 弱 的 ,要 盖 得 厚 些 。 一 ， 
般 久 把 棉 株 田 面 盖 满 厚 狗 一 寸 为 度 。 象 江西 彭 泽 盖 湖 草 每 雷 每 
盖 6 一 8 担 , 少 的 4 一 5 担 ,最 多 有 盖 10 担 的 。 在 浙江 沿 锤 棉 区 盖 
ARMA BHA 400—500 斤 。 又 盖 草 要 洗 意 ,把 草 平 铺 

在 棉 株 间 田 面 ， 铺 得 很 平 很 匀 很 满 。 不 要 太 厚 太 薄 或 有 空隙 的 地 
Ai, 在 天 气 很 旱 , 或 土壤 含 赴 多 时 ， 连 畦 沟 也 要 盖 , 惟 畦 沟 内 盖 的 
草 , 到 下 十 时 要 移 去 ,以 利 排水 。 

第 十 二 六 “病虫害 预防 
棉花 的 主要 病害 ,有 立 枯 病 、 炎 站 病 、 角 斑 病 、 和 红 腐 病 . 黑 划 病 、 

”和 炸 粉 病 \ 和 红叶 董 枯 病 、 枯 奢 病 、 黄 效 病 . 叶 斑 病 、 白 斑 病 、 输 纹 斑 病 、 

褐 斑 病 、 和 红叶 类 病 、 黄 叶 类 病 、 根 腐 病 、 荃 基 腐 病 等 。 主 要 害虫 有 地 
老虎 蜗牛、 棉 蚜 、 征 电 蛛 、 戎 马 、 宣 椿 象 . 叶 跳 虫 .大 撼 叶 虫 小 造 桥 
Hh, WISE HBSS Hh PRCA ALS HE Bh AS Bh oh A 
不 同 的 防治 方法 , ALB, AR REE Ke 
培 上 对 病 虫 咱 预防 应 注意 的 事项 ， 总 的 要 求 要 把 棉花 病虫害 消灭 
在 越冬 阶段 消灭 在 棉田 以 外 , 消灭 在 为 嘎 以 前 的 虫 态 , 分 述 要 点 
如 次 :. 

第 一 、 在 秋季 拔 棉 入 后 和 春季 播种 前 ,和 结合 积 肥 、 深 耕 、 彻 底 
清除 杂 草 和 清洁 棉田 、 消 灭 湾 藏 的 病菌 和 害虫 。 收 花 . 晒 花 、 崇 花 
AY, FEMS TAIRA AC Oh, 清明 前 后 把 棉 笛 上 枯 锥 和 收 花 
工具 处 理 完毕 ,仓库 进行 清扫 , 越 夏 棉 子 堆 在 发 蛾 期 前 进行 堆 面 喷 
Hi 666 和 烦 杀 红 欠 虫 。 对 棉 蚜 的 木 本 寄主 树 在 秋季 棉 蚜 产 卵 以 前 和 
ASN EMEA KIEL, GENES; ETE HU ATL RAS 
象 ， 在 春季 孵化 阶段 用 项 消灭 。 春 季 播种 前 后 用 糖 醋 液 诱杀 小 地 
老虎 等 峨 子 , 用 灯光 或 黑光 灯 诱 杀 各 种 成 虫 。 
第 二 、 棉 花 种 子 要 经 过 粒 选 、 晒 种 、 定 温 定 时 温 汤 浸种 或 项 剂 

拌 种 或 项 士 盖 种 ,以 消灭 病菌 预防 苗 期 病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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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 在 棉花 生长 过 程 中 ， 经 常 保持 棉田 的 田 面 及 四 过 环境 
清洁 ,彻底 消灭 杂 草 , 凡 间 苗 所 拔除 的 棉 苗 ,整枝 所 摘除 的 枝叶 ， 
以 及 落 董 \ 落 花 、 落 答 、 落 叶 凡 出 自 棉 株 的 一 切 株 体 , DR, 
出 田 外 ,烧毁 或 埋 掉 ,或 作 蚀 料 之 用 。 

多 第 四 \ 注意 做 好 整地 、 施 肥 \ 作 畦 播种 间苗、 中 赫 、 除草 、 ss 
士 \ 整 枝 、 灌 新 、 盖 草 等 一 系 烈 的 技术 工作 ,改变 适应 于 病 下 生活 的 
环境 ,恶化 病菌 和 害虫 的 发 育 条 件 , 同时 注意 培养 嘎 虫 的 天 敌 ， 
而 减轻 放 的 为 嘎 ， 例 如 当 排 水 良好 时 可 以 减轻 鞭 些 病 虫 咱 的 发 

第 五 、 注 意 栽 培 改善 棉 株 生 长 环境 ,使 棉 株 生长 正常 健壮 , 防 
止 徒 长 而 致 组 炽 软 弱 和 通风 透 光 不 好 ,也 可 沽 轻 病 虫 为 害 。 

第 大 、 注意 输 栽 , 选 择 棉花 病 虫 所 不 能 为 害 的 别 种 作物 ,例如 
水 稻 等 轮换 栽种 ,可 以 减轻 病 虫 的 为 害 。 

”第 七 、 注 意 在 生长 期 间 特 别 是 荤 期 和 锥 期 喷射 预防 性 的 各 种 
和 藉 剂 ,最 好 采用 混合 策 剂 尽 可 能 的 繁 治 各 种 病虫害 。 

第 十 三 节 收 花 留 种 

棉花 的 收获 期 , 因 气 候 、 品 种 ,培育 条 件 及 后 作 不 同 而 有 差别 ，， 
大 椭 自 8 月 至 11 月 , 9 月 至 10 月 为 吐 架 最 七 的 时 期 ,时 的 在 9 月 

EAE, IRA BY 12 月 还 在 收 花 , 在 初 吐 架 的 时 期 ,中 棉 6 天 一 
收 ,陆地 棉 10 天 一 收 , 到 吐 架 旺盛 的 时 候 , 中 棉 2、3. 天 收 花 一 次 ， 
HBA 5.6 天 收 一 次 , 收 花 时 要 注意 以 下 各 点 : 

第 一 、 注 意 干燥 : 要 晴天 朝露 干 后 采 收 ， 采 收 后 就 要 捧 开 了 晒 ， 
干 ,用 牙齿 咬 棉 籽 , 能 发 响声 ,表示 干燥 可 以 彤 藏 。 根据 苏联 的 和 经 
验 , 当 收 获 季节 允 雨 无 法 晒 棉 时 , VET SE POWERED, BERRY 
括 锅炉 、 电 动 风 局 、 烘 棉 台 三 个 部 分 ， 锅 炉 生 热 通过 电动 风 局 选 至 
烘 棉 台 ,同时 输 大 冷气 调节 温度 ,每 个 台 一 朋 夜 可 烘 棉 8 吨 。 

第 二 、 注 意 清洁 : 凡 受 病虫害 和 晚熟 的 玛 瓣 黄花 ， 要 分 别 采 
牧 , 勿 把 枯 枝 、 败 叶 、 杂 草 、 泥 土 之 类 夹 在 花 里 。 

B=. wRRAES, VASRABSACHHATHERK,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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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采 青 丛 , 勿 就 未 开 强 的 给 剑 出 棉 架 , 如 因 种 作物 , KERR 
或 旭 花 时 , 采 收 之 后 要 分 别 崇 藏 , 切 不 可 和 好 棉 竟 杂 , 以 免 影响 品 

OK, 如 能 让 青 欠 留 在 棉 种 上, 拔 程 后 捧 在 晒 场 上 晒 开 更 好 , 霜 后 叶 

扩 架 的 棉花 , 写 的 种 子 未 成 熟 , 不 宜 作为 种 用 。 
在 第 一 次 收 花 以 前 到 田间 巡视 〈 注 意 要 背 着 太阳 才能 看 得 清 

DS) REPEAT DEAL PRR, ALS ELD HAS HET, HF 
MEK MOMS, AE, AI SME RARER, AOR EIA 
上 作为 记号 ， 收 花 时 把 当选 的 优良 棉 株 中 间 部 位 的 果枝 上 靠近 主 
于 的 棉 答 另 收 男 赃 另 恺 , 轧 下 的 种 子 晒 干 后 留 做 下 年 的 种 子 。 
WARE FE a ED RET BEE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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