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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兵团第三师棉花品质改良探究
刘素华　彭小峰　邵青龙　彭　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农业科学研究所，图木舒克 843900）

摘要：棉花是新疆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纺织业重要的原材料，纤维品质的好坏关系着产、供、需多方利益，并对维护新疆

社会稳定，大力推进新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着重大作用。然而这几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的棉花纤维长度与强力

达不到纺织工业的需求而被拒收，对生产造成不利影响。第三师农科所通过对第三师各植棉团场送检的棉样进行棉花品质的

检测分析，并与全疆对比，其品质最差。究其原因：（1）棉花没有选定品质高的优良主栽品种，大部分用种都是外部引进品种，

存在着多、乱、杂现象，在本地的适应性差、品种性状不稳定、栽培管理混乱、加工环节不配套；（2）本区受土壤贫瘠、多沙缺水、

自然条件恶化等多种不利因素和极端天气影响，致使棉铃生长受阻，导致所产棉花品质下降。要改变这一现状只有运用科技

创新手段调整思路，提高纤维品质性状，为棉花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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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棉花产业梯度的转移，种植业进行结

构调整，全国各地育种单位及棉花种业公司大批进

驻新疆，加快了本区棉花品种更换速度，造成本地品

种多、乱、杂，致使在栽培与管理上出现混乱，是导

致品质差的根本原因 [1-2]。近几年由于南疆气候突

变，出现异常，冰雹、雨水较往年偏多，病虫害发生严

重，特别是黄萎病发病率高，使棉花比较效益下降，

曾经一味只追求产量和衣分的时代终将过去。棉花

的纤维品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品种遗传特性，目

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种植的多个棉花品种平

均纤维长度一般在 27mm 左右，纤维强力差、马克隆

值大，达不到高品质棉的要求，而且品种的适应性和

稳产性更差，不能满足生产与市场对高品质棉的需 
求 [3]。要想改变棉花品质，首先要求棉花品种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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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质或高品质遗传背景，其次应做好“育、繁、推”

良繁体系与三圃田建设。然而，目前单一的产量育

种方法和单个的基因改良，只能解决个别性状的问

题，不能用来满足市场需要 [4]。为确保棉花比较效

益，育种目标确定为从产量育种到品质育种再到丰

产、优质、抗病育种，逐步提高，稳步增长，对棉花品

质下降原因与提质增效措施进行探讨。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皮棉品质现状
2014 年 10 月，第三师农科所对农业局送检的

各植棉团场 170 个样品进行了测试，其结果是：单

铃重 3.0~6.8g，平均 5.6g ；衣分 36.1%~47.5%，平均

41.7% ；棉纤维长度 26.6~30.4mm，平均 28.7mm ；马

克隆值未测。

2015 年 10 月，第三师农科所对农业局送检

的各植棉团场 82 个样品进行了测试，其结果是：

单铃重 4.9~6.7g，平均 5.9g ；衣分 39.4%~46.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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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42.9% ；棉纤维长度 23.9~30.1mm，平均 26.6mm， 
其 中 23.0~23.9mm 占 1.2%，24.0~24.9mm 占 7.3%，

25.0~25.9mm 占 22%，26.0~26.9mm 占 35.4%，

27.0~27.9mm 占 18.3%，28.0~28.9mm 占 12.2%，

29.0~29.9mm 占 2.4%，30.0~30.9mm 占 0%，≥ 31.0mm
占 1.2% ；马克隆值 4.6~5.8，平均 5.5，B2 级占 18.3%，

C2 级占 81.7% ；断裂比强度因条件限制未测定，但从

经验判断应在 23.0~27.0cN/tex 之间。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23 日，根据上海国际

棉花交易中心发布的第三师棉花品质数据结果：平

均长度值 28.6mm，平均断裂比强度值 26.2cN/tex，平
均长度整齐度值 82.6，马克隆值 A 级占 0.7%，B2 级

占 44.2%，C2 级占 55.1%。

2017 年度根据大渊博棉花交易中心网站资料

查询五十一团加工厂生产加工情况：全疆排名 629
名，已公检公重 23689.2t，最大颜色级：白棉 2 级

（52.79%），平均长度 27.92mm，平均马克隆值 5.0，平
均断裂比强度 25.81cN/tex。

根据上述 4 年数据看出，第三师的棉花品质绒

短、马克隆值大、强力低，处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劣质

棉水平，离纺织企业的需求相差甚远，产品皮棉在市

场上缺乏竞争力，库存不断加大，最终造成大量积

压，产能过剩。

2　棉花品质退化原因分析
2.1　引进品种多、乱、杂　2010 年前第三师各植棉

团场种植的棉花品种据统计有 10 多种，如中棉 35、
中棉 414、中棉 45、新陆早 31、新陆早 39、冀 668、中
杂 29、33B、99B 等。2010-2013 年种植棉花品种

依然有 10 多种，如中棉 414、中棉 415、中棉 419、新
陆中 40、新陆中 43、中棉 49、中棉 56、中棉 57、金字

棉 136 等。2013 年第三师自育的新陆中 61 通过审

定，全师大面积推广种植该品种，但也有部分农户自

己购买种植中棉 49、中棉 41、中棉 43、中棉 45、中棉

419、中棉 57、中棉 59、中棉 75 等品种。导致多年来

第三师棉花品种都存在多、乱、杂现象，形成了“花

花田”，既影响了棉花生长，又给棉花管理造成困难，

栽培技术无法统一。个别企业包装袋内外品种不

匹配，农户购买品种只看袋子不看种子，造成变异分

离，使得品种退化、纤维品质降低。

2.2　棉花生物学混杂　由于棉花种子繁育不能按

良种繁育规程操作，制种田未设隔离区或隔离区达

不到要求，周围品种繁多，与不同的品种进行天然

杂交，棉花异交率为 3％ ~10％，使得田间有多种株

型与铃型，而且盲蝽与蚜虫对品种田为害较严重，

产量、铃重与纤维品质随种植面积及种植年限的增

加而不断退化，纤维品质不稳定，严重降低了棉花 
品质。

2.3　棉花机械混杂　棉花在繁种过程中，由于播

种、收获、贮存、晾晒、种子加工、脱绒、包衣、包装等，

造成不同程度的混杂，使品种退化、品质降低，同时

第三师随着机采面积不断增加，加工技术与机采程

度衔接不好，加工与收购程序增多，都对纤维品质有

一定影响。

2.4　化学制剂的影响　通过第三师农科所 2013 年

“棉花免（化学）打顶栽培技术研究”项目发现：化学

药剂处理过的棉花纤维长度变短，平均 26.7mm，不

孕籽率增多，单铃重变轻；人工打顶棉花纤维长度平

均是 27.8mm ；两者棉花纤维长度相差 1.1mm，衣分

无明显差异。棉花品质的退化也与使用化学制剂分

不开，如随着机采棉的面积逐年扩大，各类脱叶剂加

乙烯利的应用促使了棉花提早成熟，但同时也影响

到了棉花的纤维品质，据研究，经过脱叶剂处理的棉

花纤维长度平均为 26.2mm，与对照相差 2.1mm，差

异比较大。

2.5　不良天气影响　棉花是喜温作物，开花结铃

与棉铃发育需要的最适温度为 25~30℃，花铃期

温度过低与过高均不利于成铃及棉铃发育。日

平均温度高于 30℃时棉花蕾铃脱落率增加；高于

32℃时，脱落率剧烈增加。据山东省农科院研究，

气温在 32℃以上，每提高 1℃，蕾铃脱落率递增

0.66%~2.2%。高温，特别是 35℃以上的高温，不仅

降低当日花粉的生活力，影响受精成铃，增加脱落，

而且还影响正在发育的幼铃，致使铃重降低、瘪粒

增加、单铃纤维重下降。据多年气候分析来看，第

三师 4 月 26 日日平均温度通过 19℃，有利于花蕾

发育，总体气温都能符合棉花生长发育，只有极个

别年份例外，如 2006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5 日连续

日最高温全超过 35℃以上，且持续高温 15d 之久；

2015 年 7 月 12-28 日连续日最高温全超过 35℃，

且持续高温 17d 之久；加之旱灾，造成棉花中上部空

3~6 台果枝，基本无晚伏桃和秋桃，严重影响棉花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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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纤维发育的影响也很明显。纤维伸长

与次生壁增厚的最高温度为 35℃时，纤维素积累受

影响。单纤维强力及其决定因子（即单位纤维干重、

纤维素含量、胞壁厚度、成熟度等）受高温影响，表

现绒长变短、马克隆值变大、强力也有所下降。品质

下降 1~2 个等级。

2.6　对财政科技投入不足　虽然第三师的财政科技

支出在不断的增长，但是与财政总支出的规模相比

仍然不足，财政科技支出占第三师财政总支出的比

重不高，且增长缓慢，财政科技支出占 GDP 的比例偏

低。在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以下简称 R&D
经费）方面，第三师的 R&D 经费支出偏少，如 2016
年 R&D 经费支出为 110 万元，第三师 GDP 为 85 亿

元，R&D 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0.01%，而我国为

2.11%，远远低于同时期全国支出。因此，需要进一

步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使第三师财政科技支出

占第三师财政总支出及 GDP 的比值逐步得到提升。

3　提高棉花品质对策
3.1　引进棉花种质资源，创新种质资源工作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在棉花种质收集和创新过程

中，应利用一切机会和各种渠道广泛收集国内外的

各类种质（包括野生棉类型），并进行鉴定筛选。目

前第三师农科所已存 3000 多份种质资源，拥有棉花

品种资源挂藏室 90m2、挂藏架 44 架、考种室、种植

圃等，丰富了棉花种质基因库，为棉花育种储备了较

多遗传多样性丰富的材料 [5]，改变了常规育种方法，

使用远缘杂交突破创造变异。近年利用多种途径进

行种质创新，以库存和新引进种质材料为基础，育成

了 10 个有特色的常规陆地棉品系及 2 个海岛棉品

系，并发现具有优异性状或特异性状的低代材料。

3.2　改进棉花育种方法　棉花育种研究实践表明，

一个优异的种质对提高棉花育种水平具有重要作

用，如美国的 PD 种质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棉花育

种作出了重要贡献 [6]。因此，第三师农科所调整研

究思路，以收集为基础，结合当前生产，以创新为重

点，采用新的育种方法，利用动态多亲本混合授粉，

构建杂种群体和选种群体，形成动态的、复杂的杂种

种质库和具有丰富遗传背景的选种库，在选种库创

造变异，对选种群体进行加代、选择、比较鉴定，通过

连续多年定向组合南繁北育。

3.3　棉花品种提纯复壮　因棉花是常异交作物，优

良品种的遗传基础不纯容易造成串花杂交，发生变

异，导致后代株型各异、测试单株衣分相差较大、分

离现象明显。所以在良种扩繁过程中，做好棉花去

杂、去劣工作，加速良种繁育，使棉花品种得以发挥

出优良品种特性。

3.4　加强棉花生产管理　因常年使用化肥易造成

土壤板结，故提倡多施农家肥；推广农业科技成果，

实行规模化种植；抓好农田基本建设，提高生产管理

水平；运用膜下滴灌等节水节肥种植模式，积极推广

新技术；加强病虫害和天气的预测预报等工作。

3.5　加大科技投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农业

大面积生产仍表现出产量不确定性，是低端产业；而

师级农业科研单位科研的公益性，又要求在政策上、

财政上予以大力支持。因此，应逐年加大财政投入

力度，大幅度增加师级农业科研单位人均事业经费

的投入，避免无序或盲目的竞争，减少过度市场化竞

争性专项科技经费在财政投入中的比例。可通过政

策规范各师投资农业科研的比重、方式、范围等，广

开门路，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多渠道的融资

体系，保障师级农业科研单位的公益性、非营利性。

棉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的主要经济

作物，棉花纤维品质的好坏与棉花产量的高低，直接

关乎棉花种植户的切身利益，影响着当地经济发展

与社会稳定。棉花纤维品质的好坏易受品种遗传特

性、环境条件与栽培技术、农艺措施的影响，因此要

加强育种工作，进行良种繁育；加强栽培管理，从种

到收严格要求；通过相关政策给予扶持来改善第三

师棉花品质，保障棉花增产、棉农增收，确保南疆第

三师棉花产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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