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5卷  第 4期

Vol135, No14
          

棉  花  科  学
 Cotton  Sciences

          
2013年 8月

Aug1, 2013

5棉花科学6 投稿邮箱: mhkx1979@ 1631com 或 jxmh@ chinajournal1net1cn

#试验研究#

江西丘陵无灌溉地棉花种植方式与密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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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提高丘陵无灌溉地植棉的产量和效益, 明确其在直播和营养钵育苗移栽两种方式下最佳

的播种期和密度, 特设置 7 个处理, 涉及直播和移栽两种方式、空白地和油后两种茬口以及

27000株/ hm2、42000株/ hm2和 57000株/ hm2 3个密度。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种植方式、密度和播

期对棉花农艺性状、成铃分布、产量以及纤维品质等方面均有影响; 适时安排提早播种与促早

发, 并增加密度, 有利于提高棉花单产。根据试验结果并结合生产实践认为: 丘陵无灌溉地直播

栽培 (中早熟棉花品种) 适宜密度为 42000~ 57000 株/ hm2; 营养钵育苗移栽适宜密度不低于

27000株/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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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长江流域丘陵坡地棉田约 200000 hm2, 且在扩大[ 1] ; 20世纪 90年代江西丘陵棉田面积大, 占全省棉田面

积的 60% [ 2] , 如今也在50%左右; 因此如何提高丘陵无灌溉地植棉的产量和效益, 挖掘无灌溉棉田的生产潜

力应列为研究重点。长江流域中游亚区年降水量 1200~ 1400 mm, 降水丰沛但分布不匀, 梅雨时间长、伏秋连

旱发生频率高, 干旱缺水是制约丘陵无灌溉棉田产量的因素之一; 丘陵土壤耕层浅, 有机质含量低, 保水保肥

能力差, 棉花易前期早发, 后期早衰; 因此, 要合理密植, 依靠群体夺高产[ 3]。作者于 2012 年采用直播与营

养钵育苗移栽两种方式, 通过不同播种期和不同密度的比较, 以研究出适合江西丘陵无灌溉地棉花栽培方式和

合理的种植密度, 为江西丘陵棉田创高产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1  试验材料

试验地设在江西省湖口县武山镇西桥村 14组, 该地属丘陵无灌溉地, 土壤为红壤或黄棕壤。供试品种为

赣棉杂1号, 由江西省棉花研究所提供。

1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7个处理: 处理 A和处理 B均为空白地直播 ( 4月 30日播种) 栽培, 密度分别为 27000、42000株/

hm
2
; 处理C、处理 D和处理 E均为油后直播 ( 5月 16日播种) 栽培, 密度分别为 27000、42000、57000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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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 处理 F为空白地营养钵育苗移栽 ( 4月 6日播种, 5月 6日移栽) , 密度 27000株/ hm2; 处理 G为油后营

养钵育苗移栽 ( 4月 20日播种, 5月 16日移栽) , 密度 27000株/ hm2。小区面积 30 m2, 随机区组排列, 3次重

复, 四周设保护行; 全生育期禁止补充外来水源, 其他田间管理措施同当地大田。

113  调查与统计方法:

11311  农艺性状  7、8、9各月的 15 日进行株高、始果枝节位、始果枝着生高度、果枝层数、蕾、花、小

铃、大铃、吐絮、烂铃、脱落、单株果节数调查。

11312  纤维品质测定  分上、中、下部每小区分别收取 20、40、40个吐絮铃混合测定单铃重、衣分和籽指,

其皮棉取样送农业部棉花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进行纤维品质检测, 以国际标准棉样 ( International Calibrat ion

Cotton) 校订的HVI900测定。

11313  统计方法  所有原始数据在 Excel中进行整理及分析, 用 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各处理区的试验结果进

行Duncan方差分析, 评价不同处理对棉花各性状的影响。

114  田间管理

全生育期施纯N: 26515 kg/ hm
2
, P2O5: 15115 kg/ hm

2
, K2O: 20110 kg/ hm

2
。全生育期实施一次化学调控。

115  天气特征
全生育期遭受到以下几种不利天气阶段的影响: 一是 5~ 6月多阴雨少日照; 二是7月初~ 8月上旬高温干

旱; 三是 8月 9~ 11日台风 /海葵0 过境; 四是 9月上旬多雷雨; 五是后期阶段性干旱和连阴雨气温偏低[ 4]。

2  结果与分析

211  种植方式对棉花农艺性状的影响

由表 1可知, 各种处理的株高表现为低密度高于高密度, 空白茬高于油后茬处理趋势, 以处理 G和处理A

较高, 处理 E最低; 始果枝节位低密度低于高密度处理, 移栽处理低于直播处理; 始果枝着生高度移栽方式

均低于直播方式, 有随着密度增加而升高的趋势; 果枝层数和单株果节数均表现为移栽方式多于直播方式、低

密度多于高密度, 密度越高果枝层数越少, 这与长江流域平原植棉区的表现一致
[ 5- 8]

。

 表 1 各处理的棉花农艺性状表

处理
株高

( cm)

始果枝节位

(节)

始果枝着生高度

( cm)

果枝层数

(层)

单株果节数

(个)

A 11716 81 1 3516 1517 551 8

B 10713 81 1 4011 1414 461 4

C 10912 81 2 3911 1412 551 6

D 10514 81 2 4319 1212 531 2

E 10213 81 3 4110 1113 381 3

F 11417 71 3 3114 1715 841 0

G 11912 71 4 3019 1614 631 6

212  种植方式对棉花成铃的影响

截止 9月15日, 各处理单株成铃数见表 2。从表2可以看出, 单株成铃数一是移栽处理多于直播处理, 其

中处理 F 最高, 与 5个直播处理有极显著差异, 与处理 G有显著差异, 处理 G与除处理 A外的其他 4个直播

处理有极显著差异; 二是低密度处理多于高密度处理, 低密度 ( 27000株/ hm2) 的 4个处理单株成铃数介于

2013~ 2818个, 而中、高密度 ( 42000、57000株/ hm2) 的单株成铃介于 1317~ 1917个; 三是空白茬直播和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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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均多于相应密度的油后茬处理。从 /三桃0 比例来看, 均表现为伏桃> 秋桃> 伏前桃, 空白茬高于油后茬

处理, 油后直播棉秋桃比例较大。

 表 2 各处理单株成铃数与 /三桃0 分布情况表

处理
单株成铃数

(个)

伏前桃 伏桃 秋桃

个/株 % 个/株 % 个/株 %

A 2210 bc BC 010 01 0 2115 9716 015 214

B 1917 c C 010 01 0 1715 8910 212 1110

C 2013 c C 010 01 0 1718 8717 215 1213

D 1910 c C 010 01 0 1515 8116 315 1814

E 1317 d D 010 01 0 1114 8312 213 1618

F 281 8 a A 111 31 8 2611 9017 116 514

G 2511 b AB 014 11 5 2213 8816 215 919

  注: 表中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 p= 0101、p= 0105水平下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 下同。

213  种植方式对棉花产量及产量性状的影响

各处理的棉花产量见表 3。从表 3可以看出, 籽棉产量以处理 B最高, 为 3818 kg/ hm2, 处理 D次之, 为

3810 kg/ hm
2
, 处理F、处理 E和处理 G产量稍低, 但方差分析差异不显著。处理 C产量最低, 为 2558 kg/ hm

2
,

极显著低于处理 B、处理 D、处理 F、处理 E。在播期上, 无论直播或移栽方式, 以播得越早产量越高, 这主

要是棉花的生殖器官可以连续发生, 不断地分化与生长[ 3] ; 实行早播早管促早发, 综合措施防早衰, 才有可能

充分利用棉花有效结铃期
[ 10]
。直播和移栽方式不同密度之间, 棉花产量随着密度的提高呈现先上升而后下降

的趋势, 这与江西省棉花研究所近几年有关密度研究的结果相符[ 5- 9]。

 表 3 各处理的产量和产量性状比较表

处理

产量 ( kg/ hm2)

籽棉

总量 霜前量
皮棉总量

霜前花率

( % )

单铃重

( g)

大样衣分

( % )

籽指

( g)

A 2811 bc AB 2381 c CD 1206 8417 4172 4219 ab AB 11127 ab AB

B 3818 a A 2933 ab AB 1649 7618 4161 4312 a A 101 88 b B

C 2558 c B 2034 d D 1074 7915 4167 4210 bc AB 111 56 a A

D 3810 a A 2721 b BC 1596 7114 4178 4119 bc AB 111 57 a A

E 3666 a A 2390 c CD 1577 6512 4168 4310 ab AB 10198 b AB

F 3732 a A 3138 a A 1550 8411 4180 411 5 c B 11148 a AB

G 3284 ab AB 2973 ab AB 1395 9015 4184 4215 abc AB 11100 b AB

  各处理单铃重介于4161~ 4184 g, 以处理G最大, 处理 F次之, 处理B最小, 移栽方式处理单铃重均高于

直播方式处理。

大样衣分以处理 B最高, 为 4312%, 处理 E 次之, 为 4310%, 处理A和处理G分别列第三和第四位,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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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处理 F最低, 与前四者差异显著, 与处理 B差异达到了极显著水平。直播方式处理的

平均衣分高于移栽方式处理的平均衣分。

百粒棉籽重 ( g) 称为籽指。各处理籽指介于 10188~ 11157 g 之间, 较高的是处理 D和处理 C, 分别是

11157 g和 11156 g, 其次是处理 F 和处理A, 四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籽指最轻的是处理 B, 为 10188 g, 与处理

D和处理 C的差异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种植方式之间和播种期之间的霜前花产量的差异很大, 霜前籽棉产量居于前三位的分别是处理F、G和 B,

极显著高于处理 E、A和C, 但前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处理D极显著低于处理 F, 显著高于处理E和处理 A,

极显著高于处理 C, 但与处理G和处理 B差异不显著; 产量最低的处理 C还显著低于处理E 和处理 A。

214  种植方式对棉花纤维品质的影响
经收取百铃花进行室内考种后, 取样送农业部棉花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作纤维品质 5指标检测, 数据列

于表 4。从检测结果来看, 直播方式处理的平均纤维品质略优于移栽方式处理平均纤维品质, 上半部平均长度

长015 mm, 整齐度高 011个百分点, 马克隆值低 011, 伸长率高 014个百分点, 断裂比强度高 013 cN/ tex。

 表 4 各处理纤维品质检测结果表 ( HVI900校准水平)

种植方式 处理
纤维长度

( mm)

整齐度

( % )
马克隆值

伸长率

( % )

断裂比强度

( cN / tex)

直播

A 2818 8415 516 51 3 3115

B 2816 8414 516 51 4 3015

C 2912 8512 517 51 1 3215

D 2918 8518 516 41 9 3215

E 2914 8517 517 41 9 3211

平均 2912 8511 516 51 1 3118

移栽

F 2814 8418 516 41 7 3116

G 2910 8511 517 41 6 3113

平均 2817 8510 517 41 7 3115

3  小结与讨论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可知: 不同种植方式、密度和播期对棉花农艺性状、成铃分布、产量以及纤维品质等方

面均有影响; 根据试验结果并结合生产实践认为: 丘陵无灌溉地直播栽培 (中早熟棉花品种) 适宜密度为

42000~ 57000株/ hm2; 营养钵育苗移栽适宜密度不低于 27000株/ hm2; 丘陵无灌溉棉田由于地势高, 排水好,

春季气温回升早, 适时安排提早播种, 促早发, 并增加密度, 有利于提高棉花单产。

提高丘陵无灌溉地棉花单产途径较多, 主要是增加种植密度、选择对路品种、增加防旱栽培措施、增施有

机肥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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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ing Mode and Density Study of Jiangxi

Hills Without Irrigation Cotton

Xia Shao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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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 Bixiang2, Gao Hongbing1, Wu Binsheng2

( 11 Cott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Jiangxi Province1, Jiujiang 332105, China; 21 Hukou County Agricultural Bureau of Jiangxi

Province1, Hukou 3325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yield and benefit of no irrigation hills cotton, clear the best sowing time and density of

growing seedlings transplant in nutrition pot and direct seeding, the paper set the 7 treatments, including direct seeding and

transplanting, blank soil and cotton after oil , 3 densities of 27thousands per hm2, 42 thousands per hm2 and 57thousands per

hm2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plant ing patterns, density and sowing date had influence on agronomic traits, cotton

boll distribut ion, yield and fiber quality and so on; early sowing, promoting early growing and increasing the density, can im2
prove cotton per unit area yield1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s and combining with production practice, hills without irrigat ion

direct seeding cult ivat ion ( early- maturing cotton varieties) suitable density ranged from 42thousands to 57thousands per hm
2
;

nutrition pot transplanting suitable density of not less than 27thousands per hm21
Keywords: Jiangxi; Hills; Irrigat ion; Cotton; Planting mode; Density; Sowing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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