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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措施分析

刘 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新疆 阿克苏 843000

摘� 要：在我国棉花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在农业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优质产量的

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收益的多少。本文就棉花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措施进行了分析。对于棉花的栽培来说，最

为重要的是要注意保持良好的土壤质量，加强田间管理，选择适合的品种，以及保持良好的气候生态环境。在病虫害方

面，需要加强预防意识，及时进行疫情监测和药物防治，规范使用农药，并采用生物技术手段进行预防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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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棉花的市场前景

1.1  市场前景分析
棉花是一种优质纺织原料，具有良好的弹性和透气

性能，其适用范围广泛，因此在纺织行业中有着非常重

要的地位。下面从需求、产量和国际市场等因素，对棉

花的市场前景进行分析。（1）需求上升：随着世界经济
和人口的发展，棉花对纺织品的需求将不断增长。棉花

是纺织制品的主要原料之一，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人

们对纺织品的需求将会持续增长，因此，棉花市场的需

求将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2）产量不断提高：棉花生
产国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扩大种植面积和提高棉花品质

等措施，棉花的产量也在逐年提高。世界棉花产量在过

去的十年中保持着增长的趋势。（3）国际市场广阔：随
着全球化和经济发展，国际市场对棉花的需求将不断增

加。棉花生产国将逐渐形成成熟的种植业和棉花交易体

系，并通过加强国际贸易合作形成稳定的市场和优质资

源。（4）可持续生产和环保意识的提升：随着全球环保
意识的提高，绿色棉花的销售也将逐渐增多。对棉花的

生产依靠大量的化肥、农药等劣质原料，这种传统生产

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对环保纺织品的要求。越来越

多的企业将致力于推广生产流程中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逐渐实施绿色生产[1]。

1.2  棉花生产形式
棉花是一种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农作物，主要用于

纺织品、医药、食品和化纤等行业。棉花的生产形式主

要有以下几种：（1）现代化种植方式：现代化种植方式
是采用现代农业技术进行种植的方式，通常采用新型的

种植模式以及种植技术进行，例如插秧机、翻耕机等机

械设备，以及高效耕作系统、精细化管理技术等。这种

种植方式不仅提高了棉花产量，而且显著降低了种植成

本和劳动力成本，被广泛应用于发达国家和地区。（2）

传统耕作方式：传统耕作方式是采用传统的手工工具和

方法进行种植的方式，既耗时费力，又反应出一种良好

的农业文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种传统种植方式仍

然占有较大比重。尽管传统种植方式内在的高度依赖劳

动力和依赖性不足，但其有利于当地农民就业和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3）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相结合的方式：
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一些传统种植方式与现代农业技术

相结合，在发挥当地人力优势的同时，也可以使用现代

农业技术和设备来提高棉花的产量和品质，同时优化棉

花生产流程，降低生产成本[2]。

1.3  棉花种植创新体系形成
棉花种植创新体系是指一种完整的包括技术、管

理、市场等一系列创新内容，并由多个创新要素协同作

用形成的棉花种植体系。这种体系通过各种创新手段来

提高种植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为棉花种植业的现代

化发展提供了保障。棉花种植创新体系形成的主要手段

有以下几个方面：（1）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棉花种植
创新的核心，其中包括良种选育、病虫草害综合防治、

高效节水等技术。通过新的技术应用和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棉花

种植业的盈利水平。（2）管理创新：农业生产中的管理
创新被视为是一种重要的创新方式。在棉花种植领域，

可以采用一系列先进的管理模式，如物联网技术、高效

节能灌溉、精细化管理和全过程精准农业等。（3）市场
创新：通过商业渠道的创新，可以打通棉花品种和产品

的流通渠道，提高销售效率和销售价值。同时，通过建

立棉花产业联盟，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推动棉花种植

的现代化发展[3]。（4）金融创新：通过金融手段，支持
种植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以保障种植业的稳定发

展。金融创新包括贷款、保险等方式，可以帮助农民和

种植企业应对不稳定的棉花产量和市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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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棉花栽培与病虫害防治的重要性

棉花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因其具有良好

的纺织、医药等使用特性，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种植和使

用。然而，棉花在栽培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病虫害威胁，

这些病虫害给棉花的生长和发展带来了质量和数量上的损

失，因此加强棉花栽培与病虫害防治显得尤为重要。

2.1  提高棉花产量
加强棉花栽培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可以帮助促进棉

花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充分发挥精细化、精准化的作业

手段，以提高棉花整体生长水平，并通过使用天然的

防止病虫害的方法，使得病虫害的危害被最大限度的降

低，从而提高棉花产量。

2.2  提高棉花品质
棉花的产量不仅取决于棉花的良种选育、肥水管理

和生长条件，而且还取决于棉花品质。棉花品质的提高

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建立完善的标准化生产流程，

加强技术培训和推广以及增强病虫害的科研力度，从而

提高棉花的质量和品质。

2.3  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是社会的共同责任，开展正确的棉花

栽培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可以减少化学物质在棉花生产

中的使用量，减少棉花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另外，

在病虫害综合防治中采用天然的防止病虫害方法，可以

更好地保护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4]。

2.4  促进农村发展
棉花栽培和病虫害防治是农业生产的关键环节，加强

棉花栽培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可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

高农业生产水平，并有利于农村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3 棉花栽培技术

3.1  种子的选取
棉花种子的选取对于棉花栽培的成功至关重要。选

择合适的种子可以提高棉花的产量和品质，并且降低病

虫害的发生率。以下是棉花种子的选取技巧：（1）选择
外观完好、无机械伤害、无腐烂和病害的种子来进行栽

培。种子的外观应该有光泽，大小和形状要一致，无损

伤和破裂。（2）选择罕见或者有价格的品种，因为这种
棉花种子具有生长快，耐热耐旱，抗病虫害等优点，有

助于获得更高的产量和价值。（3）选择通过政府认证的
正规棉花种子经销商购买。政府认证或者与相关机构签

订合作的种子经销商可以保证种子具有高质量，不含有

危害、杂种、变异等对种植有弊的因素。（4）选择先进
的优良品种，以获得更好的耐候性、高产性、优质性等

优点。例如，Bt棉和抗虫棉等，可以降低病虫害的发生

率，提高产量和品质。（5）了解不同品种的种植特点，
包括对本土环境适应性的要求、生长适应性和易感性、

耐旱耐寒性等。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气候特点合理选

择种子，可以提高棉花产量，有效降低生产成本[5]。

3.2  播种的技术
棉花的播种技术对于棉花的生长和发育非常关键。

以下是棉花播种技术的几个关键点：（1）播种时间：播
种时间是关键的决策之一。一般来说，播种时间应该是

在危险冷害以后，土地具备足够的水分和温度条件。在

大部分的地区播种时间通常在春季3月中旬到5月上旬。
（2）土地准备:棉花需要土壤深、肥沃、排水良好的土
地，土地应预先进行整地松耙，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和保

水性，最好在滚灌或者喷洒的水前进行整地，同时施加

有机肥料和复合肥料，以保证土地的肥力足够。（3）
播种方式：在新疆，棉花的种植模式一般采用精细化、

机械化、规模化种植模式，而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是3.6
米种植模式。此种植模式能够使棉花株之间距离相对较

远，有利于棉花之间充分发挥生长产能，同时也更有利

于采摘。种植密度控制在5000-6600株/公顷： 由于行距相
对较大，每公顷中的棉花株数相对较少，因此在进行此

种植模式时需要控制密度，以保证每个棉花株都能够得

到充分的土地资源和生长空间。（4）播种深度:播种深度
会直接影响到棉花的出苗率和生长。一般情况下，棉花

的播种深度约在土层厚度的1.5—2倍左右为宜。
3.3  后期管理工作
除了种子的选择和播种技术，科学的棉花栽培管理

措施也是影响棉花质量和产量的重要因素。以下是棉花

后期管理的关键内容：（1）土壤管理：棉花需要深厚、
肥沃、透气、排水良好的土壤。棉花在开始生长时需要

足够的养分来保证其正常的生长和发育。一般而言，可

以在播种前对土壤施入大量的有机肥料，以后定期的进

行施肥。此外，合理的浇水和深翻等管理手段有利于

解决有机物质分解不全和保持水分的问题。（2）病虫
害防治：棉花生长期间容易受到各种病虫害的影响。应

采用科学、合理的防治措施，如增加病虫害有害生物的

天敌，加强药物防治措施等，以防止病虫危害对棉花产

量、质量的影响。（3）除草管理：棉花生长期间需要进
行适量而及时的除草管理。包括手工除草、利用防除措

施去杂草等方式。应注意除草时间以及杂草防控技术，

不要采用有毒或者有害氯代草酸盐等化学防除措施。

（4）空间管理：棉花生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间伐和剪
枝，以保证良好的光照、空气流通和停止病害传播等问

题[1]。具体可以通过根据本地气候环境、品种生物特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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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适宜尺寸。（5）预防虫害发生：可以进行灌水，种
植合适的减少虫害的植物等方式预防虫害发生。

4 棉花主要病虫害以及防治措施

4.1  棉花枯萎病
4.1.1  主要症状
棉花枯萎病是一种由真菌引起的棉花病害，在潮湿

和温暖的环境下易发生，给棉花的生长发育带来很大的危

害。其主要症状包括以下几点：病害发展后，感染的棉花

植株逐渐变得虚弱无力，衰弱黄萎，严重感染的棉花植株

甚至会死亡。棉花枯萎病的病原菌通过根系进入棉花体

内，导致棉花植株的根部和根毛被侵蚀，失去吸收能力，

从而导致植株萎缩和死亡。始感染时，棉花植株的叶片颜

色出现浅绿和黄化的症状，随着病情进展而逐渐失去正

常的翠绿色泽，变得干枯脆弱。棉花枯萎病的发展速度较

快，病害一旦爆发，通常只需数天到数周即可使整个棉田

凋萎，对棉花产量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发生枯萎病的部

位上，菌丝呈淡白色，繁殖成孢子，这些孢子广泛存在于

作物间，易感作物进行菌丝扩散。

4.1.2  防治措施
针对棉花枯萎病，以下是几种常用的防治措施：

（1）种植抗病品种：选用抗病力强的棉花品种，能够减
少病害发生的风险。（2）采取合理的施肥措施：合理施
肥，可以增强棉花的抗病能力，从而避免病菌的生长和

繁殖。（3）加强土壤管理：保证棉花生长区域土壤质
量，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通风和疏导排水能力，

可以有助于减低枯萎病发生的风险。（4）物理防治：灌
溉时要注意间断，降低土壤表层的湿度，可以控制病菌

的繁殖。在整个生长过程中注意灌溉的同时松土，可增

加土壤氧气浓度，增加抗病能力。（5）通风防治：对棉
田通风进行控制，减少室内湿度，增加氧气含量，防止

病菌的生长和扩散。（6）病害防治药剂喷雾：在发病早
期，及时采用农药喷雾控制病害的传播和增长[2]。

4.2  棉花黄萎病
4.2.1  主要症状
棉花黄萎病是一种由真菌引起的病害，病原菌通过

根部进入棉花体内，造成植株萎黄、衰弱和死亡等症

状，给棉农的生产带来很大影响。其主要症状包括以下

几点：感染黄萎病的棉花植株的叶子逐渐变黄、变得瘦

弱无力、植株逐渐萎黄，严重感染的棉花植株甚至会死

亡。感染黄萎病后，棉花叶子和叶片会逐渐干枯，变得

脆弱并逐渐脱落。感染病菌后，棉花植株的外观逐渐变

得不协调，枝叶稀疏，缺乏光泽，严重的话甚至外观变

丑。在感染较早期时，会出现较小的叶片和发黑的根

部。黄萎病一旦发生，会对棉花生产造成很大弊病，降

低产量和质量。

4.2.2  防治措施
针对棉花黄萎病，以下是几种常用的防治措施：

（1）保持土壤通风排水良好：保证棉花生长地区的土
壤质量，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通风和疏导排水能

力，可以有效地减少黄萎病的风险。（2）控制土壤湿
度：避免过高的土壤湿度，特别是在灌溉时注意间断，

控制土壤湿度，以避免病菌的繁殖和传播。（3）增强养
分供应：合理施肥，增加土壤肥力，特别是增加钾、磷

的含量，以帮助棉花快速生长，并且增加其抗病能力。

（4）化学防治：在发病早期，及时采用有效的防治药剂
进行喷雾控制，并根据药剂说明书进行使用。注意防止

过量和频繁使用。（5）加强田间管理：增强对农田的管
理力度，及时清理棉花周围的杂草和枯叶，以减少棉花

黄萎病的病源[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棉花在种植阶段病虫害的防治比较关键

也非常重要，但是也不能忽视了前期的选种和播种技

术，要采取合理科学的方法，才能够提高棉花种植的产

量和质量，满足我国的消费需求，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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