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学院学报

试谈渭南县历年棉花平均亩产与气候的关系
·

以及高产稳产的基本栽培措施

程 乾 生

( 西北农学院农学系 )

一
、

引 言

渭南县是陕西省的重点产棉县之一
,

在关中优良棉区 1 61 个公社中
,

渭南县占1 6个
,

约占十分之一
。

1 9 8 1年植棉面积 35
.

5万亩
。

从 1 9 5 9年到1 9 8 0年的22 年中
,

全县平均亩产皮棉最低的是 1 9 6 1年
, 2 6

.

9斤
,

最高的

是 1 9 7 3年
,

‘

84
.

了斤
,

22 年总平均为 4 9
.

3斤
。

1 9 7 3年以后
,

平均亩产没下过 45 斤
,

到1 9 8 。

年 8 年间
,

平均亩产5 9
.

1斤
。

与全省的平均亩产水平相比
,

73 年以前基本上围绕看全省

的水平
,

相差很少 ; 73 年以后
,

比全省水平略高 (表 1
、

图 1 )
。

表 l 渭南县历年棉花平均亩产皮棉 (斤 ) 与陕西省平均亩产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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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气象资料摘抄 自渭南地区气象局
,

县 历年平均亩产资料由渭南县棉办牛枝生 同志提供
,

参加资料整理 工作

的还有赵都利
、

刘宏印
、

陈菊鸯
、

李庆林等同志
,

这里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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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9 6 5 ~ 1 9 7 9年渭南县平均亩产与陕西省平均亩产的比较

20 多年来
,

棉花生产的条件有很大的发展变化
,

例如从水
、

肥
、

品种等重要条件看
,

解放初渭南县只有 1 万多亩水地
,

五十年代末发展到 3 万多亩
,

六十年代中期东方红电

力抽水站初步建成
,

水地发展到 20 一 30 万亩
。

七十年代末全县的水地面积扩大到近百万

亩
。

从化肥的增长来看
,

五十年代每亩棉花平均施用化肥约几斤
,

发展到现在
,

每亩棉

田一般施用化肥量在百斤左右
。

从五十年代到现在
,

植保药械等技术条件也有显著的提

高
。

从新品种的更换来看
, 从径斯棉

、

51 7 发 展到鄂光棉
、

新岱棉 , 又发展到现在的岱

字 16 号等
。

20 多年来
,

生产条件有巨大的发展
,

然而
,

棉花平均亩产水平并没有显著而

稳定的提高
。

若与小麦等粮食作物相比
,

棉花就显得更逊色
。

20 多年来
,

棉花平均亩产水平波动大
,

提高不显著
,

为什么 ? 我认为原因不外乎两

方面
:

一是人为的影响
,

包括有关棉花生产的经济政 策
,

科学技术的推广状况以及棉花

生产的组织领导等
,

人为的影响这里不作讨论
。

一是自然因素的影响
,
自然因素中

,

主

要是气候条件
。

目前
,

人们基本上不能控制大气候的变化争 而棉花又是对水
、

光
、

温度

等条件敏感作物
,

所以气候条件常对棉花的丰歉起着重要作用
。

气候对棉花丰歉影响的典型年份
,

莫过于 1 9 8 1年和 1 9 7 3年
。

1 9 8 1年棉花生育前期
、

中期
,

气候基本上正常
,

稍偏干旱
,

如果无灾害性气候
,

再

加上人的努力
,

棉花丰收大有希望
。

南七公社屈驾大队 14 3 0亩棉花
, 7 月 15 日调查

,

在

实测平均每亩株数5 2 0 6株的全苗密植情况下
,

一
、

二类田单株平均伏前桃 2
.

3一 2 ‘
5个

,

三类田也有1
.

1个
,

是历史上少见的
。

截止 8 月中旬
,

估计平均亩产在 1 40 斤 以上
。

经过 8

月 9 日到 9 月 6 日2 9天的数十年不遇的中
、

大雨早秋霖 (渭南气象台记录
, 8 月 9 日到

9 月 6 日共降雨 3 4 8 毫米
,

渭河以北南七公社气象哨记录
, 8 月 9 日到 9 月 7 日共降雨

4 2 1
.

7毫米 )
,

造成特大灾 害
,

按子棉产量论
,

约减产40 %
。

平均单株烂桃2
.

5一 3
.

0个
,

约计损失产量 20 %
。

由于灌花落铃比往年增加
,

约计损失产量10 %
,

由于铃重比往年减

轻 约0
.

5克
,

约计损失产量 10 %
。

按皮棉产量计
,

损失更大
,

估计在50 ~ 60 %
。

实产 6 4
.

2

斤
。

全县 8 月下旬估计平均亩产 80 斤
,

但是
,

实际产量只有 33 斤
,

比 22 年的平均亩产

4 9
.

3斤低 1 6
.

3斤
,

位次落到倒数第五位
。

1 9 7 3年的大丰收在植棉史上是很突出的典型
,

除了人的努力
,

气候的确帮 了 大 忙

(后边有具
L

体分析 )
。

气候对棉花产量的影响是客观存在
,
第一要承认它

,

正视它
,

第二要研究它
,
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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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其规律
,

以便趋利避害
,

扬长避短
,

运用科学技术
,

改善棉田小气候
,

向高产
、

稳

产迈进
。

二
、

产量与气候的关系

棉花是喜温
、

喜光作物
,

关中主要产棉县的大于和等于10
.

0℃气温的年积温量多在

3 9 0 0℃ ~ 4 3 0 0℃之间
,

无霜期在 2 0 0天以上
, 3 ~ 1 1月日照时数 1右0 0小时

,

年雨量5 0 0一 6 7 0

毫米
,

而渭南县的平均年积温量在4 400 ℃以上
,

无霜期多在 2 10 天以上
,

4 一10 月日照

时数 1 4 9 2小时 ( 22 年的平均 )
,

3 月 ~ n 月当在 1 600 小时以上
,

年雨量多在50 。~ 6 00 毫

米之间
,

空气湿度与风速也比较适宜
,

所以渭南从温
、

光等气候条件讲在主要产棉县中

是比较优越的
。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

栽培中熟陆地棉是适宜的
,

大面积平均亩产稳定

在百斤左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 一 ) 气候因素的变异系数及其与棉花产量的相关程度

既然气候条件适宜
,

为什么棉花产量低而不稳 ? 适宜是从气候因素的年平均指标而

言
,

实际上
,

在棉花生育期间
,
气候因素的分布不匀

,

变化无常
,

使咨年的棉花平均亩

产量出现很大的波动
。

为了把它们的变异程度数量化
,

并且有可七川隆
,

在下表 (表 2 )

中
,

分别计算出它们各自的变异系数
。

比较起来
,

平均亩产的变异性最大
,

v = 66
.

7 % 多

其次是降雨量
, v 二召2

。

5% , 再次为降 雨 次 数
, v = 21

.

。% ,
妒西是 日 照 时 数

,

v 二 9
.

6 % , 第五是平均相对湿度
, v = 4

.

仔% , 最小的是气温
,

丫撼要涛%
。

在有灌溉条件的棉区
,

降雨这个因素变异性大
,

对棉花丰产栽培常带来严重的影响
。

往往在大力抗旱
,

饱灌蓄墒之后
,

紧接着就是大雨
、

中雨
、

连阴南
,

这在栽培实践中常

有发生
。

但这只是个别时间
、

个别地方的偶然事件
。

现在把 22 年的产量作为一组变数
,

分别与22 年 4 一 10 月的平均气温
、

平均相对湿度
、

降雨次数
、

降雨蟹和日照时数计算出

相关系数
,

它们分别是 + 0
.

0 44 。
, 一 0

.

0 4 5 5 , + 0
.

0 7 0 4 , 一 0
.

2仑湘、
‘

+ 0
.

2 0 5 0 (表 3 )
。

虽然相关的程度都不太密切
,

但也能看出来一些倾向性的关索
:

1“与平均气温为很 微

弱的正相关
,

说明平均气温高对增产有利
, 2

.

与平均相对湿度为很微弱的负 相 关
,

说

明平均相对湿度大了对增产不利
; 3

.

与降雨量为弱的负相关
,

说明降雨量多了对 增 产

不利
; 4

.

与降雨次数为很弱的正相关
,

说明降雨次数多一些对棉产有利
; 5

,

与白照时

数为弱的正相关
,

说 明日照时数多了增产有利
。

这五对相关关索的紧密程度比较一下
,

表 2 产量和气候因素的变异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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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

5
.

两项相关系数绝对值比 1
.

2
.

4
.

显著地大
,

说明降雨量与日照时数对棉花亩产有比较

显著地影响
,

降雨量的影响是负作用
,

日照时数的影响是正作用
。

事实上
,

通常情况下
,

阴雨多
,

必然 日照时数少
,

反之亦然
,

二者是负相关
。

(二 ) 棉花各生
一

育阶段气候因素的分析

从 4 一 10 月份的平均数值仍不能明确地说明气候与棉花产量的关系
,

还必须分析你

花各生育阶段的气候 因素
。

1 9 7 3年是一个大丰收年景
,

这年 4 ~ 10 月温
、

光
、

水等气候因素的变化特点如下
。

1
.

播种出苗阶段
:

73 年 4 月上旬降雨3 8
。

7毫米
,

相当每亩灌 26 公方水
,

不但解决了播

种 口墒问题
,

而且有利于苗期正常发育
。

4 月下旬又降1 5
.

9毫米雨
,

所 以播种
、

发芽
、

出土的水分条件是优越的
。

从气温条件看
, 4 月上

,

中
、

下旬气温分别为1 3
.

9 ℃
、

1 3
.

1 ℃
·

和 19
.

9 ℃
,

对棉籽发育出土是很有利的
。

2
.

苗期
、

蕾期
:

在整个苗期
、

蕾 期
,

·

气 温 较

高而稳定
,

日照时数比历年多
,

对棉苗稳长早发很有利
。

3
.

花铃期 : 7
、

8 两 月
,

几乎

各旬都有降雨
,

每次约30 毫米左右 (共相当亩灌水98 公方 )
。

由于很少有连阴雨
,

所以

日照条件也很好
, 7

、

8 月日照时数共达57 6小时
,

比历年平均4 96 多 80 小时
。

从平均气温

看
,

温度高而不暴
, 比较平稳

,

比历年略低八出现
‘

日最高温度超 35 军的天数少
,

这对棉

花生长发育
、

授粉
、
受精

、 l
成桃是有%lJ 的

。

叽 吐絮熟
; 讯 10 两且

,
气温下降比较稳

,

其曲线基木与历年曲线熏合
。

既有适量的降雨
,

也有较多的 日照
,
争月

,

共有 日照时数 1叨
,

比历年平均 1 70 多2 0小时
。

1。月上旬阴雨较多
,

日照时数很少
,

只有3
.

8小时
,

中
、

下旬

又转为正常
,

整个吐絮期仍属 良好
。

因此
,

可以说 19 73 年 4 ~ 1 0月的气候因素的动态指

标
,

是棉花丰收年的气候模式
。

.

1 9 81 年 4 一 1 0月的气候条件
,

对灌区棉花来讲
, 4 到 6 月的温度

、

日照
、

降雨等条

件是很优越的
,

比 1 9 7 3年还要好
一

(表 4
、

图 2
、

3 、 4 )
。

7 月上旬到 7 月中旬的盛蕾

阶段
,

雨量偏多
,

比历年平均 56
.

1毫米多 50 毫米
,

日照比历年平均 1 5 0 小时少 55 小时
,

温度比历年平均 2 6
.

9℃ 低 1
.

8℃
,

主要是雨多 日照少
,

部分水
、

肥条件好的棉 田出现疯

长现象
,

不如1 9 7 3年气侯好
。

但是
, 7 月下旬到 8 月上旬

,

棉花花铃前期遭到伏旱
、

高

温
,

·

水源不足地区
,

棉花受旱灭
,

蕾铃脱落严重
,

但仍构不成大灾
, 8 月中旬到 9 月上

旬
,

棉花花铃后期
,

受到特大雨涝灾害
,

这一时期比历年 降 雨 9 7
.

1 毫米多 2 3 9
.

3毫米
,

日照时数比历年平约犯2小时少 14 7 小时
,

温度也偏低 2
.

6 ℃
,

是罕见的特大涝灾
。

9 月

中句到 1 0下旬的吐絮期属平年气候 (表 4 )
,

但是排水不 良的灌溉棉区
,

有的棉田明水

存渍 1 月多
,

长期无法进地采拾
。

(三 ) 棉花生育期间气候因素变异性的分析

在水
、

光
、

温三个气候因素中
,

降雨这个因素变异性最大
,

历年平均 4 一10 月降雨

量的变异系数为3 6
.

8 %
, 1 9 7 3年为 79

.

0 %
, 1 0 8 1 年高达 1 4 9

.

4 %
,

变异非常巨烈
。

日照

的变异系数也较大
,

历年平均 4 一功月 日照时数的变异系效为 1 8
.

。%
,

1 9了3年为 3 3
.

1 ;百
,

1 9 8 1年为妇
.

1 %
。

4 一 10 月的气
.

三
,

历年的与 1 9 7 3
、

1 9 8 1年相比较
,

变化不六
,

变异系

数都在 2 5
.

8一2 6
.

7之间 (图 2
、

3
、

连表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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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渭南县 19 5 9一 1 9 8。年棉花生长期间 ( 4 一 10 月 ) 主妄气象因素

平均值或总值的变化及其与产量变化的相关系数

l日|一|l年 份

平均亩产皮锦

(斤 ) {位 次

平均气温
( ℃ )

平均相对
湿度 (% )

降雨次数
降 雨 量
( 毫米 )

日照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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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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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J.土厅了

月任
.

月性八勺

⋯
一匕n6
�.1六匕八匕叮才

八匕no斤了

.

⋯
511OO
J任not了一了行了

7 0
。

7

1土QU4
月任

.0

:
月任11八UCO内了一丫内了一丫

厅了QU内OJ,I咬叮‘1tlCJI
人

..

⋯⋯
口

110曰1上9臼�了
月

及�八Un乙60片了户n行厅‘‘一了叮‘严了斤z叮‘

八卜n汁

1 9 5 9

1 9 6 0

1 9 6 1

1 9 6 2

1 9 6 3

1 9 6 4

1 9 6 5

1 9 6 6

1 9 6 7

1 9 6 8

19 6 9

19 7 0

1分7 1

1 97 2

1 9 7 3

19 7 4

1 9 7 5

1 3 7 6

1 9 7 7

1 9了8

1 9 7 9

1 9 8 0

平 均

4 8
。

2

3 5
。

3

2 6
。

9

6 4
。

了

2 8
。

3

3 2
。

5

6 1
。

0

5 5
。

7

4 匀
。

6

3 1
。

4

4 7
。

3

4 3
。

5

6 1
。

7

3 5
。

3

8 4
。

7

G O
。

1

5 弓
。

3

4 5
。

了

J 3
。

3

5 4
。

1

5 1
。

9

6 0
.

9

4 9
。

3

1 3

1 8

2 2

2

2 1

1 9

1 1

8

1 2

2 0

1 4

1 6

3

17

1

5

7

1 5

2 1
。

4

2 0
。

7

2 1
。

3

2 1
。

3

2 0
。

6

2 0
。

4

2 0
。

2

2 1
。

1

2 1
。

2

2 0
。

了

2 1
.

6

2 2
。

1

2 0
。

9

2 0
。

9

2 1
。

1

2 0
。

7

2 0
.

7

2 0
.

0

2 1
。

4

2 1
。

2

2 0
。

5

2 0
。

1

2 0
.

9

7 6
.

3

7 2
。

O

3 5 3
。

3

5 6 2
.

1

6 0 4
。

4

4 4 2
。

O

4 7 5
。

8

7 7 3
。

6

3 8 0
。

8

4 3 1
。

9

4 0 4
。

6

5 1 8
。

8

3 4 1
。

0

4 9 0
。

6

4 6 6
。

5

3 6 8
。

1

4 4 3
。

9

5 7 0
。

4

6 04
。

1

4 7 5
。

3

3 4 7
。

7

4 5 0
。

0

3 5 7
。

0

5 3 5
。

8

4 7 2
。

7

1 6 6 7

1 3 3 3

12 8 1

14 7 1

14 1 7

1 2 3 1

1 6 0 7

1 5 8 2

1 5 0 2

1 5 1 7

1 6 2 1

1 5 4 3

1 4 9 5

1 6 4 4

1 5 0 5

/

1 2 1 6

1 5 6 7

17 0 6

1 6 1 3

15 3 3

12 6 8

1 4 9 2

104/

才目 关 系 数 + 0
.

0 4 4 9 {一 0
.

0 4 8 8 + 0
.

0 7 0 4
一 0

·

二9 9 2

} + 0
_

2 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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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渭南县 1 9 8 1年棉花生育各阶段主要气象因素与 1 9 7 3年和历年平均的比较

生 育 阶 段 年 份 平均气温(℃ ) 日照时数 雨量毫米

O甘内Ot了叮J00O以n甘n甘n
�

O12+2+

4 月上旬到 6 月下旬

播种
、

幼苗
、

初蕾阶段

0口,乃口了,土00�O八O八U一b
1.

2212一

7 月上旬到 7 月

中旬 盛 蕾 阶 段

历 年 平 均

1 9 7 3

与平均之差

1 9 8 1

与平均之差

历 年 平 均

1 9 7 3

与平均之差

1 9 8 1

与平均之差

历 年 平 均

1 9 73

与平均之差

1 9 8 1

与平均之差

历 年 平 均

1 9 7 3

与平均之差

1 9 8 1

与平均之差

历 年 平 均

1 9 7 3

与平均之差

1 9 8 1

与平均之差

6 5 2

6 8 4

+ 3 2

7 2 4

+ 7 2

15 7
。

2

1 3 6
。

8

一 2 0
。

4

7 7
。

5

一 7 9
。

7

1 5 0

2 0 1

+ 5 1

9 5

一 5 5

5 6
.

1

3 6
。

1

一 2 0
。

0

1 0 6
.

1

+ 5 0
。

O

2 7
.

7

7 月下旬到 8 月

上旬 花 铃 前 期

2 7
。

7

2 8
。

6

+ 0
。

9

1 8 2

1 9 1

+ 9

2 0 6

+ 2 4

4 4
。

9

3 4
。

0

一 1 0
。

9

7 2
。

1

+ 2 7
。

2

8 月中旬到 9 月

上旬 花 铃 后 期

2 2 2

2 4 2

+ 2 0

7 5

一 1 4 7

9 7
。

1

1 0 5
。

3

+ 8
。

2

3 3 6
。

4

+ 2 3 9
。

3

八甘.勺二口J任内bJ峡才任n甘, .上,曰22+21

00丹j10八UO一一�尸勺nl勺
八U2x1 1一

9 月 中旬 到 10

月下 旬 吐 絮 期

2 7 8

2 5 5

一 2 3

2 4 9

一 2 9

1 2 0
。

5

1 3 1
。

8

+ 1 1
.

3

5 2
.

7

一 6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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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9 8 1年 4 月上旬到10 月下旬气温
、

雨量
、

日照

的变异系数与历年
、

73 年之比较

5 9 ~ 8 0年2 2年平均 1 9 7 3年 1 9 8 1年

气(
月 旬

温}雨 量旧 照}气 温 }雨 量旧 照 温}雨 量旧 照
℃ ) (毫米 )】(小时 ) ℃ ) }(毫米 )!(小时 ) ℃ ) {(毫米 )】(小时 )

气(

月任八h

⋯
叮‘移自O山八01勺n甘

,土

1几工bt了

⋯
乃自尸勺�口11,19自O口,玉Otl

⋯
qUnOG甘1上1上. .一1 2

。

1

1 4
。

5

1 6
。

5

1 1
。

2

1 2
。

8

2 4
。

4

6 2
。

9

5 9
。

4

6 0
.

1

3 8
。

7

6
。

1

1 5
。

9

5 7
。

3

7 2
。

1

6 2
.

0

8
。

2

3 0
。

0

5
.

0

上中下

nU丹bo口

⋯
‘.人只�乃白O白曰.上O白勺叮自‘Okl

⋯
QU几0tl门了�勺月了1 7

。

9

1 9
。

3

2 1
。

6

7 1
。

2

6 8
。

2

8 1
。

5

1 9
。

0

1 9
。

9

2 1
.

0

1 1
.

3

1 2
。

1

1 8
。

5

1 1
。

5

7
。

6

0
.

1

9 7
。

6

9 3
。

3

9 6
.

8

厅才�勺八U

⋯
卉匕乃JJ任1工,�9目上下中

1
。

3

3
。

3

1 0
。

5

7 1
。

O

9 7
.

9

7 5
。

6

‘乃001工

⋯
叮召nUC甘1上n乙勺山2 6

.

2

2 4
.

6

2 7
.

9

1 2
。

6

9
。

7

1 1
。

9

8 5
.

0

4 9
。

7

7 8
。

9

OU�日Q自

⋯
一勺
止

4�JUQQQ行了

⋯
Q‘n八O111上O山

⋯
力任八O八0q‘n山乙勺上中下

6 7
。

1

3 9
。

0

2 7
。

9

6 7
。

1

1 3 0
。

9

,上八U唯1

⋯
尸al勺QU,自n乙,曰1 0 6

。

3

9 5
。

O

8 3
。

5

J任行了,上

⋯
口J八UCO9�,工n口Q曰9曰只�

O

:
户n八h�八hQ自9�勺乙3 7

.

1 8
.

2 6
.

6 4
。

5

8 3
.

5

9 2
.

1⋯
八匕,‘厅了乃乙9自,曰下上中

7 4
。

7

4 4
。

4

2 1
。

4

1上月任月任

⋯
0白J价J任叮‘八U性沼

‘.人

‘......几r.......

1二J任八Q

⋯
QU月任1n 1‘今曰乃‘弓口no八己

⋯
行了厅rl勺�UO口

�
吕

J.上
................

QUUO, .占

⋯
八曰��日Ut才

刀任乃Q

产O八UOJ

⋯
QUOnJ任勺‘O乙夕一92

。

0

8 1
。

9

8 2
。

1

川川刘一
l

到引引一川州引月州
l

一川到川川一
l

川-l划
.

州一
l引刁l川
es

l月到l

⋯
一7‘一匀
J往�,土9自Od

⋯
即才二�J任夕一勺自,自下上中

2 1
。

3

1 9
。

9

1 8
。

3

2 7
。

4

8
。

2

2 8
。

0

1 8 7
。

8

2
。

3

3 3
。

6

8
。

8

6 5
。

2

4 5
。

2

,人J性

⋯
�
吕n
甘
R�,上9曰.1确O,1nJ

⋯
�石J任行了

二9tl10nUO八自U

⋯
八甘,‘nJ八01�曰曰公

⋯
nOQ自5nQCOg自

⋯
月.�OUt了,曰,上1人上中下

�勺O口八O

⋯
,工OUtlno60内D1 4

。

6

1 3
。

3

1 0
。

4

7 3
。

2

1 5
。

4

7
。

0

3
。

8

4 3
。

5

7 6
。

5

1 2
。

4

1 3
。

6

9
。

5

5
。

9

0
。

8

1 0
。

1

几J�X一n甘

⋯
O曰几己八U月任�匕内O

⋯
. .上户O八b八O,11上

⋯
丹匕月任1上1人‘土,土上中下

1 0

平 均 数又

标 准 差 6

2 0 2 2 7 0
。

7 2 1
。

1 2 1
。

1 7 1
。

7 2 0
。

0 3 0
。

7 6 4
。

2

引川日叫
.

一州川引
I

J别洲洲
.

州一妇训叫川川一川川川
l

州一引州一引J一
l

引!

3 8 4 0 1 3
。

3 5 , 2 }
‘6

·

“7
⋯
2 3

·

7 4
⋯
”

·

3 3
{

4 5
·

9
}
“‘

·

5
.

6 2

变异系数%
己

V 二 一三 万一 x 1 0 0
人

2 5 3 6 1 8
。

9 2 6
。

6 7 9
。

0 3 3
。

1 2 6
。

7 1 4 9 4 9
。

1

注
:

在一般常态分布情况下
,

变异系数不会超过百分之一百
,

在特殊 情况下
,

出现极端数 字
,

例如一九八一年

棉花生育期各旬 雨量值 出现 。和接近O的数值
,

所 以变异系数超过百分之一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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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分析
,

棉花生育期间的气候因素
,

不能变异太大
,

越接近历年平均变化曲线

越好
。

特别是降水
、

日照这两仁因素
,

变异过太
,

是影响棉花丰歉的关键气 候 因 素
。

19 73 年
,

棉花生育斯间降雨
、

日照的变异系数小
,

接近历年平均水平
,

是丰年
, 1 9 8 1年

的变异系数大
,

远离历年的水平
,

,

是大灾年
。

作物对生态条件有适应性
,

长期适应的结

果就变为作物的本性
,

一旦生态条件发生 巨变
,

作物必然不能适应而减产
。

度

声 2 0

口户

妙

J5

2 2 卑的平劝

全渔三
月 } 井

J 9 7 3 年
J 9 8 1 年

三巴经{当兰任生岁件毕 到习去华止二!
兰一一匕

_

止卫_ _ _ 」

8 1年棉花生育期间平均气温与73 年
、

历年平均的比较2
、

r!l�l‘图100卯

日

."

夯厂

、

叭、

�、

卜leslLjl
L..,卜
1

8 0

触 : o

一 右O

刁
、

5。

州叮砰
"

年
年

“了

产7。
勺‘O碑OJ

.-
. .
一

.

一一 J

~ 一 ~ 一 ~ 】

的3D劫功里

真味兰进
月 } 今

下 l上
升
主
蟾

图 3 8 1年棉花生育期间日照时数与73 年
、

历年平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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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二0 4

声、 /
‘ 、 ,

.

甲

.

产
-

·!‘

:
、、‘..

一丫缺屯
.

飞。

年
。

厂助 8 _ _

一

{
j

: ;
‘

r山、、、、
,、、乍67 t",

·‘碑
:东了

r

鑫�大

甲‘飞��一一

司l中一比一

.

毛、一匕一一

1

产竺止
. _

一
一

一, 乡一
上三

‘
{
_

里二口二
’_

竺乞匕止!二上主
巨到 今 } 5

_

{ 台 割王卜
中 }下
9

图 4 81 年棉花生育期间降雨量与73 年
、

历年平均的比较

三
、

大面积高产
、

稳产的基本栽培措施
“ : 一

在分析了历年棉花平均亩产与气候的关系
,

分祷了1。7 3牟棉裕天革嵌的模 式 以 及

1 9 8 1年灾害年份 的气候特点之后
,
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

棉
1

落查平均亩产低而不稳的主要矛

盾是水的因素
,

更具体讲
,

是降雨分布的不均匀性
,

由于降雨分布不均
,

必然带来日照

分布不均
,

进而影响到温度
、

湿度等
。

水的不均匀性
,

主要是灾害性气候 ( 旱
、

涝 ) ) 造成
,

但与灌溉水源
、

粮棉争水
、

土地的蓄水保墒能力
、

棉花群体的抗逆性
、

农田 灌水与排水系统的完善程度等也有很大

关系
。

因此
,

大面积棉花高产
、

稳产的基本栽培措施应主要围绕克服水的不均衡性做文

章
。

1
.

狠抓直播常规栽培的关键技术措施的贯彻落实
,

狠抓低产变高产
。

其原因是
:

¹ 技术措施比较成熟
,

比较成套
; º 技术易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

、

所 掌 握 , » 面

积最大 ; ¼ 成本低
、

节约用水
,

有利于逐步发展机械化栽培 , ½ 对早
、

涝等自然灾害

的适应性较宽
,

遇到灾害损失也比较小
。

2 .

在直播常规栽培的关键性技术中
,

一播全苗的成套技术
,

比 较 成 熟
,

异议不

六
,

主要是认真贯彻问题
。

3
.

早间
、

早定或一次早定苗
,

是壮苗早发和发挥一播全苗增产作用的一个关键措

施 ; 早定苗
,

匀留苗也是发挥合理密植增产作用的关键性措施
。

4 .

目前水地留苗密度以亩留5一6千株
,

通过适当早打顶
,

每亩保持 5一6万个果校

较为稳妥
。

为便于后期的通风透光和田间管理
,

采用宽行 2 . 2一 2 .

4尺
,

窄行1 . 2一1 . 4尺

的宽窄行较好
。

这样的棉花群体
,

自节调整能力较大
,

棉株个体的纵
、

横向生长比较均

衡
,

抗逆力 比较高
。

5 .

生防为主
,

生防与化防相结合
,

严防主要虫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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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在现在水源紧张的情况下
,

除了继续开发水源
,

提高棉田的灌溉保证率之外
,

要调济粮
、

棉用水
,

平衡河源丰水期与枯水期的用水
。

在主要依靠河水灌溉的地方
,

提

倡棉田冬季和早春的蓄水灌溉以及入伏前的蓄水灌溉
,

用矮壮素控制疯长
。

7
.

增施有机肥
,

把土壤有机质含量由现压的 l %左右 提 高 到 2 % 以上
,

机深耕

8寸 ~ 1尺
,

增进土壤的蓄水和保墒能力
。

8
.

进一步平整土地
,

能大平的大平
,

暂时不能大平的增加腰渠
,

提高灌水质量
,

发挥水的效益
。

使一个畦内的地面高差不超过 10 厘米
。

9
.

增施磷肥
,

早施
、

深施
、

与有机肥混施
,

提高棉株的抗旱耐涝等抗逆性
。

提高

追肥诊断技术
,

适量施用氮肥
。

10
。

逐步完善平原灌区的排水系统
,

达到雨住田干
,

棉田不渍水
,

地下水位 至 少

控制在 1
。

5米深以下
。

E s sa y o f R e la tio n s A m o n g th e P e r m u A v e r a g e C o tt o n

O u t p u t
,

C lim a te a n d Ba s ie T e eh n ie a l M e a s u r e s T a k e n

fo r H ig h a n d S ta b le Y ie ld C u ltiv a tio n In
W

e in a n

C o u n ty fo r Y e a r s R u n n in g

C he n g Q ia n she n g

A bs tr a e t

W
e in a n 15 a o n e o f t he fo ca l P o in t e o u n tie s t o P r o d u e e th e r a w e o t t o n in

Sh a a n x i P r o v in e e .

S in e e t w e n t y tw o y e a r s th e a v e r a g e o u tP u t P e r m u o f e o tt o n

P r o d u e tio n ha d in e r e a s e d v e r y s lo w ly , a n d it s v a r ia t io n w a s g r e a t ly
.

T h r o u g h

the e o u n t in g o f th e e o r r e la t io n e o e ff三e三e n t be tw e en the e lirn a te fa e to r o a n d the

o u t P u t p e r m u , it 15 d is e o v o r e d tli a t t he v a r ia t io n o f r a in fa ll a n d s u n sh in e 15

t he m o s t im p o r ta n t fa e t o r o f e ffe e t in g e o t to n o u t p u t
.

In 1 9 了3 , t he e v e n

d is t r ib u t io n o f r a in fa ll a n d t l: e s u ffie ; e n t s u n s ll三n e w e r e v e r y a d v a n ta g e o u s

f o r t he e o t t o n ( G o s sy p iu m h三r s u t u m ) p 二
一

o d u e t二o n .

I : w a s th e q u ie t t于: p ie a l g o o d

e lim a te , t ha t w a s a b u m p e r h a : v 。: 七 y e a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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