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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不同因素对棉花增产的贡献率分析 

＼／ 
姜 洁。 

摘 要 利用国家有关部门对全国棉花良种种植情况的调查数据，应用品种遗传改良对 

产量贡献作用的分析模型，计算了我国四太棉区五十省(区)棉花品种遗传改良、化肥投人和 

栽培管理等其他措施在产量提高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我国棉区典型省份棉花品种遗传对产 

量的贡献作用在 16 ～36 ，与化肥投人贡献作用率中值的4O 和管理等的 34“相比是最 

低的。今后相当 最时期内棉花生产的发展是良种的选育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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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我国实现小康和初步富裕生活的客观需求对发展农业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其关键目标是在现有综台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再连上两个台阶。针对我国现实国 

情，今后利用扩大外延拓展耕地和播种面积的潜力不大，粮食和棉花等主要农产品总量的 

增加主要依靠单位产量的提高．而单位产量提高最有效的途径是应用良种、提高化肥的利 

用效率和栽培管理措施。因此，客观地分析三者对产量增长的科技贡献就显得极为重要。 

但是，有关定量系统分析作物品种遗传改良对产量增产作用的文献资料较有限，国内学者 

主要根据田间区域试验结果做过初步描述 美国学者在此方面做了一定的尝试，主要涉及 

大豆、高粱、棉花、玉米、小麦等五大作物 ~4J。 

l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有关良种增产的数据，全部来 自于 1，95年 10月国家科委农村科技司和农业 

部科学技术与质量标准司对全国主要省份棉花良种种植情况调查(各表数据主要由 科 

委、省农科院提供)，同时还利用了各相应省份与棉花有关的单位面积产量、单位面积施肥 

量等统计数据。所要求的良种是 1 985年以后经过国家一级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推 

广的品种，对照(常规)种是 1985年以前审定推广的品种或者是仍有一定的种植面积的当 

地传统当家品种。在对数据处理的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和针对性的省区作为分析对象， 

在长江流域棉区为湖南和安徽，黄河流域棉区为⋯西，新疆棉区为新疆，辽河棉区为辽宁 

产量变化与良种、化肥投入和栽培管理等其他措施关系的模型为： 

( ) 一 ( c) + (yc)s。 (Lyc) 

式中，( ) 为科技进步引起的产量变化；( ) 为品种遗传改良引超的产量变化；(yc)i为 

化肥投入引起的产量变化；( )。为栽培管理等其他因子引起的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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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量材料的处理中，产量可分解为“时问趋势产量 和“气象产量”，“时问趋势产量” 

反映了良种、化肥投入和栽培管理等综合因素对产量的作用，可用“三年滑动平均法”估 

笋 ，其算法为： 

( f) = ( 一 十 Y，+ )／3 (1) 

式中，i为年序．( c) 为第i年的“时间趋势产量 ， 为第i年的实际产量 各省、自治区的 

“时问趋势产量”与年度的回归l方程为： 

( c) ： 日】+ blAT (2) 

式中，n 为截距，b 为测算的在不受气候影响的情况下产量的年度变化。为了增进b 的稳 

定性(较小的标准差)，使用的资料起始于1978年。 

为了估算各省、自治区的( c) 在198541994年各年的变化值，结台良种的推广面 

积，某一品种其遗传改良在产量提高中的作用可用下式求得： 

( f) 一∑( 一 )P (3) 
． 

=1 

式中，t为年份， 一1，2，⋯⋯n， 为推广面积大于20 000 hm 的良种的最大个数；P为良 

种推广的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百分数； ， 为第m个良种第t年的产量； 为第 个良种 

对照种第t年的产量。 

在 1985~1994年期间，( f) 一( c) 州一( ) 5 (4) 

根据作者收集的1985～1994年有关化肥施用的资料，其与棉花产量的变化值可用直 

线回归进行估算，公式为： 

( c) = 0 2+ bz， (5) 

式中，b。为每一单位施肥量变化引起的产量变化系数， 为第 年的施肥，其他符号含义 

同(2)式，对每个省、自治区而言，(yc)j=b2( 一 9日5) (6) 

栽培管理等其他因素对产量变化的影响可由下式求得 

( f) = (yc) ～ (yc) 一 (yc)i (7) 

2 结果与分析 

由附表计算结果可见，198541994年，湖南、安徽、山西、新疆、辽宁等五省区棉花品 

种的遗传改越对产量贡献率在 1 6 ～36 ，化肥投入对产量的贡献率在 33 448 ，栽 

培管理等其他因素对产量的贡献率在17 ～51 ；不同省份的品种遗传改良其相对作用 

率波动幅度比较大，化肥投入的变化幅度相对稳定，这和近十年来国内棉花生产波动起伏 

较大是相关联的。 

从1985~1 994年，四个棉区品种遗传改良对棉花产量的贡献作用率，通过模型计算 

分别为：长江流域棉区内的湖南省和安徽省在 16 ～30 ，黄河流域棉区的山西省在 

24 左右，新疆棉区在 20 左右，辽河棉区的辽宁省在36 左右。我国棉区典型省份棉花 

品种遗传对产量的贡献作用率的中值为22 ，与其他两个因素贡献作用率中值化肥投入 

的4o 和管理等的34 相比，良种在科技进步中对产量的贡献作用率中值是摄低的。 

1 985-~1 994年，湖南、安徽、山西 新疆、辽宁等五省区科技进步对棉花产量提高的各 

因素中，良种的绝对贡献作用在 38～1O1 kg，化肥在 77～256 kg，栽培管理等其他因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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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74 kg，其中化肥对棉花产量的增加起了主导作用。 

附表 1 985～1 994年不同省份棉花遗传改良对产量的贡献 

注：( ) 为科技进步引起的产量变化I( ) 为品种遗传改良日I起的产量变化F(yc)f为化肥投A引起的产量 

变化I( c)a为栽培管理等基础因子引起的产量变化；有些省份仅有 1988～l994年的统计资料． 

3 讨 论 

1985～1 994年．棉花生产起伏较大，产量波动不稳，这固然有其政策方面的原因，但 

从科技进步角度分析，良种、化肥投入和栽培管理等其他措施三要素的组合类型只有一 

种，即良种为限制因素的组合类型，作为生产基础的良种成为科技进步对棉花产量贡献作 

用率的限制因子 在安徽．科技进步对产量的贡献较低．为 228 kg·hm～，其中良种对产 

量的贡献则更低．仅为38 kg·hm_。．占16 ．而另外两个因素分别占33 和 51 ；新疆 

科技进步对产量贡献最大．为531 kg·hm-。．但其中良种为 101 kg·hm_。．也低于化肥 

投入的256 kg·hm 和栽培管理等其他措施的 1 74 kg·hm-。．比较安徽和新疆两省．棉 

花产量的科技进步潜力尚有 203 kg·hm- ．进一步挖掘潜力．必须加一庚优良品种的选育 

和大面积推广 

要充分挖掘良种的生产潜力，必须走“良种+高投入+高管理”的高产高效栽培管理 

模式。目前新疆棉花面积已占全国的13．6 ，总产所占比重已达 2O ，产量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出396 kg·hm }在该区试验示范成功的1 500 kg·hm 的棉花模式栽培，1 994年 

使9．1万公顷共 4个县和 15个乡平均产量达到 1 620 kg·hm ；同时，该区机耕面积达 

8j ，机械铺膜播种基本普及，条田规模整齐．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虽然新疆棉花品种 

的遗传改良相对作用仅为 2O ，但其绝对值达到了101 kg·hm- ，而j坍南省棉花品种的 

遗传改良相对作用为30 ．高出新疆1O个百分点．但其绝对值仅为67 kg·hm_。．比新疆 

还低 23 kg·hm ．这充分说明棉花良种的增产作用水平是和生产条件、机械化水平、栽 

培管理能力以及专业化、规模化程度密切相关的。 

在分析品种的遗传改良对产量贡献作用的同时，必须重视物质投入和栽培管理等其 

他因素对发挥良种增产潜力的重要性。湖南省和安徽省的棉花，科技进步引起的产量变化 

均为228 kg·hm～．而湖南省的品种遗传改良作用比安徽省高出14 ，化肥投入作用比 

安徽省高出 1 ．但其栽培管理等其他因素的作用较安徽省低 15 ，也就是说发挥同样的 

良种增产作用．湖南省主要依靠应用良种和增加投入，而安徽省则主要依靠提高栽培管理 

等其他因素的水平，但是良种整体生产力水平都较低，主要是由于生产要素缺乏有效的、 

同步的配合．同时也说明了生产要素组合层次的同步提高必须依靠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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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Cotton 

Yield Increas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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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improved planting cotton cultiva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e calculated the contribution of cultivar improvement，chemical fertilizer inputs 

and other management measures such as crop husbandry to cotton yield increases in 4 

cotton producing zones including 5 provinces in China，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contri— 

bution of genetic improvement to cotton yield increases．It is showed that the contribu— 

tion of genetic improvement to cotton yield increases ranged from 1 6 to 36 ，which is 

the lowest with the average contributions of chemicaI fertilizer inputs(40 )and other 

management measures such as crop husbandry (34 )．Breeding and expanding the im— 

proved cotton cultivar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tton yield increases in recent 

years or for a long tim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tton yield，contribution to yield increaces．genetic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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