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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中国棉花生长指数( CCGI) 的建立方法 , 通过定期定户调查 ,计算出安徽省不同棉区和不同生长季节的CCGI 值 , 并结合气候
状况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CCGI 能够较好地反映气候与棉花的生长状况 , 对气候变化引起生长的变化反应十分敏感 ,并给人一个非常直
观的数字化指标 ,具有简捷明了的特点。结合CCGI 对2006 年安徽省棉花生产情况进行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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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安徽省棉花生长指数平均为106 , 表明棉花生长

平均好于2005 年近1 .4 成。总体评价是: 全省植棉面积略

减、总产增、品质优, 单产创历史之最; 棉花价格高开低走, 棉

农增收有限。中后期气候对棉花生长非常有利是单产增加

的主因。

1  全省棉花生产概况

1 .1  面积略减、总产增、品质优, 单产创历史之最  据全国

优质基地科技服务安徽省项目组调查,2006 年安徽省棉花种

植面积较2005 年基本持平( 减少0 .01 %) , 棉花面积为38 .0

万hm2 。增加的面积主要在沿江棉区的岗地, 淮北棉区各地

棉花种植面积有增有减 , 但总体略有减少, 江淮棉区棉花面

积基本稳定。安徽省优质基地科技服务项目组于9 月底10

月初, 对全省淮北、江淮和沿江三大棉区共16 定点县( 市) 进

行了测产,2006 年全省平均密度为26 070 株/ hm2 , 比2005 年

(25 515 株/ hm2) 增加2 .17 % , 单株成铃数为32 .3 个/ 株, 比

2005 年( 26 . 42 个/ 株) 增 加 22 . 26 % , 皮 棉 单 产 为 986 . 3

kg/ hm2 , 比2005 年( 806 .7 kg/ hm2) 增加22 .07 % , 创历史之最。

2006 年全省棉花皮棉总产37 .48 万t , 比2005 年( 30 .17 万t)

增加24 .23 %( 表1) , 为历史第2 高产量( 安徽省统计局统计

的历史最高产量为2004 年的39 .2 万t) 。2006 年棉花生产前

期不利, 中期好转, 后期越来越好,8 ～9 月份降水较少, 日照

充足, 吐絮早, 收获早, 僵瓣花少 , 僵瓣花率为5 % , 较常年大

大降低 ; 霜前花率高, 近100 % ;“高等级棉”的比例大, 且纤维

成熟度好, 色泽洁白。

1 .2  棉花价格高开低走, 棉农增收有限  2006 年安徽省棉

花价格高开低走, 收购价为4 .8 ～5 .6 元/ kg , 比2005 年下降

8 % ～10 % , 虽然单产增产幅度较大, 棉农增收有限。

  表1 2005、2006 年安徽省棉花生产产量构成比较

棉区

密度∥株/ hm2

2005 年 2006 年
增减

%

单株成铃数∥个/ 株

2005 年 2006 年
增减

%

单产∥kg/ hm2

2005 年 2006 年
增减

%
沿江 23 850 23 295 - 2 .32 28 .10 38 .3 36 .30 797 .6

淮北 27 045 27 285 0 .88 24 .73 25 .3 2 .30 813 .5

江淮 26 160 28 815 10 .10 27 .52 28 .1 2 .11 766 .2

全省 25 515 26 070 2 .17 26 .42 32 .3 22 .26 806 .7 986 .3 22 .07

 注 : 全省的数据为项目组调查研究数据( 2006 年10 月30 日) 。

2  2006 年安徽省棉花生长指数

2 .1  全省棉花生长指数分析  我国棉花生长指数( CCGI)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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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较好地反映气候与棉花的生长状况, 对气候变化引起生长

的变化反应十分敏感, 并给人一个非常直观的数字化指标 ,

具有简捷明了的特点。从全省三大产区的生长指数来看 ,

2006 年棉花全生育期平均好于2005 年,5～9 月中5、6、7 月与

2005 年同期略低, 从8 月开始,CCGI 显著高于2005 年, 全年

平均CCGI 为106 , 高于2005 年的92 , 棉花生长情况略好于全

国的平均水平102 和长江流域棉区的104( 图1) 。

图1 2005、2006 年安徽省棉花生长指数

2006 年安徽省气候特点可概括为:“前期差 , 中后期好”,

棉花生长大致属“早熟( 早衰) 、丰产”年份。全省棉花抗虫棉

品种近100 % , 加之近几年来棉铃虫发生较轻, 因而棉铃虫对

2006 年棉花没有造成较大危害, 蚜虫和棉叶螨也只是在局部

有所发生。2006 年虫害发生相对比较突出的是甜菜夜蛾和

斜纹夜蛾, 属于中等发生 , 局部棉菜混作区偏重发生 , 对棉花

造成的危害也较轻。2006 年全年枯、黄萎病危害程度轻。

三大产区棉花生长指数分析: ①沿江棉区( 图2) 。2006

年梅雨前期降雨量雨日比往年明显偏少, 棉花苗蕾期发育迟

缓, 花蕾脱落严重, ≥10 ℃活动积温比2005 年同期偏高 , 日

照时数显著偏高, 出现干旱天气 , 造成缓苗期延长, 少数棉苗

枯死, 整体素质差。这一阶段 CCGI 分别为82、80 , 显著差于

2005 年同期的102、93。7 月上中旬的连续降雨, 促进了的棉

花生长, 但暴雨造成棉花黄叶茎枯病偏重发生 , 另外盲蝽象

危害较重, 幼蕾脱落较多。由于肥水碰头, 棉花营养体长势

较快, 单缺钾现象较普遍。这一阶段 , 棉花生长较快, 生育进

程基本上赶上2005 年同期,7 月份该区 CCGI 达到107 , 比

2005 年同期( CCGI 为111) 略少。8 月上旬至9 月上旬, 该区

气候条件对棉花生长非常有利, 降水量低于历年同期, ≥10

℃活动积温比历年偏高 , 日照时数显著大于历年同期, 棉花

成铃率增加, 脱落率减少, 单产增加, 这一点从 CCGI 的变化

也可以看出 ,CCGI 从7 月份的107 上升到8 月份的133 和9

月份的143 , 显著高于2005 年的80 、84 。②江淮棉区( 图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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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干旱, 后期连续阴雨, 部分棉田水发旺长, 结铃性差 , 蕾、

花、铃脱落较为普遍, 部分棉花缺钾。该区播种期的4 月份

以晴好天气为主, 寿县≥10 ℃活动积温比历年偏低31 ℃, 日

照时数与历年同期相当, 降水量偏多69 mm,5 月份≥10 ℃活

动积温比历年偏高15 ℃, 但日照时数与历年同期相当, 降水

量略偏多26 mm,5 月份江淮棉区CCGI 为87 , 好于2005 年同

期的75 ;6 月份寿县≥10 ℃活动积温比历年偏高53 ℃, 日照

时数分别比历年同期增加41 h , 降水量分别比历年同期减少

17 mm, 这一阶段气候有利于棉花生长 ,6 月份江淮棉区 CCGI

为93 , 好于2005 年同期的90 ;7 月份该区降水量比历年同期

多25 mm, ≥10 ℃活动积温与历年同期相当, 日照时数高于

历年同期77 h , 有利于棉花生长发育,7 月份江淮棉区 CCGI

为106 , 高于2005 年同期的80 ;8 月上旬至9 月上旬, 降水量

少于历年60 mm, 积温相当, 日照时数略少于历年同期, 有利

于棉花生长, 8 月份CCGI 为106 ,9 月份为126 , 显著高于2005

年同期的95、82 。③淮北棉区( 图4) 。该区播种期的4 月份

以晴好天气为主, 蒙城、宿县, ≥10 ℃活动积温比历年分别偏

高45 、51 ℃, 日照时数与历年同期相当, 降水量相当;5 月份

≥10 ℃活动积温比历年偏高21、24 ℃, 但日照时数与历年同

期相当, 降水量略偏少,5 月份淮北棉区CCGI 为96 , 低于2005

年同期的103 ;6 月份蒙城、宿县≥10 ℃活动积温比历年偏高

63 、63 ℃, 日照时数与历年同期相当, 降水量分别比历年同期

增加- 2、143 mm;6 月中旬至7 月上旬, 沿淮地区普降暴雨 ,

降水量近200 mm, 造成严重内涝, 棉花渍害严重, 生长缓慢 ,

棉花脱落严重, 这一阶段, 该地区干旱明显, 棉花生长缓慢 ,

6 、7 月份淮北棉区 CCGI 为100、89 , 分别好于2005 年的81 和

差于2005 年的97 ;8 月上旬至9 月上旬 , 降水量与历年同期

相当, 积温高于历年同期 , 日照时数相当略偏少, 对棉花后期

生育有利, 棉花成铃率增加, 脱落率减少, 单产增加, 这一点

从CCGI 的变化也可以看出,CCGI 从7 月份的97 上升到8 月

份的111 和9 月份的115 , 显著高于2005 年的67、63。

图2 2005、2006 年沿江棉区棉花生长指数

2 .2  CCGI 在安徽省的运用  由于中国棉花生长指数( CC-

GI) 具有明确的科学含义, 在棉花生产和生长评价中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我国棉花产业预警信息系统提供重要的

技术支撑, 也是《中国棉花生产景气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

它已经成为我国棉花产业了解棉花生长和产量的指示灯。

随着2004 年棉花期货的上市,CCGI 将为提高棉花产业决策

能力、减低市场风险提供实时的信息支持。从分析可以看

出,2006 年安徽省棉花生产指数( CCGI) 能够较好地反映全省

各棉区各生育期气候棉花的生长状况, 该指数对气候变化、

病虫害和棉田管理等因素引起生长的变化反应十分敏感, 并

给人一个非常直观的数字化指标, 具有简捷明了的特点。

2006 年项目组通过中国棉花生长指数( CCGI) , 及时了解到了

全国、全省及各植棉大县的棉花生长情况, 同时根据不同时

期不同棉区的 CCGI , 并结合各棉区气候状况不定期撰写动

态的棉花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和具体措施, 及时在项目组主办

的棉花专业服务网站( “安徽棉网”www.ahcotton .cn) 上发布 ,

为各级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 为棉农生产提供信息服

务和技术指导。目前 , 项目组采集和发布的《中国棉花生产

景气报告( 安徽)》已成为安徽省棉花主要生产信息来源之

一, 被广泛采用。

图3 2005、2006 年江淮棉区棉花生长指数

图4 2005、2006 年淮北棉区棉花生长指数

3  2006 年棉花生产存在的问题

3 .1  品种“多乱杂” 据调查,2006 年安徽省种植的棉花品

种( 品系) 近100 个以上,1 个县甚至1 个乡就有20 ～50 个棉

花品种 ,1 家种2 ～3 个品种的现象十分普遍 , 有的户种4 ～5

个品种。这既不利于全省棉花纤维品质的一致性 , 影响商品

原棉的竞争力, 同时也不利于棉花品种区域化种植, 难以做

到良种良法配套, 直接影响植棉经济效益。

3 .2 生产技术存在问题 一是密度过小。近年来植棉密度

越来越小, 有些密度不到22 500 株/ hm2 , 许多杂交棉品种的

栽培要点上标明种植密度为22 500 ～27 000 株/ hm2 , 实践证

明, 过分依赖稀植大株夺取高产风险较大。在低密度水平下

遇上高温干旱气候, 若管理不及时, 个体生长受阻, 往往导致

严重减产。二是育苗移栽技术存在退化现象。如钵体越来

越小, 钵土越来越贫瘠, 一旦苗龄延长, 极易形成高脚苗 , 栽

后缓苗期延长, 影响壮苗早发。三是生产管理粗放。随着农

村劳力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多, 务农人数相对减少, 而且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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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层次在增高, 劳动能力明显下降, 许多棉田不中耕除

草, 全部实现免耕和全程化除, 甚至不整枝。有的农户选品

种时, 尽量选“懒汉棉”。另外在耕作上, 注重追肥, 不注重基

肥, 注重化肥投入 , 不注重有机肥使用, 导致土壤越种越贫

瘠, 越种越板结, 许多棉田因施肥不当 , 经常出现脱肥早衰现

象, 因此单产水平往往不高。四是播种期问题。部分农户盲

目抢早播种, 以致出现早发多铃而早衰。五是化控不及时。

棉花稀植, 前期以促为主 , 当中期营养生长处于高峰时, 又不

敢及时采取化控措施 , 结果往往形成棉株“高、大、空”, 造成

下部烂铃增多, 脱落严重, 也影响了单株铃重。

3 .3  棉花产后品质有待提高 一是棉花收购加工企业质量

意识淡薄, 混级、混品种收购,“三丝”普遍超标, 造成棉花加

工品质整体水平下降。二是棉农不能做到“五分”, 防“三丝”

的意识淡漠 , 有些地区棉农收花时习惯先带壳采收, 回家后

再剥花, 这样既采收了大量未成熟的花 , 增加了杂质 , 降低了

棉花品级。

4  棉花种植新技术的应用

首先, 棉花“两无两化”栽培即“( 无土) 基质育苗、( 无载体)

裸苗移栽, 工厂化育苗、机械化移栽”新技术( 中国棉花研究所

研究发明) , 在安徽省安庆市、铜陵市、无为县、亳州市等示范面

积达333 .3 hm2。“两无”栽培具有操作简便、省工、省力、节本等

优点,适合水源条件好的田块和机械化栽培, 农民和企业积极

性很高, 该技术可作为营养钵育苗移栽的接班和替代技术在棉

花生产上大面积应用。其次, 棉花专用配方控/ 缓释肥( 安徽省

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国家棉花改良中心安庆分中心研制) 在望

江、无为、东至、固镇等20 多个县示范, 应用效果良好。该产品

养分全面, 配比合理, 节本省工, 田间管理简化, 提高肥料利用

率, 施肥效益明显提高, 为一种安全、高效、环境友好型肥料, 符

合肥料产业的发展方向, 满足棉花简化栽培要求。另外, 棉花

测土配方施肥应用面积大, 望江、东至、无为、固镇等植棉大县

均启动棉花测土施肥, 深受农民欢迎。

5  2007 年棉花生产预测

2006 年棉花价格虽然较2005 年有所下降, 但基本稳定 ,

加上单产有较大幅度增加, 棉农收入有所增加 , 因此棉农植

棉积极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持, 据2007 年1 月上旬调查 ,

预计2007 年全省棉花种植面积将进一步稳定, 并有小幅扩

大, 但难以达到2003 年的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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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四大市场占我国水产品出口的80 % 左右。市场集中度过

高, 不利于规避出口风险 , 一旦被设置技术和贸易壁垒, 出

口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 实现市场多

元化成为当务之急。

4  政策建议 

4 .1  推进健康养殖  加快传统水产品养殖方式的革新, 推

广以公司+ 基地方式为主的高效、生态、健康、安全的水产

养殖模式; 继续引导支持水产品出口企业建立完善出口质

量追溯体系 , 按规定做好生产记录、用药记录和销售记录,

加强饲料安全管理和药物使用监控 , 并建立信息披露制度,

公布有关监测检测数据 ; 加强引导媒体对水产品的药残进

行科学、准确报道 , 避免过分渲染、笼统地将其称为“毒鱼”、

“致癌鱼”, 影响我国水产品的国际声誉。

4 .2  提高渔民素质  具有较高科技文化素质的渔民能够

迅速领悟国家政策 , 获得国际市场信息, 了解水产品的国际

行情以及发展动态, 及时调整和改进生产; 同时 , 具有较高

素质的渔民在水产养殖过程中会主动利用新技术、新方法、

实施规范的生产操作规程 , 为水产品安全生产提供科技保

障; 此外 , 具有较高素质的渔民在其生产过程中会加强自身

道德约束 , 讲究诚信保证水产品质量。

具体可以通过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培训网络来

提升渔民素质。比如 , 通过专科和职业学校 , 培养渔业技术

人员 ; 通过夜校, 组织渔民进行专项技术培训和实用技术培

训, 进而从整体上提高渔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

4 .3  逐步拓宽国际市场 目前, 我国水产品出口过分集中

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 而恰是这些国家给我国设置

了许多关卡障碍。因此 , 我国应避免对这些市场的过分依

赖, 可在开发传统市场的基础上 , 大力开拓中东、非洲、拉美

等市场 , 而且针对不同市场的需求, 调整出口的品种, 制定

相应的出口政策, 打破或绕过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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