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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生陆地棉经济性状的研究 

陈国平 ，2，张 新1， 
(1．广西大学 农学院，南宁 530005；2 

周瑞阳l*，赵洪涛1 
广西柑橘研究所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在引进抗虫陆地棉品种的基础上，对 5个品种二年生及其一年生栽培的主要经济性状进行了比较研 

究。结果显示，二年生棉平均皮棉产量 1 510．56 kg·hm ，比其一年生棉平均增产 14．57 ；二年生棉的棉纤 

维品质性状与其一年生棉的基本一致，部分性状优于其一年生棉。在供试品种中，中 928 F1和湘杂棉 3号的 

二年生棉皮棉产量分别为 1 845．42 kg·hm一2，1 689．63 kg·hm～，棉纤维品质优 良，产量构成因素匹配好，可 

在冬季无霜或轻霜地区进行二年生栽培并应用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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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testing introduction of insect—resistant cultivars of upland cotton，a comparative test of the eco— 

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biennial and its annual cultivating among 5 cultivars was carried out in Nanning，Guangxi in 

2005--2006．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lint yield of biennial cultivating was 1 510．56 kg·hrn- ，14．57 

higher than its annual cultivating．Cotton fibre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biennial cultivating is basic uniform with its 

annua1 cultivating，and some cotton fibre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biennial cultivating is excellenter than its annual 

cultivating．Among 5 tested cultivars，the lint yield of cultivars“Zhong 928 FI’’and“Xiangza 3”is 1 845．42 kg· 

hrrr and 1 689．63 kg·hm- ，their cotton fibre quality is fine and the components of lint yield matched well for each 

other．It indicates that the cultivar“Zhong 928 F1”and“Xiangza 3”may be suitable for biennially cultivating used 

for production in light frost or no fros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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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原产高温、干旱、短 日照的热带和亚热带， 

是多年生木本植物(汪若海，2005)。经过长期的人 

工栽培，棉花已成为一年生作物，但仍保留了无限生 

长习性，即只要温度、光照等条件适宜，可以不断生 

枝、长叶、现蕾、开花、结铃(董合忠等，2005)，在热带 

地区仍然可以多年生长。目前，国内外仅利用这一 

特性保存种质资源，而没有在生产上利用。美国在 

马里兰州的贝尔菠维尔(Beltsville)建有一个国家植 

物种质资源库，野生棉资源中 42份有宿生植株(王 

坤波等，1999)；印度中央棉花研究所保存野生种和 

多年生材料 173份(王坤波等，2002)；我国引进的 

33个野生棉中还有 6个难以甚至尚未收到种子，只 

可宿根保存，海南岛是国内多年生棉花原始材料的 

最佳天然保存地(王坤波等，l992)；海南野生棉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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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收集的棉属野生资源丰富，多年生材料可宿根保 

存，不易开花结实的野生种可较稳妥保存和进行研 

究(王坤波等，1991)；棉花是多年生植物，可以长期 

活体生长(王坤波，2000)；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对 

南繁收获以后棉花植株剪去其基部以上部分，使其 

正常生长、发育、开花、吐絮，即再生出一株与原植株 

遗传性完全相同的新植株——再生棉，再生棉由于 

其对光热条件的要求，目前仅在海南和某些有条件 

的地区或温室条件下进行试种(孟玉江等，2005)。 

广西地处亚热带，曾是我国棉花主产区之一。 

但由于虫害较严重，植棉的比较效益较低，自20世 

纪 8O年代以来，广西已成为植棉面积极少的零星产 

区。2005年，周瑞阳等(2007)引进了一批抗虫陆地 

棉品种到广西南宁种植，对其产量、品质和主要经济 

性状进行了研究，发现广西种植抗虫陆地棉产量高、 

品质优，如“中928 F ”品种皮棉产量达2 019．86 kg 

· hm～，比当地品种增产 102．69 ；2．5 纤维跨长 

30．9 mm，比强度 25．06 cN／tex。2006年发现上年 

布置的lO个品种比较试验中，部分品种具有较好的 

抗寒性，可宿生栽培。目前，少见对陆地棉在亚热带 

地区进行宿生栽培的系统研究报道。本研究对 5个 

品种进行二年生和一年生栽培，对其产量、品质和主 

要经济性状进行了比较研究，旨在为宿生棉栽培提 

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2005~2006年在广西大学农学院教学 

科研基地进行。供试品种 5个(10号为对照)(表 1)。 

每个品种设二年生和一年生栽培(对照)2个处理，共 

1O个处理。试验地为粘壤土，前作为红麻；小区面积 

2 mX10 m，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每小区 30株， 

种 2行。二年生和一年生栽培的播种期分别为 2005 

年 5月 4日和 2006年 4月 16日。 

2006年 2月 11日对二年生棉株进行修剪，剪 

除侧枝(叶枝和结果枝)，留主茎高约 100 cm；新枝 

长出后，每隔 5～7 d进行一次抹芽(修剪)定枝，每 

株在不同方位留3个新枝，新枝离地面或新枝之间 

距离约 15～20 cm，到 5月中旬停止抹芽；新枝上保 

留结果枝，不留叶枝。3月上旬每小区撒施 0．3 kg 

复合肥后中耕松土一次；5月上旬进行第二次施肥。 
一 年生栽培留少量叶枝。二年生和一年生栽培的其 

它管理按常规进行。性状的调查参照倪金柱(1986) 

的方法进行。 

棉纤维品质鉴定在南宁锦虹棉纺织有限责任公 

司纤维检验室进行。资料整理与统计采用 SAS和 

DPS统计软件。 

表 1 供试品种及其来源 

Table 1 Tested cultivars and their sources 

注：品种号为 2005年 1O个品种比较试验的编号。 

Note：Cultivar No．is the number of 10 cultivars tested in 2005 

2 结果与分析 

2．1产量性状比较 

无论是二年生还是一年生陆地棉，其供试品种 

的平均皮棉产量均高于对照，增产幅度为 22．73 
～ 55．76 ，其中 5号品种 (中928 F )的平均产量 

为 1 720．00 kg·hm。，极显著高于其它品种，比对 

照品种增产 55．76 (表 2)。 

供试品种的二年生棉平均皮棉产量为 l 510．56 

kg·hm-。，比其一年生棉平均增产 14．57 ，差异极显 

著。其中5号品种的二年生棉产量最高，达 1 845．42 

kg·hra- ，比其一年生棉增产 l5．73 ；10号(CK) 

品种的皮棉产量最低，增产幅度最小；4号品种增产 

幅度最大，达 24．14 。二年生棉的衣指和子指与 

其一年生棉比较均无显著差异。 

2．2产量构成因素比较 

供试的 5个品种二年生棉单位面积总铃数每公 

顷为 92．18～127．19万个，平均每公顷为 l11．32万 

个，其中，5号品种的单位面积总铃数最多，每公顷 

为 127．19万个；其一年生棉单位面积总铃数每公顷 

为80．38～104．09万个，平均每公顷为 9l_51万个， 

二年生比其一年生棉多21．65 9／6，差异极显著(表3)。 

品种内比较可以看出，二年生棉单位面积总铃 

数比其一年生棉每公顷多 14．68～28．76万个，其 

中，5号、4号、1O号品种的二年生棉单位面积总铃 

数比其一年生棉多 2l_22 ～28．76 ，差异极显著； 

而3号和8号品种的二年生棉单位面积总铃数比其 
一 年生棉多 14．68 9／6～16．58 9／6，但差异不显著。 

二年生棉单铃重平均为 3．73 g，一年生棉单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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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平均为 3．89 g，元显著差异；品种内比较，二年生 

棉单铃重与其一年生棉单铃重无显著差异。 

二年生棉衣分平均为 36．28 ，一年生棉衣分 

平均为 37．12 ，差异不显著。除 10号品种的二年 

生棉衣分显著低于其一年生棉外，其余品种的二年 

生棉与一年生棉元显著差异。 

表 2 二年生和一年生陆地棉的皮棉产量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lint yields between biennial and annual upland cotton 

注：行内平均值经 LSD测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5 显著水平；不同大写字母表示 1 极显著水平。下同。 

Note：Statistical multiple comparison according rOW to the LSD test；different capital and smal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of the same culti 

vars and different cultivation year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1 and 0．05 level respectively．The same below． 

表 3 二年生、一年生陆地棉的皮棉产量构成因素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components of lint yield between biennial and annual upland cotton 

2．3产量构成因素的通径分析 

对供试品种二年生棉和一年生棉的单位面积总 

铃数、单铃重、衣分进行通径分析(表 4)，二年生棉 

的决定系数之和∑d一0．999 7，一年生棉决定系数 

之和∑d一0．999 9，说明通径分析没有遗失主要相 

关性状 。 

2．3．1单位面积总铃数对皮棉产量的作用 总铃数 

对皮棉产量形成的直接作用，二年生棉居第一，一年 

生棉居第二。总铃数通过单铃重对皮棉产量形成的 

间接作用，二年生和一年生栽培都是次要的；通过衣 

分对皮棉产量形成的间接作用，二年生棉是次要的， 

一 年生棉是主要的，但同时表现为负值。其原因可 

能是：单位面积总铃数对单铃重和衣分有负影响。 

从总铃数对皮棉产量形成的影响力看，二年生棉居 

第二位，一年生棉居第五位。 

2．3．2单铃重对皮棉产量的作用 从单铃重对皮棉 

产量作用的相关系数和直接作用看，二年生棉和一 

年生棉的单铃重与单位面积皮棉产量的相关系数在 

3个因素中是最高的，但对皮棉产量形成的直接作 

用，二年生棉居第三位，一年生棉居第一位。从间接 

作用看，二年生棉和一年生棉的单铃重通过单位面 

积总铃数对皮棉产量形成的间接作用是次要的，但 

同时表现为负值，可能的原因是单铃重和总铃数之 

间存在负影响关系；二年生棉单铃重通过衣分的间 

接作用是主要的，一年生棉是次要的。从单铃重对 

皮棉产量形成的影响力看，二年生棉居第六位，一年 

生棉居第一位。 

2．3．3衣分对皮棉产量的作用 从衣分对皮棉产量 

作用的相关系数和直接作用看，二年生棉和一年生 

棉的衣分与单位面积皮棉产量的相关系数在 3个因 

素中居中，但对皮棉产量形成的直接作用，二年生棉 

居第二位，一年生棉居第三位。从间接作用看，二年 

生棉和一年生棉的衣分通过单位面积总铃数和单铃 

重对皮棉产量形成的间接作用都是主要的，其中，衣 

分通过单位面积总铃数对皮棉产量形成的间接作用 

均表现为负值，可能的原因是衣分和总铃数之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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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负影响关系。从衣分对皮棉产量形成的影响力 

看，二年生棉居第五位，一年生棉居第六位。 

2．4纤维品质性状比较 

不同品种、不同栽培年限的棉纤维品质性状如 

表 5。可见，供试的 5个品种，二年生棉的马克隆 

值、公制支数、强力、基数和均匀度值、短绒率与其一 

年生棉比较均无显著差异。从总体上看，二年生棉 

能保持本品种的棉纤维品质性状，部分性状更优。 

不同品种的棉纤维品质存在较大差异。二年生 

棉马克隆值为4．52～4．69、公制支数为 5 425．83～ 

5 628．75 m·g 、单纤维断裂强力为4．41～4．76 cN、 

纤维品质长度为25．13~29．95 mEn、基数和均匀度值 

表 4 二年生、一年生陆地棉产量构成因素对皮棉产量的通径分析 

1’able 4 The path analysis of the lint yield components of biennial and annual upland cotton and the lint yield 

表 5 不同品种和不同栽培年限的棉纤维品质比较 

，I le 5 Comparison of fibre quality between the tested cultivars and the cultured number of years 

注：括号外的字母为二年生与一年生棉之间的显著性差异；括号内的字母为二年生棉 5个品种之间的显著性差异。 
Note：Letters outside bracket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iennial and annu~culture；letters inside bracket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5 cuttivars of biennial culture． 

分别为42．7l ～44．63 和 1 180．08～1 242．79、短 

绒率为 7．8O％～9．51 、棉纤维成熟度为 1．73～ 

1．8O。从总体上看，5号和 4号品种棉纤维品质较好。 

3 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陆地棉二年生栽培比其一年生 

栽培能获得更高的产量，并能保持品种的棉纤维品质 

性状，部分性状更优。Gotmare等(2004)研究了22个 

棉花野生种种籽指数年份间几乎没有变异；黎绍惠等 

(2000)研究认为，宿生棉棉铃趋小，同一材料的铃重 

比第一生活周期和在棉区降低约2O ～7O ，出现这 

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栽培管理有关。 

通径分析结果表明，皮棉产量构成因素对不同 

栽培年限皮棉产量形成的重要性不完全一致，因此 

(下转第 660页 Continue on page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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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栽培措施选择上应有所侧重。早春应加强对二年 

生棉株的肥水管理和修剪，促进二年生棉株早生快 

发，选留适量的结果母枝，不留叶枝；促进早期有较多 

的结铃量，并通过调节结果枝和结铃数量来提高单铃 

重和衣分。 

在广西种植抗虫杂交棉，产量高、品质优，具有良 

好的发展前景。宿生棉栽培可固定杂种优势，延长生 

长期，提高产量。同时，来年不需重新播种，可减少种 

子投入。所研究的5个品种中，中928 F 二年生栽培 

的皮棉产量高，棉纤维品质优良，产量构成因素匹配 

好，可在冬季元霜或轻霜地区进行二年生栽培并应用 

于生产。 

宿生陆地棉栽培的产量和品质与品种有关，也与 

栽培管理有关。关于宿生陆地棉栽培的理论与技术 

措施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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