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农家科技 农家科技 41

种 植天地
ZHONGZHITIANDI

当前农业领域，水肥一体化技术得到飞速发展和利
用，其特点在于利用自动化设施设备实现灌溉和施肥同步
进行，不仅有效节约了人力成本，还为植被生长提供了良
好环境。在棉花种植过程中，水肥一体化技术也得到了广
泛利用，主要是通过压力设施将水肥混合物灌入种植区，
通过设定灌溉速度确保植株充分吸收附近的养分，较大程
度提升了种植效益。

一、水肥一体化技术的优势
笔者所在的新疆，地处我国西北内陆，昼夜温差较

大，受温带大陆性气候影响全年降水偏少，其中多数地区
降水量不足 200mm。在此种环境下，棉花种植的水分需求
通常无法保障，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有效缓解这一现
状。20 世纪 80 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引进水肥一
体化技术，通过小面积试验取得良好效果，在提升单位面
积产量的同时有效缓解了水资源紧张局面，该技术的具体
作用如下：

（一）节约灌溉水源
在我国棉花种植中，部分地区采取大水漫灌或者畦灌

的方法，容易导致水资源输送过程中的大量浪费，而水肥
一体化技术可以解决以上问题，通过肥料和灌溉水源地融
合，然后对灌溉量加以控制，使水资源和肥料满足棉花植
株根系的吸收，显著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

（二）提升肥料利用率
相较于人工施肥方法，水肥一体化技术具有自动化的

特征，能够对肥料施加量严格控制，还可以结合棉花的生
长时期对不同种类的棉花精准施肥，由此减少肥料浪费，
确保肥料快速到达目标位置。此外，水肥一体化技术可将
肥料输送到土壤以下，由此减少了肥料的挥发，进而节约
种植成本。

（三）降低农药使用量
在棉花种植中，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将养分输送到植株

根部的同时，还能减少病虫害发生，从而减少农药用量。
这是因为土壤中的药物可以消灭幼虫，避免次年虫害集中
暴发而影响棉花产量。此外，在大棚种植模式下水肥一体
化技术能够对大棚内的温度和湿度有所调节，抑制细菌扩
散，由此减少农药用量。

（四）改善土壤环境
利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提升土壤中微生物的活性，

改善土壤环境，提升土壤肥力，为次年棉花种植提供良好
环境。此外，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降低土壤盐渍化，
减少土壤中的污染物渗入到地下水体。

（五）提升棉花产量
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利用，在自动化控制模式下能

够结合棉花不同生长周期控制肥料比例，使棉花在花铃期
更为成熟，达到增产目标。

（六）减少管理成本
棉花在种植之后，需要切实做好田间管理工作。如全

面分析棉花植株的病虫害发生情况；合理松动土壤，确保
植株根部充分吸收养分；杂草处理等。水肥一体化技术在

棉花种植水肥一体化技术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九团核算中心    樊华玲

摘  要：棉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棉花种植需要结合品种、气候、土壤等相关因素，种植技术选用也应因地制宜。新时

期，我国农业技术不断进步，也给棉花种植带来较大发展，如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促进棉花生长，提升其品质，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基于此，本文从水

肥一体化技术的优势入手，讨论棉花种植水肥一体化技术利用现状与问题，并分析棉花种植水肥一体化技术要点，希望对相关研究带来帮助。

关键词：棉花种植；水肥一体化；技术

田间管理方面，可以显著节约人力投入和时间成本。
二、棉花种植水肥一体化技术利用现状与问题
水肥一体化技术具有经济性和环保性等优势，符合我

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方向。不过在当前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应
用中，由于部分农民认识不足，认为有机肥效果不及化
肥，并且普遍重视用地忽视养地，以及施肥中存在盲目
性，使得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存在一定障碍，需要想方设
法加以解决。

三、棉花种植水肥一体化技术要点
（一）选地整地
新疆南疆地区盐碱较重，做好土壤改良工作十分关

键，目前主要方法为种植耐盐碱的植物、培肥土壤以及
合理排水。棉花根系较浅，所以对土壤环境要求更高，
在利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过程中，农民需要做好种植地的
选择，农民要对地块进行综合考察，一般要求土壤肥力在
中等以上水平，有机质丰富，具有良好的排灌能力，地块
最好集中连片。适合水肥一体化的灌溉系统搭建之后，要
求农民对前茬作物处理，安装好设备后确保地头整齐、平
整，然后将地表碎土碾碎，疏松土壤，以此防止板结，完
成上述工作后清除土壤中的杂草。在播种前期需要进行土
壤处理，将土层 10cm深度中 80%的残膜去除。为了确保
第二年春播时的良好墒情，需要在前茬作物收获后冬灌，
一般在土壤冻结前进行，必须保证灌溉透彻。或者次年春
季灌溉，在播种前 5 ～ 7 天进行。

（二）品种选择
结合新疆地区的气候特征和种植习惯，一般选择早

熟、稳产、高产的品种，比如新陆早系列、新陆中系列，
之后进行种子包衣处理，确保种子纯度至少达到 99%、发
芽率达到 90%、含水率控制在 12%左右。如果采购的种子
未进行包衣处理需要播种前期再次包衣，然后准备好滴灌
设备。

（三）合理灌溉
通常情况下，棉花灌溉集中在春季和冬季，以滴灌为

主，在冬季灌溉需要在土壤封冻前期进行，一般在昼夜交
替时完成灌溉，灌溉水量为 900 ～ 1500 立方米/公顷，如
果在冬季灌溉要保证灌溉均匀，进而为次年春季土壤翻耕
和种植打下良好基础。在春季灌溉时灌量需要提升，一
般为 1200 ～ 1500 立方米/公顷，需要加大滴灌设备的水
压。通常棉花苗期的耗水量不得超过总耗水量的 15%，可
以为棉花根系向下生长提供支持，苗期过后，农民需要灌
溉带有磷酸二氢钾的液体，而棉花进入蕾期也需要做好灌
溉措施，通常耗水量占 12% ～ 20%，日耗水强度为每亩
1.5 ～ 2.0m3，期间还需要每公顷滴灌 60 ～ 70kg尿素，在
二次追肥环节需要把握好追肥时间，在棉花花铃期普遍要
求进行第三次化学控制，而 7 月初在低灌前的 5 ～ 7 天需
要施加 98%的甲哌鎓溶液，用量为每公顷 40g。需要说明
的是，在棉花不同生长阶段，要求根据土壤情况和长势确
定滴灌方法，比如花铃期耗水量占 45% ～ 65%，在滴灌模
式下日耗水强度为每亩 2.5 ～ 3.0m3，还要合理使用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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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滴灌的 1 ～ 2 次不得使用尿素，避免由于不能稀释
尿素导致棉花植株吸收需要施加磷酸二氢钾，整个灌水工
作在 9 月之前结束。

（四）肥料施加
在棉花种植过程中，不同生长时期对肥料的需求

也存在差异。在秋冬季节施加农家肥，用量为每公顷
45 ～ 60t，同时需要每公顷加入 300 ～ 450kg磷酸二胺、
75 ～ 150kg尿素、75 ～ 150kg硫酸钾。随着棉花生长农民
还要进行追肥。需要说明的是，在水肥一体化技术下追肥
前期需要确保管路内部不存在残留的肥料，避免多种肥料
和药物混合，影响棉花生长。

（五）覆膜播种
在新疆南部地区一般播种时间在 3 月中旬到 4 月初，

目前棉花种植主要采取覆膜、铺管、播种以及施肥的种植
模式。需要说明的是，地膜厚度必须合理控制，通常选择
的地膜厚度为 0.01mm，然后根据种植面积和播种需要选择
播种机，也可以利用点播下种技术，一穴一粒。在种植前
期使用药剂喷洒地表，以此消灭杂草。

（六）人工采收种植
人工采收，种植时需要覆盖 1.45m宽的地膜，间隔

4 ～ 5 行进行，并且需要重视滴灌带的配置。一般情况
下，种植地区的单位宽度地膜和灌管比例为 1 ∶ 2。无其
他要求情况下该模式可以有效节约水资源。此外，需要
控制好平均行距，一般为 30cm。该模式下株距可控制在
10 ～ 13cm。

（七）机械化采收种植
在新疆南部地区采摘集中在每年的 10 月中旬到 11 月

中旬，机械化采收，则在棉花种植过程中要求滴灌带配置
模式为 1 膜 2 管或者 1 膜 3 管。然而机械设备占地空间较
大，所以预留的操作空间也需要增加，一般大行距和小行
距分别为 66cm和 10cm。

（八）病虫害管理
新疆棉花种植主要的虫害包括棉铃虫、红植株、蚜

虫、棉蓟马，而新疆老棉区黄萎病较重，所以在利用水肥
一体化技术的过程中，病虫害防治工作同样需要重视起
来，特别是在大棚种植模式下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起
到控温控时的效果，破坏病虫害滋生环境。此外，部分病
虫害会破坏植株的根部，对根系灌溉可以起到针对性防控
作用。对于棉花黄萎病防治，主要在于清除棉花的残枝败
叶和杂草，还需要合理增施有机肥，发病初期可使用 50%
多菌灵 500 倍液或者 70%甲基托布津 800 倍液，用法为每
公顷 50kg，每 7 天一次，连灌 2 ～ 3 次。对于棉蓟马的
防治，可以在棉田中设置蓝色粘板，以此诱杀成虫，还可
以使用化学方法，将 5%啶虫脒可湿性粉剂配置为 2500 倍
液，或者将 1.8%虫螨克乳油配置为 3000 ～ 4000 倍液，还
可以将 10%吡虫啉配置为 1000 倍液，之后在清晨或傍晚
对棉叶喷药。需要说明的是，使用化学防治措施要避免化
学药剂对棉田的破坏。

四、不同时期的田间管理要点
（一）苗期管理
棉花出苗后需要做好查苗工作，如果种植区域未出现

幼苗需要及时补苗，该操作集中在晴朗天气的清晨或者下
午进行，把地膜中的幼苗放出，然后做好封土处理，避免
杂草在幼苗孔中生长。播种之后，如果连续降水天气较多
需要及时将板结土壤清理，避免影响幼苗出土。在幼苗全
部出土后，需要做好间苗和定苗处理。在间苗工作进行的
同时进行中耕除草，一般在雨后中耕可以更好地起到蓄水
作用，通常苗期不需要灌溉，有利于根系向深部生长。如
果基肥施加过足出苗后叶子会发黄，该期间需要喷施磷酸
二氢钾以及锌肥，并追加尿素，每亩用量 0.3kg，期间还需
要做好地下害虫以及蚜虫的防治工作。

（二）现蕾期管理
现蕾期是棉花生长的快速时期，需要做好除草工作，

适当提升土壤温度，以此促进根系发育，减少杂草生长。
如果田间杂草危害较为严重需要使用化学药剂除草，这一
过程中必须严格进行药剂选择，避免污染土壤和影响棉花
品质。由于该阶段棉花生长较快，需要采取化学防控措
施，通常在 6 月中下旬当棉花主茎叶片数量达到 6 ～ 7 片
进行两次化学防控，使用矮壮素，用量为每亩 1 ～ 2kg配
制成 300 倍液喷雾。该时段还要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
可使用氯氰菊酯或者吡虫啉。该阶段的灌溉方法为每隔
7 ～ 10 天灌溉 1 ～ 2 次，整体上要结合墒情合理灌溉。追
加尿素 45kg，通过化学防控措施可以避免出现徒长。

（三）花铃期管理
该阶段进行第三次化学防控，主要是在 7 月初之前

5 ～ 7 天灌溉，每亩使用矮壮素，用量为每亩 1 ～ 2kg配
制成 300 倍液喷雾。如果棉花生长较为旺盛，需要适当加
大剂量。在棉花打顶 5 ～ 7 天时进行第四次化学防控。该
阶段为棉花发育关键时期，需要结合土壤墒情做好施肥和
灌溉处理。在整个花铃期灌溉次数为 8 ～ 10 次，每次间隔
5 ～ 7 天，并追加 45kg尿素。同时，农民要密切观察棉花
生长情况，如果种子出现早衰情况需喷施 0.1%磷酸二氢钾
溶液，在 8 月下旬停止灌溉。此外，该阶段的病虫害防治
要点在于减少药物残留，不可使用国家禁止的高残留药物。

（四）吐絮期管理
该阶段需要做好杂草清除工作，在机械收割前一个月

使用低剂量药剂，比如催熟剂和脱叶剂，通常棉花吐絮率
达到 40%即可喷药，选择无风天气操作，并且保证喷药具
有均匀性，还要避免重复用药。吐絮期 7 ～ 10 天后进行人
工采摘或者棉花种子脱叶率达到 90%、吐絮率达到 95%可
以机械化采收。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棉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在西北内陆

地区通过棉花种植可以带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促进农民
增收。新时期，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棉花种植开始引
进水肥一体化技术，在提升棉花产量质量的同时，节约了
灌溉成本，且有利于病虫害防治工作开展。棉花种植中，
还应加强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应用，要求农民结合棉花生长
周期合理把握肥料用量，最终带来更大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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