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稳定棉花面积，保证河北省粮食安全，改棉

花单作为棉花与小麦套种两熟种植模式，实现棉麦

双丰收，有利于促进稳棉增粮，增加农民收入，这

也是河北省增加粮食总产量的一项战略决策。

近几年来，我们在曲周县槐桥乡西漳头村建立

棉田高效核心示范田 500 亩，在曲周镇东刘庄等周

边村建立示范推广区 2 100 亩，辐射周边冀中南棉

区。对适宜套种品种、套种模式以及配套机械化技

术进行了研究与试验，总结出了一套棉麦套种技术

体系，在棉花产量基本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增收粮

食 400 kg 以上，同时实现亩节水 50 m3，实现了农

民增产增收，同时种植作物的多样性可控制作物病

虫害，减少农药施用量，保障了生态的安全。该模

式实现了农机农艺的结合、良种良法的配套、科技

与推广的结合，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1 适宜套种品种的筛选

要实现棉麦双丰，必须搞好棉麦品种搭配，小

麦要早收、棉花要早熟。多年研究发现，对小麦品

种不但要适宜晚播、早熟，还应该具有植株较矮、

株型紧凑，边行优势强等特点，以充分利用光能，

提高光合效率；棉花宜选用出苗快、前中期生长发

育较快、耐遮阴、抗病、结铃吐絮集中、偏早熟品

种。我们通过大量的试验对比，从几十个棉花小麦

品种中筛选出了比较适宜棉麦套种的品种，如棉花

品种冀棉 169、邯 7860、邯杂 2 号、冀 H170 等，

小麦品种邯麦 14、良星 66、婴泊 700、邯 6172等。

2 套种模式的探索与改进

目前，棉麦套作种植模式多种多样，各具特

点。我们对“4-2 式”、“3-2 式”、“5-2 式”等多

种套作种植模式进行了试验比较，最后确定改进的

“4-2 式”种植模式较优，其带宽 160 cm，小麦采

用宽幅播种，宽为 80 cm，播种 4 行；每幅小麦间

留预留行，宽度约 80 cm，播种 2 行棉花。该模式

既满足了前期小麦的生长条件，又为麦后棉花的生

长留足了空间，而且该距离配置有利于小麦联合收

割机收获小麦以及机械播种棉花。

3 农艺农机结合 提高机械化水平

农艺农机结合，提高机械化管理水平，减少人

工投入，减轻农民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是棉

麦套种能否推广普及的关键。我们通过对小麦、棉

花播种机改造，实现了小麦、棉花播种机械化，解

决了棉花机械播种覆膜的问题，一次性完成棉花播

种的开沟、播种、覆膜、覆土等工序，而不影响小

麦生长，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小麦收割机进行

改进，解决了小麦机械化收割不伤棉苗的问题。目

前除棉花收获外其它生产环节均已实现机械化，为

棉麦套种的大力推广奠定了基础。

4 通过合理运筹 提高水肥利用率

棉花套种小麦，两者有一段共生期，通过肥水

合理运筹，可以达到一水两用、一肥两用、养分互

补的效果。4 月中下旬结合小麦管理浇水为棉花播

种造墒，进行棉花播种，做到一水两用，提高了水

源利用率，仅此一项每亩可节水 50 m3；秋季小麦

播种时，通过使用缓释肥或生物肥料将小麦、棉花

两季所需肥料一次性施于小麦，不但使小麦肥多高

产，也满足了棉花生长前期对肥料的需要，做到一

肥两用。由于小麦、棉花根系分布的层次不同，对

肥料的吸收量和比例也不一样，从而可充分地利用

土壤中不同层次的养分，做到养分互补。

5 集成套种技术 提高创新能力

通过技术创新，合理利用作物生长周期内对

光、温、水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调控作物播种期和

种植模式，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优化的棉麦套种循

环模式实现了农田生产“两高一低”、“三增五减”

的综合效益。“两高”即高效循环利用率、高生物

多样性指数；“一低”即低投入(低能耗、低成本)；

“三增”即增产量、增产值、增效益；“五减”即

减化肥、减农药、减人工、减污染、减灌水。棉麦

套种比单作棉花减少了冬、春两季裸露、疏松土地

面积，减少了沙尘源，降低了沙尘暴的危害，同时

棉麦套种两种作物天敌互补，降低了病虫害的影

响，减少了农药的使用，同时减少了化肥的使用，

具有显著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符合京津冀一体化

的发展要求。

通过技术研究与集成，取得了很好的实施效

果。2015 年曲周棉麦双丰核心试验田小麦亩产

421.4 kg，棉花亩产籽棉 358.3 kg。在不影响棉花

产量的同时，多收小麦 400 kg，增加了亩收益。

对小麦收割机械的改进，实现了小麦机械收获

不影响棉花生长，该技术 2014 年获得“可伸缩护

苗挡板”新型实用性专利；2015 年制订河北省地

方标准“冀南棉花冬小麦套种技术规程”。

随着农村劳动力减少，棉花的采摘亟待实现机

械化。机械采棉对棉花从品种到栽培、再到后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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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尤其是棉麦套种模式下的各项管理都有相当严

格的生产技术指标要求，因此棉麦套种模式下适宜

全程机械化配套栽培技术及品种筛选研究非常重

要，这也是该模式能否大面积推广的关键。因此

2015 年进行了全程机械化模式及配套技术的研究，

设置 96 cm 为一带，小麦种植 40 cm，棉花 56 cm。

小麦撒播种植，棉花种植两行，行距 9 cm。

6 实施效果显著 促进成果转化

多年来团队每年坚持到曲周基地 100 人次以

上，并有团队成员经常蹲点、吃住在基地。每年生

长关键时期多次组织召开培训会和观摩会，示范效

果显著，棉麦套种技术实现了“将时间拉长，把大

地拓宽”的奋斗目标，研究成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

肯定以及当地农民的认可。

2012 年 9 月 17 日，邯郸市市长高宏志、河北

省科技厅副巡视员李从民、河北省农科院院长王慧

军、河北省农业厅处长邓祥顺等领导到曲周县西漳

头村棉麦套种高效试验田视察指导，并给予充分肯

定。2013 年 10 月 10 日，河北省农业厅厅长赵国

岭、经作处处长邓祥顺等到曲周县西漳头村棉麦套

种高效试验田视察指导，并均给予充分肯定。2014

年 5 月 29 日，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到棉麦高效示

范田视察指导，对示范方模式给予充分肯定。希望

技术人员把更多成熟的技术推广到千家万户，为河

北省现代农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014 年 6 月 7

日，中央电视台对曲周棉麦套种试验地小麦收获进

行了现场直播，对该技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报

道。2014 年 6 月 10 日，河北省农业厅、河北省农

林科学院联合召开棉麦双丰高效技术现场观摩会，

共计 120 余人参加会议，多家媒体参与采访报道。

各级领导对棉麦双丰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2015 年 8 月 8 日，由 11 人组成的法国 — 非洲访

华代表团到访曲周县槐桥乡西漳头村“棉麦双丰”

技术核心示范田，专程学习棉麦套种种植技术及其

病虫害防治等措施。

近年来在曲周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

标准示范方建设辐射带动棉麦套作高效种植的推

广，曲周县累计推广棉麦套种 20 余万亩，新增经

济效益 1 亿元，生态效益显著提高。

实施行棉麦套种改变了传统的棉花种植模式，

在不减少棉花种植面积、不影响棉花产量的前提

下，将一年只种植一季棉花，变为粮棉两季种植模

式，达到棉麦双丰，从而增加粮食产量及农民收

入，对加快全省棉花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棉田增效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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