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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作物的杂种优势利用，是一条增产的重要途径，世界各国在许多作物上已广泛采用。
我国在杂交水稻方面的突破，为我国的粮食增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棉花是常异交作物，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杂种优势作物而被忽视。
但我国的农业科学家和广大农业技术工作者，不被传统认识所束缚，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终于为我
国棉花杂种优势的广泛应用找到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路线。
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两位资深研究员及棉花专家主编的这本《中国棉花杂交种与杂种
优势利用》，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国在棉花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同时也客观地介绍
了国外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此书的出版、发行，为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
我敬佩我国老一代农业科学家尽职尽责的奉献精神，希望农业科技战线的专业人员、专家、学者，发
挥优势、勇于开拓、创新，为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做出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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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水旱地两用品种和杂交种　　我国棉区幅员辽阔，生态条件复杂，经兴修水利，扩大了棉田
的灌溉面积，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如黄土高原的旱塬与南方丘陵岗地没有灌溉条件的棉田，棉花生长全
靠自然降雨；如河北黑龙港旱地棉区仅部分棉田在冬季能浇上一次水，生长季节则再无水可浇。
春季干旱，等雨播种，播期推迟。
收麦季节（初夏）干旱及伏旱，也都是胁迫棉花生育推迟的重要原因。
有灌溉条件的水浇地仍有一定数量的棉田灌溉周期过长，尤其遇到旱年，棉株生育滞缓。
为使我国在不同生态类型棉区、不同旱涝年份，能比种植当前的品种，更趋平衡增产，应从选择对水
分的钝感性着手，开展抗（耐）旱及水旱地两用品种和杂交种的选育工作。
如中棉所12属灌溉生态型，84S-14属旱地生态型。
有些品种和杂交种对水分胁迫和高水肥反应不敏感，适应能力较强，具有较好的平衡增产潜力，稳产
性较好，能适应多变的生态条件，确立水旱交替选择的试验程序及多种生态条件选择鉴定的评价方法
，育成了丰产、抗逆性好的晋棉13。
如华北平原旱地，以春旱夏涝为主，采用苗期反复干旱为主的抗旱鉴定法，选择对水肥不敏感的材料
。
长江中游丘陵岗地，以苗蕾期多雨和花铃期干旱为主，采用旱池及形态生理指标的间接评价法，以伏
旱高温为重点，育成了耐伏旱、高温的赣棉6号和赣棉8号。
一般雨涝年份，早熟基因型表现较好；干旱年份，对晚熟基因型有利。
应根据气候特点，提高有利类型的选择标准，适当放宽不利类型的入选尺度。
在出现极大的干旱、雨涝、病虫暴发、低温死苗、阴雨烂铃，这为抗逆性选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
。
因而，即使非目标性状，也不可轻易错过选择的机遇。
为及时对试验材料做出准确评价，可增设在胁迫较重（生育期降雨控制在300mm以下）的旱棚中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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