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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阳市棉花生产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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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省枣阳市棉花研究所，湖北 枣阳 441297） 

【摘 要】：枣阳市是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县市，是湖北省连续八年的棉花高产创建县市。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

整，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棉花面积急剧锐减，投入增加，收益下滑，棉农植棉积极性降低。通过分析当前枣

阳市棉花生产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提出枣阳棉花生产稳定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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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枣阳市棉花生产现状 

枣阳市地处湖北省西北部，是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区，全年≥10℃的积温达到 4899℃，年无霜期 228天左右，年日照在 2100

小时以上，年降雨量在 800～1000mm 之间。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对棉花生产非常有利，植棉历史悠久，植棉水平较高，

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县市”，是湖北省连续八年的棉花高产创建县市。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结构

发生重大变化，棉花面积从上世纪的 2.7万 hm2,2010年的 1.3万 hm2，到 2020年 0.12万 hm2，急剧锐减，投入增加，收益下滑，

棉农植棉积极性降低。2019 年，全市棉花种植面积 0.15 万 hm2，比 2009 年的 1.22 万 hm2，减少 1.07 万 hm2，减幅 713.3%；棉

花单产 952.2kg/hm2，比 2009年的 1172.1kg/hm2，减少 219.9kg/hm2，减幅 23.09%；棉花总产 0.14万 t，比 2009年的 1.43万 t，

减少 1.29 万 t，减幅 921.43%。如何应对棉花生产变化，实现植棉效益提升，提高棉花生产竞争力，促进棉花生产稳定可持续

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是棉花生产的重要议程。 

1.1种植面积全面下滑 

由于近年植棉效益大幅下滑，有的连投资都没有收回，严重挫伤了农民植棉积极性。2020 年，无论是集中棉区，还是零星

分散棉区，从乡镇到村组，无一棉花面积未调减。据调查，2020年植棉面积 0.12万 hm2，比上年调减 0.009万 hm2，减幅 7.5%。

调减的棉田主要改种了粮油作物，改种旱杂粮和水稻的面积占 66.33%，改种油料作物面积占 17.03%，改种其他作物的占 16.64%。

棉稻、棉豆、棉油插花种植面积大幅增加，棉田耕地保收能力下降。 

1.2耕作制度基本稳定 

据调查，2020 年全市棉田两熟耕作制度没有大的变化，棉花前茬小麦、油菜面积占 92.28%，比上年增加 8.97 个百分点，

但麦后、油后移栽面积大幅增加，麦林套棉种植模式急剧减少。其中，油后移栽棉面积 0.04万 hm2，占棉田面积的 33.3%，比上

年增加 3.47个百分点。麦后移栽棉面积 0.07万 hm2，占棉田面积的 5.83%，比上年增加 3.9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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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种植棉花水平较高 

据统计，全市棉花良种覆盖率 91.56%，杂交棉种推广面积占 92.73%；棉花“两膜”栽培面积达 95.41%，其中营养钵育苗移

栽面积占 84.25%，地膜覆盖栽培占 11.16%；全程化调、配方施肥、综防病虫面积均占 85%以上。棉花种植方式基本实行宽行密

株的单行种植，特别是棉花种植密度每公顷增加了 1500～4500株，有效遏制了棉花密度年年下降的趋势。近年来，棉花病虫害

发生均较轻，“两萎”病虽然局部棉区零星发生较重，但未造成大的危害；蚜虫、盲蝽象、棉铃虫均发生较轻，前几年危害较

重的斜纹夜蛾、甜菜夜蛾、烟粉虱等虫害也未造成大面积危害。 

1.4棉花产业化发展稳定 

枣阳市有各类棉花加工企业 100 多家，以收购籽棉加工为皮棉为主，有一条较为健全的从种植、收购、加工的产业链条，

棉花市场放开后，棉农种植的棉花大多是收购商贩到农户家中收购，由于价格合理，减轻了棉农售棉环节，带动了一批人员就

业。在棉花产业的带动下，枣阳市纺织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 

2 枣阳市棉花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植棉效益低，种植热情不高 

棉花大田生长期在秋收作物中最长，棉花从种到收长达六个月，周期长，投入大，管理复杂，用工量多，特别是棉花收获

过程中，消耗人工最多，制约了棉花生产的发展，同时受自然条件、管理水平等影响较大，这些都影响棉农植棉积极性。2019

年，全市种植棉花纯收入为 663.26元/667m
2
，比上年减少 23.87元。 

2.2农村劳动力无保障，投入成本偏高 

枣阳是农业大市，但从事农业的人员却大多在 50岁以上，棉花是要求人工较高的作物，需要一定的植棉技术，年龄大的人

掌握新技术慢，学习劲头不足，这导致植棉水平明显下降，不适应精细管理的种植模式。再者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乡镇企

业及城市，人工工资上涨，引发植棉成本提高，棉农效益降低，棉农信心下降。2019年，全市种植棉花投入为 750.65元/667m2，

比上年增加 76.33元。 

2.3抵抗自然灾害能力差，机械配套设施不全 

枣阳地处鄂西北岗地，是有名的旱包子，遇到干旱年景，保证不了棉花生产用水，“靠天收”现象严重。在机械设施方面，

目前枣阳没有棉花采摘专用机械，除了整地、施肥、除草、病虫防治进行机械化、半机械化外，其余均为人工操作，加大劳动

力强度，降低棉田收益。 

2.4单产提高难度大 

枣阳棉花单产水平的提高受到三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一是在自然环境方面，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老化、次生害虫危

害加重，直接影响了产量的提高；二是在田间管理方面，劳动力群体素质下降、生产投入减少、田间管理粗放，棉花密度下降，

抑制了单产水平的提高；三是在技术推广方面，技术创新滞后、推广能力弱化，技术增产作用难以显现。这一切给棉花单产水

平的提高增加了难度。 

2.5投入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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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棉田投入在三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大幅下降。一是施肥数量减少。由于干旱，部分棉田推迟了棉花施肥时间，减

少了施肥数量，尤为突出的是花铃肥、桃肥，部分棉田只施了一次。二是调整了施用肥料的品种结构。受植棉效益和农民承受

能力的影响，棉田施用肥料的品种调向了价格相对较低的地产化肥。农户调查，除复混肥增加、钾肥施用量持平外，其它品种

的化肥均比上年有不同程度减少，特别是复合肥基本上施用的是含量相对较低的国产肥。三是棉花生产资料上涨。化肥售价一

般上涨 10%以上，有的品种上涨 20%左右；棉种、农药、农膜的价格均呈上涨趋势。导致棉田物质投入明显减少，特别是钾肥严

重不足，花铃肥施用时间推迟，桃肥施用不及时、不到位，导致大面积棉花凋枯早衰，浪费了秋高气爽的光热资源，影响了棉

花产量和品质的进一步提高。 

3 枣阳棉花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对策与展望 

棉花生产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棉花在国计民生中占用有重要地位，因此，应对挑战，找准对策，棉农增收、棉田增效，

扎实稳定推进棉花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效可持续发展是棉花产业发展的目标。 

3.1抓好棉花新技术、好品种、新模式的试验示范推广 

利用政策调控和导向，调整布局，优化种植模式，选择优良品种，稳定发展高产棉田，适当调减低产棉田，集中优势利用，

促进棉田增效。一是加快轻简栽培等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步伐。加大抗虫杂交棉地膜精播技术、无土育苗技术、水浮育苗技术、

塑料穴盘育苗技术、微钵育苗技术等试验示范力度。要因地制宜筛选出一项当地农民认可，符合当地生产特点的新技术，在技

术试验示范过程中主动与技术支撑单位对接，制订详细的试验方案，落实专人负责，按标准试验进行设计和管理，确保技术试

验示范取得成功。二是加大良种推广力度。开展高产竞赛活动，在全市建设一批超高产示范典型，以小面积攻关、示范方展示、

大面积辐射的方式带动全市棉花单产水平的提高。三是加快高效立体种植模式的推广普及。针对区域特点，重点加强棉田立体

种植技术的总结和创新，积极与高效农业规模化的发展思路对接，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建立多层次、多功能的高效

棉田生态系统。 

3.2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灾能力 

积极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提高棉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力争做到旱能灌涝能排。为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对棉

花生产的影响，要把完善抗灾救灾技术措施作为搞好棉花生产的常态性工作，针对棉花生长期间的主要自然灾害制订相关预案。

把抗逆栽培技术的入户工作作为技术指导的重要内容，积极宣传并引导棉农采取地膜移栽、稳定密度，培土壅根等防御性技术

措施。针对灾后棉花生长发育晚，搭架迟，群体小的特点，及时研究并提出针对性的技术措施，指导棉农灵活化调，以促为主，

促控结合，科学施肥，增施钾肥，以弥补前期棉花生长发育的不足。 

3.3培养新型农民，提高植棉水平 

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把种棉大户纳入培育范围，按照“市有技术骨干、镇有技术标兵、村有技术能人和科技示范

户”标准，分别在棉花生产的重要环节，采取专家讲座和培训、召开现场会、组织观摩和交流、新闻媒体滚动播出、发放技术

资料等多种形式，提高棉农的植棉水平，确保棉农能熟练掌握棉花科学施肥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精简化栽培技术等，

能熟练操作各类农田机械，同时易接受先进的生产模式、生产技术。 

3.4将规模化种植作为稳定棉花生产的有效途径 

积极引导棉田面积向植棉大户集中，通过成立棉花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将千家万户分散生产的农民有效组织起来，有利

于综合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在生产资料的购买、棉花的销售中提高与交易对象的谈判能力，有利于开展标准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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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市场竞争的品牌。在全市积极开展技术部门无偿指导与服务组织有偿服务相结合的“双结合”服务模式，鼓励和引导懂技

术、有能力，会经营的农民或组织向棉农提供产中服务，并向产前、产后延伸，解决一家一户不愿做、做不好的事情。服务组

织通过服务获得效益，农民从棉田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开展其它生产、经营活动同样获得效益，互利共赢。 

3.5推广机械化种植 

加大农机补贴力度，特别是把棉花机收的机械纳入国家农机补贴范围，促进机械配套，结合枣阳实际，推动棉花生产的机

械耕整，精量播种，机械植保，机械中耕、追肥，机械收获，机械秸秆粉碎还田等生产环节中的机械设施配套，解除劳动力制

约，为棉花生产提供有力支持。合理配置棉花种植行距，精准播种，种植品种要以株型紧凑、叶片不大的品种为主，以利于脱

叶和采摘。适时应用脱叶剂技术，当脱叶率和吐絮率均达到 90%以上时，进行机械收获。 

3.6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扶持 

2019 年，枣阳市棉花目标价格补贴为 220 元/667m2，极大地刺激了棉农的植棉积极性。国家根据产业用棉实际需求，形成

棉花目标价格机制，调整棉花优化补贴，及时准确发布棉花产业政策，市场趋势，价格供应，技术成果和生产发展等信息，指

导棉农调整种植，规避风险。要充分宣传国家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项目，利用今年棉花生产形势较好的有利时机，大力推广以

鄂杂棉系列为主的优良品种，以确保棉花产量与品质的提高，力争棉花面积逐年提高。枣阳市有万通、伟业、博大等十余家大

型棉纺企业，不仅繁荣了经济，扩大了就业，需棉量也很大，现在枣阳棉花产供销不平衡，依靠外地调拔，增加了棉企运输成

本，因此只有扩大面积，稳定产量，才能促进棉花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希望利用枣阳传统植棉大县优势，积极争取国家相关产

业发展支持政策，确保枣阳的棉花生产不再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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