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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覆双膜和揭膜方式对南疆
棉花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徐守振ꎬ马　 麒ꎬ宁新柱ꎬ李吉莲ꎬ陈　 红ꎬ王方永ꎬ韩焕勇ꎬ林　 海
(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 农业农村部西北内陆区棉花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

新疆兵团棉花改良与高产栽培重点实验室ꎬ新疆 石河子 ８３２０００)

摘　 要:以双膜覆盖栽培技术为研究基础ꎬ通过探索不同揭膜方式对棉花生长发育、产量及品质的影响ꎬ提出一

种新型的地膜覆盖及揭膜方式ꎬ以期有效解决残膜污染问题ꎮ 田间自然条件下ꎬ设置 ５ 个处理ꎬ即膜侧播种＋双膜覆

盖＋苗后头水前揭膜(Ｔ１)、膜侧播种＋双膜覆盖＋苗后揭上膜(Ｔ２)、裸播(Ｔ３)、膜下播种＋单膜覆盖＋苗后揭膜(Ｔ４)、
膜下播种＋双膜覆盖＋苗后揭上膜(ＣＫ)ꎬ测定棉花农艺性状、生育期、成铃、产量及品质指标ꎬ进而分析处理间差异ꎮ
结果表明:Ｔ１处理对棉花株高影响不显著ꎬＴ２和 Ｔ４处理对株高影响较小ꎬ而 Ｔ３处理则导致株高显著降低ꎬ对棉花生长

具有抑制作用ꎻＴ１、Ｔ４和 ＣＫ 处理可以显著降低杂草数量ꎬＴ２和 Ｔ３处理对杂草数量的控制力度相对较弱ꎻ揭膜方式的

变化对棉株生育期天数及产量形成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影响ꎻＴ３处理会显著降低棉花产量ꎬ其他处理对产量无显著

影响ꎻ不同处理对棉花纤维品质发育无显著影响ꎮ 在保证株高、产量及品质不降低的基础上ꎬＴ１ 处理能够控制杂草

数量、优化成铃分布ꎬ可有效避免残膜污染ꎬ在生产上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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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膜下滴灌作为新疆棉区一项重要的栽培技术

极大地缓解了新疆农业水资源不足的问题ꎬ推动了

该地区节水农业的快速发展[１－２]ꎮ 地膜覆盖不仅可

以改善土壤水热环境、减轻虫害、降低土壤盐渍化

危害和提高产量[３－５]ꎬ还对田间杂草具有良好的控

制效果[６－９]ꎮ 目前ꎬ地膜覆盖技术已广泛应用到我

国农业生产之中ꎬ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１０]ꎮ 多年

来ꎬ众多学者以覆膜滴灌栽培技术为基础ꎬ对大田

棉花群体生理生态状况进行了广泛研究[１１－１３]ꎬ但随

着国家对生态保护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视ꎬ覆膜

栽培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ꎮ 严昌荣等[１４] 通过对

北疆石河子地区棉田地膜残留研究指出ꎬ当前棉田

土壤中平均残留量高达 ３００.６５±４９.３２ ｋｇｈｍ－２ꎬ且
随着覆膜年限增加ꎬ土壤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ꎮ 随

着塑料地膜在土壤中残留量的增加ꎬ棉花产量也呈

现显著降低趋势[１５]ꎮ 为了新疆农业的健康发展ꎬ合
理利用地膜覆盖技术、研制新型环境友好型地膜产

品和研发“白色污染”防治技术迫在眉睫[１０]ꎮ 为应

对该需求ꎬ新疆兵团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就开

始进行残膜清理机械的研制工作ꎬ但由于残膜遍布

整个耕层、地膜强度差、残膜与秸秆分离困难以及

作业时间有限等因素的影响ꎬ农田残膜清理工作进

展缓慢[１６]ꎬ而成本高昂及降解不可控性也导致环境

友好型降解膜也未得到大面积推广[１７]ꎮ
宿俊吉等[１８]研究表明ꎬ适时揭膜有利于减缓棉

花早衰ꎬ降低土壤残膜回收难度ꎬ张大斌等[１９] 设计

了一种苗期揭膜机以解决残膜造成的环境及土壤

污染问题ꎻ有学者通过研究早期揭膜条件下棉田土

壤水热及棉花成铃的变化情况指出ꎬ过早揭膜会明

显降低棉株外围成铃率及土壤水分和温度ꎬ对棉花

产量造成不良影响[２０]ꎻ李君等[２１] 指出棉花花期后

揭膜对棉田土壤水分和棉花产量无显著影响ꎬ但难

以避免棉花机械损伤和地膜残留ꎬ且成本高还费时

费力ꎮ 在现有机械辅助的基础上ꎬ本研究通过探索

不同地膜覆盖方法和揭膜方式对棉花生长的影响ꎬ

提出一种新型的地膜覆盖及配套揭膜方式ꎬ在保证

产量和品质的基础上提高揭膜效率ꎬ为实现地膜覆

盖“零污染”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设计与方法

试验于 ２０１９ 年在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所库尔

勒试验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２９ 团 ２ 斗 ７ 号

地ꎬ８６°０６′Ｅꎬ４１°６８′Ｎ)进行ꎬ供试品种为‘新陆中 ４５
号’ꎮ 设置 ５ 个处理ꎬ即膜侧播种＋双膜覆盖＋苗后

头水前揭膜(Ｔ１)、膜侧播种＋双膜覆盖＋苗后揭上膜

(Ｔ２)、裸播( Ｔ３)、膜下播种＋单膜覆盖＋苗后揭膜

(Ｔ４)、膜下播种＋双膜覆盖＋苗后揭上膜(ＣＫ)ꎬ每个

处理重复 ３ 次ꎮ 随机区组设计ꎬ小区面积为 １５ ｍ２

(１０.０ ｍ×１.５ ｍ)ꎮ 采用一膜一管四行种植模式ꎬ播
幅 ４.５ ｍ(３ 膜)ꎬ行距 ４５ ｃｍꎬ株距 １０ ｃｍ(图 １)ꎮ

试验于 ４ 月 １１ 日播种ꎬ理论密度约为 ２６.２５ 万

株ｈｍ－２ꎻ全生育期共灌水 １０ 次ꎬ其中随水滴肥 ８
次ꎬ共滴施尿素 ５５３.５ ｋｇｈｍ－２、磷酸二氢钾 ３４６.５
ｋｇｈｍ－２ꎻ全生育期采用缩节胺化控 ５ 次ꎬ总用量为

４３５ ｇｈｍ－２ꎻ９ 月 １５ 日喷施脱叶催熟剂ꎬ９ 月 ２８ 日

进行机采收获ꎻ其他田间管理措施参照当地高产田ꎮ
１.２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２.１　 棉株农艺性状　 分别于 ５ 月 ２５ 日(现蕾期ꎬ
初次揭膜后 ３０ ｄ)、６ 月 ２５ 日(初花期ꎬ第 ２ 次揭膜

后 ３０ ｄ)、７ 月 ２０ 日(打顶后 １０ ｄ)ꎬ每个处理选取长

势均匀连续具有代表性的 １０ 株棉花(边行中行各 ５
株)ꎬ重复 ３ 次ꎬ定点定株对棉花株高(子叶节至顶

端高度)、果枝始节高度(地面到第 １ 台果枝的长

度)、株式图进行调查记录ꎮ
１.２.２　 棉田杂草数量调查　 根据揭膜方式的不同ꎬ
分别于 ５ 月 ２５ 日(现蕾期ꎬ初次揭膜后 ３０ ｄ)、６ 月

２５ 日(初花期ꎬ第二次揭膜后 ３０ ｄ)调查各处理小区

内全部杂草数量并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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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生育时期调查　 记载不同处理出苗期(５０％
棉株达到出苗的日期)、现蕾期(５０％棉株开始现蕾

的日期)、盛蕾期(５０％棉株出现第 ４ 台果枝的日

期)、开花期(５０％棉株开始开花的日期)、吐絮期

(５０％棉株达到吐絮的日期)和生育期天数(从出苗

期到吐絮期的时间ꎬｄ)ꎮ
１.２.４　 产量及品质指标 　 于吐絮期每个处理选取

单位面积为 ６.６７ ｍ２的样点ꎬ重复 ３~ ４ 次ꎬ调查样点

内全部株数和铃数ꎬ折算出单株结铃数和单位面积

总铃数并估算产量ꎻ于吐絮后期每个处理选择长势

一致的棉花分层取上、中、下吐絮棉铃各 ２０ 个ꎬ重复

３ 次ꎬ分开装袋、称重ꎬ测定单铃重及衣分ꎻ测定衣分

后取棉纤维样品进行品质测定ꎮ 棉花产量按下式

计算:
单位面积产量(ｋｇ)＝ 单位面积总铃数(个) ×单

铃重(ｇ) / １０００ (１)
籽棉产量(ｋｇ)＝ 单位面积产量(ｋｇ)×１００ (２)
皮棉产量(ｋｇ)＝ 籽棉产量(ｋｇ)×衣分(％) (３)

１.３　 数据分析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和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软件对

数据进行整理分析ꎬ不同处理之间所得的均值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ꎬ然后经过 ｔ 检验

(α＝ ０.０５)ꎬ采用 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 １２.５ 作图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处理下棉花株高及始节高的差异

如图 ２ 所示ꎬ不同揭膜方式之间棉花果枝始节

高度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ꎮ 受揭膜方式影响ꎬ５ 月

２５ 日ꎬＴ１、Ｔ２ 和 Ｔ４ 处理棉花株高较 ＣＫ 处理降低

３７.７９％~ ６３.５２％(Ｐ<０.０５)ꎬＴ３ 处理株高显著低于

ＣＫ 处理ꎬ降幅为 １０９.６３％(Ｐ<０.０５)ꎻ６ 月 ２５ 日ꎬＴ１

与 ＣＫ 处理株高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ꎬ而 Ｔ２、Ｔ３和

Ｔ４处理较 ＣＫ 处理降低 ２６.４１％ ~７２.１４％(Ｐ<０.０５)ꎻ
７ 月 ２０ 日打顶后ꎬ株高不再增长ꎬ此时 Ｔ３处理棉花

株高较 ＣＫ 处理降低 ３８.６１％(Ｐ<０.０５)ꎬ其他处理与

ＣＫ 相比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ꎮ 综上可知ꎬ初次揭

膜后 ３０ ｄ 内ꎬ棉花株高受揭膜方式影响ꎬ且处理间

差异较大ꎻ二次揭膜至打顶后ꎬＴ１处理对棉花株高影

响不显著(Ｐ>０.０５)ꎬＴ２和 Ｔ４处理对棉花株高影响相

对较小ꎬ而 Ｔ３处理会显著低棉花株高ꎬ抑制棉花生长ꎮ
２.２　 不同处理下杂草数量的差异

棉田覆膜栽培可以有效抑制膜下杂草的生长ꎬ
不同揭膜方式下杂草数量的变化可以反映不同处

理对杂草生长的控制强度ꎮ 如图 ３ 所示ꎬ受揭膜方

式影响ꎬ５ 月 ２５ 日ꎬＴ４和 Ｔ３处理杂草数量较 ＣＫ 处理

高 ５３７.５４％~７３７.５２％(Ｐ<０.０５)ꎬＴ１、Ｔ２与 ＣＫ 处理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ꎻ６ 月 ２５ 日ꎬＴ１、Ｔ２、Ｔ４ 与 ＣＫ
处理之间杂草数量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ꎬＴ３处理显

著高于其他处理(Ｐ<０.０５)ꎻ初次揭膜至二次揭膜期

间ꎬＴ１、Ｔ４ 和 ＣＫ 处理杂草数量显著降低ꎬ降幅为

７８.４３％~８７.５０％(Ｐ<０.０５)ꎻＴ２和 Ｔ３处理对杂草数量

的影响相对较小ꎬ降幅分别为 ３３.３３％和 ４６.２７％ꎮ

　 　 注:ＦＦＢＨ:果枝始节高度ꎮ 相同时期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Ｎｏｔｅ: ＦＦＢＨ: Ｎｏｄ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ｒｕｉｔ ｂｒａｎｃｈ.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０.０５) .

图 ２　 不同处理对棉花株高及始节高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ｃｏｔｔｏｎ

图 ３　 不同处理对棉田杂草数量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ｗｅｅ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ｔｔｏｎ ｆｉｅ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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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处理下棉花生育时期的差异

如表 １ 所示ꎬ与其他处理相比ꎬＴ３处理各生育期

明显推迟且天数缩短ꎻＴ１、Ｔ２和 Ｔ４处理相比于 ＣＫ 处

理出苗时间差异不大ꎬ但现蕾时间略有延后ꎻＴ１、Ｔ２、
Ｔ４处理可以加快生育进程ꎬ但强度存在一定差异ꎬ表
现为 Ｔ２>Ｔ１>Ｔ４ꎮ
２.４　 不同处理下棉花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差异

２.４.１　 棉株各部位铃重及衣分差异　 如表 ２ 所示ꎬ
不同揭膜方式之间ꎬ棉株上部及下部铃重差异不显

著(Ｐ>０.０５)ꎬ中部铃重则表现为 Ｔ４处理较 Ｔ１处理

显著减少了 ７.１３％(Ｐ<０.０５)ꎻ受揭膜方式的影响ꎬ
各处理间棉株中部衣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ꎬＴ３、
Ｔ４处理下部衣分显著高于 ＣＫ 处理(Ｐ<０.０５)ꎬＣＫ 处

理上部衣分显著高于 Ｔ３处理(Ｐ<０.０５)ꎮ

表 １　 不同处理对生育时期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开始日期 Ｓｔａｒｔ ｄａｔｅ(ｍ－ｄ)

播种
Ｓｏｗｉｎｇ

出苗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现蕾
Ｓｑｕａｒｉｎｇ

开花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吐絮
Ｂｏｌ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生育期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 ｄ

Ｔ１ ０４－１１ ０４－２２ ０５－３１ ０７－０５ ０８－２９ １２９
Ｔ２ ０４－１１ ０４－２２ ０５－３０ ０７－０４ ０８－２６ １２６
Ｔ３ ０４－１１ ０５－０１ ０６－０８ ０７－１０ ０９－０２ １２４
Ｔ４ ０４－１１ ０４－２２ ０６－０５ ０７－０９ ０８－３０ １３１
ＣＫ ０４－１１ ０４－２２ ０５－２５ ０７－０３ ０８－２６ １２７

　 　 注:Ｔ１:膜侧播种＋双膜覆盖＋苗后头水前揭膜ꎻＴ２:膜侧播种＋双
膜覆盖＋苗后揭上膜ꎻＴ３:裸播ꎻＴ４:膜下播种＋单膜覆盖＋苗后揭膜ꎻ
ＣＫ:膜下播种＋双膜覆盖＋苗后揭上膜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Ｔ１: Ｆｉｌｍ ｓｉｄｅ ｓｏｗｉｎｇ ＋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 ｆｉｌｍ
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ｅａ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ꎬ Ｔ２: Ｆｉｌｍ ｓｉｄｅ ｓｏ￣
ｗｉｎｇ ＋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 ｔｏｐ￣ｆｉｌｍ 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ｅｍｅｒ￣
ｇｅｎｃｅꎬ Ｔ３: Ｕｎｍｕｌｃｈｅｄ ｓｏｗｉｎｇꎬ Ｔ４: Ｓｏｗ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ｆｉｌｍ ＋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ｆｉｌｍ ａｆｔｅｒ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ꎬ ＣＫ: Ｓｏｗ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ｆｉｌｍ ＋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ｌｍ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 ｔｏｐ￣ｆｉｌｍ 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ｅｍｅｒ￣
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２.４.２　 棉株成铃分布差异 　 单铃重是衡量棉花产

量水平的重要指标ꎬ受各生育时期有效积温时长的

影响ꎬ棉株不同部位的单铃重具有较大差异ꎬ对全

株产量的贡献率有所不同ꎮ 如图 ４ 所示ꎬ各处理棉

株铃重主要集中在中部ꎬ平均单铃重为 ５.１ ~ ５.５ ｇꎻ
受不同揭膜方式的影响ꎬＴ１和 Ｔ２处理铃重的分布相

比于 ＣＫ 处理更加集中ꎬ中部平均单铃重维持在 ５.３
~５.５ ｇꎬ对全株的贡献率较大ꎻＴ１、Ｔ２和 Ｔ３处理棉株

上部及下部的单铃重高于 ＣＫ 处理ꎻＴ４处理铃重主

要集中在棉株中上部ꎬ下部铃重较低ꎮ 综合分析表

明ꎬＴ１和 Ｔ２处理有助于中部伏桃及上部早秋桃形成

和发育ꎬＴ２ 和 Ｔ４ 处理有利于下部伏前桃的形成和

发育ꎮ
２.４.３　 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差异　 如表 ３ 所示ꎬ不
同揭膜方式下ꎬ除 Ｔ２ 处理铃重显著高于 ＣＫ 外ꎬ其
余指标均表现为 Ｔ１、Ｔ２、Ｔ４ 处理与 ＣＫ 之间差异不

显著(Ｐ>０.０５)ꎻＴ３ 处理棉田收获株数、单株铃数显

著高于 ＣＫ 处理(Ｐ<０.０５)ꎬ籽棉和皮棉产量显著低

于其他 ４ 个处理(Ｐ<０.０５)ꎮ 结合表 ２ 和图 ４ 结果

可知ꎬ收获株数及单株铃数的降低是导致 Ｔ３产量降

低的主要原因ꎮ
２.５　 不同处理下棉花纤维品质的差异

如表 ４ 所示ꎬ不同揭膜方式下ꎬ各处理间棉花全

株平均衣分、马克隆值、断裂伸长率及上半部平均

长度等指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ꎻ而 Ｔ１处理较 Ｔ２

处理断裂比强度减少 １.１２％ ~１１.９４％(Ｐ<０.０５)ꎬ但
与 ＣＫ 处理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ꎮ

３　 讨　 论

３.１　 不同覆双膜和揭膜方式处理对棉花产量和品

质的影响

　 　 针对新疆南疆土壤问题ꎬ陈学庚等[２２] 于 ２０１０
年研制了双膜覆盖精量播种机ꎬ并在兵团师市取得

表 ２　 不同处理对棉花各部位铃重及衣分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ｏｌ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ｌｉ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铃重 Ｂｏｌｌ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上部 Ｕｐｐｅｒ 中部 Ｍｉｄｄｌｅ 下部 Ｌｏｗｅｒ

衣分 Ｌｉｎｔ / ％

上部 Ｕｐｐｅｒ 中部 Ｍｉｄｄｌｅ 下部 Ｌｏｗｅｒ

Ｔ１ ５.０８±０.３６ａ ５.６１±０.０９ａ ４.８７±０.３１ａ ４３.７９±０.８３ａｂ ４７.０３±０.４８ａ ４４.１７±０.４９ｂｃ

Ｔ２ ５.１６±０.１４ａ ５.４７±０.１４ａｂ ４.９９±０.０４ａ ４４.３４±０.５５ａｂ ４７.２７±０.４３ａ ４４.４３±０.３０ｂｃ

Ｔ３ ４.９８±０.０７ａ ５.４０±０.１３ａｂ ４.９６±０.３７ａ ４３.０２±１.１０ｂ ４６.２８±０.２７ａ ４４.８４±０.２４ａｂ

Ｔ４ ５.０５±０.３２ａ ５.２１±０.３０ｂ ４.６５±０.２２ａ ４３.２７±０.８６ａｂ ４６.２１±０.７５ａ ４５.６９±０.４７ａ

ＣＫ ４.８６±０.３４ａ ５.３５±０.０８ａｂ ４.７１±０.１３ａ ４５.２２±１.４７ａ ４７.５３±１.２４ａ ４３.５１±０.７８ｃ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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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良好的应用效果ꎮ 双膜覆盖是原单膜覆盖基础

上ꎬ在原有带膜孔的地膜上覆盖一层膜ꎬ待棉花出

土顶膜时揭去上膜的覆膜方式ꎬ双膜覆盖投资少、
成本低ꎬ且可以显著改善棉花出苗情况ꎬ提高棉苗

抗性[２３－２４]ꎻ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不同覆膜及配

套揭膜方式ꎬ旨在保证棉花前期生长、减少揭膜机

械损伤和减少地膜污染ꎮ
前人指出[１８ꎬ２０ꎬ２５]ꎬ不恰当的揭膜方式对棉花生

育时期持续时间具有不利影响ꎬ会显著缩短棉花生

育期ꎬ降低棉花产量ꎬ适时揭膜则对棉花的早衰防控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Ｎｏｔ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０.０５) .

图 ４　 不同处理棉株各部位成铃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ｌｌｓ ｉｎ ｃｏｔｔｏ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表 ３　 不同处理对棉花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ｔｔｏｎ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收获株数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

/ (ｐｌａｎｔ６６７ｍ－２)

单株铃数
Ｂｏｌ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铃重
Ｂｏｌｌ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籽棉产量
Ｓｅｅｄ ｃｏｔｔｏｎ ｙｉｅｌｄ
/ (ｋｇ６６７ｍ－２)

皮棉产量
Ｌｉｎｔ ｙｉｅｌｄ

/ (ｋｇ６６７ｍ－２)
Ｔ１ ３７３.００±１１.７９ａ ４.４８±０.４８ａｂ ５.１９±０.２０ａｂ ４８４.５７±３１.０１ａ ２１７.５７±１４.１４ａ
Ｔ２ ３６５.６７±２２.１４ａｂ ５.４３±０.６１ａｂ ５.２０±０.０２０ａ ４５７.６３±３１.６１ａ １９７.９６±１３.０４ａ
Ｔ３ ３１６.００±２８.００ｂ ４.３７±０.６０ｂ ５.１１±０.０７ａｂ ３１３.４４±５０.１６ｂ １３７.０９±２０.６８ｂ
Ｔ４ ３９７.６７±１１.７２ａ ４.８３±０.２０ａｂ ４.９７±０.１１ｂ ４２４.４０±１２.７２ａ １９１.８４±５.３２ａ
ＣＫ ３７１.６７±５１.７３ａ ５.６３±０.８６ａ ４.９７±０.０６ｂ ４５７.７９±５３.４９ａ １９６.５５±１７.７２ａ

表 ４　 不同处理对棉铃纤维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衣分
Ｌｉｎｔ / ％

断裂比强度
ＳＴＲ / (ｃＮｔｅｘ－１)

马克隆值
Ｍｉｃ

断裂伸长率
Ｅｌｇ / ％

上半部平均长度
ＵＨＭＬ / ｍｍ

Ｔ１ ４４.９９±０.２５ａ ２６.６６±０.９２ｂ ４.４９±０.１５ａ ６.６２±０.０２ａ ２７.７１±０.０９ａ
Ｔ２ ４５.３５±０.３３ａ ２８.５６±０.６７ａ ４.５２±０.２６ａ ６.７１±０.０４ａ ２８.４３±０.２５ａ
Ｔ３ ４４.７１±０.３２ａ ２７.４２±０.７４ａｂ ４.５４±０.０８ａ ６.６４±０.１０ａ ２７.７６±０.５６ａ
Ｔ４ ４５.０６±０.５５ａ ２７.３０±１.２７ａｂ ４.３２±０.１９ａ ６.６４±０.０４ａ ２７.６６±０.５３ａ
ＣＫ ４５.４２±１.０８ａ ２８.０８±０.７２ａｂ ４.３７±０.１０ａ ６.７０±０.０３ａ ２８.２４±０.３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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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增产具有促进作用ꎮ 本研究通过探索不同覆膜

方式、揭膜时间及揭膜方式组合条件下棉花生长发

育变化ꎬ发现揭膜方式的变化对棉株铃重的空间分

布及衣分具有一定影响ꎬ通过对比前人研究[１８ꎬ２０] 可

知ꎬ揭膜处理导致生育前期土壤水热状况变化ꎬ进
而影响了伏前桃的形成ꎻ而双膜覆盖配合分段揭膜

(Ｔ１、Ｔ２)较裸播(Ｔ３)和单膜覆盖(Ｔ４)模式具有一定

的增产效果ꎬ同时能够优化成铃发育ꎬ这与前人研

究一致ꎮ 综合分析表明ꎬ本研究提出的“膜侧播种＋
双膜覆盖＋苗后头水前揭膜” (即 Ｔ１处理)和“膜侧

播种＋双膜覆盖＋苗后揭上膜” (即 Ｔ２处理)模式均

能显著抑制田间杂草生长ꎬ对棉花株高及始节高

度、生育期及纤维品质的影响不显著ꎬ可降低揭膜

对棉花生长发育造成的伤害ꎬ且具有稳产和增产潜

力ꎮ 相比于 Ｔ２处理ꎬＴ１处理在棉花盛蕾期之前完成

了全层揭膜ꎬ具有更高的生态价值ꎮ
３.２ 　 不同覆双膜和揭膜方式对残膜回收的应用

价值

　 　 针对新疆不同区域特征和覆膜作物种类ꎬ可将

残膜回收方式分为生长期人工＋机械配合适时揭膜

回收、苗期揭膜＋秋后揭膜结合回收、秋后机械或人

工揭膜回收和播种前机械＋人工捡拾回收相结合等

４ 种模式[２６]ꎬ胡灿等[２６]还指出现有残膜回收机对当

季膜的回收率为 ６５％~８０％ꎬ难以避免当季膜残留ꎬ
在人工辅助回收的情况下回收率也仅为 ９３％ ~
９５％ꎬ无法做到完全回收ꎬ由于人工费用高昂ꎬ且回

收后的残膜含杂率高难以再利用ꎬ棉农回收积极性

较低ꎮ 本文提出的“膜侧播种＋双膜覆盖＋苗后头水

前揭膜”方式采用类似“苗期揭膜和秋后揭膜结合

回收”的双膜覆盖揭膜方式ꎬ但底膜由 １.２５ ｍ 膜改

为 ０.６ ｍ 短膜覆盖ꎬ为头水前二次机械揭膜奠定了

基础ꎻ棉花头水之前ꎬ地膜强度高、降解程度低、土
壤干燥、棉花矮壮且株行未封垄ꎬ此时采用机械揭

去 ０.６ ｍ 短膜ꎬ最大限度降低了其对棉花造成的损

伤ꎬ可对当季膜实现 １００％的回收ꎻ该处理两次揭膜

均做到了地膜的完整机械回收ꎬ极大地降低了人工

成本ꎬ对于新疆现代化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ꎮ

４　 结　 论

“膜侧播种＋双膜覆盖＋苗后头水揭膜”方式可

以有效控制棉田杂草生长ꎬ显著降低生育期揭膜对

棉花生长发育、产量及纤维品质造成的不良影响ꎬ
有效避免土壤地膜残留和环境污染ꎬ对于实现新疆

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ꎮ

共同第一作者贡献说明:徐守振和马麒共同完成了

本试验的实施和论文写作等过程ꎻ其中马麒副研究

员主要完成试验开展和数据收集ꎬ徐守振助理研究

员主要完成数据分析和论文写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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