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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研究区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相关统计数据，探究研究区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及

单产和面积作用对棉花产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１）近６２年来，研究区的棉花种植面积、棉花产量和单产均呈
上升趋势，而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年间增长缓慢，１９８６—２０１１年增长迅速。（２）就棉花总
产波动来看，单产的作用占４２．０４％，面积作用占５０．９６％，在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年间单产增加对棉花总产量提高的贡献较
大，在１９８６—２０１１年间棉花种植面积扩大对棉花总产量提高的贡献较大。（３）１９８５年前棉花种植面积较稳定，波动不
大，主要靠挤占粮食作物面积来扩大，１９８６年之后棉花种植面积扩大迅速，主要途径为开荒造地。（４）棉花市场价格
的波动、生产成本的上升、产量的徘徊、生产环境的恶化和品种等直接影响着研究区棉花生产的竞争力和棉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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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关系国计民生，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现有 ５大棉区，为黄河流域棉
区、长江流域棉区、西北内陆棉区、辽河流域棉区和

华南棉区［１］。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棉花
种植业布局的调整，国家采取北倾西移的植棉政策，

同时，加大了对具有优越植棉条件的新疆的投资和

政策扶持力度，提出了将新疆建成为我国棉花生产

主要基地的战略。在这种背景下，新疆地方政府不

失时机地制定了发展新疆经济的“一黑一白”战略，

提出了“以提高单产为主，适当扩大面积”的棉花生

产发展方针［２－４］，将棉花生产提到发展振兴新疆地

方经济的战略高度。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新疆棉



花单产、总产和种植面积均已位居全国前列，成为我

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植棉业成了新疆经济的支

柱产业［５］。棉花国内外需求持续增长，新疆棉花种

植规模变化趋势如何，在市场竞争背景下，棉花生产

者决定棉花播种面积时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笔者选

定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棉区为研究对象，深
入研究棉花种植规模和产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存在

问题，将有助于全面把握新疆棉花产业发展的脉络，

解决棉花生产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促进新疆植棉

业的持续发展。

１ 研究区概况

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位于天山南麓，塔
里木盆地北部，北起秋里塔格山，南接塔里木河北

岸，是一个典型而完整的扇形平原绿洲（图 １）。北
部是高峻的天山山脉，海拔３０００～５０００ｍ，是渭干
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重要的水源地、冰川和涵养
林景观；中部是以秋里塔格山为主的长期剥蚀的低

山和残丘，呈东西向断续分布，海拔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
南部是山前平原区，主要是绿洲、沙漠和戈壁景观。

渭干河－库车河使本区形成和发育了较大的绿洲，
是新疆的主要产棉区之一，阿克苏地区最大的灌溉

区，其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是库车、沙雅和新和三

县［６］。因此分析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棉花

种植规模和产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存在问题，对南

疆乃至全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范围包括库车、沙
雅、新和三个县，这三个县 １９４９—１９９８年间的耕地
面积、播种面积、棉花种植面积、粮食种植面积、棉花

总产量和棉花单产量数据取自《阿克苏辉煌 ５０年》
和各县统计资料。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间的耕地面积、播
种面积、棉花种植面积、粮食种植面积、棉花总产量

和棉花单产量数据主要取自《新疆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统
计年鉴》［７－８］。分析整理原始资料，对不同的计量单

位标准化。在上述数据的支持下，对渭干河－库车
河三角洲绿洲近 ６２ａ来棉花种植面积和棉花产量
变化进行研究。具体研究方法是：

（１）棉花种植面积的相对变化率，用公式（１）来
计算［９］：

Ｒ＝（Ｋ２／Ｋ１）／（Ｃ２／Ｃ１） （１）
式中，Ｋ１、Ｋ２分别代表某区域（县）某一特定土地利
用类型研究初期及研究末期的棉花面积；Ｃ１、Ｃ２分
别代表全区域某一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研究初期和研

究末期的棉花面积。

图１ 渭干河—库车河流域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ＷｅｉｇａｎＲｉｖｅｒ－Ｋｕｑａ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如果某区域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棉花面积相对

变化率 Ｒ大于１，则表示该区域棉花面积相对变化
率较大；反则 Ｒ小于１，则表示棉花面积相对变化率
较小。

（２）面积与单产变化对总产量的影响，据公式
（２）来计算［１０］：

Ｙｔ（ｉ）＝Ｙ（ｉ）×Ｓ（ｉ） （２）
式中，Ｙｔ（ｉ）为某年ｉ的总产量；Ｙ（ｉ）与Ｓ（ｉ）分别为
该年的单产与播种面积。以ΔＹｔ（ｉ）、ΔＹ（ｉ）和ΔＳ（ｉ）
分别代表 ｉ年与 －ｉ年的年际变化，即：

ΔＹｔ（ｉ）＝Ｙｔ（ｉ）－Ｙｔ（ｉ－１）

ΔＹ（ｉ）＝Ｙ（ｉ）－Ｙ（ｉ－１）
ΔＳ（ｉ）＝Ｓ（ｉ）－Ｓ（ｉ－１）

根据以上关系，ΔＹｔ（ｉ）可以表示为：
ΔＹｔ（ｉ）＝ΔＹ（ｉ）×Ｓ（ｉ－１）＋Ｙ（ｉ－１）×ΔＳ（ｉ）＋

ΔＹ（ｉ）×ΔＳ（ｉ）
即总产量的年际变化可以分解为单产变化影响

（面积不变）、面积变化影响（单产不变）及其交互作

用三部分。不同年份，各项的作用不同。

为估算近６２ａ来单产和面积，对总产量的平均
作用，用以下方法计算各项绝对平均值所占的比例：

Ａ＝∑ ΔＹ（ｉ）×Ｓ（ｉ－１） ＋∑ Ｙ（ｉ－１）

×ΔＳ（ｉ） ＋∑ ΔＹ（ｉ）×ΔＳ（ｉ）

ＩＹ＝（∑ ΔＹ（ｉ）×Ｓ（ｉ－１）／Ａ）×１００％；ＩＳ

＝（∑ Ｙ（ｉ－１）×ΔＳ（ｉ）／Ａ）×１００％

ＩＹＳ＝（∑ ΔＹ（ｉ）×ΔＳ（ｉ）／Ａ）×１００％
式中，Ａ为中间变量，ＩＹ、ＩＳ和ＩＹＳ分别为单产、面积
及交互作用的平均相对作用。

３ 棉花种植面积时空变化特征

３．１ 棉花种植面积时序变化特征

从图 ２可见，近 ６２ａ来，渭干河 －库车河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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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绿洲棉花种植面积呈波动上升趋势。对近 ６２ａ
的棉花种植面积进行线性拟合，其趋势方程为：

ｙ＝１６７８ｘ＋１７８５４（Ｒ２＝０．７０１）
即研究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平均每年扩大约 １６７８
ｈｍ２。１９４９—２０１１年间棉花种植面积变化可简要划
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年为相对缓慢增长阶段，
棉花种植面积由４７６０ｈｍ２扩大到１２５８３ｈｍ２，净增
７８２３ｈｍ２，增长率１．６倍；同期耕地面积净增３７５０６
ｈｍ２，增长率 ０．４５倍。１９８６—２０１１年波动中快速增
长阶段，棉花种植面积由１９８５年的１２５８３ｈｍ２扩大
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４７２６０ｈｍ２，净增１３４６７７ｈｍ２，增长率
１０．７倍；同期耕地面积净增３８８５７ｈｍ２，增长率０．３２
倍（图２）。棉花种植面积的增长率两阶段都比新增
耕地面积快，说明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一方面依靠

开垦荒地，另一方面依靠挤占其它作物，尤其是粮食

作物的播种面积。

由表１可知，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７０年代，渭干河 －
库车河三角洲绿洲棉花种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和耕

地面积的平均比重一直稳定在１０％～１２％，变幅在
１．７７％～１．７９％之间，棉花种植面积占粮食播种面
积的比重约１５％，变幅在０．２７％左右。说明棉花种
植面积增长较缓慢，波动较小，且棉花播种面积随着

耕地和总播种面积的增加而略有增加。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棉花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平均比
重由 ８０年代的 １５．５８％增至 ２１世纪初期的
５２．１２％；棉花播种面积占粮食播种面积的平均比重
由８０年代的２１．３５％增至２１世纪初期的１３４．３２％。
表明棉花种植面积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总体来看，

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棉花种植面积呈现不断
扩大趋势，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特点，这

与国家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进入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渭干河 －库车河三角洲绿洲种植
模式为以小麦、玉米、棉花、果园、牧草为主的多元结

构，棉花种植面积缓慢增长。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
以来，随着克孜尔水库的建设和水利设施的完善，特

别是“一黑一白”战略的实施和“矮、密、早、膜”植棉

模式的推广，植棉面积快速增长［１１－１４］。但同时随

着国际棉花市场的波动和我国纺织品市场的对外开

放，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棉花种植面积也表
现出波动特征。

图２ １９４９—２０１１年间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
棉花种植面积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ｔｔｏｎｐｌａｎｔｅｄａｒｅａｉｎｔｈｅ
ＷｅｉｇａｎＲｉｖｅｒ－Ｋｕｑａ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ｏａｓｉｓ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４９—２０１１

表１ 不同时段棉花种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ｔｔｏｎｐｌａｎｔｅｄａｒｅａｏｃｃｕｐｉｅｄｔｏｔａｌｃｏｔｔｏｎａｒｅａｓ，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ｓｏｗｎａｒｅａｓｏｆｆｏｏｄｃｒｏｐ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棉花种植面积

Ｃｏｔｔｏｎｐｌａｎｔｅｄａｒｅａ

时段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９４９—１９６０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在总播面积中所占比重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ｗｎａｒｅａ １１．０７ １１．７３ １１．８４ １５．５８ ４０．２５ ５２．１２

在耕地面积中所占比重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ｒａｂｌｅｌａｎｄ ９．３３ １０．９６ １１．１２ １５．９６ ４５．７１ ６５．３３

在粮播面积中所占比重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ｏｄｃｒｏｐａｒｅａ １４．７５ １４．８６ １５．０２ ２１．３５ ７８．７２ １３４．３２

３．２ 棉花种植面积空间变化特征

本文利用该绿洲各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变化来反

映棉花种植面积变化的区域差异，定量描述棉花种

植面积的变化速度，对比较棉花种植面积变化的区

域差异具有积极意义。由于区域的自然条件、土地

利用方式、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速度等诸因素的影

响，再加上历史原因，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各
县６２ａ来棉花种植面积变化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据公式（１）来计算，在１９４９—２０１１年的６２ａ间，在渭
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的各县棉花面积变化中沙
雅县的棉花面积变化率最大，Ｒ＝２．３１；库车县的棉
花面积变化率最小，Ｒ＝０．５７；新和县的棉花面积变
化率介于两者之间，Ｒ＝１．１１。从以上棉花种植面
积相对变化率的分析结果看，本绿洲的棉花面积相

对变化率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引起这种差异的主

要原因是水资源、后备土地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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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沙雅县靠近塔里木河，地多人少，后备土地资源

丰富，人均土地和人均未利用土地位于整个绿洲首

位，有足够的后备土地资源可开垦为棉田；经济发展

落后，城镇化水平低，第二、第三产业不足，只能依靠

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来增加收入。同时由于自然条件

差，风蚀、沙化、盐碱化、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灾害

使棉田损失严重，农业收入波动性较大，为克服欠产

绝收年景，只能靠扩大棉花面积来缓和灾害年景的

困境。１９４９—２０１１年间，整个绿洲增加的棉花种植
面积１４２５００ｈｍ２，增长率２９．９４倍，但是同期，沙雅
县增加的棉花面积为 ６０６４０ｈｍ２，增长率 ７０．５１倍。
与此相反的是库车县靠近国道 ３１４线，经济实力增
长快，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大，农村城镇化加快，乡

镇企业兴起，农村出现了“建房热”等占用了部分土

地甚至占用了棉田。１９４９—２０１１年间，库车县增加
的棉花面积仅为４７５６３ｈｍ２，增长率１６．５９倍。究其
原因是由于水资源较为紧张，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因

此棉花面积的变化率较小。

总体上来看，因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差异，

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棉花种植面积形成了明
显的地域差异性。目前库车县棉花播种面积占耕地

面积的 ６９．６４％，占总播种面积的 ５４．２３％，是粮食
播种面积的１．３倍；沙雅县棉花播种面积占耕地面
积的９４．９８％，占总播种面积的 ７１．５６％，是粮食播
种面积的２．７倍；新和县棉花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
的８９．４５％，占总播种面积的 ６７．６７％，是粮食播种
面积的２．３５倍。库车县 ２１世纪前 １１年的棉花播
种面积占全区棉花播种总面积的 ３４．４３％，比 ２０世
纪 ６０年代的 ５１．６７％降低 １７．２４％；沙雅县的占
４１．３２％，比６０年代的２０．７６％增加２０．６５％；新和县
的占２４．２５％，比６０年代的２７．５７％降低３．３２％（图
３）。

４ 棉花产量变化特征

４．１ 棉花产量时空变化特征

近６２ａ来，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的棉花
种植业取得长足进展，棉花产量不断提高，对近６２ａ
的棉花产量进行线性拟合，其趋势方程为：ｙ＝
２９４５ｘ－４９３４９（Ｒ２＝０．６５８），即研究区的棉花产量平
均每年增长约２８９５ｔ（图４）。

由图４可知，近６２ａ来研究区棉花产量呈上升
趋势，但是 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年间增长缓慢，棉花产量由
１９４９年的３７３ｔ增加到 １９８５年的 ０．８５×１０４ｔ，净增
８１３０ｔ，比原产量增长了２１．０７倍；同期库车县的棉
花产量净增３６２９ｔ，增长了１４．０７倍，同期沙雅县的

棉花产量净增２２９４ｔ，增长了３９．５５倍；新和县的棉
花产量净增２３０７ｔ，增长了３９．７８倍；在此阶段库车
县的棉花产量占全区棉花总产量的 ５６．９３％，沙雅
县的棉花产量占 ２２．９１％，新和县的棉花产量占
２０．１６％。１９８６—２０１１年间是快速增长阶段，棉花总
产量由 １９８６年的 ０．８６×１０４ｔ增加到 ２０１１年的
２５．３７×１０４ｔ，净增２４．５１×１０４ｔ，增长了２８．４９倍；同
期库车县的棉花产量净增８．００×１０４ｔ，增长了２０．５８
倍；同期沙雅县的棉花产量净增１０．４９×１０４ｔ，增长
了４４．５９倍；新和县的棉花产量净增６．０２×１０４ｔ，增
长了２５．４７倍；在此阶段库车县的棉花产量占全区
棉花总产量的 ３４．５２％，沙雅县占 ４２．６８％，新和县
占２２．８０％。究其原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在研
究区试验推广地膜种植棉花，以提高棉花单位面积

的产量来，促进棉花总产量，从９０年代开始国家和
自治区对种植棉花的政策扶持，使棉花种植面积扩

大，促进棉花总产量的提高。

图３ １９４９—２０１１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各县
棉花种植面积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ｐｌａｎｔｅｄａｒｅａｉｎｅａｃｈ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ＷｅｉｇａｎＲｉｖｅｒ－Ｋｕｑａ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ｏａｓｉｓ，１９４９—２０１１

４．２ 面积与单产变化对总产量的影响

据公式（２）来计算面积与单产变化对总产量的
影响，其计算结果见表２所示。由表２可知，在棉花
总产波动中，就平均状况来看，单产的作用略小于面

积的作用，说明在研究区以往棉花总产的提高中，依

靠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和提高单位产量是相结合的，

尤其是棉花生产中，扩大棉花种植面积起重要作用，

表明提高棉花总产量中，提高棉花的单位产量有相

当大的潜力。就年代变化趋势来看，从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至９０年代，单产作用大于面积作用，尤其是７０
年代单产作用达最高值，之后单产作用逐年降低而

面积作用逐渐增强，至２１世纪前１１年时达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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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９４９—２０１１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
棉花产量变化趋势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ｏｕｔｐｕｔｉｎＷｅｉｇａｎ
Ｒｉｖｅｒ－Ｋｕｑａ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ｏａｓｉｓａｔ１９４９—２０１１

表２ 不同时段单产和植棉面积对棉花

总产年际波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ｎｉｔ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ｃｏｔｔｏｎｐｌａｎｔｅｄａｒｅａｔｏｔｈ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ｃｏｔｔｏｎｏｕｔｐｕ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时段 Ｐｅｒｉｏｄ
单产作用

Ｙｉｅｌｄｅｆｆｅｃｔ
／％

面积作用

Ａｒｅａｅｆｆｅｃｔ
／％

交互作用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 ６４．２２ ２６．２４ ９．５４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 ６０．２２ ３２．３７ ７．４１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８３．５１ １３．７１ ２．７８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４８．２４ ４４．１６ ７．６０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６１．２７ ３１．６３ ７．１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２９．７１ ６３．４２ ６．８７

６２ａ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６２ｙｅａｒｓ ４２．０４ ５０．９６ ７．００

５ 棉花生产存在的问题

５．１ 棉花市场价格不稳定

棉花收购价格对棉花种植面积的影响呈现波动

特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棉农是自负盈亏的经营

主体，棉花收购价格影响到棉农生产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从棉花定价政策、调运

和销售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调动了新疆种植棉花

生产的积极性。但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
加入 ＷＴＯ之后，新疆不论市场价格高与低，棉花畅
销或滞销，种植面积一直在稳定扩大，尤其是近几年

来，研究区棉花生产面积相对稳定增长，对新疆棉花

安全、供需调节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研究区棉花

生产所处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市场条件已经发生了很

大变化，棉花价格完全放开，虽有临时储备措施，但

棉花产业链长，与国际市场关联度高，国家对其调控

能力远不及粮食，市场风险大。棉花价格的大起大

落不仅使棉农收益受损，也增大棉花流通企业经营

风险。

５．２ 棉花生产成本提高

受综合物价指数上涨的拉动，近几年来新疆棉

花成本不断提高。尤其是棉花生产所需的物质费用

（种子费、农膜费、农药费、化肥费、土地成本）和人工

劳务成本（用工作价、雇工费用、拾花费用）均呈现大

幅增长态势。由于棉花生产周期长、环节多、用工量

大、技术要求高，从事棉花生产的机会成本又远远高

于粮食作物，也使得棉花生产的比较优势进一步降

低，而棉花收购价格并没有随着棉花种植成本的上

升而同步提高，棉农增产不增收，一些棉农逐渐放弃

生产棉花，转产经济附加值更高的核桃、红枣、杏子

等经济作物。

５．３ 棉花产量不高

多年来研究区棉田用养失衡、残膜污染严重、棉

田连作长，一些棉田呈现掠夺式生产，次生盐渍化加

剧、棉田素质下降、病虫危害蔓延，是制约棉花产量

提高的重大障碍因素。沙雅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占耕

地面积的 ９４．９８％，新和县的占 ８９．４５％，库车县的
占５４．２３％，沙雅和库车县塔里木乡的棉田连作 ２０
年以上，使农田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棉田轮作倒

茬困难、地力消耗严重，土壤质地和养分严重不足，

次生盐渍化加重，枯黄萎病大面积蔓延，病虫害严重

暴发的现象已经显露出来。另外，气候灾害对研究

区棉花生产发展影响逐年加重，低温、冻害、霜冻、冰

雹、大风危害大，对棉花生产损失严重。除此之外，

要提高棉花产量，棉花品种的培育非常关键。目前，

生产上推广的品种同质性强，缺少过硬的主栽品种，

虽然选育出一些丰产性较好的新品种，但在适应性、

抗逆、抗病性方面没有突破。因此要继续优化品种

结构，打破品种间同质性，确立主导品种，发挥良种

增产作用。

６ 结 论

１）近６２ａ来，渭干河－库车河三角洲绿洲的棉
花种植面积，棉花产量和单产均呈上升趋势，但是

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年增长缓慢，在此阶段，棉花种植面积增
长１．６４倍，棉花产量增长 ２１．７０倍，单产增长 ７．６２
倍；１９８６—２０１１年间增长迅速，棉花种植面积增长
１０７０％，棉花产量增长 ２８９６％，单产提高了 １５７％。
可以看出，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年间单产的增加对棉花总产
量提高的贡献较大，在１９８６—２０１１年间棉花种植面
积的扩大对棉花总产量提高的贡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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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棉花总产波动中，就平均状况来看，单产的
作用占４２．０４％，面积作用占５０．９６％，单产作用略小
于面积作用；就时间变化趋势来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前，单产作用相对大于面积作用，特别是７０年代单产
作用最大，９０年代之后面积作用相对增大。

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棉花播种面积占耕地
面积、总播种面积与粮食播种面积的平均比率一直

较稳定，且变幅不大，挤占其它作物的面积，尤其是

挤占粮食作物的面积较小。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上
述比值明显增大，且变幅大幅提高。由９０年代起棉
花播种面积的扩大主要由开荒造地和挤占粮食作物

的面积来实现。

４）优化棉花生产布局，实现棉花高效生产要在
准确分析我国棉花产需形势和国际棉花市场变化的

基础上，合理安排棉花生产，维护国内棉花市场稳定，

保护棉农利益。根据棉纺工业需求，优化品种结构，

鼓励棉农积极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努力提高棉

花产量和质量，从而更好地提高棉花的经济效益。

５）研究区棉花平均光温生产潜力为 ４２３８
ｋｇ·ｈｍ－２，是平均实际产量的 ２．４５倍。随着棉花栽
培技术的不断改善、棉花高产抗逆品种的广泛应用、

先进灌溉技术的大面积推广等，棉花光温生产潜力

能够实现的程度会越来越高。如果能够实现的光温

生产潜力以５０％来计算，棉花的单位产量可达２１１９
ｋｇ·ｈｍ－２，则在现有生产规模的基础上，棉花总产量
可达３１．２０万ｔ，可比现有总产量提高２３％。由此可
见，未来研究区棉花生产仍然有很大的增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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