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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应用棉花叶龄调控技术的基本

原则、方法与步骤、调控技术的优化组装，用实例介绍了叶龄

调控技术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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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介绍了棉花叶龄调控的理论基础、技术支

持和叶龄调控的主要技术，本文主要介绍应用叶龄

调控技术的基本原则、具体方法和步骤。

1 应用叶龄调控技术的基本原则

（1）根据苗情确定调控技术的性质和技术组

合；（2）根据叶龄或生育期及其与拟调控器官的同

伸关系，确定调控技术实施的时间；（3）根据长势、

长相和苗情诊断指标，确定调控强度[1-3]。

例如：根据苗情预测，棉花 5叶期可能出现旺苗

时，首先，根据苗情预测确定需要采用的“控制”技

术（此期内比较简便有效的“控制”技术有化学调控

和中耕）；其次，根据器官同伸关系，确定于 3 ~ 4叶

期实施“控”；第三，根据预测的旺长程度确定具体

的调控技术及强度：偏旺苗采用中耕，旺苗采用化

调，过旺苗则采用“中耕 + 化调”组合（化学调控时

用较大剂量）。

2 叶龄调控的方法与步骤

为了正确应用叶龄调控技术，首先应了解和掌

握当地棉花主栽品种的叶片发生规律，营养器官、

生殖器官与叶龄的同伸关系和苗情诊断指标；其次

应熟悉本棉区主要调控技术的调控强度与调控效

应期等技术特征。在此基础上，可按下列方法和步

骤实施叶龄调控。

2.1 叶龄调控的基本方法

2.1.1 按叶龄定位调控

首先要确定调控的器官或器官群，然后根据该

器官或器官群与棉花主茎叶片的同伸关系和调控

技术的效应期，准确地确定进行调控的叶龄，使调

控效应恰好发挥在拟调控的器官或器官群上，以更

好地实现调控的目标。

2.1.2 看苗情定量调控

看苗调控是棉田调控技术体系的核心和灵魂。

棉株或棉田群体的长势长相是确定调控技术的种

类、组合和调控强度等的依据。旺苗选用以控为主

的技术或组合及较大的化调药剂用量；弱苗选用以

促为主的技术或组合，化调药剂用量适中（详见《棉

花叶龄调控的理论基础与技术体系（中）》）。

2.1.3 根据预测结果提前调控

有系统的调查资料或有较丰富的苗情诊断经

验者，可根据调查资料和棉株长势长相的预测结

果，在苗情出现偏旺或偏弱之前，就进行适量的调

控，使棉花始终按壮苗的长势长相生长发育。如对

预测初花期有旺长趋势的棉田，为防止初花期旺

长，争取棉株下部果枝多成铃，根据器官同伸关系

（见《棉花叶龄调控的理论基础与技术体系（上）》中

的表 7），如：主茎第 13叶与第 1果枝第 1朵花同伸，

那么，调控技术就应该在棉花13叶龄前实施。

2.2 叶龄调控的主要步骤

（1）对棉田群体或个体进行苗情诊断或苗情发

展趋势预测；（2）根据苗情诊断或预测结果，对棉田

进行分区与分类；（3）按面积最大的苗情确定采用

调控技术的种类及化调药剂用量或根据各类苗情

的分布进行分区与分类的差异性调控。

3 调控技术的优化组装

3.1 调控技术的同步调节

3.1.1 促、控技术的同步调节——通过促、控结合，

实现棉花稳长

对棉花而言，水肥的作用是促，化调的作用是

控。通常情况下，灌水与施肥后棉花容易旺长。

因此，生产上常常配合化调防止旺长，实现稳长。

那么，水肥调控与化学调控如何配合才能实现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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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呢？

从《棉花叶龄调控的理论基础及其技术体系

（中）》中的 1.2.1可以看出，水肥的最大效应期为 n +
1.5 ~ n + 2.0叶龄，化调的效应叶龄为 n - 0.6 ~ n +
0.7叶龄，两者相差 1.3 ~ 2.1个叶龄。即如果要使化

调和水肥调控的最大效应期同步，实施化调的时间

就应比水肥调控晚 1.3 ~ 2.1个叶龄，即晚 4 ~ 7 d。
在采用沟灌的 20世纪，由于灌水量大，灌水后的 7 d
内很难进行机械作业，因此，只能在灌水前用较大

的剂量化调，结果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调控

的效果往往不理想。如今，滴灌后4 ~ 7 d，多数棉田

都可以进机械，如果将化调安排在滴水后 4 ~ 7 d内
进行，由于促、控技术的最大效应期同步，不仅可以

实现棉花稳长的目标；而且由于减少化学调节剂的

用量，使得生产成本降低。

3.1.2 “促 - 促”或“控 - 控”技术的同步调节，提高

调控强度

如根据水控与化控的效应期，采用水控与化控

进行同步调节——在水控的效应期内实施化控，可

以提高对旺苗的控制强度。

3.2 调控技术的无缝衔接——延长调控效应期

当棉田出现过旺或过弱的苗情时，一项调控技

术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调控的目标。此时可以相

继实施 2项以上的调控技术，并使这些调控技术的

效应期部分重叠或无缝衔接来延长总的调控效应

期。如蕾期出现过旺棉苗时，可选用“控 - 控”调控

方案：先实施化学调控，然后根据调控效果确定推

迟灌水的时间和减少蕾肥的用量，使两者的调控效

应期无缝衔接来延长总的调控效应期，以提高调控

效果。再如苗期水淹弱苗棉田，可采用“促 - 促”方

案：先通过中耕提高地温，促棉苗根系生长，待几天

之后再喷施叶面肥促进棉苗地上部分生长。

4 叶龄调控技术应用举例

为了让大家能更好的理解和应用叶龄调控技

术，下面用3个实例具体介绍叶龄调控技术的流程。

4.1 苗期调控技术的确定与实施

4.1.1 苗情诊断

（1）对棉田进行全面观察，初步将苗情分成上、

中、下 3类。生长均匀且整齐的棉田可以不分类。

（2）在每类苗情片区内选取有代表性的地段作为诊

断点，面积大的类型可以选 2 ~ 3个点。（3）按选用指

标的要求直接诊断或取样测定。

4.1.2 苗情分类

4.1.2.1 将测定或诊断结果与壮苗指标进行比较并

分类

如 5叶期测得某棉田 3类苗情的相对株高（%）

平均值分别为 10.0%、11.5%和 12.5%。个体长相分

别为瘦高苗、四叶横[4]和胖高苗，然后归类如表1。
表1 被诊断棉田的苗情分类（叶龄：5）

诊断项目

相对株高（%）

个体长相

初步结论

壮苗指标

11.6
四叶横

苗情分类

上

10.0
瘦高苗

偏弱苗

中

11.5
四叶横

壮苗

下

12.5
胖高苗

偏旺苗

4.1.2.2 有预测方法的指标，进行苗情发展趋势预测

如果有预测方法和系统测定资料（如株高指

标），可用连续两叶的棉花株高测定资料与表 2中相

同叶位的株高指标进行比较，判断和预测苗情的

旺、壮、弱及发展趋势。如打顶后主茎叶数保留 15
片，最终株高定为 70 cm的棉田，第 3、4叶的株高

测定值分别大于表中的 3.9 cm 和 5.7 cm 时，可初

步判断其发展趋势为旺长。差值越大，旺长趋势

越明显。

表 2为在新疆棉区目前的栽培制度下，打顶后

主茎叶数保留 13 ~ 17片，最终株高定为 70 cm的相

表2 打顶后保留不同主茎叶片数的棉花相对株高和绝对株高指标[1]

叶龄

15叶

13叶

17叶

%
cm
%
cm
%
cm

1

2.0
1.4
2.7
1.9
1.7
1.2

2

3.5
2.5
4.7
3.3
3.3
2.3

3

5.5
3.9
7.4
5.2
4.6
3.2

4

8.2
5.7
11.1
7.8
6.3
4.4

5

11.6
8.1

15.7
11.0
9.0
6.3

6

15.9
11.1
21.5
15.1
12.3
8.6

7

21.3
14.9
28.7
20.1
16.5
11.6

8

27.6
19.3
37.2
26.0
21.3
14.9

9

34.9
24.4
47.1
33.0
27.0
18.9

10

43.2
29.4
58.3
40.8
33.4
23.4

11

52.5
36.8
70.9
49.6
40.6
28.4

12

62.8
44.0
84.8
59.4
48.6
34.0

13

74.1
51.9

100.0
70.0
57.3
40.1

14

86.4
60.5
-
-

66.8
46.8

15

99.7
70.0
-
-

77.1
54.0

16

-
-
-
-

88.2
61.7

17

-
-
-
-

10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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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株高（%）和绝对株高（cm）的指标系列。

表2的使用方法：

（1）根据打顶后保留的主茎叶片数，确定表 2中
的行位。

（2）如果打顶后保留的主茎叶片数不在上表范

围内的，可用下列方法进行数据转换。

如确定打顶后主茎叶数为 14片叶，则表 2的

“15叶”行中，第 14叶的相对株高指标 86.4%可以认

为相当于打顶时保留 14 片叶的相对株高值的

100%。所以，要计算打顶后主茎叶数确定为 14片

叶棉田某叶的株高指标，就用第 14叶的相对株高指

标 86.4%，去除表 2“15叶”行中该叶的相对株高指

标值，即可得到打顶后主茎叶数为 14片叶时该叶的

相对指标值。

如欲求打顶时计划保留 14片叶棉田第 5叶龄

的相对株高指标，其算法如下：

从表 2可以查到，打顶时保留 15片叶棉田第 5
叶龄的相对株高指标为 11.6%，第 14叶龄的相对株

高指标为 86.4%。那么，打顶时计划保留 14片叶的

棉田第 5 叶龄的相对株高指标（%）= 11.6/86.4 =
13.4。

（3）如果打顶时计划保留株高为 70 cm，则可以

直接用上表中的绝对值指标；如果株高不是 70 cm，

则可用计划株高值 × 拟计算叶龄的相对株高值。

如想知道打顶时计划保留 14片叶，株高保留 65 cm
的棉花第 5叶龄的绝对株高指标（cm），可用上面已

算出的13.4% × 65 cm = 8.7 cm。

4.1.3 调控技术的实施

（1）根据苗情性质和预测结果，确定调控技术

或技术组合。旺苗田可采用化调 + 中耕组合；弱苗

田采用叶面肥（含微肥）促长技术。（2）根据调控技

术效应期确定调控时间。在预测的前提下，上述调

控技术可提前 1 ~ 2个叶龄实施；若没有预测条件，

则确诊后立即实施。（3）根据苗情偏离壮苗指标的

程度确定调控强度。偏离壮苗指标越远，调控的强

度（如缩节胺、叶面肥等的用量）越大。

4.2 花铃期调控技术的确定与实施

4.2.1 苗情诊断

花铃期苗情诊断技术组合：以花上叶数和群体

长相为主要指标，以红茎比、叶面积指数等为参考

指标。应用上述诊断技术组合进行苗情诊断

4.2.2 苗情分类

根据诊断结果进行苗情分类（参考苗期的相关

内容）。

4.2.3 调控措施的确定与实施

4.2.3.1 根据苗情性质和预测结果，确定调控技术

组合

一般情况下，初花期 — 盛铃期以水肥调控为

主体技术，以打顶和打顶后化调为必要技术，根据

苗情配套化学脱叶、催熟、打群心等技术。

4.2.3.2 根据调控技术效应期确定调控时间

水肥调控技术应按器官同伸关系和水肥调控

技术的效应期提前实施；整枝技术根据棉花长势

适时实施；打顶后的化调技术按技术规程实施；化

学脱叶和催熟技术根据生育进程和气象条件灵活

实施。

4.2.3.3 根据苗情偏离壮苗指标的程度确定调控

强度

根据苗情偏离壮苗指标的程度确定调控强度。

4.3 巧用子叶 - 2叶期化调，降低始果节位，促进根

系生长

如前所述，化学调控影响最大的叶片是实施

化调时的展平叶及其上、下叶片。如果在 1 叶期

化调，受影响最大的是子叶 - 2叶及其同伸的器官

群。早熟陆地棉的花芽分化期一般为 2.5 ~ 3.0叶

期。因此，在 1叶期前后化调，正好可以控制 1 ~ 2
叶及其对应节间的生长量，使更多的有机营养供

给正在分化的花芽，使花芽分化为果枝，从而降低

果枝始节。同时，使部分营养供给根系，促进根系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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