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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草甘膦基因在国内棉花生产环节几点节本增效作用
李志强 1　郝献领 1　周君华 2　张延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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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草甘膦基因在国外棉田除草环节起到了较大节本增效作用，若针对国内棉花生产，在多个环节上还能起到更大的

节本增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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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植棉成本大幅提升，植棉效益急

转直下，农民弃种棉花现象普遍，国内棉花种植面积

缩减触目惊心，仍以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的黄河流域

棉区和长江流域棉区尤为明显，三大植棉区鼎立渐

变成新疆棉区一枝独秀，棉花的供给风险也随之加

大。改善现状，提高棉农植棉积极性，大幅降低植棉

成本，增加植棉效益迫在眉睫。

抗草甘膦基因是天然存在于某些特定物种中

的拮抗除草剂草甘膦的基因，该基因编码抗草甘膦

酶 5- 烯醇式丙酮酰莽草酸 -3- 磷酸合成酶，能使

菌种或植物不被草甘膦杀灭。自孟山都公司首次将

抗草甘膦基因成功转入棉花以来，抗草甘膦基因在

国外被广泛研究应用于棉田化学除草技术中，起到

了较大的节本增效作用。然而，抗草甘膦基因在棉

花生产的其他环节的应用却鲜有提及，若能将抗草

甘膦基因合理应用于国内棉花生产的其他环节，完

善现有棉花生产栽培管理技术，必能发挥更大的节

本增效潜力。

1　在杂交一代种生产技术中的节本增效作用
棉花的杂交一代种子在棉花生产上的增产效

果早已有目共睹。然国内当前杂交一代制种仍以人

工去雄为主，工序繁杂、用工量大，生产成本极高；新

型技术两系不育系杂交制种，省去了大量人工投入，

但因制种期间拔除了一半的可育株而对产量造成较

大影响；三系不育系杂交制种技术，虽解决了人工投

入和产量的问题，但受到恢复源狭窄的影响，难以选

配高优势杂交组合。因此，应用于大田生产的杂交

一代种子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种子经营企业几乎丧

失了利润空间。

山东华棉科技种业有限公司将抗草甘膦基因

应用于化学杀雄杂交制种研究后，发现此项化学杀

雄技术，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工投入，杂交制种籽棉产

量在中等肥力地块也连续 3 年超过 3000kg/hm2，最

高籽棉产量已达 4131kg/hm2，杂交制种中的节本增

效作用明显，有效提升了种子生产企业利润空间，且

该技术简便易行，好掌握。关键技术如下：选取人工

5　讨论
合理地选择玉米筛选密度是提高育种成功率

的一条有效途径 [4-5]，玉米育种成功的核心基础在于

对所用的育种材料的充分认识。准确地对接现有黄

淮海区域的品种试验密度，是加快玉米通过审定、快

速推向市场的重要方法。玉米高密育种法是一个很

好的玉米育种理论，在实际操作中，要根据自己育种

材料的水平设置合理的自交系、杂交种选择密度，不

要盲目的拔高，可最有效地提高选育玉米品种的速

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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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雄杂交制种中的高优势组合，亲本转入抗草甘膦

基因；合理加大种植密度；制种期间仅对转入抗草甘

膦基因的母本棉株喷施 1 次草甘膦药剂，进行 1 次

雄蕊败育约 30d 的化学杀雄；然后集中授粉 20d。

2　在摘早蕾高产增效技术中的延伸应用
摘早蕾技术以大幅减少烂铃和僵瓣、增加产

量、改善棉花品质等诸多优点被棉农普遍接受，但

此技术的实施过程中，需投入大量的人工；劳动力

的严重匮乏、工价的急剧升高，使得该项技术措施

的实施受到了严重阻碍；而抗草甘膦基因转入棉花

后，利用草甘膦药剂在蕾期对棉株化学杀雄，调节

棉株成铃的时间使棉株去早铃，有效调节了棉株

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关系。去除早铃，使 7 月

中下旬的防风抗倒伏能力明显增强；抗旱、抗涝能

力明显提高；抗枯、黄萎病的能力明显更好；优质

棉比例大幅增加，品质提升，植棉效益得到明显提

高。起到了与人工摘早蕾完全相同的效果，且节省

了大量人工投入，很好地促进了摘早蕾高产增效技

术在棉花生产上的延伸应用，节本增效作用十分 
明显。

3　 在避免棉苗除草剂药害及减轻地老虎危
害中的节本增效作用
抗草甘膦基因转入棉株体内，棉株对草甘膦具

有了极大的耐受力，苗期除草变的十分简便，可以

进行无差别喷药，起到消灭棉田杂草且不伤棉苗的

效果；而对地老虎来说，棉田中的棉苗并不是唯一

的食物，它对杂草也同样喜欢。因此，在播种时，少

喷或不喷膜下除草剂，只喷防治地老虎的药剂，既

避免了膜下除草剂对棉苗造成药害，促进了壮苗形

成，又可以利用膜下杂草分散棉苗被食的压力，减轻

地老虎的危害，进而减少了补苗用工投入。而苗期

草害，喷施草甘膦灭草即可。明显起到了节本增效 
作用。

4　在棉田轻简化栽培中的应用
当前棉花生产中仍以精细整枝或简化整枝为

主，用工投入较多。免整枝栽培虽被广泛研究，但因

容易出现田间荫蔽及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协调，

后期易衰弱、烂铃僵瓣比重大等问题，从而未能普遍

推广。而抗草甘膦基因转入棉株后，可以利用化学

杀雄技术实现去早铃目的。调节成铃时间即可有效

协调、防止后期衰弱、去除绝大部分的烂铃僵瓣。不

仅减少了棉田播种用量，提升了棉花品质和产量，还

免除了人工整枝打杈投入，对当前植棉现状极为适

宜，节本增效作用极为显著。

5　在机械采摘中的节本增效作用
众所周知，植棉全程机械化已是必然的发展方

向。黄河、长江流域尚未完全实现，新疆棉区虽已实

现，但在机械收花环节还存在很大不足。即机械采

摘所需的集中结铃、集中吐絮需求，在当下单一的品

种选育上收效还不大。棉花吐絮后等待机收时间过

长，造成落地棉不能采摘入户，人工捡拾增加投入。

其实，这点完全可以通过栽培技术加以改善。因为

棉花具有无限生长习性，补偿能力极强，三大棉区的

整个植棉过程中每株棉花均要开花百朵有余，无效

花朵占半数以上，尤其是新疆棉区，每 hm2 有高达

20 万株以上的棉株，每株棉花有效成铃仅需 10 铃

以下即可。因此可以将抗草甘膦基因转入棉株体内，

对其喷施草甘膦药剂进行化学杀雄，前期推迟结铃，

后期去除无效晚蕾，人为“计划生育”，将成铃控制

在条件最适的 3~4 周之内，进而实现集中结铃、集

中吐絮目的。既有利于机械采摘的推广应用，又起

到了节本增效作用。

6　在棉田除草技术中的应用
抗草甘膦基因在棉田除草技术中的应用研究

最早、最广，技术最为成熟，此处不再赘述，对于转入

抗草甘膦基因的棉田，只需喷施草甘膦药剂化学除

草即可，简便易行，省工时，节本增效作用明显。

由此展望，抗草甘膦基因应用于国内棉花生产

环节后，杂交一代制种成本大幅降低，杂交种子生产

经营企业效益转好，棉种企业积极性得以提高；大田

种植会出现全机械化、免整枝、化学杀雄集中结铃模

式，大幅降低人工投入，提升棉农植棉效益，棉农积

极性也得以提高。届时棉花种植面积定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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