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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棉所品种在新疆的推广转化历程及未来展望
黄殿成　孙君灵　赵　翔　张西岭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安阳 455000）

摘要：通过查找文献，结合作者自身实践，简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棉花生产发展的成就，分析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

所品种对于新疆棉花生产做出的贡献，总结中棉所在新疆推广转化品种采取的举措，展望中棉所品种未来在新疆推广转化的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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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光热资源

丰富，具有发展棉花生产的独特有利生态条件。但

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棉花年种植面积仅为 3.3
万 hm2，单产皮棉 150kg/hm2 左右，年总产量为 0.5
万 t [1]。经过多年的逐步积累，至 20 世纪 90 年代

初，新疆植棉业有了飞跃发展，在面积、单产、总产、

调出量等方面开始位居全国首位 [2]，且该纪录连续

保持至今。2012 年，新疆植棉面积 146 万 hm2，占

全国当年植棉总面积的 36.7% ；总产量为 350 万 t，
占全国当年总产量的 51.8%[3]，实现了棉花产量占据

我国棉花总产半壁江山的历史性突破。2016 年，新

疆植棉面积 180.5 万 hm2，占全国当年植棉总面积的

53.5% ；单产皮棉 132.7kg/hm2，为全国平均单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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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 ；总产量为 359.4 万 t，占全国当年总产量的

67.3%[4]。新疆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棉区，“中

国棉花看新疆”已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以下简称中棉所）品

种在新疆的推广转化助推新疆棉花生产快速发展。

1　中棉所品种对新疆棉花生产的贡献
科技进步使新疆棉花生产如虎添翼，2012 年科

技对新疆棉花生产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58%，一些技

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5]。1949-2008 年，新疆自育

审定和从国内外引进后认定的细绒棉品种累计为

108 个。新疆棉花生产经历了 6 次品种更新换代过

程。中棉所 12 集丰产、优质、抗病等特性于一体，仅

1986-1990 年累计推广 306 万 hm2，共增产皮棉 32.2
万 t，增产籽棉 53.8 万 t，共增值 16.9 亿元，这一品

种育成的消息被《科技日报》评为 1989 年全国十大

科技新闻之一，中棉所 12 于 1990 年获得国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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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一等奖 [6]。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棉所 12 被

引入新疆，该品种有效解决了当时新疆棉花生产所

用品种的综合性状较差尤其是抗性差的难题，迅速

成为该时期新疆南疆主推品种之一，持续推广近 10
年，在南疆市场占有率达到 20%，累计推广 100 万

hm2 左右。

1997 年中棉所 35 被引进新疆，该品种比对照

新陆中 3 号早熟 3~5d，霜前花率 90%，产量比对照

增产 28.6%，当年创造了皮棉 3465kg/hm2 的高产纪

录。中棉所 35 突出解决了新疆棉花生产中枯、黄萎

病重，新疆自育品种抗病性较弱的问题，加之适应性

广，与新疆生态特点、栽培模式相适应的株型、发育

规律等特性，很快得到大面积推广，并成为南疆主推

品种 [7]。与中棉所 12 推广年限相类似，中棉所 35
持续推广近 10 年。

21 世纪前 10 年的后期，随着棉花产业形势的

进一步发展，新疆对于棉花品种的丰产性、抗病性、

纤维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疆进入了新一轮的

品种更换时期。以中棉所 49 为代表的中棉所系列

品种以其抗逆性强、品质好、衣分高等特点逐步进入

新疆主推品种系列。中棉所 49 自审定以来，首批进

入农业部推荐的主导品种，已连续 10 年；同时分别

连续 8 年和 9 年作为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级

棉花区试的对照品种；累计推广面积 474.6 万 hm2，

新增利润 123.3 亿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中棉所 49 的优良种

性、推广面积及其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该品种于

2016 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8]。

2　中棉所品种在新疆推广转化采取的举措
2.1　广泛调研，深入研究，凝聚共识　中棉所自

1957 年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把发

展新疆棉花生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一段时期

内，曾经集中全所科研力量，对新疆生态条件、生产

潜力进行广泛调研，深入研究，形成“新疆应成为我

国最重要棉花生产基地”的广泛共识，为集中科研

资源、大力助推新疆棉花生产奠定了思想基础。

2.2　创新体制机制，鼓励科研资源向新疆转移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棉所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

策等措施鼓励科研人员到新疆生产一线开展创新与

转化工作。2013 年中棉所成立新疆科研中心，出台

《新疆工作管理办法》，从职称评定、绩效考核、驻点

补贴等方面，进一步鼓励科研人员深入新疆生产一

线。体制机制的创新，极大调动了科研人员奔赴新

疆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为中棉所在新疆的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奠定了人才基础。目前，工作岗位固定

在新疆的中棉所科研开发人员有 40 多人，几乎所有

的课题在新疆都有固定的试验用地。

2.3　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改造、嫁接传统育种技术，

大力开展生态育种工作　中棉所把应用现代生物技

术培育成功的高世代棉花品系，在新疆各主产棉区

进行适应性检验，以定向选择并最终育成适合新疆

当地种植的品种。1998 年 9 月，建立中棉所南疆阿

克苏生态试验站。2000 年 9 月中棉所北疆石河子

生态试验站挂牌成立。2003 年 12 月，面积 1558m2 

的北疆石河子生态试验站综合楼建成并投入使

用。此后，陆续建立库尔勒生态试验站、喀什生态

试验站、胡杨河生态试验站。生态试验站的建立，

显著改善了生活条件和科研条件，保证了生态育种

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长期性，有力促进了中棉

所 35、中棉所 36、中棉所 43、中棉所 49、中棉所 50
等一批适应新疆生态条件种植的棉花品种的培育 
成功。

2.4　依托实体进行推广，建立完整产业体系　1998
年 9 月，中棉所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组建新

疆塔里木中棉种子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是中棉所

与地方组建的第 1 家合资公司。双方以资本为纽

带，以市场为导向，立足阿克苏，面向全疆，依托中棉

所科技优势和兵团生产优势，实现科技与经济有机

融合，大力推广中棉所 35 等优良品种，使得该品种

迅速推广至南疆各主产棉区，成为该时期南疆最受

欢迎的棉花品种。第 1 家合资公司组建以后，中棉

所又陆续在新疆组建 3 家合资公司。2000 年 9 月

中棉所与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合资组建的新疆石河

子中棉种业有限公司挂牌成立；2003 年 1 月中棉所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级原种场、巴州农业科学

研究所、巴州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库尔勒市包头湖农

场等 5 家股东共同出资成立新疆库尔勒中棉种业有

限责任公司。2004 年组建新疆喀什中棉种业有限

公司。2004 年中棉所与新疆温宿青年农场合作，通

过契约关系，获得其 333.3 hm2 耕地 30 年租赁权，

在此基础上组建中棉所阿克苏棉花原种场；2006 年

在轮台县另购买 133.3 hm2 耕地并组建轮台中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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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上述耕地用以繁殖中棉所系列优良品

种。在新疆塔里木中棉种子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

上，2005 年 8 月中棉所与阿克苏农业局合资组建的

新疆阿克苏中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举行揭牌仪式。

2011 年新疆阿克苏中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了

阿克苏种子加工厂。自此，中棉所以生态试验站为

品种培育和栽培技术集成基地，以阿克苏棉花原种

场为种子生产基地，以阿克苏种子加工厂为棉种加

工中心，以合资公司为销售龙头的完整的产业体系

宣告形成。

2.5　开展科技交流，培养科技人才　中棉所以合资

公司、生态育种试验站为平台，每年邀请新疆各主产

棉区的大批科研骨干、管理干部到现场以及中棉所

参观学习最新科研成果，了解科研发展动态，切磋技

艺，以提高新疆植棉水平和科研能力；中棉所每年

有 200 多人次的专家走出去，深入新疆生产一线，现

场指导培养人才，发现高产典型深度总结，发现生

产问题深入研究；与新疆塔里木大学合作办学，建立

棉花学院（系），为当地培养年轻的新生科研与推广 
力量。

2.6　申请科研项目，改善基础条件　先后申请财政

部、农业部等多个项目。2005 年中棉所科技贸易公

司承担财政部新疆优质棉产业化生产与加工基地项

目，特别是 2010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新疆综合试验基

地建设项目的启动，对于改善科研人员在新疆的工

作条件、生活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推动中棉所

系列品种在新疆的推广转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2.7　塑造良好社会形象，加速科技成果推广　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社会形象对于科技成果的推广

无疑将产生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通过报刊、杂志、

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介，积极宣传中棉所作为唯一

的国家级棉花科研单位的技术实力、历史使命；积极

参加在新疆举办的大型品种展销会；通过品种种植示

范展示，召开现场会，邀请当地植棉大户、涉农企业、

种子管理部门参加，进行现场交流、宣传；通过多种途

径，保持与当地政府各级部门的沟通与交流。

3　未来展望
3.1　加大科研资源向新疆转移的力度　随着农业

供给侧机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黄河、长江流域棉区

棉花面积进一步减少，新疆在我国棉花生产中的作

用更加突显。中棉所将进一步加大政策调整力度，

综合运用行政、经济等手段，鼓励更多科研资源特别

是年轻科研人员向新疆转移。通过项目申请，加大

资金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新疆生态试验站的试验

地、仓库、工作间、晒场、办公、住宿等基础设施，让科

研人员真正愿意来、留得住、能干事。

3.2　促进科技与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坚持问题导

向，面向市场开展科学研究，紧密围绕新疆棉花生产

的重大需求，加强与新疆地方科研的横向协作，应用

现代生物技术和传统育种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尽快

培育出机采、优质等新疆生产急需的棉花品种类型。

以品种为主线，集成栽培和植保等综合技术，真正实

现良种良法相配套。进一步发挥中棉所牵头组建的

国家棉花产业联盟的作用，为新疆企业与疆外企业

的合作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提供技术保障与支撑。

3.3　发挥进入中亚棉花产业的桥头堡作用　以新

疆为跳板，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好时机，以品

种为先导，以技术为支撑，以合作为手段，积极进入

中亚棉花产业，在提高当地棉花种植水平的同时，进

一步提高我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并获得丰厚的经济

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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