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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棉花

生产在我国农业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杂交棉是我国棉花生产的重

要特色之一，发展杂交棉是提高中国种业在国际市

场竞争中的重要砝码。实践证明大力推广种植杂交

棉是弥补土地资源，提高单产，增加总量，提高效益，

促进棉花产业健康发展的可行措施，更是当前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需要［2］。YM111 是邯郸

市农业科学院培育的高产抗病转基因杂交棉品种，

2015 年通过河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

定编号：冀审棉 2015006）。2013-2015 年参加国家

黄河流域棉区区域试验，2016 年参加国家黄河流域

棉区生产试验。2017 年通过农业部国家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国审棉 20170002。

1　品种来源
YM111 是以多亲本复交后代转基因受体材料

邯 6205 为母本，以早熟性好、适宜多种作物套种的

品种邯棉 802 为父本配置而成的抗虫杂交棉品种。

其母本邯 6205 来源于多亲本杂交后代抗病品系，

突出表现为优质、高产、早熟、抗逆、铃大等特性；父

本 802 是经过多年南繁北育定向选择而成的棉花

品种，其杂交组合为抗病优质早熟多亲本复交后代

97-S.710× 高产优质抗病转 Bt 基因抗棉铃虫品种

邯棉 109，邯棉 109 实现了大铃与高衣分的结合，纤

维比强度超过了国家攻关指标，形态抗虫与转基因

抗虫相结合。邯棉 802 是河北省选育的第 1 个通过

国审的高产、Ⅱ型优质棉品种，高抗棉铃虫，兼抗盲

蝽蟓。2009-2011 年对 YM111 杂交组合进行产量

比较试验、多点适应性鉴定和 S 值分析，重复鉴定产

量、品质、抗逆性以及综合农艺性状，表现突出确定

参加河北省及国家棉花区域试验。

2　产量表现
2014 年参加河北省棉花生产试验，平均每 hm²

籽棉产量 4567.5kg、皮棉产量 1924.5kg、霜前皮棉

产量 1851.5kg，分别比对照邯杂 306 增产 5.83%、

6.45%、5.43%。霜前花率大于 95%。

2013-2015 年参加国家黄河流域棉区区试，

每 hm² 籽棉产量 4267.5kg、皮棉产量 1767kg、霜

前皮棉产量 1638kg，分别比对照瑞杂 816 增产

5.4%、8.8%、7.4%。2016 年参加国家黄河流域棉

区生产试验，每 hm² 籽棉产量 4135.5kg、皮棉产量

1714.5kg、霜前皮棉产量 1617kg，分别比对照瑞杂

816 增产 7.4%、11.8%、11.1%。霜前花率 94.3%。

该品种适宜在天津、山西南部、河北、山东、河南、江

苏淮河以北、安徽淮河以北棉区种植。

2017 年在河北省曲周县开展的高产示范田，

长势非常好，经测产，每 hm² 籽棉平均产量高达

5430kg ；2018 年在河北省邱县开展的高产示范田，

经测产，籽棉平均产量高达 5380kg。

3　品种特征特性
3.1　农艺性状　YM111 为转基因抗虫杂交棉品种，

黄河流域棉区春播生育期 118d。出苗整齐，整个生

育期长势整齐度较好。植株较高，株型较松散，茎秆

较粗壮，茸毛较少，叶片中等大小，叶色较深。铃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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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中等大小，果枝较长，结铃性强，吐絮畅且集

中。第一果枝节位 7.0 节，单株结铃 22.7 个，单铃重

6.1g，籽指 10.5g，衣分 41.5%，霜前花率 92.7%。

3.2　品质表现　2014-2015 年经国家黄河流域棉

区区域试验取样，农业部棉花品质监督检验测试测

定结果，HVICC 纤维上半部平均长度 28.1mm，断裂

比强度 31.0cN/tex，马克隆值 5.3，断裂伸长率 6.4%，

反射率 74.8%，黄色深度 8.7，整齐度指数 84.8%，纺

纱均匀性指数 138。
3.3　抗病性　2014-2015 年经中国农科院棉花研

究所抗性鉴定，抗枯萎病（枯萎病指 9.6），耐黄萎病

（黄萎病指 28.0），抗棉铃虫、红铃虫等鳞翅目害虫。

4　栽培技术要点
4.1　播前准备，适期播种　棉花是深耕作物，深耕

能改善土壤结构，增强土壤蓄水量和通透性，深耕

20~33.3cm 比浅耕 10~16.7cm 增产 6.5%~18.3%，一般

田间持水量在 40%~60% 时宜耕性最好，因这时土壤

的阻力最小，容易散碎。耕后整地多在播种前进行，

播前整地给棉籽发芽出苗创造了良好的土壤条件。

准备干种子播种，凡使用种衣剂包衣的棉籽，播前需

拆包晒种。晒种可提高发芽率，降低苗期发病率，提

早现蕾开花，增加产量。一般在 4月中下旬播种为宜，

在 5cm 地温稳定在 14℃时，抓住冷尾暖头播种。

4.2　合理密植　是提高棉花光能利用率的主要途

径之一，在肥力水平高的棉田，密度提高到 5.5 万 
株 /hm2 左右，两合土地肥力中等棉田 4.5 万株 /hm2

左右，沙土地低肥力棉田 3.5 万株 /hm2 左右。

4.3　施肥灌水　施足底肥　播前底肥多用有机

肥料，肥效比较平稳且保质期长，提倡使用棉花专

用肥撒施，每 667m2 基施 40~80kg ；微生物菌剂施

40~80kg，病虫害多发地增加用量，可明显改善土壤微

生物环境和物理结构。重施花铃肥　棉花开花后，营

养生长和生殖生长都趋向旺盛，对养分的需要量激

增，而这时土壤中速效氮含量却急剧下降，因此必须

重施花铃肥才能补充土壤养分的不足，满足棉株对养

分的需要 [3]。高水肥棉田由于生长旺盛可推迟到棉

株下部坐住 1~2 个大桃后施用；中等肥力棉田以 2/3
在初花期施用最好；旱薄棉田由于施肥量少，一般到

花铃期追肥已过晚，可在花期适时配合氮磷钾复合

肥料，每 667m2 施 20~30kg，撒施、沟施均可。后期追 

肥　一般中上等肥力棉田争取多结铃，达到更高产的

目的。在花铃后期需要补施“盖顶肥”，还有前期因

肥水不足，或治虫失误为了争取产量也需要补施。后

期补肥以氮肥为主，也可施用尿素和磷肥。

需水规律　苗期、蕾期需水少，花铃期需水

多，吐絮期需水较少。全生育期以田间持水量

70%~80% 的产量最高。应以灌溉防旱为主，兼顾防

涝，其次棉花生长季节灌溉时需密切注意天气变化，

防止灌溉与降雨重叠，尽量做到适时适量，合理灌

溉。一般应尽量避免在中午高温条件下灌水 [4]。

4.4　化学调控　由于杂交棉长势强、营养生长旺盛，

棉田使用缩节胺调控时应掌握“少量多次、前轻后

重、促控结合”的原则。一般蕾期每 hm² 用缩节胺

25g 左右，喷施棉苗顶部，防止中下部生长；如遇较长

时间阴雨，要适当加大缩节胺用量。棉铃虫大发生时，

要酌情防治，花期每 hm²用缩节胺 30g 左右，主要控

制主茎生长，减少蕾铃脱落，改善中、下部通风透光条

件；结铃期用量为 35g 左右，促进早熟防止二次生长；

吐絮期长势偏旺的棉田在枯霜前 10d 左右，用乙烯利

2500mL 兑水 650kg 喷洒棉株中、上部。

4.5　适时打顶　多于 7 月中旬打顶，单株果枝数通常

为13~15个。整枝应采用轻打顶，打边心、摘除无效花蕾，

去枝叶、去赘芽、打老叶以促进早熟，增加霜前收花率。

4.6　病虫害防治　5 月上旬棉蚜逐渐迁入棉田，地

老虎在田间产卵，幼虫为害棉苗，蓟马、红蜘蛛也相

继为害；6 月为棉蚜为害盛期，一般采用啶虫脒、马

拉硫磷、吡虫啉进行防治；7-8 月防治伏芽兼治红

蜘蛛，红铃虫、盲蝽蟓等种群量较高时往往和三代棉

铃虫在一起，可用吡虫啉、氯氰菊脂、马拉硫磷、盲蝽

清、阿维菌素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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