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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瓜果飘香的季节，但 10 月 17 日上午在

山东省无棣县西小王镇却出现了“瑞雪兆丰年”的奇特

景象：一望无垠的棉田，朵朵洁白的棉絮挂满枝头，在

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远远望去，犹如刚刚下过一场

“鹅毛大雪”。此情此景，让前来参加“全国棉花生产全

程机械化推进活动”的农业专家和植棉大户们赞叹不

已。随着一台台采棉机开进棉田，“白雪”消失殆尽，留

下了恰似一条条干净马路的轨迹。这次机械采棉活

动，充分展示了黄河流域棉花全程轻简化生产的最高

水平。

这片如同“雪野”的棉田，是山东棉花研究中心在

该镇建设的棉花轻简化生产示范基地。记者了解到，

这个基地全面采用了该中心制定的棉花轻简化栽培技

术规程，包括精量浅播、合理密植、一次施肥、简化整

枝、集中成铃、脱叶催熟等关键技术。“除比传统种植略

有增产外，每亩地实际用工仅 6 个，这比传统种植用工

一下子减少了 18个！它轻便简捷，节本增效，把棉农从

传统繁琐的植棉程序里真正解脱出来，使我从中体验

了植棉的快乐！”基地棉田的主人、曾饱受种棉辛苦的

陈斌难掩内心的激动。

大幅度减少用工，让棉农感受植棉的快乐，实现节

本增效，则正是棉花轻简化栽培技术创新团队开展这

项技术研究的初衷与理念。

2007年以来，在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和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创新工程等

项目的支持下，山东棉花研究中心联合新疆农业科学院

经济作物研究所、石河子大学和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等单位组成创新团队，针对棉花“种、管、收”

诸环节轻简化的技术瓶颈，以轻简省工、节本增效为目

标，按照简化管理工序、减少作业次数、农机农艺融合的

总体思路，突破轻简化植棉的关键技术，建立了棉花轻简

化栽培技术体系，被农业部列入国家主推技术，在黄河流

域、长江流域和西北内陆棉区得到广泛推广应用，创造了

平均省工28.3%、减少物化投入8.2%、增产5.5%的显著成

效。截至目前，该技术已累计推广1亿多亩，新增经济效

益达 190多亿元，并摘得农业部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

和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桂冠。

在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棉花轻简化生产技术交流会

上，来自国内棉花界的同行专家一致认为，该技术找准了

我国棉花生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农民迫切需求，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先进性和实用性，不仅显著提升了我国棉

花栽培科技水平，也为整个棉花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国农学会组织以中国工程

院院士张洪程教授为组长的 11人专家组，在此前对“棉

花轻简化丰产栽培关键技术与区域化应用”成果进行评

价时表示，该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不仅如此，这项技术在全国的成功应用，也让院士

们为之振奋。我国棉花权威、中国工程院院士喻树迅

认为：“它突破了轻简植棉的关键技术并阐明了相关理

论机制，为促进我国棉花产业转型升级、节本增效发挥

了重大作用。”作物栽培专家于振文院士认为：“它开创

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轻简化植棉新路子，为我国棉花生

产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轻简节本型转变提供了坚实的

理论与技术支撑。”棉花生产机械化专家陈学庚院士认

为：“它是我国棉花栽培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无疑，“快乐”植棉的背后，是这项可操作性强、适

应性好的现代植棉技术体系在做支撑。这项既“接地

气”又“含金量”极高的轻简化技术是如何“炼”成的？

记者日前专程采访了国家农业产业化体系岗位科学

家、山东棉花研究中心主任董合忠研究员。

作为该技术创新团队的带头人，董合忠是我国棉

花轻简化栽培技术的主要研制者。记者了解到，董合

忠还是国际棉花学会（ICRA）执委、国家农业部棉花专

家指导组成员，作为主要完成人曾荣获四项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但记者眼前这位棉花专家，憨厚、朴实、

热情、豁达，犹如一位邻家大哥，说起话来更是理性中

带着激昂与干脆，一如他实施的“棉花轻简化”，使人感

到既简洁有力又通俗易懂，让记者不经意间已走进了

棉花轻简化栽培技术研发的心路历程。

传统复杂繁琐的植棉方式已
不再适用当前国情，时代呼唤“轻
简化”栽培技术的诞生

为什么要研究棉花轻简化栽培技术？这还要从时

代的背景说起。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人多地少和原棉消费量不

断增长的实际需求，如何让棉花夺取高产，成了当时我

国棉花科技工作者的主要攻关目标。”据董合忠介绍，

我国几代棉花科学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与实践，

建立了以精耕细作为核心的棉花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及

其理论体系。“毋庸置疑，这两个体系的建立，为我国奠

定世界第一产棉大国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个一直依赖于精耕细作的

高产栽培技术体系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概括起来无外乎有三方面原因。”董合忠向记者

分析，一是过去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多、人工成本低

廉，适宜对棉花进行精细化管理，也就形成了繁琐、复

杂的棉花精耕细作技术。“前后包括 40 多道工序，每公

顷用工 300 多个，费工费时，是粮食作物的 3 倍。”但随

着时代的飞跃发展，人们生活条件的大幅提高，繁杂的

植棉程序成为令棉农烦恼的“苦差事”，植棉的积极性

大为减弱。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农村劳

动力数量和质量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力的数量骤

减、人工成本的大幅提高，谁还愿意来种棉？这显然是

摆在眼前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三个原因就是，以高产为目标的生产技术由于

过分依赖高投入，随着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不

仅地越种越薄，而且带来了严重的面源污染，让资源环

境亮起了“红灯”。传统的种植模式虽然产量不低，但

品质却没有同步提升，导致棉花的市场竞争力逐年下

降。“由于价格持续低迷，种棉不挣钱，也挫伤了棉农的

种植积极性。”

这些现实，均验证了传统复杂的棉花栽培技术已

不再适用当前国情。如何加快转变棉花栽培方式，从依

靠拼劳动力投入、拼资源消耗、拼农资和拼生态环境的精

耕细作中“挣脱”出来，则是棉花专家们形成的共识。

“想实现这一系列重大转变，就要在吸收借鉴传统

精耕细作技术精华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改造，对‘种、管、

收’全过程进行一次不亚于颠覆性的‘革命’，探索出适

合我国新时代需求的植棉关键技术。在此理念下，我

们提出了全方位研究棉花轻简化栽培技术的思路。”董

合忠如是说。

“在美国，植棉全程采用机械化，平均每亩地只用

一个工。”这让曾到美国参观考察植棉技术的董合忠的

确感到了震撼。“要知道，我国传统的植棉花技术平均

每亩地要 20 个工，多的达 35 个，是小麦、玉米两季加起

来的两倍。”

虽被震撼，但董合忠却依然保持着一个中国棉花

专家的清醒：“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实施的棉花

全程机械化，是因为有着高度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做基

础，而我国的国情与此明显不一样。”

据介绍，除新疆建设兵团接近美国规模化植棉外，

我国绝大多数地方主要还是一家一户分散种植，沿用

的也一直是精耕细作模式，再加上种植制度多样化，不

少地方还有一年两熟甚至多熟的间作套种。“尽管全程

机械化极有可能是我国未来棉花生产的重要目标，但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难以全面实施国外的这种

先进模式。”

在董合忠看来：“只有因地制宜，按照现有条件和

基础，走符合中国国情的轻简化植棉路子才有前途。”

何为“轻简化”？董合忠和创新团队对其内涵有着

深刻而统一的认识：“轻”是机械代替人工，减轻劳动强

度；“简”是减少作业环节和次数，简化种植管理；“化”

则是农机与农艺融合、良种良法配套的过程。

董合忠认为，“轻简化栽培是简化种植管理工序、

减少作业次数，农机农艺融合，实现棉花生产轻便简

捷、节本增效的新型栽培技术体系”。至此，一条科学

合理的棉花轻简化栽培路线图已清晰地呈现在创新团

队面前，不仅指明了方向，也明确了主攻目标。

掌握单粒浅位精播壮苗机
制，一播全苗技术成为棉花种植
史上的一大进步

“棉花是大粒种子类型，适合单粒精确播种，对实

现棉花轻简化栽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创新团队首

先将目光聚焦到棉花单粒精确播种上。

“在过去，棉种质量远没有现在的好，棉农总担心

会出苗不全，往往都是采用大量播种或足量播种，一亩

地要播上 8～10 斤种子。1 斤种子约有 5000 粒，5 万粒

种子出苗即使按 70%来算，仍可出苗 3万多棵。”据董合

忠介绍，一亩地在新疆实际需要 10000～15000棵苗、在

内地仅需 3000～5000棵苗。多出的棉苗就需要不断疏

苗、间苗和定苗，不仅费工费时，还严重浪费种子，造成

植棉成本的提高。

在攻关研究中，创新团队有了新发现：单粒浅播的

种子在萌发出苗时，由于受到的机械压力较大，会产生

较 多 乙 烯 ，促 进 了 棉 苗 弯 钩 形 成 关 键 基 因 HLS1 和

COP1的上调表达。

“这不仅有利于弯钩及时形成，并顶土出苗和脱掉

种壳，而且在出苗后由于每株苗皆有独立的生长空间，

会更敦实，相比较发病率也低，更易成苗壮苗。”董合忠

告诉记者，正是这个发现，为他们实施单粒精播提供了

充分的理论依据。

棉花精量播种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实现单粒精确

播种，达到一播全苗的要求，离不开物质和技术的支

撑。科研团队按照“良种+良法”的思路，先优化了种子

加工工艺，生产出优质种子，精细整地，合理株行距配

置，然后实施机械播种，一个由每穴一粒、适当浅播为

核心的棉花精播技术就此形成。

据董合忠介绍，目前在西北内陆棉区，该技术与宽

膜覆盖、边行内移、适时适量膜下滴灌调控种子周围的

温度、墒情和盐碱度相结合，省去了放苗定苗环节，确

保了稳健基础群体的构建；在黄河流域棉区，通过与中

膜覆盖、肥药随施相结合，确保全苗壮苗并省去了间苗

定苗工序，苗弱、死苗等问题也迎刃而解。无论是西北

内陆棉区，还是黄河流域棉区，采用精量播种机已能够

一次性完成地面平整、铺膜、单粒播种、种肥随施、覆

土、喷除草剂等一条龙作业任务。“单粒精准播种技术

是常规农业生产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此多

的工序，被精量播种机一气呵成，可见机械化水平的提

升，已成为实施棉花轻简栽培的有力保障。”

记者了解到，采用单粒精准播种，每公顷可节约种

子成本达 150～200 元，同时将播种效率提高了 81.1%，

省去了疏苗、间苗、定苗等三个繁杂的工序，由此节省

的劳动力和减少的用工成本显而易见。单粒浅位精播

及配套技术的成功应用，被业界专家誉为棉花种植史

上的一大进步。

只需一次施肥，轻简化肥水
高效运筹技术被成功突破

目前，我国棉花生产对肥料的使用非常依赖。以

氮肥为例，如黄河流域在传统的棉花生产中，使用一般

分为底肥、苗蕾肥、初花肥、盖顶肥等。“尤其是到了棉

花枝繁叶茂的花铃期，施肥是一件很令棉农头疼的事，

如果施肥不当还容易烧苗，造成大面积减产。”在董合

忠的眼里，解决繁琐的施肥，是棉花轻简化栽培中绕不

开的关键环节。

“既要实现轻简化，又要达到科学施肥，首先必须

摸 清 棉 花 在 生 长 发 育 过 程 中 对 营 养 的 吸 收 利 用 规

律。”创新团队在跟踪研究中发现：棉花对底施速效 N

肥的吸收比例最小而对初花期 N 肥的利用效率最高。

减施底肥 N、增施初花肥 N，或底施专用缓控释 N 肥能

提高肥效。底施速效 N 肥侧重供应棉花营养生长，花

铃期 N 肥主要供应生殖生长；随施 N 量增加，供应蕾花

铃的比例下降，而供应叶枝和赘芽的比例上升。这些

规律的发现为简化施肥提供了理论支撑。

采取“减施底肥、增施初花肥”是创新团队拿出的

初步对策。虽然这样的两次施肥策略已经比较简化，

但仍然需要在花铃期追肥，还有进一步简化的潜力。

为此，他们研制出养分释放与棉花养分吸收相同步的

新型专用缓控释肥配方，并制定了一次基施的技术规

范，不仅大幅度提高了肥料利用率，更减少了施肥次

数，还有效控制了叶枝和赘芽生长，可谓一举多得。

董合忠告诉记者，当前长江流域棉区采用该技术

已实现了一次基施缓控释肥，个别情况下“一基一

追”。在黄河流域棉区，采用一次性基施缓控释肥、种

肥同播。“在播种时深施行下，只需一次施肥，即可满足

棉花生长生育的全过程要求。这比传统方式可减少肥

料用量达 10%以上，肥料利用效显著提高。”

棉花适应分区灌溉生理学机
制被创新团队揭示，精准灌溉“水
到渠成”

我国是世界上淡水严重缺乏的国家。如何实现既

少用水，又能满足棉花的生长需求？这就需要在提高

灌溉水利用率上做文章。“一项好的灌水技术不仅要达

到简化、省工、节水、节能的效果，还要增产增收，至少

不能减产降质。”董合忠对节水灌溉有着准确的定位。

创新团队在节水灌溉研究实践中发现，西北内陆

棉区灌水量比传统饱和灌溉减少 20%的情况下，采用分

区滴灌的棉花产量基本不减，但常规的灌溉就会大幅

度减产。这个现象让创新团队找到了研究的线索。他

们利用嫁接分根系统准确模拟了分区灌溉，发现分区

灌溉诱导棉株地上部大量合成茉莉酸，并作为信号分

子经韧皮部运输到灌水侧根系，促进 RBOHC 基因表

达，增加了该侧根系中过氧化氢含量，从而提高了灌水

侧根系的吸水能力和水分利用率。

随着攻关的深入，创新团队不仅揭示了棉花适应

分区灌溉的生理学机制，还摸清了西北内陆棉区次生

盐碱地分区滴灌诱导根区盐分差异分布、减轻盐害的

机理，也为他们对不同棉区实施新型灌溉技术找到了

“对症下药”的“良方”。

以新疆为主的西北内陆棉区，创新团队采用了膜

下滴灌技术，实现了地膜覆盖栽培与地表滴灌相结合、

亏缺灌溉与水肥协同前移相结合。“该模式不仅节水，

而且省肥显著，还特别适用于机械化大田作业，使棉花

的轻简化种植迈上了一个大台阶。”董合忠介绍说。

膜下滴灌水肥融合技术是利用低压管道系统供

水，将加压的水经过滤后，和水溶性肥料充分融合，形

成肥水溶液，再通过毛管均匀、定量地浸润棉花根系，

大大提高了水肥的利用率。“膜下滴灌平均用水量仅为

传统灌溉的 12%，喷灌的 50%，节水效果可谓立竿见

影。”董合忠告诉记者，如今，这项技术还实现了与优化

成铃、脱叶催熟效果等技术的有机结合，已在西北内陆

棉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对于黄河流域棉区，科研团队在淘汰漫灌的基础

上，将长畦改为短畦，将宽畦改为窄畦，将大畦改为小

畦，改大定额灌水改为小定额灌水，整平畦面，确保了

灌水均匀，大大提升了畦灌效果。

建立以优化成铃为核心的合
理群体结构指标，为棉花丰产优
质和机械化采收奠定了基础

传统棉田群体结构很不合理，西北内陆基础群体

过大、局部臃肿，不利于优化成铃和脱叶机采；黄河与

长江流域棉田密度偏低，结铃分散，烂铃多，纤维一致

性差，不利于集中采收，只能人工多次采收，费工费

时。如何调控群体、优化成铃、集中吐絮是轻简化植棉

过程中面临的“棘手”问题。

要构建棉花合理群体结构，就必须先制定合理

群体结构量化指标。我国棉区多，生态条件复杂多

样，不同棉区栽培管理主攻目标也不一样，想搞清楚

并不容易。

功夫不负有心人。科研团队克服重重困难，不仅

找出了适宜黄河、长江流域和西北内陆棉区的适宜株

高、叶面积指数，并摸清了适宜的叶面积指数动态，还

分别明确了适宜节枝比、果枝及叶片角度分布和棉柴

比等。“不同棉区棉花合理群体结构量化指标的建立，

为塑造合理群体实现优化成铃、集中吐絮提供了可靠

的依据。”董合忠表示。

在黄河与长江流域棉区，科研团队采取了以“控

冠促根”为主线的方式。要点其一就是适当增加密

度并普降株高 10～20 厘米。二是改大小行种植窄膜

覆盖改为等行距中膜覆盖，并适时破膜促根下扎。

三是低洼地垄作栽培并配合密植减少漏光损失和烂

铃。四是采用缩节胺控制株高、塑造集中结铃株型，

适时适度封行。

在西北内陆棉区，科研团队采取以“调冠养根”为

主线：一是膜上单粒精准播种、膜下滴灌温墒盐调控，

逆境成苗而形成稳健的基础群体；二是适当降密，南疆

收获株数降为每公顷 15.0～18.0 万株，北疆降为 16.5～

21.0 万株，株高 70～85cm；三是优化株行和膜管配置，

宽膜覆盖边行内移，合理滴灌优化根区环境，促进冠根

协调；四是化学调控、水肥适当前移，配合水肥一体化

管理系统，优化冠层结构和成铃质量，促进早熟，并充

分发挥非叶绿色器官在中后期的光合生产力；五是利

用发明的脱叶催熟新技术、脱叶效果鉴定新方法和机

采棉除杂控制系统，提高脱叶率、降低含杂率。

先进物质装备是支撑棉花轻
简化栽培技术的“有力武器”

在董合忠看来，“实现棉花生产的轻便简捷、节本

增效，不仅依赖于关键农艺，还依赖于品种、新型肥料、

农业机械等物质装备及其与农艺技术的高度契合”。

为了配套这些技术的实施，创新团队筛选出适宜

轻简化种植的棉花品种 15 个，并培育出新陆中 42 和

K836 等 5个适宜轻简化栽培的棉花新品种。“如通过山

东省审定的抗虫棉新品种 K836，其特点是出苗好、赘芽

少、叶枝弱、易管理，铃大、吐絮畅、易采摘，早熟性好，

适合轻简化栽培、机械化收获。”

“棉花缓控释肥，能够按照设定的释放率和释放期

或有控制地释放养分，成为减少施肥次数、提高肥料利

用率的重要物质支撑。”据董合忠介绍，他们团队针对

长江和黄河流域棉区不中种植方式棉花的需肥规律研

制出系列棉花专用缓控释肥配方，为实现棉花轻简化

栽培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棉花“轻简化”中的“轻”，意味着用机械化代替人

工，以减轻劳动强度，农业生产机械在棉花“轻简化”技

术的实施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棉花生产机械包括

机械整地、机械铺膜播种、机械植保、机械中耕施肥、机

械收获、机械拔柴和秸秆还田，以及种子加工机械化等

内容。

根 据 轻 简 化 植 棉 需 求 ，创 新 团 队 还 研 制 出

2BMC-48 型 棉 花 双 行 错 位 苗 带 精 量 穴 播 机 、

2MBZ-3-6A 型折叠式覆膜精量播种机和具有种床整

备功能的 2BMJ-24A 型棉花覆膜精量播种机，大大促

进了轻简化植棉技术的实施。

因地制宜，量身定做，全国三
大棉花主产区有了属于自己的轻
简化栽培技术体系

随着单项关键技术一个个被突破，创新团队根据

各棉区的生态、生产条件和现实需要，集成建立了区域

针对性强的棉花轻简化栽培技术体系，使全国三大主

要产棉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轻简化栽培技术体系。

针对黄河流域棉区一熟制棉花棉田，创新团队建

立了以“精量播种、简化整枝、集中收获”为核心的轻简

化丰产栽培技术体系。该技术已被国家农业部确定为

全国主推技术。其主要内容是以机械单粒精播减免间

苗定苗，等行距中膜覆盖并适时揭膜控冠壮根，密植与

化控配合实现简化整枝、优化冠层、适时适度封行，精

简中耕与缓释肥深施简化中耕和施肥，优化成铃结合

脱叶催熟实现集中吐絮。

“该技术的应用，平均减少用工 32.5%，物化投入减

少 9%，增产皮棉 5.8%。”董合忠告诉记者，在此基础上，

他们还针对减少烂铃、控制早衰和机械采收的需要，建

立了以适当晚播、合理密植、简化管理、集中吐絮为核

心的“晚简密”栽培技术，使滨海盐碱地达到了每公顷

1125kg 以上的皮棉产量，并实现了内地机采棉从无到

到有的突破。“由于采用晚简密栽培的短季棉可以实现

无膜栽培，还大大减少了对土地的污染。”

长江与黄河流域两熟制棉区则采用了以轻简育苗

和简化施肥为核心的棉花轻简化高效栽培技术体系。

作为农业部确定的全国主推技术，棉田工厂化轻简育

苗代替传统营养钵育苗，速效肥与缓释肥结合实现 1～

2 次施肥代替速效肥多次施用，提高密度，促进集中吐

絮，平均省工 30.1%，节肥 18%，增产 4.7%。

针对该区域棉麦、棉油、棉蒜套作不利于机械化的

难题，他们还建立了蒜（油、麦）后直播短季棉轻简化栽

培技术，通过 5 月底前以机械抢时精准播种早熟棉，减

免间苗定苗；合理密植、简化整枝并配合化学封或机械

打顶；化控、肥控并结合脱叶催熟，确保棉花适时适度

封行、集中早吐絮。该技术使物化和用工投入大幅度

减少，经济效益进一度提高，并为最终实现机械化采收

奠定了基础。

针对西北内陆群体结构不合理、脱叶催熟效果差

的现实，创新团队建立了以群体调控优化成铃为核心

的棉花轻简化高产栽培技术。作为新疆当前的主推技

术，其要点是采用单粒精准播种保苗技术获得全苗壮

苗和稳健的基础群体，通过优化株行距和膜管配置调

冠养根；分区灌溉与水肥协同技术结合，水肥药统筹，

农艺与农机有机融合，塑造既定指标的合理群体并优

化成铃、集中吐絮。

“ 实 践 证 实 ，该 技 术 在 新 疆 棉 区 平 均 减 少 用 工

22.3%，节水 15.5%，增产皮棉 4.5%。”董合忠告诉记者，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制定了棉花健株高产简化栽培技

术，即之字形单粒精确浅播，等行距种植并适当降密，

一膜 3 行 3 管；水肥前移，水肥药促控结合，健个体、强

群体、促早熟，塑造合理群体结构；利用脱叶促熟新方

法并辅之精确监控实现彻底脱叶，有效提升了新疆机

采棉的生产品质，引领了全国机采棉的健康发展。

棉花轻简化栽培技术实现了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我们在研究棉花轻简化栽培技术上，走了一条协

同攻关的路子，期间联合了新疆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

所、石河子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棉

花研究所、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滨州市

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发力，并得到了中国工

程院院士喻树迅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李召虎教授和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毛树春研究员的指导和支

持，大大缩短了整套技术体系的研发时间。”

记者了解到，创新团队以技术培训、示范辐射、高

产展示等形式，大大推动了这一新技术在全国的普及

与应用。截至目前，该技术在我国已累计推广达 10018

万亩，通过省工节本增产，共计新增经济效益达 190 多

亿元。此外，还培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50多个，培训农技

人员和棉农 20 多万人次，获得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的“双丰收”。

尽管如此，在董合忠看来，“轻简化栽培技术需要

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要在推广应用过程中不断优化提

升，不断创新发展，这样才能保持生命力，持续为我国

棉花产业健康发展作出新贡献”。

累计推广 1亿亩，新增效益 190亿元

“快乐”植棉：棉花轻简化栽培技术在全国“落地生根”
——来自山东棉花研究中心的创新报告

本报记者 魏 东

董合忠（中）与创新团队核心成员在示范基地 拼搏进取的棉花轻简化栽培技术研发团队

通过实施轻简化技术获得丰收的棉田通过实施轻简化技术获得丰收的棉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