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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年棉花领域推荐性国家标准专项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

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2]32 号文件）要求，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等承担“棉花间作

轮作技术要求”的制定工作，计划编号为 20220880-T-326。 

（二）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安徽中棉种业长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山

东省农业科学院、新疆农业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植物保护站、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三）编写人员与分工 

标准制定过程主要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等单位的人员完成资料收集、实地调研、标准文

本起草和修改、试验验证、数据处理等工作，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王延琴研究员担任首席专家

把关完成。具体分工见表 1。 

表 1  主要起草人员信息与任务分工 

姓  名 单位 职称 专业特长及分工 

王延琴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研究员 棉花品质检验，主笔和总把关 

马雄风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研究员 棉花遗传育种，主笔 



周 阳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农艺师 技术标准编制，审定把关 

马  磊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研究员 棉花栽培生理，主笔 

匡  猛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研究员 棉花耕作栽培，资料收集 

董合忠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研究员 棉花耕作栽培，技术指导 

陆许可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副研究员 棉花抗逆鉴定，收集资料 

汤秋香 新疆农业大学 教授 棉花栽培生理，参写 

王慧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植物保护站 研究员 植物保护，技术指导 

唐淑荣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研究员 棉花品质检测，收集资料 

王占彪 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 研究员 棉花耕作栽培，试验验证 

郑曙峰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研究员 棉花耕作栽培，试验验证 

周关印 安徽中棉种业长江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员 农业技术推广，试验验证 

周大云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副研究员 食品加工，资料整理 

方  丹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棉花耕作栽培，资料整理 

徐双娇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棉花耕作栽培，资料整理 

金云倩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实验师 棉花质量检验，资料整理 

吴玉珍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棉花质量检验，试验验证 

孟俊婷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副研究员 棉花质量检验，参写 

黄义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种子质量检验，参写 

刘柏林 安徽中棉种业长江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农业技术推广，试验验证 

（四）主要工作过程 

1、2022年 9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文，下达标准制定任务。接到任务后，立即成立标准制

定工作组，制定具体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明确人员分工及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为便于起草人员工作

交流，组建了标准起草微信群。 

2、2022 年 9—11月，广泛查阅收集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和标准。 

3、2022 年 11—12 月，在分析整理相关技术资料、大田试验研究结果和近年来的优秀科研成果的

基础上，完成标准初稿的制定工作。 

4、2023年 1—2月，通过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向各位起草组专家再次征求意见。 

5、2023年 3月，按照起草组专家回复意见对标准初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棉花间作轮作技术

要求》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一）标准的编写原则 

1、规范性。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编制起草。技术内容叙述无误，文字表达准确、简明、易懂，标准结构布局合理，层次划分符合逻

辑，规范性强。 

2、科学性。标准起草过程中，查询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和参考文献，以及国内棉花间作轮作的地方

标准。围绕标准所需要的科学信息和技术背景，以最新的科学信息、科学证据和科学资料为基础，结合

前期的研究基础、技术和经验的积累，确定有关技术指标，确保标准技术具有科学性。 

3、实用性。本标准的编写既考虑我国棉花间作轮作生产的实际，又兼顾未来发展趋势，使之具有

现实性和前瞻性，简洁明了，便于农技人员和农民推广使用。 

4、统一性。标准编制始终以现有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指导，在制定本标准过程中，充分考虑

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彼此间协调统一，不存在相互矛盾现象。 

（二）提出本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文献检索及前人研究基础 

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是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也是财政部、农业部重点工作方向。前人在耕地修养

保护，棉花与花生、棉花与大豆、棉花与西瓜、棉花与辣椒等作物间作轮作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工作，从

套种模式、整地施肥、品种选择、生育特点、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探索了如何有针对性的选取

耕地轮作休耕模式，指出了合理的间作轮作是作物病虫害防控的一条重要途径，总结出许多宝贵经验。

刘水生
[4]
等总结了山东地膜西瓜套种棉花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迟宝杰等通过对间（套）作对棉田病虫

害的防控效应及其风险控制的研究，发现合理的间作套种可以通过改变农田的生态结构和环境条件，提

高天敌的种群数量，降低或抑制害虫的种群密度，进而起到有效控制病虫害的作用，是棉花病虫害防控

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棉田间作套种控制病虫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合理的间作套种更是存在提

高用工投入、增加病虫防治难度、加重病虫为害等多种风险。辛承松等针对黄河三角洲植棉区棉花单作

种植方式导致植棉效益降低，棉田面积大幅减少，严重制约棉花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严峻生产形势，以

提高植棉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以高产高效种植模式研究攻关为突破口，创建了适宜黄河三

角洲植棉区推广应用的棉花与西瓜同膜带间作增效种植模式，并制订了规范化技术规程。赵中亭等总结

了菏泽市蒜棉套种、大蒜与棉花和辣椒套种、棉花与花生间作、棉花与西瓜间作、小麦与棉花套种共 5 

种基本模式的种植方法。王月华等总结了西瓜—棉花间作套种的栽培技术。曾海明等总结了夏播棉与大

豆间作的高产栽培技术。赵文超等总结了鲁西北地区棉花绿豆间作绿色高效栽培技术。全国棉花栽培领

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编撰的《中国棉花栽培学》一书中，也详细阐述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棉区棉花间作

种植的栽培技术及棉田轮作换茬的作用。 



2、试验研究 

本研究组较早地开展了棉花花生间作轮作模式的比较试验，选取了 4行棉花 6行花生、3行棉花 6

行花生、2 行棉花 4行花生、2行棉花 6行花生、棉花单作等 5种生产中主要的配置模式种植，客观评

价了不同模式的优劣，结果表明 4 行棉花 6 行花生间轮作综合表现最好。棉花平均增产 10%～20%，花

生连年均衡稳产，在保证棉花产量不减的前提下减少来年棉花种植带的氮肥施用量 20%～30%，做到减

肥不减产。 

山东省滨州市种子管理站开展了棉花/大豆间作生产效益研究，选取了（1）棉花 / 大豆 2∶3 间

作模式：采用种植 2行棉花和 3 行大豆的间作模式；（2）棉花 / 大豆 2∶6模式：采用种植 2 行棉

花和 6 行大豆的间作模式； （3）棉花 / 大豆 4∶6 模式：采用种植 4 行棉花和 6行大豆的间作模

式。结果表明，棉花 / 大豆 4∶6 模式产量及经济效益均最高。 

3、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间作作物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在共生期间既要大体相同，又要略有不同，它们种在一起趋利避害，

各取所需，不仅可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种植效益，也可防止杂草生长，增肥固氮，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

减少中耕除草次数，降低生产成本。间作作物的植株特性和生育期应相互补充，正如棉农所总结的“一

高一矮、一深一浅、一长一短、一早一晚”，即植株高度要高低搭配，株型要紧凑与松散对应，根系要

深浅结合，生育期要长短交错，成熟期要前后错开。这样能较好地利用空间和时间，充分利用光、热、

水、肥等资源，增加生物产量和经济产量。不同作物的合理选择如下。 

3.1 品种选择 

间作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作物共生期间共生期争水、争肥、遮荫矛盾突出，为了缩

短棉花与间作作物的共生期，降低作物间的遮光庇荫，减轻棉田喷施农药对间作作物品质的污染，品种

选择如下。  

3.1.1 棉花 

棉花品种应选用株型紧凑、丰产优质、抗病抗逆性强、早熟或中早熟抗虫棉品种。 

3.1.2 花生 

花生品种应选用株型紧凑、抗病优质、耐荫、生育期在 110 d 以内适宜机械化的早熟或中早熟品种。 

3.1.3 大豆 



选用适宜当地种植、株型紧凑、抗病优质、耐荫、生育期在 110 d 以内适宜机械化的早熟或中早熟

品种。 

3.1.4 西瓜 

选择高产、短蔓、中早熟品种。 

3.1.5 辣椒 

选择株型紧凑、抗病虫、优质高产的中早熟品种。 

3.2 密度设置 

3.2.1 棉花 

《中国棉花栽培学》一书中指出，主体作物的密度要比单作时有所增加，间作作物的密度要比单作

时有所降低。黄河流域棉区不同间作作物的适宜密度为，棉花间作西瓜时，棉花行距 80～100 cm，株

距 25 cm，密度 4.5万株/hm
2
～5.25 万株/hm

2
；棉花间作芸豆、豇豆或莴笋时，密度 5.25 万株/hm

2
；棉

花间作白萝卜时，密度 4.5 万株/hm
2
，棉花与绿豆间作时，密度 6万株/hm

2
。DB34/T 3927-2021《棉花

绿豆间作绿色高效栽培技术规程》中设置 2种模式，2+1种植模式中，棉花大小行种植，大行距 100cm，

小行距 50cm，种植密度 4.5万株/hm
2
～5.25 万株/hm

2
；4+2种植模式中，棉花等行距种植，行距 76cm，

种植密度 5.25万株/hm
2
～6万株/hm

2
。杨德峰等在深入调查研究山东夏津县棉花西瓜间作后，总结出一

套鲁西北地区棉花西瓜间作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已在全县推广棉花西瓜间作面积 1000 余公顷，此高产

高效优质栽培技术集成中，棉花密度 6万株/hm
2
。曾海明等在夏播棉与大豆间作研究时，给出的大豆棉

花间作复合种植最佳模式中，棉花留苗密度 7.5万株/hm
2
。李相松等在“花生—棉花间作套种高效栽培

技术”一文中指出，棉花种植平均行距 90 cm，株距 30 cm，密度 3.7 万株/hm
2
为合理密度。刘水生等

认为西瓜套种棉花时，棉花种植间距为 30～35 cm，密度为 3.9万株/hm
2
～4.5万株/hm

2
可以达到高产高

效的目的。辛承松等认为，黄河三角洲棉花与西瓜同膜带间作增效种植模式中，棉花行距为 76 cm，株

距为 26 cm，密度为 4.5 万株/hm
2
是比较适宜的 。赵文超等认为，鲁西北地区棉花绿豆间作高效模式

中，棉花等行距种植，行距 76 cm，种植密度为 5.25 万株/hm
2
～6万株/hm

2
容易实现高产。NY/T 1387-2007

《黄河流域棉花栽培技术规程》建议的种植密度为 4.2万株/hm
2
～6.75万株/hm

2
。NY/T 3659-2020《黄

河流域棉区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规程》中，要求种植密度不低于 10.00万株/hm
2
。关于长江流域棉区，

《中国棉花栽培学》一书中不同间作作物的适宜密度有：棉花与毛豆间作，棉花直播或移栽，密度 2.25

万株/hm
2
。棉花与西瓜间作，株距 23 cm，密度不低于 4.5 万株/hm

2
。安徽省地方标准《棉花花生间作

轮作技术规程》中给出的棉花密度为 9.00 万株/hm
2
。NY/T 3695-2020《长江流域棉花麦（油）后直播



种植技术规程》建议的棉花定植密度为 5月 20日前麦（油）收获地区，6.75万株/hm
2
～9.00万株/hm

2
；

5 月 20 日至 6 月 5 日收获地区， 9.00 万株/hm
2
～12.00 万株/hm

2
。NY/T 2633-2014《长江流域棉花轻

简化栽培技术规程》中棉花直播中早熟品种时，密度为 4.5万株/hm
2
～6.75万株/hm

2
，棉花直播早熟品

种时，密度为 6.75 万株/hm
2
～9.00 万株/hm

2
。西北内陆棉区，目前主要是一熟种植，棉花与其他作物

的间作尚在试验探索阶段。此区域的棉花密度较高，一般为 12万株/hm
2
左右。 

本文件在对标准草案征求意见时，棉花密度的设置为黄河流域棉区 4.5万株/hm
2
～6.75万株/hm

2
，

长江流域棉区 3.0 万株/hm
2
～4.5万株/hm

2
，西北内陆棉区 12.0万株/hm

2
～15.0万株/hm

2
。在本草案征

求意见时，山东农业科学院的董合忠研究员建议将种植密度不同程度的提高，黄河流域棉区 6.0 万株

/hm
2
～9.0 万株/hm

2
，长江流域棉区 3.0 万株/hm

2
～6.0 万株/hm

2
，西北内陆棉区 12.0 万株/hm

2
～18.0

万株/hm
2
。中棉种业研究员周关印指出，密度跨度有点大，密度也偏大，间作棉田棉花每亩种植 2800-4500

株为宜。 

综上所述，本文件中将密度定为，黄河流域棉区 6.0 万株/hm
2
～7.5 万株/hm

2
，长江流域棉区 4.5

万株/hm
2
～6.0万株/hm

2
，西北内陆棉区 12.0万株/hm

2
～15.0万株/hm

2
。 

3.2.2 花生 

李相松等通过试验示范，推广了花生—棉花间作套种模式。该模式每亩籽棉产量 307.5 kg，花生

皮果 416.4 kg，比对照单作棉田增产 20.8%，比单作花生增产 3.5%。他指出，花生种植大行距 55 cm，

小行距 25 cm，株距 20 cm，每亩定植 83 000 墩，是较为合理的种植密度。NY/T 3661-2020《花生全

程机械化栽培技术规程》中，建议花生宜采用双粒穴播，春花生每 666.7m
2
播 8 500 穴～9 500 穴，夏

花生每 666.7m
2
播 10 000 穴～11 000 穴，单粒精播春花生每 666.7m

2
播 14 000 穴～15 000 穴，夏花

生每 666.7m
2
播 15 000 穴～17 000 穴。NY/T 2398-2013《夏直播花生生产技术规程》中，给出的夏播

花生种植密度为每 666.7m
2
播 10 000 穴～11 000 穴，每穴 2 粒。鉴于棉花花生间作时， 花生的种植

管理要求类似于夏播花生，因此，本文件中建议花生的密度每公顷播 15.0万 穴～16.5万 穴。 

3.2.3 大豆 

曾荣耀等给出的大豆间作复合种植高产高效技术中，大豆行间距 0.4m，窝距 0.3m，留苗 2 株，密

度 12 万株/hm
2
～13.5 万株/hm

2
。曾海明等研究了夏播棉与大豆的高产栽培技术，指出棉花与大豆 4:6

式间作栽培模式，棉花、大豆的生长优势和丰产性能、优良品质品相表现尤为突出。此模式中大豆行距

和株距均为 30 cm，棉花、大豆相邻边行间距 50 cm，大豆密度 16.5万株/hm
2
～19.5万株/hm

2
，种植密

度还要因地力而定，肥水好的地块要适当稀植，肥力差的地块要适当密植。山东农学会团体标准 T/SAASS 

33-2022《棉花与豆科作物换位间作绿色高效栽培技术规程》中，规定大豆种植密度 15 万株/hm
2
～18

万株/hm
2
。 



综上，本文件建议大豆密度 15万株/hm
2
～18万株/hm

2
。 

3.2.4 西瓜 

刘水生等指出山东德州地区西瓜套种棉花的高产高效模式中，西瓜株距 50 cm，种植密度大约为

1.05万株/hm
2
。辛承松等在黄河三角洲棉花与西瓜同膜带间作增效种植模式及技术规程中，给出的西瓜

行距为 50 cm，株距为 120 cm，密度为 3.98 万株/hm
2
。王月华等指出，在播种时，应确保每穴不少于

两颗种子，且每株之间的间距应为 50 cm，每 667㎡应种植 950 株左右，密度 1.43 万株/hm
2
。避免种

植过密，给西瓜幼苗的生长带来影响。杨德峰等在深入调查研究山东夏津县棉花西瓜间作后，总结出一

套鲁西北地区棉花西瓜间作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已在全县推广棉花西瓜间作面积 1000 余公顷，此高产

高效优质栽培技术集成中，西瓜密度本文件规定西瓜密度 1.33 万株/hm
2
。 

因此，本文件规定西瓜密度 1.35 万株/ hm
2
。 

3.2.5 辣椒 

孙竹梅等介绍了枣庄市棉花辣椒间作绿色高产高效栽培技术，辣椒双株栽种，株距 25 cm，亩株

数约 7.5万株/hm
2
。黎仲冰等探讨了棉花间作辣椒绿色栽培技术操作规程，指出辣椒行距 0.4 m，株距

0.33 m，密度 7.5 万株/hm
2
。 

因此，本文件规定辣椒密度 7.5万株/hm
2
。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一）主要试验验证 

1、棉花大豆间作 

试验于 2019 年在山东绿风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试验基地（山东省无棣县柳堡镇常家村）进行，试

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选用棉花品种鲁棉 532 、大豆品种菏豆 12为供试品种，分析不同间作模式对

材料的影响及种植生产效益比较。设置 4 个处理，分别为（1）棉花单作；（2）棉花/大豆 2∶3 间作

模式：采用种植 2行棉花和 3 行大豆的间作模式；（3）棉花/大豆 2∶6模式：采用种植 2 行棉花和 

6 行大豆的间作模式；（4）棉花/大豆 4∶6 模式：采用种植 4 行棉花和 6行大豆的间作模式。4 个

处理的棉花种植密度均为 4500 株 /667m
2
，棉花行距 76cm，株距 19.5cm，大豆平作，平均行距 51cm。

各处理的产量及经济效益分别见表 1和表 2。由表 1可知，采用棉花/大豆间作模式，在 3种间作模式

中，棉花/大豆 4∶6 模式棉花产量最高，籽棉折合产量为 80.4kg/667m
2
，皮棉折合产量为 3.7kg/667m

2
。

棉花/大豆 2∶6 模式大豆产量最高，折合产量为 146.8kg/667m
2
。参考当季棉花和大豆价格行情，籽棉

价格按 8.0元/kg，大豆价格按 5.5 元/kg计算生产效益。由表 2可知，单作棉花栽培模式生产效益最

大，净收益每 667m
2
可达 1113.2 元。3 种棉花/大豆间作模式的生产效益均低于单作棉花，3 种间作模

式中，棉花/大豆 4∶6 间作模式的效益最高，达 980.0 元 /667m
2
。本研究采用了高投入模式，即肥

料投入量高、病虫害防治及时、作物生长全程管理精细。收获当季大豆价格不高，导致棉花/大豆间作



模式的综合效益低于棉花单作。近几年，随着大豆收购价格的提高，棉花/大豆间作模式的综合效益逐

渐显现，将有助于推动棉花/大豆间作模式的发展。 

表 1  棉花单作和棉花/大豆间作产量比较 

处理 
产量（kg/666.7m

2
） 

籽棉产量 皮棉产量 大豆产量 

棉花单作 200.4a 83.6a — 

棉花 / 大豆 2：3 72.8b 30.4b 118.0b 

棉花 / 大豆 2∶6 52.8c 22.0c 146.8a 

棉花 / 大豆 4∶6 80.4b 33.7b 120.5b 

 

表 2  不同栽培模式生产效益比较 

处理 
总投入 

（元/666.7m
2
） 

生产效益（元/666.7m
2
） 纯收益 

（元/666.7m
2
） 棉花 大豆 

棉花单作 490a 1603.2a — 1113.2a 

棉花 / 大豆 2：3 326b 582.4b 649.0b 905.4d 

棉花 / 大豆 2∶6 300c 422.4c 807.4a 929.8c 

棉花 / 大豆 4∶6 326b 643.2b 662.8b 980.0b 

 

2、棉花花生间作 

本研究组开展了棉花花生间作轮作模式的比较试验，选取了 4 行棉花 6 行花生、3 行棉花 6 行花

生、2 行棉花 4行花生、2行棉花 6行花生、棉花单作等 5种生产中主要的配置模式种植，客观评价了

不同模式的优劣，结果表明 4 行棉花 6 行花生间轮作综合表现最好。棉花平均增产 10%～20%，花生连

年均衡稳产，在保证棉花产量不减的前提下减少来年棉花种植带的氮肥施用量 20%～30%，做到减肥不

减产。 

3、棉花西瓜间作 

山东夏津县白马湖镇马堤村种植棉花西瓜间作 100hm
2
，与净种西瓜相比，每公顷增收 15 000 多

元。 

（二）预期的经济效果 

间作可以实现植株高矮搭配、根系深浅互补，不仅可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种植效益，也可防止杂草

生长，增肥固氮，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减少中耕除草次数，降低生产成本。间作轮作具有高产出、可

持续和低风险等优势，为农业结构调整的有益探索，有助于实现棉花生产节本增效、耕地休养生息。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

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外标准。目前，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对于土地的休耕都是采用撂荒式或轮种休



耕，尚无间作轮作的方式，亦无相关的技术规范或标准。我国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是国务院的重大决

策，也是财政部、农业部重点工作方向。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查阅了我国关于作物栽培的相关标准，未

查到与本标准同类的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农业农村部标

准化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为准则，严格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技术要求进行编制。本标准的制定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

求，经查询未发现与本标准有冲突、矛盾和相关的强制性（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提出了我国棉花间作轮作生产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技术，并从基础条件要求、种植模

式、播前准备、种植技术要点和秸秆还田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栽培技术方案。本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经济性、安全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便于大面积推广应用。此外，本标准不涉及有关国家安全、保

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环境质量安全要求等有关强制性地方标准或强制性条文等的八项要求之

一，建议将《棉花间作轮作技术要求》作为国家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建议加大力度宣传推广该技术，

鼓励和支持广大农民学习新技术，使用新技术，增强公众对我国棉花间作轮作改善土壤质量，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认识和认可，定期组织人员开展技术培训与田间观摩，积极推动和贯彻本标准的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