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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流域植棉业时空演化及优化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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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１９４９—２００７年塔里木河流域棉花发展统计数据计算发展度指数，分析了该地棉花发展历程及空间

格局演化，对棉田扩张产生的问题提出了优化发展建议。研究结果表明：１）塔里木河流域建国以来植棉业历经缓

慢发展期、快速发展期和控制发展期３个阶段，植棉历程与全国变化趋近但也具有自身的特点；２）植棉业发展进程

中，主产棉区呈现西退、东扩、北进的趋势，各植棉县、市植棉空间扩张显著；３）针对植棉业时空演化过程中产生的

水资源压力加大、棉田生态环境恶化、市场应对能力较弱等问题，提出优化布局、适度规模、节水灌溉、生态型耕作

和健全服务体系等优化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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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是关系到我国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和

棉纺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中国作为世界棉花生

产、消费和纺织工业、服装业出口创汇大国，棉花产

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国际棉

花市场以及棉花产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

响［１］。１９８５年新疆成为我国首批建设的２２个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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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基地之一，国家对优质棉基地的战略倾斜，极大地

推动了新疆棉花种植规模与种植技术的提高，种植

面积与单产的迅速提高，导致新疆植棉业的比较优

势逐渐显现。在我国棉花种植格局不断调整与演变

过程中，以新疆为主的西部内陆棉区成为我国最具

活力与发展潜力的优势棉区之一，并且１９８０年以

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棉区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占

全国的比重在波动中有所下降，而新疆棉区面积与

产量在全国的贡献份额持续增长：１９８９年新疆棉花

单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９９３年新疆棉花单产与总

产量居全国第一，１９９７年面积和总产量均居全国第

一，此后新疆发展为我国最大的产棉省份。

塔里木河流域（简称塔河流域）位于新疆南部天

山与昆仑山、阿尔金山山脉之间，流域辐射面积达

１．０５×１０６ｋｍ２，是由高山冰川冷湿草甸中山湿润

森林裸岩低山干旱灌草荒漠平原干旱荒漠绿洲构

成的典型干旱区域，形成了以绿洲为中心、以水资源

为重要约束条件的互相作用和演替的大系统［２］。该

区热量充足、气候干燥、降雨极少，≥１０℃年有效积

温为３８００～４７００℃，无霜期大多在２００ｄ左右，是

新疆重要的早中熟优质棉区，是我国最适宜的植棉

地区［３］。行政范围由地方与兵团两部分组成（图

１），地方范围包括４２个市县，兵团范围包括２个市

及５３个团场。兵团是位于新疆境内的特殊社会组

织，是党政军企合一的中央直属省级机构，拥有自己

的行政管辖区，以斑块形式分散布局于新疆境内，社

会经济发展具有与地方相互依存但又有所区别的特

征。在植棉业发展中，兵团通过实现在新疆第一次

地膜覆盖、节水灌溉、机械化植棉等引领全疆棉花快

速发展。虽然塔河流域具有较长的植棉历史，但是

植棉优势是在近３０年才开始真正显现
［４］。但是随

着植棉业规模大幅扩张，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因此本

研究利用《中国棉花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２０００》及

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新疆统计年鉴》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等数据，分析这一特殊区

域棉花发展的历程及空间格局，针对棉田扩张产生

的问题提出今后的优化发展建议，以期为该区继续

发挥植棉潜力提供借鉴。

图１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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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塔河流域植棉业发展历程

建国以来，塔河流域的棉花种植历程与全国变

化趋势相近，但也具有自身的特点，根据棉花发展的

历史资料以及各阶段的主导政策，塔河流域棉花发

展进程可以分为３个阶段。

１．１　缓慢发展期（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年）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我国棉花虽然在国家推广植棉

技术、发放农业贷款、实行生产奖励等技术与政策扶

持措施的带动下有所发展，但是发展并不稳定，前后

经历了“浮夸风”、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因素

的影响，全国棉花的发展形成波动式增长、徘徊式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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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特点。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

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

产的积极性。国家逐步提高棉花收购价格，继续对

棉花实行奖售政策，面积逐年扩大，产量大幅增加，

全国棉花由靠进口平衡转为自给有余，并出现供过

于求的情况。全国棉花发展的同时，塔河流域植棉

业的发展也在积极响应各项棉花发展政策，但是由

于塔河流域棉花种植优势未受到国家与地方的重

视，加之新疆生产力相对落后，因此这一时期塔河流

域的棉花面积与产量发展非常缓慢：种植规模小，布

局零散，单产水平低，总产量极低（图２），对全国棉

花发展的贡献份额很小。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和１９８５年塔

河流域棉花种植面积分别为３．１１、１０．９２和１６．１２

万ｈｍ２，占全国棉田面积的 １．１２％、２．２４％ 和

３．１４％；３个年份的棉花产量为４．４９、３．３３和１２．０７

万ｔ，分别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１．０１％、１．５４％和

２．９１％。

图２　塔河流域棉花种植面积与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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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对塔河流域棉花发展的贡献也逐渐显现，

１９７８年起兵团棉花单产始终高于地方（图３），１９８５

年兵团棉花种植面积达到塔河流域总种植面积的

图３　塔河流域棉花单产发展趋势

Ｆｉｇ．３　Ｔｒｅｎｄ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ｙｉｅｌｄｐｅｒａｒｅａｉｎＴａｒｉｍｂａｓｉｎ

２７．８８％，兵团棉花产量占整个流域总产量的

２９．２１％，可见兵团从植棉业发展的初期就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１．２　快速发展期（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

为了改变棉花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家出台相应

政策控制棉田面积增长，并且提出重点发展优势棉

区的方针。虽然这一时期棉花虫害的影响，中国许

多地区开始大幅度压缩棉田面积，棉花播种面积持

续减少，但总产量未发生大的波动。在全国棉花发

展呈现缩减局面的同时，塔河流域植棉业却迎来了

战略性的机遇，“八五”期间新疆被确立为国家优质

棉发展基地，新疆将棉花经济确立为区域发展的支

柱产业，国家及新疆对植棉业的大力支持充分调动

了农民种棉的积极性，棉花种植面积与产量快速发

展。随后，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１９９７年度棉花工

作的通知》提出，要适当调整棉花布局，使棉花植棉

区域逐步向单产高、收益好的宜棉地区转移，新疆棉

区在全国比较优势很高，塔河又是新疆的适宜棉区，

因此这一区域充分发挥植棉业的优势，棉田面积迅

速扩张，单产飞跃增长，产量持续上升（图２）。这十

几年塔河流域棉花面积增长了４３．５５万ｈｍ２，种植

面积占新疆的６０．５３％，占全国１６．１８％；棉花总产

量是１９８６年的６．３４倍，产量是新疆的５７．９３％，是

全国的２０．４９％；１９８９年开始，塔河流域棉花单产

（７７４．８７ｋｇ／ｈｍ
２）开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７２７．９９

ｋｇ／ｈｍ
２），１９９９年塔河流域单产达１４７５．７３ｋｇ／

ｈｍ２，高于新疆７４．７９ｋｇ／ｈｍ
２，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７３．４６ｋｇ／ｈｍ
２，位居全国之首。兵团在棉花覆膜、

节水、机械化采收等关键技术的突破为新疆棉花的

发展起到重要的科技引领作用，棉花单产始终高于

地方水平甚至全疆水平（图３），兵团棉花面积占塔

河流域比重平均保持在 ２３．１４％，产量保持在

２６．３４％。

１．３　控制发展期（２０００年至今）

国家“以工补农”总体方针逐步落实，加大了对

棉花生产、技术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宏观调控全

面转向市场化［５］。我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由于纺织

品和服装出口迅猛增长，对原棉需求大幅增加，国内

棉花产量不能满足需求，进口量快速增加。同时，随

着棉花市场的全面放开，中国棉花生产受到棉花价

格的影响更为显著，农民种棉趋于理性。诸多因素

导致中国棉花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塔河流域的棉花

在大规模扩张的过程中，产生的资源环境问题与面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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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市场挑战日益增强，水资源短缺、棉花价格不稳

定、特色林果业发展战略的兴起等多重因素影响到

农户种棉的积极性。同时政府也提出“通过调整棉

花种植结构和合理布局，提高新疆棉花的市场竞争

力”，这一时期，虽然多重因素促使部分县市开始提

倡控制棉田面积，但单产水平仍能保证农民在价格

不稳定市场环境下获得经济利益，因此塔河流域棉

花种植规模仍表现出增长趋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

减缓，科技兴棉发展思路大大提高了单产水平，推动

总产的进一步增长（图２）。２００７年塔河流域棉田面

积是１９９９年的１．２７倍，年均增加０．１６万ｈｍ２，占

全国面积的１２．９３％；总产比１９９９年增长１．９倍，

年均增长０．２４万ｔ，占全国总产的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

单产为１９８４．４２ｋｇ／ｈｍ
２，高于新疆的３５７．５９ｋｇ／

ｈｍ２，高于全国的６９７．８９ｋｇ／ｈｍ
２。兵团植棉业地

位在本区进一步提升，兵团棉花面积占塔河流域比

重平均在２５．９２％，产量增长到３１．１１％，单产水平

达２５４０．３８ｋｇ／ｈｍ
２，远远高于地方的１８０９．３０ｋｇ／

ｈｍ２，并且二者的单产水平差距日益增大（图３）。

２　塔河流域植棉业发展的空间特征

塔河流域棉花种植业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地位，

适宜的光热、土地资源使得植棉优势在全国很高。

但是塔河流域内部包含山地、绿洲、沙漠地貌单元，

适宜农业发展的绿洲规模大小不等，并且绿洲赖以

发展的水资源时空分布也不均衡，植棉业发展的自

然条件差异较大，因此导致该区的棉花发展空间格

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２．１　植棉业发展总体格局变化

计算塔河流域３５个植棉县市（含境内团场）植

棉业的发展度指数，揭示这一区域棉花种植格局的

演化特点，植棉业发展度指数由规模发展度与效率

发展度的几何平均数反映，其中规模发展度＝（某县

棉花播种面积／该县总播种面积）／（全疆棉花播种面

积／全疆棉花面积）；效率发展度＝（某县棉花单产／

该县粮食单产）／（全疆棉花单产／全疆粮食单产）。

发展度指数大于１表明与全疆水平相比，该县种植

棉花具有更强的发展趋势，发展度指数小于１则表

明与全疆相比，该县的棉花生产处于劣势［４］。

塔河流域缓慢发展期、快速发展期、控制发展期

植棉业发展度指数在各阶段的平均值显示：随着植

棉业的发展，主产棉区范围逐渐扩大，表现出西退、

东扩、北进的趋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植棉业的发

展度指数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差异。缓慢发展期，

叶尔羌河流域与渭干河流域发展度相对较高（图４

（ａ））；快速发展期，叶尔羌河流域的重点植棉区有一

定程度的减少，位于阿克苏河流域与开孔河流域的

重点植棉区有所增加，其他发展区域基本保持不变

（图４（ｂ））；控制发展期，柯坪县、温宿县、和硕县、轮

台县、且末县、若羌县的植棉发展度逐渐提高，流域

植棉范围进一步扩张（图４（ｃ））。基于植棉业发展

度格局变化分析，可以看出塔里木盆地北缘的植棉

业发展度最高，南缘发展度低，这是自然条件差异导

致的结果，北缘是塔河源流与干流区，光热条件适

（ａ）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

（ｂ）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

（ｃ）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图４　塔河流域植棉业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平均发展度指数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Ｔａｒｉｍｂａｓｉｎｆｒｏｍ１９７８ｔｏ２００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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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水资源相对充足，绿洲发展规模较大，因此更为

适宜棉花种植；南缘虽然光热资源丰富，但是水资源

相对短缺，导致绿洲规模小，并且风沙灾害较为严

重，不是很适宜棉花大规模种植。

２．２　各市、县植棉空间扩张趋势

各市、县棉花播种面积的增长是植棉空间扩张

的直接表现。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塔河流域除喀什市和

墨玉县外，其他市、县的棉花种植面积都有所增长，

增长较少的区域主要位于和田河流域，年均增长规

模低于１００ｈｍ２，增长最明显的区域位于塔河干流

区和下游区，以年均增长均高于１０００ｈｍ２（表１）。

各市、县棉花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重的变

化趋势可以反映出植棉业空间扩张态势。一些自然

条件不适宜植棉的区域，虽然植棉面积有所增长，但

植棉面积比重长期处于较低的状态；一部份县市的

自然条件由于不能持续支持植棉业发展，因此在塔

河流域进入棉花面积快速增长期时，这些区域的植

棉比重有一定程度下降；部分县市在政府提倡控制

棉花面积扩张的背景下，植棉面积比重在控制发展

期有所下降（表２）。

表１　塔河流域各市、县植棉面积年均增长（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ａｒｅａｉｎｅａｃｈ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Ｔａｒｉｍｂａｓｉｎｆｒｏｍ１９７８ｔｏ２００７ ｈｍ２

市、县名称 年均增长面积 市、县名称 年均增长面积 市、县名称 年均增长面积

喀什市 －４４ 若羌县 １５６ 麦盖提县 ７６６

墨玉县 －７ 泽普县 １６２ 新和县 ７８５

和田县 ３４ 焉耆县 １６３ 和硕县 ８１９

于田县 ３８ 柯坪县 １７１ 温宿县 ９４５

民丰县 ５４ 疏勒县 ２５１ 阿克苏市 １０３５

阿图什市 ５５ 乌什县 ２９４ 库尔勒市 １１４０

洛浦县 ５７ 和静县 ２９８ 巴楚县 １１４６

叶城 ７１ 且末县 ３０５ 莎车县 １１６８

皮山县 ７５ 拜城县 ３０９ 尉犁县 １１７２

策勒县 ８１ 岳普湖县 ３２５ 沙雅县 １２１１

疏附县 １２５ 轮台县 ５４６ 阿瓦提县 １３３４

阿克陶县 １３３ 伽师县 ６２４

英吉沙县 １４９ 库车县 ７６２

表２　１９７８—２００７年塔河流域植棉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重变化趋势的４类市、县

Ｔａｂｌｅ２　Ｆｏｒ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ｈｅｃｏｔｔｏｎａｒｅａｔｏｔｈｅｔｏｔｌｅ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ｉｎＴａｒｉｍｂａｓｉｎ

植棉面积占

总播种面积比重变化趋势
市、县名称（２００７年比重／％）

比重始终低于３０％ 喀什市（０）、焉耆县（１２）、拜城县（１３）、皮山县（１３）、和田县（１４）、阿图什市（１９）、民丰县

（１９）、策勒县（２０）、和静县（２６）、阿克陶县（２９）

快速增长期开始下降 于田县（１０）、墨玉县（１１）、叶城县（１７）、疏附县（２０）、洛浦县（２１）、英吉沙县（２９）

控制增长期开始下降 疏勒县（２７）、泽普县（４１）、伽什县（４３）、莎车县（４５）、岳普湖县（４７）、巴楚县（４８）、麦盖提县

（５５）

比重持续增长 乌什县（４０）、库车县（５０）、温宿县（５８）、新和县（６８）、柯坪县（７０）、阿克苏市（７１）、且末县

（７３）、沙雅县（７４）、阿瓦提县（７８）、若羌县（８０）、和硕县（８１）、库尔勒市（８２）、尉犁县（８８）、

轮台县（８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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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各市、县棉花播种面积及其所占总播面积

的比重，可以看出气候条件不适宜植棉的县（乌什

县、温宿县、柯坪县）、耕地规模小的县（且末县、若羌

县）、位于水资源较缺乏的塔河下游的县（尉犁县）植

棉空间扩张趋势较强。这种不考虑植棉适宜性而盲

目扩大棉田面积的方式不仅增加了各县植棉风险，

而且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不利于塔河流域植棉业

持续发展。

３　塔河流域植棉业空间扩张产生的问题与

优化发展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生产技术

不断提升、农户积极参与的背景下，塔河流域充分发

挥当地自然优势使棉花种植业得到快速发展，对确

保国家粮棉安全、满足国内纺织行业用棉需求、促进

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本区

棉花种植空间显著扩张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资源

环境与市场风险问题，正视这些问题是优化塔河流

域植棉业的前提。

３．１　优化植棉业布局与推广先进节水技术以减缓

植棉业扩张产生的水资源压力

棉花灌溉定额相对较大（新疆棉花地面灌溉定

额为７４２６．５ｍ３／ｈｍ２），属于耗水作物，植棉业的扩

张无疑增加了农业用水需求。在棉花规模扩大的同

时，节水技术也开始推广与实行，节水技术虽然相对

成熟，但由于一次性投入大，水资源管理制度不合理

以及相关技术尚不成熟等原因，高新节水技术在兵

团区域取得良好的进展，而在地方的应用还很低［６］。

２００５年，塔河流域地方的４．６４×１０５ｈｍ２ 棉花种植

面积中，地面灌溉面积为４．３８×１０５ｈｍ２，节水灌溉

面积仅２．６５×１０４ｈｍ２，其中膜下滴灌１．３４×１０４

ｈｍ２、常压软管灌溉１．３０×１０４ｈｍ２
［１］。在棉花整体

需水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主产棉区不断扩张，并且呈

现向塔河流域下游转移的趋势，这一趋势加剧了下

游区域的水资源压力。

塔河流域属于内陆河流域，虽然具有良好的棉

花种植自然条件，但由于水资源有限且时空分布不

均衡，因此植棉业赖以存在的生态系统极其脆弱，近

期由于棉花大规模扩张导致的高耗水问题不仅对这

一区域植棉业发展形成压力，而且对区域的可持续

发展产生潜在威胁。因此针对这一现象，植棉业发

展需要高度重视植棉业优化布局与规模适度化发

展，并通过加大水利基础建设来进一步推行节水灌

溉：１）虽然塔河流域以光热资源丰富成为新疆最为

适宜的植棉区，但是由于其内部自然基础的差异以

及水资源的限制，需要综合评价这一区域植棉业发

展的水土资源基础与效益潜力，明确划分植棉区域

的优劣等级，促进植棉业向水土资源稳定的区域布

局，在此基础上大力实现适度规模化发展，提高劳动

生产率和规模效益；２）充分利用有限水资源，减少

农田供水过程中的无效损失，提高土壤水分利用效

率。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另一方面

要大力投资高标准节水灌溉技术示范项目，重点推

广棉花膜下滴灌、喷灌、常压软管灌和地下滴灌等先

进节水技术，推动棉花生产从传统灌溉模式向现代

节水高效生产模式转变。

３．２　建立生态型耕作制度与环境友好型管理方式

以改善棉田生态环境

主产棉区并不是高度专一化的棉花种植区，从

中亚和美国棉花集中带的植棉比例来看，一般以

６０％为限。根据我国棉花生产的技术水平，包括机

械化水平、集约管理水平等，棉花生产集中区的植棉

比例应以４０％～５０％为宜
［７］，这样才可以避免长期

棉花连作，导致宜棉区生态退化。而塔河流域部分

地区棉花种植面积高度集中并且长期连作，如阿克

苏、阿瓦提、沙雅、温宿、新和、柯坪、巴楚、麦盖提、库

尔勒、尉犁、轮台、且末的棉花种植面积占耕地比重

近期连续５年或１０年超过了５０％，最高者达到

８９％，在很高的植棉比例下，棉花长期连作，农业结

构趋于单调，轮作倒茬困难。虽然长期连作导致土

壤营养元素的消耗可以通过施用化肥得到弥补，但

是长期连作导致土壤微生物区系失衡、有益微生物

的调控能力降低，造成枯、黄萎病以及虫害普遍发

生，并呈加重趋势［８］。随着植棉规模的扩大，地膜、

化肥、农药使用量也在不断增加，土壤次生盐渍化现

象也较为严重。目前棉田全部采用地膜覆盖，并由

窄膜发展到宽膜覆盖，虽然近年农业生产中强调对

地膜的回收，但从回收效果来看并不显著，残膜遗弃

在农田的数量日益增加，面源污染继续恶化；化肥与

农药的施用使得土壤中有害物质日益积累，恶化了

棉田生态系统［９］。

针对塔河流域棉田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严峻

问题，科学利用耕地资源，建立生态型耕作制度，推

广环境友好型管理方式，对于稳定塔河流域棉花生

产极为重要：１）建立生态型棉田用养制度，研究开

发粮食与棉花轮作、水与旱作物轮作、绿肥与棉花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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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间作方式，以保持生产发展较少地掠夺资源，提

高土地生产率，实现棉花生产与棉区环境的友好发

展［１０］；２）大力推广头水前揭膜技术，推广以机械收

膜为主、人工收膜为辅的残膜回收方式；增加棉田土

壤有机质的补给量和化肥投入量，坚持有机肥、无机

肥相结合。通过秸秆过腹还田和种植绿肥加大有机

肥投入。借助近年新疆大力推广沼气池建设的契

机，增加棉田有机肥的投入，从而进一步提高耕地土

壤质量。

３．３　建全棉花宏观管理和服务体系以增强应对市

场变化能力

近几年，我国其他棉区棉花种植呈现大起大落

的状况，棉花市场价格出现明显波动趋势，棉花种植

面积和产量也相应发生起伏变化［１１］。而塔河流域

大多数植棉县市不论棉花市场价格高与低，棉花畅

销或滞销，种植面积持续扩大，棉花生产未能及时反

映供求关系的变化，出现产销脱节状况，进一步影响

棉农的收入水平，这反映出本区目前对棉花市场和

国家棉花政策认识不足，对国家保护性措施的依赖

性过强［１２］。

因此，塔河流域植棉业需要充分认识市场机制

对植棉业的影响与作用，加强对植棉业的宏观调控、

管理和服务，合理控制棉田规模，帮助棉农和企业化

解经营风险，提高市场风险应对能力［１３］：１）及时发

布棉花市场信息。有关部门每年要在棉花播种前发

布棉花供求形势分析和价格走势预测信息，指导棉

农合理安排棉花生产；２）尽早研究及开展棉花期货

交易，以便于了解棉花价格，引导棉农种植合理规模

的棉花。

４　结　论

在国家政策重视、棉花良种迅速推广、植棉技术

日渐提升的前提下，塔河流域充分发挥植棉业的自

然优势，迅速发展为我国重要优质棉产区。然而，在

该流域棉花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主产棉区范围逐渐

扩大，表现出西退、东扩、北进的趋势，塔里木盆地北

缘植棉业发展度最高；在该流域植棉格局不断扩张

的同时，各植棉市、县的棉田规模都呈增长趋势，植

棉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变化则表现出持续偏

低、快速增长期降低、控制增长期降低、持续增长４

种类型。

从时空演化过程可以看出塔河流域部分市、县

虽然气候条件不是很适宜植棉、耕地规模较小或者

水资源相对短缺，但为了追逐植棉业带来的经济利

益，仍盲目扩大棉田面积，由此导致该流域植棉业空

间发展的无序性，从而产生水资源过度利用、棉田大

面积污染、市场风险加大等问题。为了保证我国这

一重要棉区今后的竞争优势与可持续发展，塔河流

域植棉业的发展模式必需尽快进行优化调整，笔者

针对主要问题提出优化植棉业布局与推广先进节水

技术以减缓植棉业发展产生的水资源压力、建立生

态型耕作制度与环境友好型管理方式以改善棉田生

态环境、建全棉花宏观管理和服务体系以增强应对

市场变化能力等优化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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