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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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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到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长江大学、湖南省棉花科学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安徽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安徽中棉种业长江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桐城市

农业农村局、安徽宇顺种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郑曙峰、王维、周治国、徐道青、唐瑜、朱建强、彭军、陈敏、阚画春、刘小玲、朱烨倩、

周关印、李飞、路曦结、李淑英、王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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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涝渍灾害防控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棉花涝渍灾害防控的术语和定义、灾前预防、灾中控制和灾后补救等技术要求,描述了

档案记录等相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棉花生产过程中涝渍灾害的防控.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５０２８８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NY/T２１４８　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

NY/T３５６７　棉花耐渍涝性鉴定技术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涝害　surfacewaterloggingdamage
田间积水超过作物在一定生长阶段的耐淹深度,且持续时间超过作物耐淹时长的一种农业气象灾害.

３２
渍害　subsurfacewaterloggingdamage
旱作物根系活动层土壤水处于近饱和或饱和状态,土壤大孔隙充水、缺少氧气,作物根部环境条件恶

化,造成植株生长发育不良、产量下降乃至品质降低的农业气象灾害.

３３
涝渍灾害　surfaceand/orsubsurfacewaterloggingdamage
涝害和渍害的统称.

４　灾前预防

４１　平整土地

田面平整度超过１０cm 的棉田应进行平整,可按照 NY/T２１４８的规定执行,并符合下列要求:

a)　以格田作为土地平整的基本单元,格田田面平整度不应超过１０cm.

b)　格田长边宜沿等高线布置.每块格田均应在农渠、农沟上分别设置进水和排水口.

c)　格田的长度６０m~１２０m、宽度２０m~４０m、横向坡降１/８００~１/５００、纵向坡降１/８００~１/５００
为宜.

注:丘陵岗地、平原坡地可根据地形复杂程度及耕作条件作适当调整.

４２　开挖内外三沟

４２１　内三沟

内三沟包括农田间用于排水和灌水的竖墒沟(平行于耕作方向的小沟,又称厢沟)、横墒沟(垂直于耕

作方向的小沟,又称腰沟)和出水墒沟(通毛沟的田边横墒沟与通农沟的田头竖墒沟,又称导水沟),应逐级

加深,能快速汇集排除田间积水和耕层渍水.内三沟应在棉花播种或移栽前后及时开挖,其深度、宽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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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宜通过田间试验并结合生产实践综合分析确定,也可按表１确定.

表１　内三沟规格

内三沟名称 深度,cm 沟宽,cm 间距,m

竖墒沟(厢沟) ２０~２５ １５~２０ ２~３
横墒沟(腰沟) ２５~３０ １５~２０ ３０~５０

出水墒沟(导水沟) ３５~５０ ３０~３５ —

４２２　外三沟

外三沟包括农田外的斗沟(将农沟的水汇集输送到排水支沟的排水沟)、农沟(将毛沟的水汇集输送到

排水斗沟的排水沟)和毛沟(垂直于农沟设置的末级固定排水沟).
棉田斗沟和农沟的深度及间距可按照 GB５０２８８的规定执行,外三沟规格见表２.

表２　外三沟规格

外三沟名称 规格

农沟

沟深,m

０８~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５~２０
２０~２５

间距,m
黏土、重壤土 中壤土 轻壤土、沙壤土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６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６０ ６０~１００
３０~６０ ６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５０
６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５０ /

斗沟 　深度大于农沟０３m~０５m,间距２００m~２５０m
毛沟 　沟深８０cm~１００cm,底宽３０cm~４０cm,间距２０m~４０m.毛沟断面宜为梯形,不应硬质化

４３　品种选择

选择优质、高产和耐涝渍性强的棉花品种.耐涝渍性强的棉花品种选择按照 NY/T３５６７的规定执

行.

４４　培育壮株

采用测土配方施肥、化学调控、病虫草害综合防控等措施,培育健壮的棉花植株.

５　灾中控制

发生涝渍灾害时,应及时清理、疏通内三沟和外三沟,在２d~３d内自然排除田间积水.如无法及时

排除积水,应在３d~５d内用排水机械排除地面积水并将地下水水位降至棉花耐渍深度(即不影响棉花

正常生长的地下水位埋藏深度)以下.
注:棉花苗期、蕾期和花铃期的耐渍深度分别为３０cm~５０cm、５０cm~７０cm、７０cm~１００cm.

６　灾后补救

６１　涝渍灾害分级

根据涝渍灾害的发生时期、历时、灾害程度及棉花受害状况,对棉花的涝渍灾害进行分级(见附录 A).
根据受灾级别和棉株死亡率等情况分类采取补救措施.

６２　灾后棉花补救措施

６２１　扶理清理棉株

棉株倒伏严重时,可顺行轻扶棉株,并雍土护根.叶面污泥较多时,可用喷雾器喷清水冲洗.

６２２　中耕施肥

当土壤相对湿度≤９０％时,及时中耕松土.灾后３d~７d,用１％的尿素溶液和０５％的磷酸二氢钾

溶液,加促进型植物生长调节剂(如芸薹素内酯＋胺鲜酯、复硝酚钠等),叶面喷施,间隔７d再喷１次;蕾
期至花铃期发生涝渍灾害后,受灾级别为２级~４级时,应补施尿素、氯化钾.

６２３　病虫草害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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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渍涝灾害后易发生病虫草害,应及时防控.

６２４　推迟打顶或化学封顶

受灾级别为２级~４级时,根据灾后棉株恢复情况,可将打顶或化学封顶时间较正常情况推迟７d~
１０d.

６２５　缺株严重棉田补救措施

缺株严重棉田,存活的棉花采取６２１~６２４的补救措施.棉花缺株严重的地方,可根据不同时期

灾后棉株死亡率情况,采用如下补救措施.

a)　５月上旬至６月上旬,灾后棉株死亡率大于３０％时,在棉花缺株严重的地方,用生育期小于１１０d
的棉花品种以直播方式进行补种,补种的棉花密度不低于９００００株/hm２;

b)　６月中旬后,灾后棉株死亡率大于３０％时,在棉花缺株严重的地方,改种适合当地当季种植的生

育期较短的其他作物.

７　证实方法

对棉花涝渍灾害发生情况及灾前预防、灾后补救等技术措施进行记录.记录信息如下.

a)　棉花涝渍灾害发生情况,包括:涝渍时期、涝渍历时、涝渍程度及棉花受害状况;

b)　灾前预防措施:土地平整情况,内外三沟开挖情况,棉花品种选择情况,棉花施肥、化学调控、病
虫草害综合防控等情况;

c)　灾中控制措施:清理、疏通内三沟和外三沟情况,田间积水排除情况等.

d)　灾后补救措施:灾后排水情况,灾后中耕施肥、病虫草害防控等情况,推迟打顶或化学封顶等情

况,缺株严重棉田补种棉花或改种其他作物情况;

e)　灾后棉花产量情况;

f)　灾后缺株严重棉田改种其他作物产量情况.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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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棉花涝渍灾害分级

棉花涝渍灾害分级见表 A１.

表A１　棉花涝渍灾害分级

受害级别 受害程度 涝渍灾害发生时期、历时、灾害程度及棉花受害状况

１级 轻度受害

　属于如下情形之一:

　a)　生育期内仅发生１次受渍过程,且地下水埋深小于３０cm的持续时间小于４d
　b)　生育期内发生多次受渍过程,且地下水埋深小于３０cm的时间１０d
　c)　苗期淹水８d、蕾期淹水６d,且大部分叶片未淹没

　d)　苗期因涝渍灾害造成１０％的棉株死亡;蕾期、花铃期因涝渍灾害造成５％的棉株死亡

　e)　蕾期淹水没顶１d内

２级 中度受害

　属于如下情形之一:

　a)　生育期内发生多次受渍过程,且地下水埋深小于３０cm的时间为２０d
　b)　在涝渍伴随发生条件下,花铃期受涝持续时间４d,地下水埋设小于３０cm 的持续时间为

７d
　c)　无论苗期、现蕾期还是花铃期,１５d内多次受涝、受渍,且受涝累计时间不超过３d
　d)　苗期淹水１０d、蕾期淹水８d、花铃期淹水４d,且大部分叶片未淹没

　e)　苗期因涝渍灾害造成２０％的棉株死亡;蕾期、花铃期因涝渍灾害造成１０％的棉株死亡

　f)　花铃期淹水没顶１d内

３级 重度受害

　属于如下情形之一:

　a)　在涝渍伴随发生条件下,花铃期受涝持续时间４d左右,地下水埋设小于３０cm 的持续时

间为７d左右

　b)　无论苗期、现蕾期还是花铃期,１５d内多次受涝、受渍,且受涝累计时间５d
　c)　蕾期淹水１０d、花铃期淹水６d,且大部分叶片未淹没

　d)　苗期因涝渍灾害造成３０％的棉株死亡;蕾期、花铃期因涝渍灾害造成２０％的棉株死亡

　e)　淹水没顶３d

４级 严重受害

　属于如下情形之一:

　a)　在涝渍伴随发生条件下,花铃期受涝持续时间１０d,地下水埋设小于３０cm的持续时间为

１２d
　b)　无论苗期、现蕾期还是花铃期,１５d内多次受涝、受渍,且受涝累计时间１０d
　c)　花铃期淹水１０d,且大部分叶片未淹没

　d)　苗期因涝渍灾害造成４０％以上棉株死亡;蕾期、花铃期因涝渍灾害造成３０％以上棉株

死亡

　e)　淹水没顶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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