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经济作物品类繁多，纳入耕

地种植的主要有棉花、油料、糖料、麻

类、烟叶、蔬菜、中药材等。其中油料、

蔬菜、中药材以其品种多、产量大而名

列全国前茅。麻类作物有苎麻、大麻及

黄红麻、剑麻等。糖料作物有北方的甜

菜、南方的甘蔗。不少经济作物及其加

工品以品质优异，成为闻名中外的特

产。荣昌、隆昌生产的夏布，什邡、金堂

生产的晒烟及雪茄，川东南生产的榨

菜及芽菜和中药材中的川芎、附子、麦

冬、黄连、川贝母，都是近百年输出的

特产品。

四川经济作物栽培历史悠久，苎

麻、大麻远在3 000 年前；棉花、甘蔗

始于唐、宋；油菜籽盛产于明代；晒烟、

花生种植于清代；甜菜、亚麻、剑麻、白

肋烟为50 年代后引入。

在本世纪30 年代以前，经济作物

生产自给性比例很大，种植比较分散，

技术趋于老化。30 年代开始，随着民

族工业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的需要，

国民政府部署农业院、校，从事农作物

的技术改进和推广工作，相继在四川

成立棉花、甘蔗、烤烟等专业改良场，

加强了优良品种和先进栽培技术的引

进和推广工作，生产技术有明显提高。

棉、油、麻、蔗产量，都创造了民国时期

的最高水平。

1949 年以后，党和政府为了解决

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制定了粮、经并

举的方针，把经济作物生产列入农业

生产计划，统筹安排。并根据经济作物

生产的特点，制定了专门的经济调控

政策，保证了经济作物的生产效益略

高于粮食的实际效益。从50 年代起，

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作物的研究机构

和技术推广体系，引进和培育高产、优



质、抗病的优良品种。在60 年代初期

实现了主要经济作物良种化之后，曾

多次进行品种更新。农业科技人员围

绕粮、经双丰收的目标，不断调整经济

作物的种植制度，改进栽培技术，缓解

粮、经矛盾，保证经济作物单产和总产

的稳定提高。

至1978 年，油菜籽单产由1949 年

的45 公斤提高到60 公斤，总产由15．5

万吨提高到30．2 万吨；棉花单产由

6．5 公斤提高到37 公斤，总产由1．57

万吨提高到14．84 万吨；甘蔗单产由

1 859公斤提高到1 883公斤，总产由

56．9 万吨提高到138．2 万吨。其他经

济作物的单产和总产都有较大的增

长。但四川由于受耕地少的制约，粮食

供应偏紧，粮、经矛盾一直很突出。加

之在计划经济的约束下，经济作物的

收购价格一直偏低。尽管各种经济作

物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但年度间波

动很大，多数年份都没有达到国家计

划产量，产品供需矛盾一直未得缓解。

1978 年后，农村进行改革，经济

作物生产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

划，推行专业承包，相继放开了市场和

价格。80 年代，粮食连年丰收，长期制

约经济作物发展的粮、经矛盾，得到缓

解。省委、省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在“决

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种植结构调整，扩

大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及时着手调

整棉花、甘蔗、烤烟等作物布局，缩小

分散产区，加强集中产区，建设各种经

济作物优质高产的生产基地，更新品

种和栽培技术。经济作物单产、总产，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1978 年

～1985 年8 年间，油菜单产由60 公斤

提高到97 公斤，总产由30．2 万吨提高

到122．8 万吨；棉花单产由37 公斤提

高到60 公斤，由于面积调整缩小，总

产有所减少，但仍达11．34 万吨；甘蔗

单产由1 883公斤提高到3 199公斤，

总产由138．2 万吨提高到264．2 万吨。

麻、烟、菜、药全面大幅度增长。经济作

物产品的供需矛盾，得到基本缓解，成

为建国以来经济作物生产最好的时

期。



第一节 油菜生产

油菜原名“胡菜”，因自胡地(泛指

西域一带)传入。最早在塞外芸苔戌栽

种，又称“芸苔”。《三农纪》亦称“油菜

始自陇右胡地”。

中国栽培油菜历史悠久。最早种

油菜是取苔而食，并非作油料。直到南

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才首次提到

油菜采籽榨油。宋朝苏颂的《图经本

草》始用“油菜”名称。

四川种油菜取籽榨油始于明代后

期。《天工开物》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油

菜取籽榨油的方法。到清代，四川人把

油菜作为一种较好的大春作物的前

作。《三农纪》比较完整地总结了四川

人栽培油菜的经验和技术。

民国时期，菜油和动物油(特别是

猪油)是居民两大食油来源。有的地方

还把菜油作为照明用油。1931～1940

年，四川油菜面积很不稳定，徘徊于五

六百万亩间，产量大都保持在20 万吨

以上。最高年的1933 年达36．9 万吨。

1941～1948 年，面积则下降到三四百

万亩，产量也降到20 万吨左右。

1931～ 1948 年 四川 油 菜 面积 和 产 量 表



建国后，油菜仍然是四川人民的

重要食用油。历年产量冠全国，加工产

品多达数十种。食品、化工、纺织、医药

业中都有广泛用途。油菜又是兼有用

地养地的作物。随着生产关系和收购

政策的调整，不断改进油菜生产技术，

油菜产量呈上升趋势。1952 年油菜种

植面积达453 万亩，比1949 年增加109

万亩，产量由1949 年的15．5 万吨提高

到19 万吨。1953～1978 年，油菜按指

令性计划种植，产品实行统购，在粮食

紧张的情况下，粮经矛盾十分突出，油

菜种植计划难以实现，面积一直在530

万亩以下，产量在20～30 万吨之间，

市场供应一直紧张。随着农村生产责

任制变化，油菜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

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放开市场和价格，

种植面积和产量大幅度上升。1985

年，全省油菜面积达到1 260 万亩，产

量达123 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丘陵

和山区的面积、产量增加更为迅速，不

少丘陵区的县成为油菜的主产县，

1985 年全省丘陵区和山区有乐至、绵

阳市中区、三台、梓潼、内江、剑阁、宣

汉、南部、达县、开县、中江、射洪、蓬

溪、南充、大竹、岳池、遂宁、广安、垫

江、简阳、资阳、安岳、合川、资中、涪陵

市、古蔺、丰都、阆中等28 县栽播的油

菜面积在10 万亩以上，最多的三台县

达38 万亩、简阳县34 万亩、蓬溪县32

万亩、中江县29 万亩、资阳县26 万亩，

都大大超过川西平坝地区什邡、广汉、



新都、双流、金堂等原来的主产县。丘

陵区油菜产量最多的县有三台(4．94

万吨)、简阳(3．68 万吨)、蓬溪(3．6 万

吨)，均超过平坝区油菜产量最多的广

汉(3．5 万吨)。丘陵区亩产最高的县

为乐至县，亩产148 公斤，超过平坝区

龙泉驿区亩产146 公斤的水平。

随着油菜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四

川城乡人民食油消费水平显著提高，

川油外销数量也有增加。1985 年全省

人平食用植物油占有量为7．4 公斤，

比1978 年占有量3 公斤增长1．46 倍。

建国以来，四川对油菜的购留、价

格、奖售、返回油饼(油枯)等方面，作

过几次大的调整：

一、1950～1953 年，油菜籽随行

就市在集市销售

主要由国营专业公司收购，除调

出任务外，就地销售。

二、1954～1984 年，油菜籽实行

统购统销

(一)1955～1956 年，实行“两留

一购”政策，规定农民留足种子和口油

外，全部油菜籽卖给国家。国家返还油

饼45 % ～60 % 给农民。

(二)1957～1961 年，实行“全购

全销、一留加奖励”。农民除留足种子

外，全部油料卖给国家。口油由国家按

计划供应。每交售50 公斤油菜籽，国

家奖售食油1 公斤，油枯全部返还农

民。

(三)1962～1970 年，实行“三定

一留加奖励”的政策。“三定”是定面

积、定产量、定统购任务。奖励标准各

年大同小异，如1963 年统购油菜籽50

公斤，奖售化肥15 公斤、布票0．6 米、

针织券0．6 米、工业券1．1 元；超购50

公斤，奖售化肥30 公斤、布票0．6 米、

工业券1．1 元。1964 年，规定社员自留

口油，每人每年最多不超过2．5 公斤，

最低不少于0．6 公斤。1966 年，规定生

产队交售的加价菜籽，油饼一律按平

价全部返还；社员个人交售加价菜籽，

一律不返还油饼。

(四)1971～1982 年，定购办法为

定购任务内按统购价，每50 公斤油菜

籽28 元。定购任务外按超购价，超购

价按统购价增加30 % 。1979～1982 年

统购价提高为每50 公斤36 元，超购价

按统购价增加50 % 。

(五)1983～1984 年，实行按比例

计价的办法收购，即在计划以内的，以

40 % 按统购价、60 % 按超购价(比统购

价高50 % )，简称“倒四六”。1984 年油

料放开收购，有多少收多少，不封顶，

不分统购超购，一律按“倒四六”计价。

三、1985 年，取消油菜籽统购政

策，实行合同订购办法

每年按乡、村、生产队、农户逐级

签订承包合同。油菜籽交售任务是承

包合同内容之一。放手收购，仍按“倒



四六”计价。

为了促进油菜大面积平衡增产，

从1981 年起，先后组织了“油菜丰产

示范”、“油菜良种、壮苗、早栽高产示

范”、“油菜规范化栽培高产示范”、“油

菜直播密植高产低耗示范”和“稻茬油

菜免耕配套栽培技术示范”。1981 年

的油菜丰产示范，参加的有江北、双

流、荣县、璧山、铜梁、万县、新都、蒲

江、绵阳市中区、三台、名山等22 个县

(市)，示范面积43 万亩，占22 县油菜

面积的25．3 %，平均亩产105．2 公斤。

比 当 年22 县 大 面 积 平 均 亩 产 高

9．8 % 。1985 年组织“良种、壮苗、早栽

高产示范”，参加的县为川东南10 个

县，平均亩产121．3 公斤。

1949～ 19 85 年 四 川 省油 菜 面 积 和 产 量 表



第二节 油菜分布

四川油菜种植分布面广，常年种

植面积差异很大。全省划分为5个区。

一、川西平原油菜区

是全省油菜的集中产区。大春主

要为中稻，小春为油菜、小麦或绿肥。

包括江油、安县、绵竹、什邡、德阳市中

区、彭县、广汉、新都、金堂、郫县、温

江、大邑、崇庆、双流、邛崃、蒲江、新

津、灌县、彭山、眉山、青神、丹棱、名

山、夹江、仁寿、金牛区、龙泉驿区、青

白江区等28 个县、区。1985 年，共种油

菜386．9 万亩，占全省油菜总面积的

30．7 % ；产油菜籽45．4 万吨，占全省

总产量的37 % ；平均亩产117．5 公斤。

以甘蓝型品种最多，占82 % ，白菜型次

之，芥菜型品种 最少。移栽面 积占

88 % 。本区油菜基本上在9 月下旬播

种育苗，次年5 月上旬成熟收获。油菜

生育期中，日平均气温小于或等于0℃



的 日 数 为 3～ 20 天，日 照 时数519～

702 小时，降水量192～401 毫米，无霜

期276～313 天。适合油菜生长发育。

但有一部分下湿田、漕田，影响油菜亩

产，菌核病危害也比较严重。

二、盆地丘陵油菜区

本区油菜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

多。包括盆中、盆南、盆东的83 个县，

沱江、涪江、嘉陵江中游之间的23 个

县，土多田少，油菜面积较大，历来有

增、间、套种习惯，但春旱较重，水源缺

乏。达县、万县、涪陵、南充、重庆等地

市的33 个丘陵县的油菜占小春作物

的比重不高，亩产水平低。低产田土面

积大，秋雨多，湿害严重，油菜栽培技

术水平不高。自贡、泸州两市及重庆、

宜宾、乐山等地市的 部分县共27 个

县，冬水田面积占稻田面积的70 % 以

上，水旱轮作田少，油菜种植面积不

大。本区甘蓝型品种占85 % ，有少量芥

菜型油菜。移栽面积占60 % 以上。9 月

下旬播种，4 月底成熟收获。土壤以紫

色土 为主。油菜生 育 期 中，降水 量

192～401 毫米，日平均气温小于或等

于0℃的日数为0．4～18．9 天，日照为

519～702 小时，无霜期275～347 天。

1985 年本区共种油菜691 万亩，占全

省油 菜 总 面积的54．9 % ；产 油 菜籽

65．9 万吨，占全省总产量的53．7 % ，

平均亩产95 公斤。

三、盆周边缘山地油菜区

本区位于盆地四周，都属山区，共

有40 个县，地域辽阔，土多田少。旱地

基本上是坡地，坡陡土薄，部分地方适

宜油菜生长。但气候差异大，自然灾害

频繁，种植技术落后，产量低而不稳。9

月中旬播种，次年5 月收获。油菜生育

期中，日平均气温小于或等于0℃日数

为0．4～36 天，降水量为340～664 毫

米，日照为563～803 小时，无霜期为

261～350 天。直播面积约占70 % 。甘

蓝型品种占一半以上，其次是白菜型

品种，少数芥菜型品种。1985 年本区

共种油菜171．4 万亩，占全省油菜总

面积的13．6 % ；油菜籽总产量10．8 万

吨，占全省总产量的8．8 % ；平均亩产

69．5 公斤。

四、川西南山地油菜区

本 区 地 形 复 杂，海 拔1 000 ～

3 000米，气温垂直分布和水平分布差

异很大。包括凉山州、渡口市及雅安地

区、甘孜州的少数县，共23 个县。本区

日照比较充足，油菜生育期中，日照时

数为828～1 700 小时，日平均气温小

于或等于0℃的日数为1．2～77．9 天，

降水量101～211 毫米，无霜期208～

316 天。冬旱、春旱明显，油菜生长正

处在旱季，常受干热风影响，蚜虫为害

猖獗，油菜产量低而不稳，种植面积很

小，仅有冕宁、普格两县超过万亩。全

区油菜90 % 以上采取直播。以白菜型



油菜品种为主，甘蓝型较少。10 月上

旬播种，次年4 月底收获。1985 年本区

种油菜6．5 万亩，占全省油菜面积的

0．5 % ；产量0．4 万吨，占0．3 % ；平均

亩产45 公斤，居全省最低。本区食油

供应大部分仰赖调入。

五、川西北高原油菜区

本区气候寒冷，热量不足，多数地

方年均温0～6℃。油菜生育期间，降水

量为314～ 430 毫米，日照 时数573～

1 795小时，无霜期20～217 天。是春

油菜区，5 月中旬播种，9 月上旬收获。

面积小，产量低。1985 年本区种植仅4

万亩，产量0．3 万吨，平均亩产70 公

斤，分布在阿坝州的13 个县和甘孜州

的康定、泸定、丹巴、炉霍、白玉、稻城6

个县。

第三节 油菜栽培技术

四川是中国冬油菜重点产区之

一，种植面积约占全国油菜面 积的

15 % ，产量约占20 % 。

一、栽培制度

四川油菜栽培制度有两大类型：

(一)水旱轮作，一年两熟地区。油

菜收后栽水稻。1985 年，全省采用这

种方式的有840．3 万亩，占当年油菜

面积1259．7 万亩的66．7 % 。主要分布

在成都平原和灌溉条件较好的丘陵

区，其中成都市166 万亩、德阳市86．5

万亩、内江市75．3 万亩、绵阳市75 万

亩、达 县 地 区66．9 万 亩、涪 陵 地 区

62．2 万亩、南充地区60．8 万亩、乐山

市61．1 万亩、重庆市52 万亩、遂宁市

45．1 万亩、万县地区42．9 万亩。成都

市郊县是四川油菜集中而高产的地

区，1985 年全市亩产121 公斤。高的龙

泉驿、金牛两区分别为146 公斤、145

公斤。

建国以前，川西平原长期形成一

种小春“三三制”的格局。即油菜、小

麦、苕子三种小春作物各占1／3，三年

一轮转。种植油菜、苕子弥补小麦耗

肥，组成一种合理的种植制度。建国后

小麦面积扩大，油菜、苕子面积缩小，

川西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三三制”格局

已被打破。

建国以后，丘陵区随着冬水田的

改造，逐年扩种油菜，油菜收后种中

稻。1985 年全省油稻 两 熟面积达

840．3 万亩。少数地区也有油菜收后

种双季稻的水田三熟制，主要分布在

川南长江河谷气温较高地带。1985 年

全川仅有11 万亩，泸州市最多，占4．8

万亩，重庆市、自贡市、宜宾地区各有1

万多亩，南充、万县两地区均在万亩以



下。

油菜收后种早稻、早稻收后种秋

红苕或秋菜的三熟制，为数更少。主要

分布在德阳、成都两市。

(二)旱地油菜、玉米两熟制，全川

都有种植，以丘陵地区较多。1985 年

有117 万亩。绵阳市最多(18．1 万亩)，

10 万亩以上者依次为乐山市(15．8 万

亩)、成 都 市 (11．9 万 亩)、内 江 市

(11．4 万亩)。单产在100 公斤以下，不

及“油菜—中稻”制的单产。

油菜收后种红苕，是另一种旱地

两熟制，深丘及浅山土层瘠薄的地方

多采此种方式。油菜、红苕亩产均较

低，油菜在75 公斤以下。1985 年全川

有88．2 万亩，达县地区最多为15．2 万

亩，南充、万县、涪陵、德阳四地市次

之，在10 万亩以上12 万亩以下。其余

地市虽有种植，为数皆在万亩以下。

50 年代后期，曾一度号召群众利

用田边地角种大窝油菜。单株产量较

高，但零星分散。川西有在苕子留种田

里撒播满天星油菜的。川中丘陵在旱

坡地、小麦地间作油菜，可收少量的油

菜籽。

二、栽培技术

油菜在四川种植历史悠久，劳动

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栽培技术。

(一)播种方式

清初，民间种植油菜多用撒播方

式，耕作粗放。清代中叶，出现了点播、

育苗移栽的方式。《三农记》说“栽植

者，宜寒露时匀(播)种子于肥熟地中，

苗长四五寸，另移他地”。乾隆年间，民

间已有选择肥沃田块培育油菜苗子移

栽大田的方法。川西地方灌溉条件好，

实行水稻、油菜水旱轮作两熟，前后作

矛盾大，推广育苗移栽的方式后，矛盾

有所缓和。丘陵山区旱地较多，直播方

式仍是主要的。但实际上油菜育苗移

栽的比重逐年在发展。1984 年，全省

育苗移栽面积已达543 万亩，占油菜

总面积855．4 万亩的63．5 %。成都市
最多，为131 万亩。

育苗移栽，可以提早播种，利用苗

床生长期弥补大田生长期之不足，藉

以延长营养生长。而且苗床面积小，便

于精细管理，有利培育壮苗。在移栽

时，精选壮苗健苗，作到苗株整齐一

致，生长平衡。还由于拔苗时，切断了

主根，移栽后促使根群发达，增强吸收

水肥能力。栽完油菜播小麦避免了逗

工，保证油菜适期早栽和小麦适期播

种。故在以中稻为主的两熟地方，油菜

育苗移栽长盛不衰。

直播有两种形式——窝播、撒播。

窝播面积在直播方式中占优势。窝播

要求“窝底平、行距直、窝距匀”，达到

通风透光好、施肥除草方便的目的。50

年代，丘陵地方采用一种点“犁沟窝

子”的方式，用犁开沟，在沟内连续窝

播，农民称“点牛屙屎”。撒播多见于丘



陵地区，与豌豆、胡豆或小麦混播，主

要在收粮食，收油菜在其次。《三农

纪》说：“高山峻岭，春夏时芟草代木，

排留火路，开逐风道，待干，趁天晴风

顺焚之。烬后，以菜籽播灰中。”这种刀

耕火种的方法，建国后在少数高山区

和民族地区仍然存在。

(二)推广良种

四川种植的油菜有三大类：芥菜

型、白菜型、甘蓝型。各种类型均有不

少栽培品种。

芥菜型油菜又称“蛮油菜”或“高

油菜”。株型松散，分枝部位高，分枝多

而纤细。千粒重不过2～3 克，含油量

30 % ～35 % 。产量低，易感染菌核病，

生育期长，但抗旱耐瘠性强。清代民间

已有种植。《三农纪》说，油菜开花如芥

花，籽如芥籽，呈灰赤色。品种有黄角

油菜、马尾丝油菜、高油菜、金黄油菜、

青菜等。建国后，种植面积逐渐减少，

1985 年全省芥菜型品种仅有59．1 万

亩，主要分布在绵阳、遂宁、德阳市郊

县。

白菜型油菜俗称“黄油菜”或“矮

油菜”。植株矮小，根系发达，千粒重3

～4 克，含油量35 % ～38 % ，生育期较

短，能迟播早收，但抗病力差，产量较

低，且不稳定。民国时期主要栽培这一

类型的品种。如黄油菜、成都矮油菜、

七星剑油菜、温江长角、朱砂红油菜、

郫县粗颗子等都是常用的白菜型品

种。建国后50 年代，仍很普遍。常用的

有七星剑、拱宸桥、早粒多、波阳、501、

协作1 号、协作2 号等。素以产油菜著

称的新都县，在50 年代种植的黄油菜

尚占80 % 左右。1984 年，全省白菜型

油菜面积仍有144 万亩，占当年油菜

面积16．8 % ，主要分布在乐山、雅安、

达县等地、市。凉山州安宁河谷产一种

兰花子油菜，属白菜型的。油质差，烹

调高温时发出奇臭。栽培面积小，有灭

绝的趋势。

甘蓝型油菜俗称“黑油菜”。特点

是植株高大，枝叶繁茂，角果较长，籽

粒大，千粒重3～4 克。含油量在42％

左右。抗病力强，适应性广，产量高而

稳定。

胜利油菜属甘蓝型品种，原产日

本，称“日本油菜”。抗日战争前，在贵

州湄潭、遵义一带少量种植。1947 年

引入四川，次年经省农业改进所试验，

确定为抗病品种。在简阳、遂宁试种繁

殖。1953 年起在省内大力繁殖推广。

1955 年更名为胜利油菜，在1955～

1960 年6 年中，累计种植面积达820

万亩，占全省6 年油菜面积3115 万亩

的26 % 。亩产比原有白菜型地方品种

高出30 % ～50 % 。胜利油菜由于抗病

毒病，适应性广，产量高。采用育苗移

栽方法，弥补了生育期长的缺点，仍然

为农民群众所喜爱。是四川种植历史

最长的油菜品种。以后育成的甘蓝型

品种，大都具有胜利油菜的血缘。

60 年代，省内先后育成的甘蓝型



品种川农长角、川油7 号、川油9 号、泸

州2 号、矮架早、泸州5 号等投入生产。

70 年代育成的丰收4 号、川油花叶、西

南302、川油2 号、江油19 选、万油11

号、金油15 也陆续投入生产。到1978

年，全省推广甘蓝型品种的面积上升

到 443 万亩，占 当 年 油 菜总 面 积 的

79．5 % 。到1985 年推广到866 万亩，占

68．8 % 。
四川油菜虽品种繁多，但最主要

的是胜利油菜和西南302 两个。50 年

代后期到70 年代，胜利油菜是当家品

种。从80 年代起逐步被西南302 所取

代。1980 年胜利油菜面积为95．6 万

亩，到1985 年仅有87 万亩；西南302

1980 年为110 万亩，到1985 年上升到

470 万亩。

西南302 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

研究所从万县地区农科所302(胜利油

菜×瓢儿白)品系中，系选定向培育而

成。属甘蓝型中熟品种，耐肥耐寒力较

强，抗霜霉病，植株高大，单株角果多

达360 个左右，千粒重4 克左右。1980

～1982 年参加省区试，3 年平均亩产

161 公斤，高的达200 公斤。

80 年代初，盛行食用低芥酸 菜

油。要求菜油中芥酸含量不超过5 % 。

又由单低(低芥酸)发展到双低(低芥

酸、低硫甙)。芥酸无毒，在人体中消化

慢，营养价值不高。硫甙有毒，主要在

油饼中，不经处理不能直接作饲料。据

148 个四川油菜品种分析，芥酸含量

占50 % 以上的有115 个，低于50 % 含

量的有33 个。均属高芥酸品种。1981

年，四川从中国科学院油料研究所引

进低芥酸品系81008 多点试验，表现

较好。1985 年在广汉、什邡种植了1 万

多亩，平均亩产139．4 公斤，略低于西

南302，熟期也相近。芥酸含量在5 % 以

下，较耐病毒病。省农牧厅于1985 年

专门召开了低芥酸油菜生产会议，总

结推广栽培技术经验。

1981 年，从青海引入甘蓝型低芥

酸油菜奥罗。1982 年，在自贡、涪陵、

内江、垫江、宜宾、温江、绵阳等12 个

县市试种，由于产量不高，未受到农民

重视。

低芥酸油菜种植，在四川尚属起

步，收购价格、测试手段等问题均有待

进一步解决。

(三)培育健壮苗

移栽的油菜要求健壮苗。晚清、民

国时期，未予重视。建国后，把培育健

壮苗作为高产稳产不可缺少的重要环

节，在产区大力推广。壮苗的标准是株

型紧凑矮健，脚茎粗短，无高脚曲茎及

其他畸形；叶片大而多，叶柄粗短；根

系发育良好，支根细而多；无病虫害。

产地把育苗技术总结为：“选好苗床、

精细整地、施足底肥、适时早播、精选

种子、稀撒匀播、五去五留的定苗(去

弱苗留壮苗、去小苗留大苗、去杂苗留

纯苗、去病苗留健苗、去密苗留匀苗)、

三匀三带的移栽(苗子大小匀分级移



栽、株行距匀、栽植深浅匀；带土、带

肥、带药移栽)。”效果很好。

(四)合理密植

清代四川种植株型松散的芥菜型

油菜，实行高度密植。据《三农纪》记

载：油菜“另移栽他地，相离六七寸一

株”，折合亩植1．4 万株左右。民国时

期用芥菜型及白菜型品种，密植程度

一般都未减少。建国后推广“胜利油

菜”，因株型高大，提倡合理密植，因地

制 宜 定植株 数。平丘 地 区以亩植

7 000～8 000 株(窝行距45 厘米×30

厘米，每窝双株)的产量较高；山区土

地瘠薄，增到8 000～10 000株。温江

专区农科所1972 年试验，平坝地区不

同密度与产量构成的变化为：5 800株

的亩产131．8 公斤，6 300株的亩产

136．7 公斤，7 900株的亩产151．5 公

斤。以近8 000株的较为理想。

(五)改进施肥技术

晚清、民国时期，四川无化肥供

应，全靠人畜粪及土杂肥，肥源贫乏，

川西坝子实行“三三”耕作制，既增加

了土壤肥力，又增加了肥料来源，故油

菜产量较高。丘陵山区油菜往往是“一

把灰”，用肥很少。

建国后，为解决人民食油问题，一

方面积极增加农家肥，并大量生产化

学肥料；一方面改进施肥技术，节约用

肥，提高肥效。60 年代总结出“底肥

足，苗肥早，开盘肥饱，蕾苔肥猛”的经

验，大加推广。主产区的新都县把这套

技术经验加以具体化：底肥足，分层施

用，并搭粪水作定根水；苗肥匀，先少

后多；苔肥狠，多吃多餐；初花肥饱，质

好量多。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积肥

造肥运动，划拨专用化肥，专人计划管

理，保证实现油菜施肥计划。

油菜生产需微量元素硼较多，过

去未专门补充微量元素肥料。从1976

年起，四川开始油菜增施硼肥，可增产

10 % 左右。到1981 年，全省实施油菜

施硼的已有100 多个县，面积约50 多

万亩。施用方法可以沾根，也可作根外

追肥施用。

(六)防治病虫

四川油菜主要有两大病害：一是

菌核病，一是病毒病。菌核病又称“白

杆病”、“麻杆病”，在全川普遍发生，发

病株率在30 % ～40 % ，产量损失二三

成。防治方法可采用轮作；深耕翻土，

水选种子；撒石灰、草木灰和化学农药

代森锌、托布津、多菌灵等。病毒病又

称“油菜花叶病”。在四川，平原丘陵较

山区发病重，白菜型油菜比甘蓝型油

菜发病重。可用盐水选种，培育壮苗，

使用抗病新品种防治。此外霜霉病和

白锈病，在川西发病较重。

蚜虫俗名“天 # ”，为害油菜的有

桃蚜、萝卜蚜两种。桃蚜在四川一年发

生20 多代，萝卜蚜一年发生30 多代。

繁殖力强，虫体小，易被忽视。建国前，

农民使用烟叶、生石灰泡水喷撒。建国

后，普遍采用乐果、敌敌畏等农药防



治。

(七)花而不实和落果、落蕾问题

过去对此现象，既不了解原因，也

未加以防治。建国后，首先由中国农科

院油料所研究，认为是缺硼引起的病

理现象。从70 年代起即推广油菜增施

硼肥，效果明显。

(八)收获与留种

油菜有边开花边结果的习性，同

一植株成熟度不一致，收获过早，种子

含油量低；收获过迟，容易裂果落粒。

四川群众总结出“八成黄，十成收；十

成黄，两成丢”的经验。收获的方式宜

拨收不宜割收。拔收有利种子后熟，不

留核病菌。据试验，拔收比割收可增产

5 %左右。

油菜容易串花，异交率高，种子易

退化。收割、运输、贮藏都容易产生机

械混杂。建国后，推广年年选种，提纯

复壮。80 年代初，种子部门开始建立

了良种隔离繁殖区和种子田，繁殖良

种，供应农民。

第四节 其他油料

一、花生生产

(一)生产

花生原产巴西、秘鲁，约在15 世

纪末16 世纪初，从南洋群岛引入 中

国。四川栽培花生，约在乾隆中后期。

花生含蛋白质30 % 左右，含油分

50 % 左右；根部有根瘤菌，能固定空气

中的氮素。据试验亩产250 公斤花生

的地块，能固定氮素10～15 公斤，是

养地的好作物。

民国时期，花生种植已较普遍。

1931 年四川种植花生109．4 万亩，产

花生9．3 万吨，平均亩产84．5 公斤。

1934 年全川种花生240 万亩，占全国

花生面积2 178 万亩的11 % ；产花生

29．8 万吨，占全国花生产量283 万吨

的10．5 % ；平均亩产124 公斤，低于全

国130 公斤的水平。1947 年全川种花

生217．5 万亩，占全国2 009 万亩的

10．8 % ；产花生27．3 万吨，占全国226

万吨的12 % ；平均亩产125 公斤，高于

全国亩产112．5 公斤的水平。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受粮

食面积的限制，花生面积不大。实行粮

食统购和“三定”政策后，生产队多不

愿扩大花生面积。三台县1955 年种

15．5 万亩花生，1956 年只种10．5 万

亩，一年减少5 万亩，减少31 % 。随着

全省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花

生的需求日益迫切。1979 年，省革委

为了适当解决花生收购价与市价、花

生与油菜籽价格差距过大的矛盾，收

购花生的办法改为：在收购任务内，按

生产队交售实绩，一半作统购，一半作



超购；任务外交售，全部加价收购的政

策。全省花生面积和产量从80 年代起

逐步回升。

花生与大春粮食争地的矛盾突

出。南充、宜宾、万县等地区推广玉米

地间种花生的种植形式，但产量不理

想。一直到1984 年，全省粮食问题基

本解决，花生取消统购，价格放开，种

植面积才有扩大，增加到202 万亩，总

产达到24．4 万吨。至1985 年，种植面

积上升到245 万亩，总产27．3 万吨，接

近历史最高水平。

(二)改进栽培技术

在花生种植中，影响产量的两个

主要问题，一是花多不实，二是果多不

饱。

50 年代，四川花生前作大部分是

蔬菜土、甘蔗老蔸子土、冬炕土、豌胡

豆土、大麦土等。利用这种早熟小春地

种花生，清明至立夏播种，面积占全省

花生面积70 % 以上。早播早收，有利提

高花生单产。50 年代以后，小麦面积

逐步扩大，早熟小春作物减少，花生茬

口发生了变化，不得不推迟一两个季

节播种。夏播的花生出苗期，常遭夏

旱，难以全苗；开花期也参差不齐，前

期花相对减少，在大量开花下针时又

遇伏旱，造成干针，果针入土率大大降

低。70 年代推广“麦套花生”。在小麦

播种时，预留空行，大春套种花生，让

小麦与花生有短时间的共生期，在小

麦未收获前，在预留行中播种花生。花

生可提前30 天左右播种，缓和了粮油

争地矛盾，也延长了花生有效花针期，

躲过伏旱威袭，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花多不实的缺陷。

果多不饱问题。四川推广的花生

品种单株开花为50～200 朵，形成果

针的占50 % ～70 % ，结果率占15 % ～

35 % ，饱果率仅占13 % ～20 % 。农民解
决饱果的经验是选好品种，适当密植，

在荚果发育期间，重视水肥管理，保证

施足底肥，让荚果发育良好，早施追

肥，氮磷钾合理搭配，都获得了增产。

在主产花生的资阳、资中等县，农

民采用“清棵技术”，在播种后幼苗出

齐时，把幼苗基部泥土刨开，让两瓣子

叶外露，促使第一对侧枝早出土，起到

蹲苗作用，便利幼苗茁壮生长，多开前

期花，多结饱满荚。

四川花生一贯直播，70～80 年代

有些地方开始搞育苗移栽试验。可以

提早播种，确保增产，并缓和粮、油作

物争地矛盾。但只有苍溪、遂宁等县试

搞。

花生地膜栽培在四川始于1982

年，1983 年进行多点试验示范，当年

全省共栽培313 亩。据绵阳、资中等五

六个县试种，地膜栽培花生(全覆盖)

平均亩产326．2 公斤，比不盖膜的增

产42 % ，平均亩产值288．3 元。地膜栽

培可以提早播种，增温保温，减少土壤

水分蒸发，避免土壤雨后板结。但地膜

成本较高，发展速度较缓。



(三)品种的变化

四川栽培的花生品种，类型很多。

按熟期，有早熟、中熟、晚熟；按株型，

有直立型、蔓生型、半蔓生型；按经济

性状，有普通型、龙生型、珍珠豆型、多

粒型。资阳鸡窝为普通型；南充扯蔸

子、山东伏花生、天府3 号、狮选64 等

为珍珠豆型；罗江鸡窝、南充混选1

号、金堂深窝子、天府5 号等为龙生

型，天府5 号是四川加工出口天府花

生的专用品种。

50 年代，四川栽培的主要品种为

金堂深窝子、罗江鸡窝、南充扯蔸子

等，这些品种都是建国前农民从生产

实践中精选出来的地方良种。建国初

期，仍推广使用。金堂深窝子属蔓生

型，出 仁 率76 % ，含 油 率50 % 左 右。

1956 年，在南充、三台、资阳、宜宾等

县参加品比试验结果，比当地品种增

产17 % ～66 % ，亩产150 公斤左右。罗

江鸡窝是一种中熟种，生育期140 天

左右，出仁率72 % ，含油率53 % 左右，

抗旱、耐瘠、抗病性均较强，产量比较

稳定。1962 年，河南省引去种植，栽培

面积最多时在该省达20 万亩。50 年

代，四川栽培金堂深窝子和罗江鸡窝

的面积约占花生总面积的1／3。南充扯

蔸子是珍珠豆型的小粒种。生育期120

天左右，结果多而集中。每公斤仁数

2 600粒左右，出仁率为76 % ，含油率

53 % ，抗病力较强。亩产一般为75～

100 公斤。但不宜麦行套种。

60～70 年代，四川主要推广伏花

生。伏花生于50 年代从山东引入。属

中熟种，生育期130 天左右，每公斤仁

数1 600～1 800 粒，出仁率为77 % 左

右，含油率54 % ，亩产150 公斤左右，

较抗病，耐连作。

80 年 代前期的当家品种天府3

号，是南充地区农科所于1966 年杂交

育成的，1967 年作品系鉴定，1977 年

参加全国品比试验，名列前茅。该品种

属早中熟种，生育期130～135 天，结

果 多 而 集 中，每 公 斤 仁 数1 500 ～

1 600粒，出仁率78 % ～80 % ，含油率

52 % ～54 % ，耐旱耐瘠，但抗病力差，

亩产一般为150～200 公斤，高产栽培

可达350 公斤以上。

(四)分布

四川花生栽培主要集中在盆地中

部自北至南的狭长地带，共60 多个

县，除甘孜、阿坝两州外，其他市县也

有种植，但比较分散。全省花生种植大

体上划分为主产、次产两个大区，主产

区又划分为盆南、盆西北两个区。

1．盆南丘陵花生区 包括内江、宜

宾、自贡及原永川地区全部，共34 个

县市区。其中8 万亩以上的有资阳、资

中、宜宾三县。本区主要分布在沱江、

长江上游的丘陵地带，气候温和，雨量

多，早春气温回升快，花生生育期正值

气温高，有利花生生产。驰名中外的天

府花生本区出口量占全省出口量的

60 % 以上。四川1985 年种花生245 万

亩，产花生27．3 万吨，平均亩产112 公

斤。本区共种花生86 万亩，占全省的



35．3 % ；总 产11．3 万 吨，占 全 省 的

41．2 %；平均亩产131 公斤。

2．盆西北丘陵花生区 包括绵阳、

德阳、南充三地市的33 个县市区。面

积集中程度、亩产水平、商品率均次于

盆南丘陵区。本区花生主要分布在涪

江、嘉陵江沿岸的丘陵地带。本区气候

条件能满足花生生育需要，但干旱频

繁，特别是夏旱影响花生正常出苗，不

易达到全苗。1985 年本区种花生89 万

亩，占全省的36．4 % ；总产9．9 万吨，

占全省的36 % ；平均亩产111．5 公斤。

次产区，除甘孜、阿坝两州外，约

有100 县，各县种植面积差异很大，有

多至万亩以上的，也有仅数百亩的。

1985 年，次产区109 个县，共种花生70

万亩，占全省花生面积的28．3 % ；总产

6．1 万吨，占22．8 % ；平均亩产87．5 公

斤。

二、芝麻及其他油料作物生产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从中亚带回

芝麻种子，在黄河流域种植，以后又传

播到长江流域。《三农纪》记载，四川在

乾隆年间已种植芝麻，但产量不高。

1924 年，四川民间只有零星种植，很

少成片集中栽培。据1936 年中央农业

实验所发表的四川农产品统计：1934

年全川种芝麻90 万亩，占全国2 161

万 亩 的4 % ；产 量3．9 万 吨，占 全 国

88．8 万吨的4 % 。据省农改所农情报

告估计，1946 年全 川种芝麻84．5 万

亩，产芝麻2．2 万吨。

建国后，四川芝麻面积徘徊于20

～30 万亩之间，产量波动很大，最多

的1981 年产1．6 万吨，最低的1976 年

仅产0．3 万吨，平均亩产不过20～30

公斤。1985 年全省种芝麻17 万亩，产

量0．6 万吨，平均亩产36 公斤。多的如

巫山、奉节、云阳三县，分别为4．2 万

亩、2．5 万亩、2 万亩；少的仅数亩。川

中丘陵区红苕地中，间种芝麻的居多。

随着玉米面积的扩大，芝麻面积相应

下降。

四川栽培芝麻，历史上习惯撒播

或穴播，净种芝麻须整地作畦，穴播，

出苗后，去杂苗、弱苗、病苗，每穴留壮

苗1～3 株不等。夏播，收获后种小麦。

撒播多用于间作。芝麻也有育苗移栽

的，1979 年渠县清溪区除了利用红

苕、花生、豆子地，以及玉米、高粱地四

周面积，间种、套种芝麻2 700 多亩

外，还育苗移栽400 多亩。芝麻有黑白

两种，售价均高于油菜籽。四川以芝麻

籽磨成油，号称“小磨香油”，清香可

口，受到消费者的喜爱。遂宁的小磨香

油，驰名全川。

四川还产苏麻、向日葵、油莎豆等

草本油料作物，不过种植都零星分散，

未形成批量生产。苏麻的籽仁皮较坚

硬，农民多捣碎作饼馅。油莎豆于1976

年引入四川，出油率21 % 以上，亩产可

达500 公斤。能榨油、制饴糖、酿酒、作

糕点。向日葵多种于田边地角，民间收

籽粒炒熟后作零食，很少用于榨油。



第一节 生 产

一、生产演变

棉花，古称“织贝(吉贝、古贝)”，

亦称“绵”。因棉字从木，故在相当长时

间里又被称作“木棉”，使棉花与木棉

同名，常生混淆。近代学者把专供纺织

利用的锦葵科4 个栽培种即草棉、亚

洲棉(中棉)、陆地棉、海岛棉叫棉花，

把木棉科的木棉(攀枝花)仍叫作木

棉。

四川植棉始于何时，现难查考。在

宋代四川有较大面积的棉花栽培，元

代有所发展。明太祖立国时，强制植

棉，并颁发奖励植棉政策，棉业大兴，

1578 年四川征收棉布14 万匹、棉花

3．5 万公斤，均居全国第四位。明末清

初，四川棉花濒于绝迹。清代康熙开

始，湖广、陕西移民带来棉种和植棉、

纺织技术，棉业再兴。

1840～1985 年，四川棉花生产几

经起落，但总趋势是上升的。100 多年

间大体可分为3 个阶段。

(一)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

鸦片战争后，列强竞相来华采购

棉花，推销棉制品和兴办棉纺厂，国内

许多有识之士深感棉花是重要战略物

资，呼吁发展棉花生产和棉纺工业。

1890 年，巴县知事发布告示，劝民将

种鸦片之地改种棉花或杂粮。20 世纪

初，根据全国的统一部署，曾试种美棉

(陆地棉)，采用良法和制订奖励种植

章程，大力提倡植棉。30 年代，随着本

省棉纺工业的发展，棉花生产进一步

受到重视。1932 年，农业专家陈让卿

率先对四川棉业进行较详细的调查并

提出报告。次年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

成立，陈任副场长，征集一批陆地棉和

改良中棉品种进行观察试验。并于

1934 年向全国棉业统制委员会上书，



阐述发展四川棉花生产的重要性和迫

切性，请求给予重视和支持。同年，棉

花专家魏文元任中心农事试验场农艺

科主任，继续进行四川棉改工作。1935

年，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与中国棉产

统计会合作调查四川棉产，共谋发展

四川棉业。1936 年，省政府建设厅长

卢作孚决心振兴四川棉业，于京、沪延

聘专家来川研究推广植棉先进技术，

着魏文元筹建四川省棉作试验场，场

址遂宁县。

抗日战争前夕，全省棉田面积约

200～300 万亩，总产1．5～2．5 万吨。

(二)抗日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棉

区大部沦陷，四川棉花输入减少，消费

增加，且外省不少纱厂陆续迁川，棉花

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政府深感发展后

方棉花生产的迫切性，采取了许多措

施，促进棉花生产发展。省棉作试验场

加强了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推广工

作。1938 年，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

派技正胡竟良驻川协助办理棉作推广

事宜，从河南选购良种运川，赠送四川

省政府推广种植。经济部部长还令胡

两次赴潼南、遂宁、安岳、乐至、射洪、

三台、中江、绵阳、简阳、资中等10 多

个县详细考察棉花生产，研究有关事

宜。通过考察肯定四川宜棉，也肯定四

川宜推广陆地棉。这一年四川棉花获

得较好收成，面积较上年减少8 万亩，

皮棉产量增加1 万吨。1939 年良种面

积进一步扩大，棉花获得较大丰收，皮

棉总产达到2．9 万吨，比1937 年增加

近1 倍。

1940 年棉田面积扩大到270 多万

亩，但当年遭秋雨危害，单产降低，总

产仅2．7 万吨，秋后粮价猛涨，粮棉比

较效益悬殊，致使1941 年棉田骤减到

182 万多亩，皮棉总产不足1．6 万吨。

1942 年面积进一步下降到133．9 万

亩，总产降至1．5 万吨。第二年四川省

政府根据行政院颁发的奖励植棉四项

原则，订立了四川棉花增产计划，调整

棉业机构，增加事业经费，大力推广良

种，加强技术指导。加之播种前花、纱、

布行情大涨。当年棉田面积回升到245

万亩，总产恢复到2．7 万吨。1944 年棉

价继续上涨，棉农植棉积极性更高，棉

田进一步扩大，但当年既遭春旱，又遇

连绵秋雨，棉花减少1 万多吨。1945

年，大力扩展新棉区，棉田猛增至337

万亩，但当年8 月底重点棉区涪江流

域遭受50 多年未见的大水灾，冲毁和

淹没大片棉田，全省单产再度降低，棉

田虽扩大80 万亩，总产仅增加4 000

吨。1947 年面积增至341 万亩，总产达

到3．7 万吨，成为历史最高年。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国家为保证军需民用，人民政府

一直重视棉花生产，坚持采取各项政

策措施，调动棉农的生产积极性，使棉

花生产高速发展。1951 年，西南军政



委员会把四川特别是川北列为重点产

棉区，发布了《关于1951 年大力扩充

工原作物的指示》，指出棉花生产必须

力谋扩充，并对发展棉花生产的方针、

任务、奖励政策、具体措施以及组织机

构、人员准备等作了规定。为解决棉农

特别是新区棉农怕植棉减收的顾虑，

西南财委制定了植棉包赔办法，凡植

棉效益低于同等土地种粮者，国家负

责赔偿；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还在简阳

试行了棉花生产保险；川北行署为普

及植棉技术，发动组织棉花技术变工

队，从而使棉花面积迅速扩大，产量提

高。1952 年全省棉田达到365 万亩，总

产4．16 万吨，超历史最高水平。1957

年为进一步鼓励植棉，四川省人民委

员会规定，每扩大1 亩棉田，减少统购

粮1。0 公斤；从高确定棉花统购价，实

行优质优价；棉花抵缴农税，保证集中

产棉区棉农的口粮供应和及时供应棉

农种子、肥料、农药械等生产资料。加

之普及陆地棉，推广以早播密植、增施

肥料为中心的综合技术，棉花生产获

得较大发展。当年棉田面积502 万亩，

总产7 万吨，1959 年更达10 万吨。之

后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影响，从

1960 年起，棉 花生 产大 幅度 减 产，

1961 年面积减至350 万亩，总产降到

2．6 万吨，均低于1952 年水平。1963

年随着农村形势的好转，棉花面积回

升至397 万亩，总产5．8 万吨。为加快

棉花生产的发展，1963 年起，国务院

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棉花生产，中央

召开全国第一次棉花会议，周总理到

会讲话，会议制定了棉花增产计划，修

订了奖励政策，研究了解决有关具体

问题的办法。会后，中共四川省委召开

全省农业会议，进行专门部署，并按中

央精神，对植棉经济政策作了具体规

定。省委书记李井泉在南充火花公社

种植棉花试验田，指导全省棉花生产，

并号召省级各机关单位带头利用院

坝、房前屋后种植棉花，掀起了全省种

棉高潮。60 年代中到70 年代末，全省

每年棉花播种面积基本保持400 万

亩，总产10 万吨以上。“文革”期间，除

1976 年减产较多外，棉花生产基本稳

定。1978 年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

和生产责任制的完善，农民种田的积

极性提高，依靠科技进步的思想进一

步明确。1982 年调整了棉花布局，缩

减了棉花面积，着力提高单产，亩产达

40 公斤，比上年增长66．7 % 。当年省

政府因势利导，对亩产超过50 公斤和

创历史最高水平的县，给予了奖励；大

力推广杂交棉、抗病棉和地膜覆盖栽

培等先进技术；每年拨款5 400 万元，

补助棉花生产和购销。1983 年全省平

均亩产首次突破50 公斤，1984 年达64

公斤，1985 年为60 公斤。从1982 年面

积调减后的4 年中，平均每年210 万

亩，总产11．5 万吨，亩产54 公斤，达到

了全国平均水平。1985 年，省农牧厅

向农牧渔业部报告四川棉花已彻底改



变了劣质低产面貌，申请将简阳、仁

寿、射洪三县列入全国优质棉基地县

(后经农牧渔业部批准)。30 多年来，

虽然四川棉花生产增长6．5 倍，单产

提高8．2 倍。但棉花始终未能自给。

194 9～1985 年 四川 省棉花 面积和产量 表



二、植棉经济政策

1908 年，清政府谕令农工商部优

定发展农产品奖励章程，颁行各省。

1914 年，被誉为“棉铁主义者”的张謇

任国民政府农商总长，颁布法令，设立

机构，奖励植棉。是年3 月1 日农工商

部发布《公司保息条例》，拨存公债票

2 000万元，作为保息基金，资助棉、毛

纺织及制铁业；4 月又发布《植棉、制

糖、牧羊奖励条例》，奖励扩大棉田每

亩0．2 元(种植陆地棉者每亩0．3 元)，

四川遵照执行。30 年代，特别是抗日

战争开始以后，省棉作试验场及太和、

柳树、石板滩植棉指导所以及后来成

立的植棉指导区，先后办理了棉花贷

款，组织生产、运销、加工合作社，进行

陆地棉、改良中棉的种子贷放，开展技

术培训，编印技术资料等，帮助棉农发

展生产。

50～80 年代，绵花生产实行指令

性计划。1954 年实行棉花统购、棉布

统销，国家采取了发放预购订金、农

贷，组织好生产资料供应和解决好棉

农口粮供应等措施，对价格、奖励、留

棉等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一)价格政策

棉价是按照兼顾生产与消费、工

业与农业、种粮与种棉等方面的利益

统筹确定的。收购棉花按级论价，1972

年以前为12 等级，标准级528(五级，

纤维长28 毫米)，1972 年后改为7 等

级，标准级327(三级，纤维27 毫米)。

随着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棉价多次上

调，1985 年与1950 年相比，上调近1．2

倍，虽然低于同期物价上涨幅度，但因

单产有较大提高，加上其他各项优惠

政策，植棉经济效益仍与种粮差不多。

其中70 年代后期至80 年代前期，由于

粮价实行双轨制，加之生产资料价格

上涨，棉花单产提高不大，植棉经济效

益较低。为此，从1979 年开始实行基

数加价和机纺棉质量补贴办法。1979

～1980 年，国家规定以生产队为单

位，确定亩平交售基数，基数以内按国

家牌价，超基数部分加价30 % ；1981～

1983 年又实行标准级加价，高于327

标准级的加价30 % 。1984 年起不定基

数，实行比例加价，生产队交售棉花的

60 % 按牌价，余40 % 再加价30 % ，同时

四川又对机纺棉实行补贴。1980～

1981 年每50 公斤机纺棉一～二级加

价20 元、三级加15 元、四级加10 元；

1982～1983 年改为一～四级加20 元、

五级加10 元；1984 年统一改为每50

公斤加10 元。从而使植棉经济效益有

所提高。

(二)奖售政策

从1961 年开始，对农民交售棉花

实行按交售数量奖售粮食、化肥和布

票(购布证)的办法，20 多年中奖售的

品种、数量，视棉农的急需程度和国家

的货源情况而变化。60 年代前期偏重

粮食、布票，重点鼓励超交售，对超售

部分，最高达每50 公斤棉花奖售粮食



250 公斤、布票66．7 米；60 年代中期

主要奖售化肥，停止了布票奖售。每50

公斤棉花奖售化肥125 公斤的标准连

续实行10 多年。60 年代末又调减粮食

奖售；70 年代前期和中期取消了粮食

奖售，只奖售化肥；1977 年实行定基

数后，区别基数内外进行奖售，又恢复

了粮食奖售。实行奖售政策，有效地弥

补了价格政策的不足，基本解决了棉

贱伤农问题。

(三)留棉政策

1954 年棉花实行统购后，考虑到

棉农自用棉的需要，规定了留棉政策。

按照“先国后社、先卖后留、少留多卖”

的原则进行安排。1954～1956 年，棉

花主产区以农业社为单位，留棉总量

以不超过总产量的30 % 为限。1957～

1960 年改为按人均产量留棉，以生产

队为单位，人均5 公斤以上的留0．5 公

斤，5 公 斤 以 下 的 留 0．25 公 斤，人 均

0．75 公斤以下的协商交售。从1962 年

起 改 为 按 人 均 交 售 量 留 棉，1962 ～

1963 年 人 均 交 售10 公 斤 以 上 的 留1

公 斤，5 公斤以上 的 留0．75 公 斤，2．5

～ 5 公斤的留0．5 公斤，0．25～ 2．5 公

斤的留0．25 公斤。超过统购任务每多

交1 公 斤增留0．1 公 斤。 1964～ 1978

年，人 均 交 售5 公 斤 以 下 的 留 0．5 公

斤，5 公 斤 以 上 每 多 交 售1 公 斤 多 留

0．1 公斤，但人均 留量最多不超过1．0

公斤。1979～1984 年人均交售5 公斤

以 下的 留0．5 公 斤，5～ 7．5 公 斤的 留

0．75 公斤，7．5 公 斤以上的留1 公斤。

1985 年改统购为合同订购，留棉政 策

取消。

第二节 棉田分布

一、棉区自然环境

四川棉区位于以涪江流域中段的

三台、射洪、遂宁为中心，向西南延伸

至仁寿，东北至巴中的弓形地带，大体

在北纬30～ 32°、东经104～107°正值

盆西气候区之东部与盆东气候区之西

部。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盆西气候区

夏季多雨、热量和日照略为不足和盆

东气候区常有伏旱、秋雨较多的缺点。

棉区年均温17．5℃，≥0℃的活动积温

5 75 0～ 6 400℃，无 霜 期280～ 31 0 天；

棉 花 主 要 生 长 季 节 (4～ 10 月 )≥ 15℃

的 积 温 4 900℃，持 续 日 数 217 ～ 219

天；≥ 20℃ 的 积 温 3 700～ 3 8 00℃，比

长 江 中、下 游 棉 区 多 90～ 446℃，比 黄

河 流 域 棉 区多 530℃，持 续 日 数150 天

以 上。最 冷月 (1 月 )均 温 5～ 7℃，比 长

江 中、下 游 同纬 度 地 区 高2～4℃。3 月

上、中 旬 日均 温 即 稳 定 增 至10℃以 上，

≥ 1 0℃的 初 日，比 东 部 同 纬 度 地 区 早



半月左右。唯春季气温回升速度较慢，

热量强度不足，≥25℃的日数相当于

长江下游棉区，而低于长江中游及黄

河流域棉区。综合看来，四川棉区热量

资源丰富，热量状况优于长江中、下游

及黄河流域棉区，唯棉花生长前期气

温上升缓慢，后期降温过快，积温略感

不足。

四川棉区光资源不够丰富。4～10

月日照数为841～1 137 小时，分别为

长江中游棉区的59 % ～80 % ，为长江

下游棉区的63 % ～85 % 。为黄河流域

棉区的51 % ～69 % 。棉花全生育期日

照不足，是生产上的一大不利因素。但

花铃期日照相对集中，基本上能满足

棉花生产需要。

四川棉区的降水量，足够棉花生

长发育的需要。全生长期降水量为812

～991 毫米，与长江中、下游棉区接

近。其中苗期、蕾期低于长江中、下游

地区，花铃期略高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成熟期远高于长江中、下游棉区，雨日

比长江中、下游地区多10 天。后期降

水过多，对棉桃成熟、吐絮及纤维品质

有不良影响。

综合四川棉区气候因子：阆中、南

充、西充、南部、盐亭、射洪、蓬溪、遂

宁、安岳九县的全部或大部，为四川棉

区气候最好的地区，虽有6 月霉雨、低

温、少日照及秋初绵雨影响，但程度较

轻；乐至、中江、三台、梓潼、金堂、南

部、简阳东部亦为气候较好的地区，唯

初秋气候条件差，低温年份夏季热量

和日照略感不足；仪陇、巴中、通江、平

昌、宣汉等县光、热、水资源垂直变化

大，海拔500 米以下地区，亦不失为宜

棉地区；德阳、绵阳、江油、广元、剑阁、

仁寿、井研、金堂西部、简阳西部、荣

县，光热资源稍逊，雨量、雨日偏多，为

次宜棉区。

从土壤情况看，四川棉区主要为

紫色土，大都是单元类土壤，受成土母

岩影响深刻，计有白垩系、蓬莱镇组、

遂宁组。白垩系棉花生产能力中等；蓬

莱镇组棉花产量较高，最宜植棉；遂宁

组棉花生产能力低于白垩系，更低于

蓬莱镇组，但只要加强肥培管理，瘠薄

地增厚土层亦不失为宜棉土壤。

四川的自然环境是否宜棉? 是本

世纪30 年代以来长期争论的问题。

1934 年，四川中心农试场副场长陈让

卿在给棉业统制委员会的报告中说，

四川地大民勤，风土宜棉，川北略同陕

西，川东南略同湖南，学者多以美国德

克萨斯州例之。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

政府提倡四川植棉，许多专家学者意

见不一，有人认为四川日照少，秋雨连

绵，病虫害种类多而危害严重，发展植

棉当在陕、豫、鄂，而不在川。以国民政

府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胡竟良

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力排众议，认为四

川的重庆、泸州等地确实不宜植棉，但

川中丘陵区有广阔的宜棉地带，目前

棉花单产低，是品种和栽培技术不良



造成的，且需要在急，当努力生产。在

政府的提倡下，争论暂时停止。建国

后，人民政府根据国计民生的迫切需

要，大力提倡植棉、奖励植棉、改进植

棉，棉花单产也有大幅度提高，60 年

代，出现了亩产50 公斤的县，100 公斤

的队。四川省不宜棉的观点消声匿迹。

70 年代后期，四川棉花生产徘徊，单

产上不去，品级也差，与北方棉区差距

拉大。80 年代初，不宜种棉的主张再

起。主要理由是：棉花生产后期热量不

足；春、夏常有干旱，后期秋雨绵绵，影

响棉花产量和品质；日照时数总量和

棉花各生长阶段日照时数均感不足。

主张四川不种棉，所需棉花由宜棉地

区调入。多数学者则持不同意见，认

为：从自然条件看，四川植棉，有优势，

也有不足。但温、光、水资源与棉花生

育进程同步发展，综合效应是好的。气

候资源状况大体是适宜的，总的说来

优势在前期和中期，问题在后期。只要

在品种、栽培技术上注意趋利避害，可

以适当弥补。四川人多，棉花需要量

大，棉纺工业已有相当规模，保持相当

面积的棉田，建立稳定的原料基地。这

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都

是有利的。

二、棉田分布

全川除西部高原、山地和西北、西

南部高山地带外，盆区绝大多数县都

有过植棉的记载。

清康熙年间(1662～1722 年)，四

川棉花生产重新崛起时，全省只有西

充、邛崃、大邑、蒲江、资中、遂宁6 个

县植棉，以后棉花生产逐渐发展，植棉

县数增多，分布范围扩大。鸦片战争前

后，植棉县增至42 个，棉区西起邛崃、

大邑，东至丰都、忠县，南达泸县、宜

宾，北抵广元、苍溪以及川西南山地

区。以后，棉花生产逐步向宜棉区集

中，范围逐步收缩。清《棉花图说》载：

“蜀地产棉，北路以射洪、遂宁、三台，

东路以简阳、资阳等县为多，其余各县

多不过10 万斤，少者二三千斤，销路

不敷本境，唯射洪、资阳等处较多，运

往邻境。”四川劝业道《第三次统计报

告》也记载了射洪、遂宁、简阳、资阳的

棉花，分水陆两路运往顺庆、绵州、重

庆。说明当时棉区已大部集中到川中

丘陵，并初步形成了主产区。

1940 年，省棉作试验场首次提出

四川植棉区的范围，基本上把棉区范

围划定在川中丘陵区。1945 年全省植

棉县发展到87 个，四川棉区基本形成

了涪江、嘉陵江、沱江、岷江及长江干

支流沿江坝地、丘陵为主的分布格局。

(一)涪江流域棉区

本区植绵历史悠久，面积较大，单

产较高，包括涪江及其支流郪江、梓

江、凯江沿河地带，计有绵阳、三台、射

洪、蓬溪、遂宁、中江、盐亭、安岳等15

个县，常年植棉面积100 万余亩，占全

省棉田面积1／3，总产皮棉近1 200 万



公斤，约占全省总产量的40 % ，单产高

出全省平均数的10 % ～20 % 。其中，遂

宁棉田面积最大，中江、蓬溪、三台、射

洪次之，本区又是全省陆地棉种植较

集中的区域。

(二)沱江流域棉区

以沱江干流为主，包括广汉、金

堂、简阳、资阳、威远、荣县等13 个县，

常年面积50 多万亩，总产约420 万公

斤。全区以简阳产量最多，金堂、荣县、

广汉次之。本区棉田面积常受棉、糖比

价而波动，起落高达1 倍上下。

(三)嘉陵江棉区

包括嘉陵江干流及渠江流域，计

有仪陇、阆中、南部、西充、巴中、平昌、

宣汉、达县等18 个县。大部位于中丘、

深丘地带，土壤较贫瘠，基本上没有灌

溉条件，棉花单产较低。棉田分布相对

分散。其中以巴中、南部、仪陇、阆中、

西充等县面积、产量较大。全区常年植

棉约70 万亩，总产近500 万公斤。

(四)岷江流域棉区

岷江干支流域所及之丘陵地区各

县，如双流、仁寿、青神、井研、彭山等

10 余县均产棉，其中以仁寿、井研面

积、产量最多，余较零星分散。全区常

年植棉30 多万亩，年产皮棉400 多万

公斤。

(五)其他棉区

本区主要为长江干流各县，包括

泸县、江津、涪陵、忠县、万县、云阳、奉

节、巫山以及石柱、垫江、珙县、长宁等

31 个县，但除奉节较为集中外，其他

均较零星。全区常年植棉11 万亩，产

皮棉100 万公斤。

从50 年代起，棉田面积进一步扩

大，但基本上仍是30～40 年代的五大

棉区，川东南及原西康省的植棉县减

少。60 年代，突出了集中产区，确定主

产棉县14 个，即简阳、乐至、中江、三

台、射洪、蓬溪、遂宁、仁寿、金堂、南

部、平昌、巴中、仪陇、西充。其中简阳、

仁寿棉田面积最大，产量最多，射洪棉

田占耕地的比重大，单产高。另有19

个次产县，即安岳、荣县、绵阳、井研、

盐亭、江油、剑阁、梓潼、宣汉、通江、云

阳、奉节、巫山、开县、德阳、广汉、阆

中、南充、潼南。虽仍是五大流域的格

局，但主产县几乎都在盆中浅丘区的

弓形地带上。1982 年，四川植棉计划

有较大调减，棉区进一步紧缩，国家下

达植棉计划的县20 个，即简阳、乐至、

中江、三台、射洪、蓬溪、遂宁、仁寿、金

堂、南部、仪陇、西充、井研、盐亭、阆

中、梓潼、绵阳、安岳、巴中、平昌，只保

留了分布在上述弓形地带上的主产棉

县。1985 年，上述20 个县中，巴中、平

昌两县被剑阁县取代，列入国家计划

的植棉县减少到19 个。



第三节 栽培管理

一、品种与良种繁育

(一)品种改进

四川在手工纺织时代一直是种植

中棉。之后，棉纺工业发展和国际市场

竞争，中棉产量低、纤维品质差，不适

应机纺和国际贸易要求，改良棉花品

种势在必行。1898 年，湖广总督张之

洞向美国购买陆地棉(又称“美棉”)种

子，在湖北种植，后流入四川。1904

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向美国大量购买

陆地棉种子，分配给四川等省试种，品

种包括乔治亚、皮打琼、奥斯亚、银行

存折等。清末，四川劝业道台周孝怀再

次输入陆地棉，在涪江沿岸试种。陆地

棉以其铃大、产量高，又来自海外，棉

农称之为大洋花、大广花。但因陆地棉

晚熟，受秋雨危害重，抗逆能力差，产

量高而不稳；纤维细长，手纺操作困

难，故长期未大面积推广。

1933 年，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征

集了脱字棉、改良江荫白籽棉、爱字

棉、改良鸡脚棉、爱字鸡脚棉、百万华

棉和中大脱字棉、中大爱字棉，以及四

川各地的中棉，进行试验观察。以脱字

棉产量最高，开始小面积推广。1936

年，四川棉作试验场再次开展了较大

规模的品种比较试验，参试品种139

个，其中陆地棉(含少数海岛棉)品种

96 个、中棉43 个。试验结果：海岛棉均

晚熟，不适于四川种植；陆地棉一般表

现优质丰产，尤以福字6 系、德字719、

定83、齐东1 号等表现最好；中棉中的

孝感棉产量、品质亦差强人意。同年棉

场从江苏省江浦农场购进脱字棉种子

1 万公斤、孝感棉籽500 公斤，在射洪

县太和镇、柳树沱和三台县石板滩，进

行大面积示范，是为四川有计划、有组

织地推广良种的开端。当年，良种比土

种增产15 % ～30 % 。1937 年，收购种

子4．5 万公斤在射洪、三台推广。当年

全省良种面积占棉田总面积的4‰，产

量占总产量的7‰。1938 年，四川省政

府决定加快良种推广速度，从河南、陕

西购回脱字棉、德字棉种子25 万公

斤，中央农业实验所又赠送四川省政

府德字棉种子5 万公斤，当年良种面

积占全省棉田总面积的3．8 % 。以后通

过棉农选种留种，组织串换，建立良繁

区，收购调配，以及贷种等措施，到

1948 年全省脱字棉、德字棉和孝感

棉、百万华棉等良种面积，占到棉田总

面积的21 % ，良种皮棉产量占到33 % ，

共计推广到53 个县。其中德字棉主要

分布在射洪、三台、中江东部、蓬溪西

部；脱字棉主要在射洪南部、盐亭、南

部、泸州、江安、奉节；孝感棉、百万华



棉及其他改良中棉以遂宁、安岳、乐

至、荣县等比较集中。

从1950 年开始，为适应棉纺工业

发展的需要，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棉花

品种改良工作，初期重点推广德字棉

531 号和 鸡脚 德字棉8207 号。1950

年，川北区在遂宁、射洪、蓬溪划定德

字棉管理区，面积1 万亩，筹设专用良

种轧花厂14 个，1950～1952 年提供种

子170．7 万公斤，共播34 万多亩。川南

区在简阳建立鸡脚德字棉繁殖区。为

奖励棉农繁殖良种，国家对良种种子

实行优惠收购。1953 年，全省德字棉

和鸡脚德字棉的种植面积达60 多万

亩，占全省棉田总面积的15 % 。另在德

阳等地有小面积的关农1 号试种。以

后手工纺织相继停产，中棉已无市场，

各级政府进一步强调换种陆地棉，并

改进繁殖推广方法，加快了陆地棉的

普及，至1957 年 基本实现了陆地棉

化，其中德字棉和鸡脚德字棉面积达

到380 万亩，占棉 田总面积的75 % 。

1956 年又引进岱字15 号，经试验示

范，产量品质均优于德字棉，于是一面

加快繁殖，一面从省外大量调种，1959

年，岱字15 号在全省范 围内基本普

及。1960 年再引进洞庭1 号，经较大面

积试种，产量品质又优于岱字15 号。

1966 年基本取代了岱字15 号而成为

当家品种。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棉花

枯萎病为害。继50 年代育成52—128、

57—681 两个抗性强而持久的品种之

后，60～70 年代，又利用其抗源育成

62—200 和73—27 两个抗病品种，特

别是后者兼具抗病、丰产、优质的特

点，较快地在重病区取代了洞庭1 号。

与此同时，70 年代仪陇县原种场在洞

庭1 号原种中发现天然不育株，由南

充地区农科所、省棉花所在80 年代初

育成棉花洞 A、湘 A、473 A 雄性不育

系。采用两系法，先后配制杂交组合川

杂1、2、3、4 号，其产量、品质、熟期均

优于原有品种，特别是川杂4 号，还具

有耐枯萎病的特点，于是全省形成了

以抗病棉、杂交棉为主的格局。另外60

～70 年代在局部地区还推广过岱徐

棉、达棉1 号、巴棉1 号、鄂光棉、鸭棚

棉、鲁棉1 号、天门1 号等品种。

(二)良种繁育

1936 年以前，四川无良种繁育制

度与方法，原有中棉和引进的陆地棉

品种，无不混杂退化。四川棉作试验场

1937 年在引进良种的同时，在射洪太

和镇、柳树沱设立了脱字棉管理区，进

行良种繁殖工作，并由省政府颁发《棉

种管理规则》，四川省第十二督察专员

公署公布实施《民营轧花车暂行管理

办法》。规定：凡在管理区内所有种植、

轧花、售籽等事宜，均须接受管理；区

内只种规定棉种，子棉和棉籽不得与

他种混杂或者与他人交换、分让；所有

轧花房一律按《办法》进行登记发照，

指定轧花车专轧良种；严格市场管理，

严防棉籽混杂、流失。1938 年又将射



洪于家坝、三台灵兴场、中江胖子店、

蓬溪蓬莱镇划为德字棉管理区，并在

管理区设棉种管理员办事处，专事良

种管理工作。又先后在蓬安、仪陇、奉

节等地设立良种管理区。后因良种管

理区面积过大，难收预期效果，1939

年管理区进行调整，并在射、三、中、蓬

管理区内选择符合条件农户设良种示

范及特约繁殖棉田，加强良种保纯。

1946 年起，各管理区的工作重点均转

到特约繁殖方面。

为加强轧花环节的管理，棉场购

置改良式自喂36 英寸轧花机4 部、人

力轧花机6 部，专轧良种，以后一面在

良种管理区组织生产合作社，帮助支

持棉农集中轧花，一面向农本局贷款，

争取中央农业实验所补助，大量购买

轧花机，兴办良种轧花厂。但因限于当

时条件，成效不理想。

50 年代初期，一面采用良种管理

区，进行保纯繁殖；一面广泛开展群众

性选种、繁种和引种、换种，发动种植

良种的农户，采取块选、株选办法，自

己选留良种，提倡一地一种，收到一定

效果。棉种纯度由1951 年的68 % ，提

高到1952 年的76 % 。从1954 年开始，

根据农业部指示，以农业合作社为单

位建立种子田，生产大田用种。1957

年以后以生产队为单位，按棉田面积

的20 % 左右建立种子田。1960 年，种

子生产实行县建原种场、大队建立种

子队、生产队建立种子田的办法，形成

三级良种繁育体系。原种场采用株行

圃、株系圃、原种圃的三圃制或株行

圃、原种圃的两圃制办法，进行提纯复

壮，种子队进行保纯繁殖，种子田生产

大田用种。在此期间，群众科学实验广

泛开展，各级都在引种试验，原种场、

种子队技术设备条件差，棉种多、杂、

乱现象仍较突出。1978 年开始组建各

级种子公司。1979 年起由种子公司统

一供种。简阳、射洪、遂宁、中江等种子

公司，在农村社队先后建立了专门良

(原)种繁殖基地，建设(或接收)专门

的轧花厂和仓库，生产高纯度的种子

供应社队。推广杂交棉后建立了“省

提、省繁、县制”体系，同时建立健全了

种子检验机构与制度，基本解决了混

杂退化问题。

二、耕作制度

四川棉田大春以棉花、玉米、红苕

为主，小春以小麦、大麦、油菜、豌豆为

主。清末民初，棉田面积不大，棉区又

较分散，多数地区棉花在轮作中一般

为两年一轮换。前作在高台地多为冬

闲土，低台地多为豌豆、大麦等早熟作

物，槽坝地有部分为小麦，并有大春连

年种棉，小春实行轮换的。以后基本未

变。

50 年代起，棉田面积日益扩大，

小麦、棉花年年连作比重加大。为缓解

粮棉争地矛盾、大小春矛盾，初时推行

穿林播种，棉麦套作制度。70 年代发



展为带状种植，小春一半种麦，另一半

作为棉花预留行，冬季在预留行进行

土地加工或种植绿肥、饲料、蔬菜等，

收后适时种棉。这种作法满足了棉花

适时早播的要求，解决了穿林播种棉

苗不壮的问题，一般比麦后直播增产

8 % ～12 % ，品级提高1 级；加上育苗

移栽和地膜覆盖栽培，棉花增产效果

更佳。惟带状种植小麦播种面积减少

一半，产量约少30 % 左右，加重了粮棉

矛盾。80 年代，省棉花所研究提出假

植蹲苗、麦后移栽的办法，小麦可保持

产量，棉花如能及时移栽，加强管理，

在正常年份产量和品级仍可达到相当

水平，在射洪、仁寿等县有一定推广面

积。但在棉花移栽时，肥料、劳力打挤，

难以保证季节和质量，易使棉花减产，

在大面积上仍以带状种植为主。

四川旱地作物历来多行间作，棉

花亦不例外，除嘉陵江流域的少数棉

田为净作外，普遍间作玉米和黄豆、红

苕、花生、芝麻、辣椒、高粱等，一般间1

～2 种，多的3～4 种。间作虽有提早得

益和弥补棉花因灾减收之利，农民比

较欢迎，但间作对棉花的生长发育影

响较大。1938～1939 年，棉场在遂宁

专门进行试验，结果表明，无论间种何

种作物，采用何种间作方式和密度，都

无例外地影响棉花产量，降低植棉经

济效益。在间种作物上，玉米对棉花产

量影响最大，豆类传播病虫害最烈；间

种密度愈大，对棉花产量影响愈大。但

因四川人多地少，粮食压力大，棉农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间作仍极盛行。

建国后，政府和技术部门为了保

证棉花产量，反对间作，有的县1952

年就明令禁止，甚至有强行铲除者。棉

田间作一度减少。1959～1962 年粮食

紧缺，棉田间作玉米又行恢复。以后虽

再行禁止，但仍禁而不止。70 年代又

因粮食较紧，棉田效益不高，间作回

升。简阳等地还发生间种蔬菜因受棉

花治虫的农药污染，而损害人体健康

的严重事件，进一步引起政府重视，再

次明令禁止，尤其禁种蔬菜、瓜果。80

年代粮食形势好转，棉田面积调减，单

产提高，间作始基本停止。

三、栽培技术

(一)播种

棉花播种有三个关键，即播期、方

式和密度。四川棉花播种期，《三农

纪》曾指出，不宜太早，恐春霜伤苗；不

宜太晚，恐秋霜杀桃。清明、谷雨中宜

种之。虽然四川春季气温回升早，但在

大小春连作的情况下，棉花播种期受

制于前作的收获期，即使棉花前作为

早熟小春作物，收获期也多在4 月下

旬至5 月上旬，迟者到5 月中下旬，难

以保证清明至谷雨播种。30 年代推广

陆地棉后，为减少秋雨、低温带来的损

失，再度提倡4月上中旬播种，更有主

张3 月下旬播种者，但因无法解决两

熟矛盾，仍多在4 月下旬至5月上旬播



种，有的5月中旬播种。50 年代，棉花

品种全部更换为陆地棉，两熟矛盾加

剧。为解决大、小春作物争季节问题，

继40 年代后期，省棉场在遂宁总结农

民育苗补栽的经验，进行了育苗移栽

试验之后，1950 年射洪柳树沱农民尹

代锡首次在生产上应用育苗移栽技

术，面积0．5 亩，获得大增产。1951 年，

射洪县农场、省棉试站开展了育苗移

栽正规试验，获良好结果，每亩较直播

多收子棉20 公斤。据此，1952 年西南

农林部指示各省、区重视这一技术，要

求在重点地区示范，有计划地稳步推

广。当年射洪前锋农业合作社采用撤

播育苗，用移栽器移栽的办法，移栽

10．4 亩，获得成功，但该法容易散土，

废苗多，成活率不高。次年该社主任沈

运清和技术员杨光模在驻社农技干部

的帮助下，创造了方格育苗移栽新技

术。既解决了散土、成活率低的问题，

而且省种、省工、省肥、省药，并有利于

培育壮苗，促进根系发育，保证栽培规

格，促进棉株发育早，有效结铃期延

长，是棉花优质丰产的一项重要措施，

因而受到普遍重视。1958 年受农业部

委托，射洪县派出由植棉能手和农技

干部组成的棉花方格育苗经济交流

团，前往我国北方棉区传授经验。沈远

清也由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此项

技术从射洪逐步扩展到全省棉区。之

后又逐步发展为营养钵育苗移栽、地

膜覆盖育苗，以及催芽独籽育苗，使棉

花播种期普遍提早至3 月下旬到4 月

上旬，为实现5 月现蕾、6 月开花、8 月

中旬吐絮，使伏前桃和伏桃比重占到

80 % 左右，奠定了基础，缓解了两熟矛

盾。

播栽密度，清代强调“不宜稠”。清

末《植棉纂要》提出棉花行株距1×

0．67 米。1937 年，省棉作试验场调查，

一般陆地棉每亩2 000～3 000 株、中

棉每亩4 000～6 000 株。50 年代开

始，各种农作物均提倡合理密植。棉花

生产上也越来越强调密植，对密植的

研究者甚众。试验结果一致表明，在一

定的密度范围内，单株铃数和铃重随

密度的增加而减少，但总铃数则随密

度的增加而增加。当密度超过一定范

围后，铃数和铃重均随密度增加而减

少。1956 年 一 般 要 求陆 地 棉 亩 植

4 000～6 000株。1958 年在浮夸风的

影响下，普遍提倡亩植6 000～ 8 000

株，试验田1 万株以上，过密田块均遭

致减产。1963 年，纠正越密越好的错

误作法，又恢复亩植4 000～6 000株。

70 年代根据高产试验，考虑四川棉区

的特点，提出了“早、密、矮”的路子，主

张槽坝地亩植4 000～5 000株，三台

地6 000株左右，山坡地7 000～8 000

株。80 年代通过反复研究和生产实

践，对密植的理解进一步深化，采用的

密度，多根据土壤肥力、技术水平、投

资多少及棉花品种来决定。行政和技

术部门均不再强调密植程度，由棉农



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一般常规棉

3 000～5 000株，杂交棉每亩比常规

棉少300～500 株。
栽植方式，原多等行距或宽行窄

株排列，从50 年代后期开始推广宽窄

行排列。据试验，在相同密度下，宽窄

行较等行距增产5 % ～6 % ，60 年代便

在全省基本普及。

(二)田间管理

中耕除草是田间管理的重要环

节。清末《棉花图说》、《植棉纂要》都专

门列有“耘田”、“锄耘”，棉农也有中耕

的习惯。30 年代，棉场提出棉苗出土

后即开始中耕除草，定苗后每次雨后

中耕，共5～7 次。50 年代起，农业生产

强调精耕细作，把中耕列为前期管理

的重点，一般中耕四五次，多的七八

次。60 年代，进一步总结推广植棉劳

动模范王精一的“浅、深、浅”中耕方

法。并有“早中耕、地发暖；勤中耕，地

不板；深中耕，节巴短”之说。70 年代

以后，通过实践，提倡中耕2～3 次，第

一次栽后10～20 天除草、浅耕；第二

次现蕾前后，细锄中耕；以后如遇多

雨、土壤板结、杂草多，再进行第三次

中耕。80 年代推广地膜覆盖栽培后，

棉田中耕次数更少，并被揭膜后一次

上厢取代。

棉花的摘心整枝，朔源较早，《三

农纪》说：苗高七八寸去中心梢，半尺

打旁心。但棉农栽培中棉时，多不整

摘，推广陆地棉后开始整摘，但多失之

过早或过晚，早者盈尺摘心，迟者吐絮

摘心。30 年代，棉场指导农民7 月摘

心，除腋芽，立秋前后打老叶。因当时

陆地棉面积较小，整摘技术不普及。

1953 年起在全省广泛推广“五打”，即

打顶心、打叶枝、打旁心、打老叶、打赘

芽。其中以打顶心作用最显著。打顶

的原则是足台打，在一般条件下，7 月

上中旬打顶。80 年代，由于“五打”费

工，棉农只打顶心、打叶枝。

棉花过去多不重视施肥，1937 年

棉场调查，农民种棉有的不施肥，有的

仅以少量堆肥作底肥，播种时施少量

人畜粪，较富裕棉农芒种到夏至间结

合中耕追肥1～2 次，也有加饼肥的。

当时肥料缺乏是四川棉区生产的一大

问题。棉场试验，每亩增施人畜粪20

担，可增收子棉12．5 公斤，加施花期

肥效果更佳。从30 年代后期开始，随

着品种更换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施肥

比较普遍，用量也有增加，棉场提倡使

用饼肥和骨粉，并引进试用硫酸铵、过

磷酸石灰、智利硝等化学肥料。建国

后，大力提倡增施肥料，并采取贷肥、

贷款等措施，帮助农民增加肥料投入。

从1952 年起，大量化肥投入棉花生

产。1957 年全省棉田亩施肥量比1952

年增加1 倍左右。60 年代开始棉田施

肥从单纯增加用量，逐步转向合理施

肥。重点是增施磷肥，推行重施底肥、

分期追肥、狠施花铃肥的施用方法，做

到6 月不徒长、7 月不封行、8 月不翻



黄。随着化肥奖售政策的实行和化肥

生产的发展，化肥用量逐年增加。1976

年每亩施化肥20 公斤，1985 年达50

公斤以上。80 年代，有专家提出高产

施肥的原则是早施、重施，增加初花、

盛花肥，使苗架和叶面积一哄而起，以

充分利用前、中期的光、热、水资源，提

早座桃，提高成铃率。在密植、高地力

条件下，则应发挥群体优势，采取促、

控结合，以早争长，以发求稳，稳而后

促的办法，使其苗蕾期稳长，初花期健

而不旺，后期早熟不早衰。肥料构成上

实行有机与无机配合，氮、磷、钾配合，

迟效与速效配合，大量元素与微量元

素配合，稳氮增磷钾，多施有机肥。50

年代至80 年代的30多年中，还先后推

广5406 菌肥和锌、硼微量元素肥及根

外追肥方法。

70 年代，四川棉区开始推广化学

调控技术，最先使用的是矮壮素。80

年代初推广缩节胺，取代了使用不够

安全的矮壮素，同时又推广了乙稀利。

使用证明，缩节胺能调节棉花株型，乙

稀利能提早成熟，使用得当都是实现

棉花高产优质的重要措施。

(三)病虫防治
四川棉花病虫害种类之多、危害

之重高于国内其他棉区。1937 年棉场

调查，主要害虫有40 多种，苗期主要

是地老虎、棉蚜、红蜘蛛，蕾铃期主要

是金钢钻、棉铃虫、红铃虫，估计全省

虫害损失0．9 万吨。1938 年，全省各地

棉铃被害率56．12 % ，其中红铃虫占

45．21 % 。50 年代后，对棉虫的调查研

究更加广泛深入，基本弄清了主要害

虫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发生和危害规

律，以及寄主、天敌。在防治上，1937

年开始用烟草水和植物油乳剂进行蚜

虫防治示范，次年开始了蚜虫、卷叶虫

大面积防治，并开始使用砒酸铅(钙)，

1939 年开始对地老虎、蚜虫、红蜘蛛、

卷叶虫、金钢钻、红铃虫、棉铃虫等全

面防治。1937～1949 年共防治167．5

万亩，估计减少损失0．85 万吨。50 年

代起，棉虫防治很快普及，防治方法日

益改进。大体是50 年代以药剂防治为

主，60 年代逐步推行生物防治、农业

防治、物理防治技术，70 年代开始推

广综合防治。

棉花主要病害，1938 年调查有18

种。其中发生普遍，危害严重的有缩叶

病、炭疽病、角斑病、红腐病、黑果病，

病害损失率11 % 。1943 年省农改所

《1938～1940 年四川棉作病害调查报

告》，已就各主要病害的发生地区、危

害程度等作了详细介绍。并说，腰折病

为四川中棉新病害。50 年代调查，苗

期病害主要有炭疽病、立枯病、茎枯

病、角斑病，蕾铃期病害以疫病、炭疽

病、黑果病、红腐病较多。70 年代以后

对棉花威胁最大的是枯萎病。这种病

为害严重，从50 年代初即开展防治，

但仍然不断扩展，1985 年已蔓延至全

省棉区，重病田一般减产20 % ～30 % 。



病害防治，于1938 年才开始，主要用

谷仁乐生、西力生拌种，防治炭疽病、

角斑病、红腐病等，用波尔多液防治缩

叶病。1938～1949 年在主要产棉县共

防治28．7 万亩，减少损失330 吨。50

年代后，对病害的研究不断深入，病原

菌和寄主的关系更加明确，寄主的抗

病性和病原菌的致病力、致抗病机制

等的研究均前进了一大步，防治方法

更简便有效。

(四)收花

四川历来对棉铃是随爆随摘，并

有采摘青铃习惯。30 年代后期，棉场

提倡不采青铃。50 年代推广适时细

收，要求做到随爆随摘。70 年代提出

五分(分摘、分晒、分存、分轧、分售)，

并做到三找(找落地棉、找眼睫毛、找

僵瓣)、四不带(不带草、不带叶、不带

壳、不带泥)。留种棉与商品棉分收、分

晒、分轧、分存，防止混杂。80 年代对

收花要求更加切合实际。主要是指导

农民不收雨后花，及时多次采收，适当

采摘裂口老铃，采后置于通风处让其

自然开裂或喷乙稀利催裂，不剥笑口

铃、青铃。

(五)地膜覆盖栽培

四川植棉古时有用稻草、蓄粪、枯

叶等覆盖的，而地膜覆盖栽培则始于

1981 年，至1985 年全省共示范推广

7．23 万亩。经过几年试验、示范，对地

膜覆盖栽培机理、效果、作法、注意事

项等均有较深入的了解，为大面积推

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地膜覆盖栽培具有增温效应和对

气温不足的补偿作用，具有保水和对

土壤水分的调节作用。对土壤理化性

质有良好影响，使土壤有益微生物活

动加强。对虫害和杂草有一定防治作

用。因而地膜覆盖栽培的棉花，生长发

育 加快，一般播种至出苗提早3～5

天，出苗至现蕾提早8～12 天，现蕾到

开花提早5～10 天，开花至吐絮提早4

～8 天，增加了棉株对矿质营养的吸

收和利用，使植株氮、磷、钾总量增加，

大幅度提高中期以前的叶面积指数，

提高了棉花的光合效应。经多年试验，

平均增产30 % 左右。地膜覆盖栽培的

技术要点是：1．只盖植棉畦、不盖沟，

覆盖度50 % ～60 % ；2．覆盖时间从移

栽至开花；3．施肥实行中氮、高磷、高

钾，一底两追；4．蕾期和初花期适当

采用化控；5．采用丰产中熟、中晚熟

品种；6．地膜育苗、带状种植，亩栽3

000～3 500 株。

棉花地膜覆盖栽培是一项增产显

著的先进适用技术，各级政府均大力

提倡，重点支持，列入了全省重点推广

项目。但因技术性强、工作要求精细、

费工多，一次性投资大，推广速度还不

够快。在此基础上，省农牧厅、西南农

业大学、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等合作，

经1983～1985 年试验，初步形成以杂

交棉为基础，以地膜覆盖为中心的系

列规范化技术。



第一节 生 产

一、生产演变

蔗，古作柘，亦作诸蔗、甘蔗。是四

川最重要的糖料作物，蔗糖一直占全

省食糖总量的98 % 以上。四川又是全

国重点产蔗省份之一，种植面积和产

量多年居全国第一～五位。

中国大约在公元前250 年已有甘

蔗栽培。西汉王褒《僮约》中已有甘蔗

的记述，可见四川至少有2 000 年左

右的栽培历史。当时甘蔗属园圃作物，

未见制糖的记载。四川制糖时间大体

在《糖霜谱》记载的唐太历年间(766～

779 年)，不过糖霜并非最原始的糖

种。宋时，四川种蔗、制糖均已形成相

当规模，糖霜制作技术已比较精良，质

量很高。《糖霜谱》载：“糖霜，福唐、四

明、番禹、广汉、遂宁有之，独遂宁为

冠。”元、明时期，川蔗、川糖生产继续

发展，糖霜质量仍位居全国前列。明

《群芳谱·果谱》载：“蔗糖以蜀及岭南

为胜，江东虽有劣于蜀产。”明末清初，

四川甘蔗生产几绝。1671 年，福建汀

州府商人曾达一来内江经商，见内江

气候与其故乡略同，遂起在川植蔗念

头。后乘返汀州府迎接亲眷之机，带来

蔗种于内江试种，并建糖房制糖，获利

不少。与此同时，广东、福建移民也有

带来蔗种者，种蔗、制糖便在内江、资

中等地很快流传开来。鸦片战争后，植

蔗、制糖迅速发展，清末四川蔗糖已自

给有余，最高年输出50 万公斤以上。

1915 年，农商部统计，四川产糖2．9万
吨，在广西、福建、广东之后，列全国第

四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糖大

量来华倾销，广东糖业也迅速兴起。四

川则因甘蔗栽培和制糖技术墨守成
规，川糖价高质次，销路不畅，甘蔗生

产日衰，蔗糖产量下降到民国初年水



平。川政当局为保护四川糖业，在1931

年国民政府提高外糖进口税的基础

上，次年起在重庆海关对外糖征收二

五海关附加税和特税，从而增强了川

糖的市场竞争力，稳定和发展了甘蔗

及蔗糖生产。1933 年产糖4 万吨，超过

民国初年的水平。以后生产直线上升，

1934～1936 年，年均产糖10 万吨左

右。全省蔗田面积估计约50～70 万亩

(当时产蔗万斤折合1 亩)。主要产糖

县34 个，其中沱江流域的简阳、资阳、

资中、内江、荣县、威远、富顺产量最

大，尤以内江为第一。据重庆海关统

计，1891～1917 年，四川蔗糖只出不

进，1918 年外糖进入四川市场，形成

有出有进，1918～1936 年的19 年中，

1927、1928、1931、1932 年为入超年，

余为出超年，出超最高年达700 万公

斤。输入主要是白糖、冰糖及其制品，

输出以红糖、桔糖为主。红糖主销云

南、贵州，桔糖主销湖南、湖北，后有少

量白糖销陕西、甘肃。

为发展四川甘蔗生产，增强竞争

力，1936 年，省建设厅与四川大学农

学院合组建立四川省甘蔗试验场于内

江圣水寺，由四川大学农学院园艺系

教授毛宗良任代理场长，开展蔗、糖业

的改进工作，是为全国建立最早的甘

蔗科研单位，1938 年并入省农改所。

1936 年，省建设厅又筹备建立机制糖

厂，派农业专家陈让卿等赴美考查糖

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食糖供应紧张，

糖价上涨，甘蔗生产有所发展。抗战8

年中，全省蔗田面积达70～140 万亩，

年均产糖13．5 万吨，居全国之首，产

量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1940 年达

148 万亩，产糖24 万吨。抗战胜利后，

外糖大量入境倾销，国内其他产区生

产恢复，四川糖业衰败。1949 年全省

蔗田下降至31 万亩，甘蔗总产56．9 万

吨，产糖约4 万多吨。

建国后，国家执行以粮、棉为重点

的全面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甘蔗生

产逐渐恢复。1952 年全省蔗田51 万

亩，比1949 年扩大64．5 % ，总产接近

抗日战争前水平。“一·五”期间，国家

实行农产品税收、价格、预购、奖售等

优惠政策，兴建了大型机制糖厂，推广

良种，改进栽培技术，甘蔗生产进一步

恢复。1957 年全省蔗田62 万亩，甘蔗

总产172．3 万吨，接近抗日战争时的

年均产量，全省食糖自给。1961～1963

年甘蔗面积、产量跌至1949 年的水平

线下，其中1962 年总产仅29．3 万吨，

为1949 年的一半。食糖开始大量输

入。以后为缓解粮蔗矛盾，采取巩固提

高老产区，大力发展新产区的策略，甘

蔗生产向整个盆地扩展。但由于种植

过于分散，农田基本建设和植蔗、制糖

技术及物资跟不上，形成单产低，效益

差，同时小糖厂原料、能源浪费大。至

1970 年，甘蔗生产仍低于1957 年水

平。为加快甘蔗生产的发展，1972 年



省革委根据1971 年全国棉花、油料、

糖料生产会议精神，调减了内江、宜

宾、西昌等8 个产蔗地区的粮食征购

任务，调动蔗农发展甘蔗生产的积极

性。1973 年3月，农业部、轻工部、商业

部联合召开全国麻、糖、烟集中产区座

谈会，强调要认真执行以粮为纲，全面

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落实有关发展麻、

糖、烟生产的政策，特别是要合理安排

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粮食征购，保证

社员口粮标准不低于邻近产粮队社员

水平，要求麻、糖、烟的奖售化肥，要按

国务院规定安排，并实行超收购奖售

办法。生产上要求合理布局、适当集

中，建立一批高产稳产基地。会后省农

业局、轻工局、商业局联合召开全省甘

蔗生产会议，传达贯彻全国会议精神，

并研究提出了提高单产，推广良种，合

理密植和秋冬植蔗等关键措施。这次

会议为四川甘蔗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

的作用。10月，省革委又下达了改进

食糖留量的意见，使甘蔗生产的经济

政策进一步完善。同年中央有关部门

同意将四川正式列为甘蔗主产省。但

由于“文革”的干扰，生产政策和技术

措施，贯彻不力。1976 年又召开了全

省甘蔗生产会议，要求全面检查政策

落实情况。提出主产甘蔗的地、县、区、

社都要成立领导小组抓甘蔗生产。规

划在西昌地区建立蔗糖生产基地，研

究了水利投资和小糖厂建设等问题。

这次会议对四川甘蔗生产推动较大。

1978 年，按照“吃糖要立足国内，自己

解决”的要求，进一步加强甘蔗生产的

领导。并在科技上再次试种甜高粱和

甘蔗地套种甜菜的试验，以后又试种

甜叶菊，但均为数很小。

1980 年，国家实行“粮棉、粮糖挂

钩”政策。四川按1981 年国家下达的

计划面积计算，以生产队为单位，亩平

交售甘蔗1．5 吨为基数，基数内亩平

奖售粮食15 公斤，超售每吨奖售粮食

100 公斤，少数生产队实行粮糖挂钩

后仍有困难，又分配了困难补助粮。在

价格上从1980 年起，每吨甘蔗给予价

外补贴2 元(蔗价由中央确定，地方无

权变动)。省政府还确定，生产队超交

售甘蔗所创食糖利润，由糖厂与生产

队实行分成，并对社员自留糖交售价

格与奖售办法，及甘蔗技术改进费等

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与此同时，加强

了新技术的推广，从1978 年开始，甘

蔗生产迅速发展。1985 年全省蔗田

83．26 万亩，亩产3 199 公斤，总产264

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但产量仍显著

低于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区。



1949～ 1985 年 四川省甘 蔗 面积 和产量表

二、蔗田分布

四川蔗区最早分布于涪江、嘉陵

江中游。宋时，遂宁已形成糖业集中产

区。元、明时，糖业发展，蔗区扩大，盆

地西部、北部均有较大面积栽培。清

初，四川甘蔗首先在内江、资中恢复，

逐步向沱江上下游扩展，形成集中产

区。1913 年，四川省公署调查，全省共

52 个县植蔗。抗日战争前发展到盆地

大部分县，而以内江、资中、富顺、威

远、简阳面积、产量最大，什邡、德阳、

金堂、宜宾、犍为次之。抗日战争期间，



盆地底部几乎县县植蔗，川西南山地

区的安宁河、金沙江流域也广泛种植，

全省共120 个县植蔗，重点产糖县46

个。蔗区可划分为沱江、岷江、渠江、安

宁河及金沙江流域和长江沿岸5 个

区，仍以沱江流域为最集中。重点产糖

县中，以内江、资中、简阳、富顺、资阳、

金堂、威远、隆昌、广汉、仁寿、荣县、泸

县等12 县产量最大，产糖量占全省

82 % 。抗战胜利后，糖业萎缩，植蔗县

减少，但分布基本维持原有格局。

50～80 年代，四川蔗区经历了由

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历程。50 年代

初全省植蔗县50 多个，以后为发展甘

蔗生产，在科技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主

要依靠扩大面积。70 年代初产蔗县发

展到150 个，其中资中、内江、内江市、

资阳、简阳、威远、南溪、富顺、隆昌、米

易、会东、宁南、渠县、江津、合川、铜

梁、眉山、仁寿、犍为、夹江、金堂、崇

庆、大邑、三台、德阳、长寿等26 个县，

为集中产区。其余100 多个县产量较

少，不久，部分县因无法制糖而停种。

26 个主产县分布也很分散。

80 年代，为趋利避害，发挥优势，

提高植蔗经济效益，省主管部门通过

调查研究，提出建立甘蔗生产基地，实

行区域化、专业化生产的建议。在现有

蔗区分布的基础上，建立川西南山地

河谷区和盆东南低海拔地区两个生产

基地，将蔗田调整至光、热、水资源相

对丰富的地区。前者位于安宁河中下

游、金沙江及其支流沿岸地区，包括米

易、会东、宁南等6 个县，后者位于沱

江、涪江、嘉陵江、渠江流域和长江沿

岸以及分水岭地带区，包括内江、宜

宾、长寿、合川、开县等41 个县。

四川蔗区属纬度最高的蔗区，甘

蔗生长最重要的热量与水分资源相对

不足，盆地甘庶产量、含糖量均相对较

低。但是调整后的两个甘蔗生产基地

的光、热、水资源相对丰富。这47 个县

的蔗区年均温在17．5℃以上，甘蔗生

长期的光、热、水资源占全年总量的

80 % 以上，特别是甘蔗大伸长期的高

温、多湿、强光，使甘蔗的日伸长量可

以达到3 厘米以上，因而在甘蔗生长

期相对较短的情况下，蔗茎高度仍能

达到广东、广西、福建的水平。其中川

西南山地河谷区，在北纬27°以南、海

拔1 300 米以下的蔗区，年均温19℃

以 上，≥ 10℃的 活 动 积 温 6 264～

7 793℃，持 续 日 数 325 ～ 365 天；

≥20℃的旬平均气温始于3 月 中旬，

终于10 月下旬至11 月下旬，最低1 月

均温10℃左右。气温日较差大，年均值

11．4～13．4℃。年雨量1 000毫米左

右，土地肥沃，为较理想蔗区，唯冬、春

降水特少，干旱较重。盆东南蔗区位于

北纬28～31°、海拔147～451 米，年均

温17．5～18．6℃，≥10℃的活动积温

约 6 000℃，持 续 日 数240 天 左 右；

≥20℃的旬均温在4 月下旬至9 月底



前后，甘蔗伸长期153～173 天。甘蔗

大 伸 长期 的7、8 两月，月 均 温 27～

29℃，每月日照200 小时以上。全年降

雨量1 000～ 1 200毫米，甘蔗伸长期

降雨700～900 毫米，其中7、8 两月月

平均200 毫米。本区土壤多为紫色土，

肥力高、理化性好。从总体看，本区虽

纬度偏北，光、热、水资源总量不足，但

在甘蔗生长期特别是大伸长期还是基

本可以满足的，只要充分依靠科学技

术，扬长避短，甘蔗优质、丰产也是可

能的。

第二节 栽培管理

一、耕作制度

四川在宋代即提出甘蔗需轮作之

说，主张隔年或三年轮种。良蔗引入

前，四川植蔗一般作为大春植于旱地，

春种冬收，实行两年或三年一作制，极

少数地方有小春轮作、大春连作者。轮

种作物有玉米、高粱、红苕、花生等，后

茬有小麦、大麦、胡豆、豌豆等。抗日战

争时期，沱江流域等集中产区，三年一

作制的面积显著缩小，部分蔗田实行

大春连作制。良蔗引入后，30 年代末

有较大面积的宿根栽培，耕作制度也

相应发生变化。芦蔗不宿根，多为两年

一作制，良蔗宿根二～三年，多为四年

两作或五年三作制。建国后，良蔗迅速

推广普及，宿根栽培成了主要形式，一

般多为四年或五年三作制。

四川蔗区热量资源不足，要求尽

可能早播，但小春收获期较晚。清代蔗

农即在小春作物行间穿林播种，实行

麦、蔗套作。甘蔗宿根栽培后，为提高

土地利用率，增加经济收入，多推行冬

季间作，以不影响甘蔗生长和蔗田管

理为度。民国以后，大春蔗行内有间种

玉米、红苕等粮食作物者，而以间种玉

米为最普遍。省甘蔗试验场试验表明，

蔗田间种玉米，密度愈大，甘蔗减产愈

多，1．7 米1 窝双株，甘蔗减产9．88 % ，

1 米1 窝双株甘蔗减产17．10 % 。两者

增收的玉米均不能补偿甘蔗的减产损

失。为此，甘蔗试验场大力宣传粮、蔗

分种，反对粮、蔗间作。但在甘庶单产

低，粮蔗矛盾突出的地区和年代，蔗田

间作玉米仍较为普遍，50 年代后期方

全部改间作为净作。

70 年代末开始推行蔗田综合利

用，除冬春季节蔗行种豆类或蔬菜、饲

料、绿肥等外，夏秋又利用蔗田高温多

湿和可以避阳光直射的有利条件，种

植食用菌等。一般亩纯收益可增加200

元，对提高植蔗经济效益，稳定蔗田，

促进甘蔗生产发展效果显著。



二、品种

四川甘蔗品种，据《糖霜谱》载：蔗

有四色，日杜蔗、日西蔗、日芳蔗、日红

蔗。红蔗止堪生食，西蔗可作霜，色浅

蔗农不甚贵，芳蔗可作沙糖，杜蔗口味

极浓专用作霜。清代四川甘蔗重新发

展后，品种可大别为果蔗、糖蔗两类。

糖用甘蔗主要是从福建引入的芦蔗和

少数台湾蔗。1936 年由上海建源公司

赠送一批爪哇蔗种，是为四川引进推

广良种的开端。1938 年，陈让卿等赴

美考察归来，带回一些印度、美洲品种

在甘蔗试验场试种。以后又逐年向国

内外引种，进行鉴定筛选。先后引进的

品种主要有爪哇蔗P OJ36、P OJ2714、

P OJ2725、P OJ2878、P OJ2883 和印度

蔗C O 281、C O 290 及美 洲 蔗 C P28—

11、C P28— 19、C P29— 116、C P29—

302，以及檀香山蔗、摩洛哥蔗、菲律宾

蔗，还有洋红蔗、广东白蔗、竹蔗等。从

中选出洋红蔗进行繁殖推广。1938 年

面积300 亩，次年达1 000 亩以上，第

三年停止推广。1939 年选出爪哇蔗

2878 进行繁殖推广，1942 年面积达

4 000亩，但该品种不耐瘠、不耐寒、宿

根性不强，分蘖力弱，几年后被淘汰。

1940 年开始推广印度蔗C O 290，在简

阳、青神、遂宁、重庆、宜宾、内江进行

区域试验和生产示范。其单位面积的

甘蔗和食糖产量均显著高于芦蔗，且

适应性广，分蘖力强，宿根性好，逐步

成为四川蔗区的主要推广品种。

建国后，把推广良种列为发展四

川甘蔗生产的重点措施。1950 年大量

繁殖印度C O 290 和美洲CP29—116，

禁止用这两个品种制糖和生食，并推

广整株作种，拨专款收购贷放，建立专

门机构负责管理，从而使良蔗迅速扩

大，1952 年达4．25 万亩。1955 年又开

始大量繁殖推广早熟种美洲C P28—

11 和运河点34120 等。在此期间，政府

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扶持政策，如

调整良、芦蔗收购比价，化肥优先供应

良蔗，补助新区调种运费等。1956 年，

农业、轻工等部召开全国甘蔗良种繁

殖推广交流会，推广广东、四川两省加

速良种推广的经验。至1957 年全省良

蔗面积扩大到33 万亩，占甘蔗总面积

的53 % ，比1949 年扩大100 多倍。其中

内江、泸州、宜宾、江津、达县、乐山、万

县、西昌等专区的主要产蔗县，良蔗基
本普及。良蔗单产一般较芦蔗高20 %

～ 30 % ，每100 公斤甘蔗多产糖2～3

公斤。1957 年与1949 年相比，仅推广

良种一项就增产蔗糖2．6 万多吨，蔗

农增加收入20 % 以上。至1959 年，全

省蔗区实现了良种化。

从60 年代开始，省内甘蔗科研单

位，先后育成和推广了自己选育的优

良品种，主要有川蔗3 号、川蔗6 号、川

蔗10 号、川蔗14 号和甜城1 号、甜城5

号等。这些品种更适应四川蔗区的生

态环境，适应性和抗逆性强，甘蔗产量

及含糖量高，逐步取代了芦蔗和引进



良蔗。70 年代末，播种面积即占蔗田

总面积的86 % 左右。

三、栽培技术

(一)放种

四川植蔗历来用整株或蔗梢作

种，全为春放。多于春分(3 月20 日左

右)前后犁蔗土，1 米左右作1 沟，也有

1．7 米1 沟的，多者4 株并行 (称4 个

头)，少者2 株并行(称2 个头)。

50 年代开始，针对四川蔗区热量

资源不足，甘蔗生长期相对较短，分蘖

不易成长为有效茎的问题，采取增加

放种量、发展秋冬植、宿根和育苗移栽

技术。

在增加放种量上，50 年代推行“8

寸禾沟3 个头”的窄行宽幅深沟多头

密 植法，每亩用 种：整株700～1 000

公斤，比原来增加100～300 公斤；蔗

梢600～700 公斤，每亩有效茎由原来

的3 000～4 000 株提高到5 000 株以

上。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密植程

度更加科学，多分别不同地区、不同土

壤肥力、不同放种时间、不同管理水

平，确定不同种植密度，一般以保证每

亩有效茎7 000 株以上为度。

在放种时间上，40 年代开始试行

秋植，70 年代较大面积推广，后又推

行冬植。秋植蔗8～10 月放种，甘蔗发

芽率高，出苗快而整齐，次年4～5 月

份就进入伸长期。使甘蔗有效生长期

达11～12 个月，比春植蔗长3～4 个

月。冬植蔗于11 月至次年1月放种，3

月即可陆续出土，比春植蔗早1 月左

右，分蘖、拔节、伸长期均相应提前，有

效伸长期比春植蔗长1 个月左右。蔗、

糖产量均高于春植蔗，但占用一季小

春，最高年面积不过7～8 万亩。

民国时期，川西南山地河谷和盆

南地区有少量宿根栽培，但因当时甘

蔗品种宿根性不强，冬季间作与宿根

栽培技术未很好解决，宿根蔗出苗少，

茎叶不茂，故未大面积推广。30 年代

引进良蔗后，经试验，宿根蔗有省工、

省种、出苗早、生长快、产量高、成熟早

等优点，开始大量推广。70 年代宿根

面积占全省蔗田面积的一半以上，80

年代甘蔗集中产区基本普及。

与此同时，70 年代中期开始推广

育苗移栽，80 年代初全省育苗移栽面

积2 万亩，移栽时间有夏育秋植和冬

育春植两种。前者于6～7月利用疏苗

或无效分蘖露地育苗，8～10 月移栽。

80 年代初，省财政厅、省科委专项安

排了甘蔗育苗补助费，推广增温育苗

技术，效果很好。

(二)全苗和施肥

50 年代以前甘蔗栽培管理粗放，

断垄缺株严重，30 年代后期提倡查苗

补苗，挖密补稀，但实行的不多。50 年

代普遍推广挖密补稀和育苗补栽，同

时推行间苗、定苗办法，以保证每亩有

效茎数。但由于间苗、补苗费工较多，

在密植和管理加以改进后，也能保证



有效茎数，故实行间、定苗的已不多。

四川种蔗，50 年代以前多于放种

和上行时各施肥1 次，数量较少。30 年

代号召增施肥料，但肥源有限，施肥量

增加不多。50 年代初开始推广氮素化

肥，后又推广磷肥和蔗田间种绿肥，肥

源增加，施肥次数、用量相应增加。70

～80 年代实行施底肥、放种肥和3～4

次追肥。

(三)防治病虫害

四川蔗区甘蔗整个生育期均可遭

受病虫危害。过去蔗农采用人工防治。

30 年代开始宣传药剂防治蔗螟和绵蚜，

面积不大，方法也较简单。至60 年代才

开始全面防治虫害和重点防治病害。

(四)地膜覆盖栽培

四川1982 年引进甘蔗地膜覆盖

栽培技术，通过试验、示范，逐步在大

面积推广应用，到1985 年地膜覆盖栽

培面积5 万多亩。这项技术可以延长

甘蔗有效生长期，加速生长，提高成茎

率，增加有效茎，加快糖分积累，对提

高甘蔗产量和出糖率均有明显效果。

(五)旱地蔗综合高产栽培技术

80 年代，农业部列专题推广旱地

蔗综合高产栽培技术，主要技术内容

包括选用良种、合理密植、全苗壮苗、

合理施肥、抗旱提苗、防治病虫、收获

窖种等，进行综合配套。有5 省区31 个

县参加，四川是参加省份之一。1985

年，四川有资中、内江、宜宾等县推广

该项技术，效果显著。内江市推广面积

10 万亩，亩产达4．5 吨。



第一节 烤 烟

一、生产演变

四川种植烤烟始于1936 年，其时

四川大学农学院与新都县政府及华通

公司合作，在新都建立烟草改良场，引

进美国烤烟品种试种。次年，山东省建

设厅烟草改良场迁来什邡县，进行烤

烟栽培、烘烤的研究与推广工作。1938

年，该场交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次年，

国民政府财政部为增加抗战物资，培

养财源，决定在云、贵、川发展烤烟生

产，设四川省烟草示范场于郫县，并于

成都、绵竹、温江、资阳、新都、金堂分

设留种及示范烟圃。第二年又划定郫

县、温江、崇宁(已并入郫县)、新都、什

邡、绵竹、资阳、金堂为烤烟推广区，除

指导烟农栽培、烘烤外，并组织烟草生

产、运销合作社11 个，发放生产、加工

设备贷款20 余万元。同时，河南许昌

兄弟烟草公司亦运来种子散发简阳等

地试种，并派技师指导植、烤技术。当

年全省共种1 481 亩，建烤房102 座，

共产烤烟90．4 吨，是为四川大面积推

广烤烟的开始。1941 年又增辟简阳、

资中、内江、灌县、青神、眉山为推广

区。当年种植面积6 786 亩，建烤房

298 座，生产烤烟650 吨。烤烟生产逐

年发展，1949 年全省烤烟面积3 万亩，

总产1 500 吨。

1949 年以后，国家决定停止卷烟

进口，有计划地发展烤烟生产。1951

年，贯彻农林部制定的粮、烟比价和烟

叶可以抵缴公粮的规定，并发放肥料、

烤房贷款，严格收购分级标准等措施。

1952 年全省烤烟发展到55 022 亩，总

产3 250 吨。以后随着耕作制度变化，

冬炕土日益减少，烟叶收获期延迟，品

质下降，销路受到一定影响。1953 年，

主产县简阳烤烟又遭受严重黑胫病危



害，种植面积锐减。1954 年全省仅

2 452亩，产量153．7 吨，降至30 年代

水平，造成卷烟 原料严重不足，1955

年又再恢复。1956 年全省烤烟恢复到

3．7 万亩，总产1 700吨。1957 年面积

回落，但单产提高，总产达2 000吨。

1958 年以后，烤烟大幅度减产，1962

年面积仅0．6 万亩，单产20 公斤，总产

120 吨，尚不及1954 年的水平。从1963

年起，烤烟生产有所好转，但烟叶供应

仍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农民和财政收

入。1964 年，省农业厅向省人民委员

会写了《关于发展烤烟生产的紧急报

告》，得到省和产区各级政府的认可，

并在经费、物资上给予了扶持。通过采

取巩固老产区，发展新产区和压缩棉

花、增加烤烟等措施，种植烤烟的县由

原来的8 个扩展到32 个，面积由1963

年的2．2 万亩增至9 万亩，产量由850

吨提高到5 700吨，但供需矛盾，仍很

突出。

70 年代初，全省卷烟和卷烟原料

70 % ～80 % 靠外省调进。1973 年，省

农业局、轻工局、商业局联合召开了全

省烤烟生产会议和麻、烟生产工作会

议，提出加强新区农田基本建设，逐步

建成烤烟生产基地。1974 年，省农业

局、商业局、轻工局又联合向省革委写

了《关于自力更生加速发展烤烟生产

的请示报告》，着重汇报了轻工部、商

业部、农业部遵照国务院领导同志“种

烟占地不多，可以扩大一点面积”的批

示，要求四川烟田面积由10 万亩扩大

到15 万亩。《报告》受到省革委的重视

和支持，省计委决定对新增烤烟面积

调减征购任务。1975 年，全省烤烟由

1974 年 的9．8 万亩，上升到17．3 万

亩；产量由8 350 吨，增加到1．6 万吨。

1975 年，省革委又决定提取烤烟

技术改进费，用于宣传推广先进技术。

同年省革委还发布文件，再次明确烤

烟生产各项经济政策，进一步调动了

烟农的积极性。1978 年，全省总产3．3

万吨，比1974 年增长近3 倍。但1979、

1980 年又连续滑坡，供需矛盾再次加

剧，省政府于1980、1981 年连续发出

关于恢复和发展烤烟生产的通知，要

求继续实行价外补贴，调整烤烟政策，

搞好生产资料供应，以提高质量，增加

产量。同时，省农业厅又进行区划研

究，调整布局，引进良种建立良繁基

地，改冬老苗为春壮苗，推广营养杯两

段薄膜覆盖育苗技术，积极推广科学

施肥和烘烤技术，加强技术推广体系

和岗位责任制的建立，全省烤烟生产

进一步发展。80 年代的6 年中，四川烤

烟生产有长足发展，品质显著提高。

1985 年全省烟田面积达65 万亩，单产

90 公斤，总产5．9 万吨，其中上、中等

烤 烟 由 过 去 的20 % 左 右，上 升 到

66．4 % 。农民种烟纯收益显著提高。

1983 年，国家设烟草专卖局，烤烟实

行产、供、销一条龙管理体制。但农业

部门仍负责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



1949～ 1985 年四川省烤烟面积和产量表

二、分布

四川发展烤烟生产初期，沿袭晒

烟产区，重点在川西平原。最早种植烤

烟的是郫县、什邡、新都、温江、绵竹、

资阳、简阳、垫江等县。后经生产实践

检验，川西平原高湿、寡照、土壤肥沃、

有机质丰富，地下水位高，烤烟叶片肥

厚，产量高而质量低，同时烤烟和水稻

生产矛盾突出，主产区逐步向川中丘

陵区转移。1949 年，川西平原的主产



县郫县、什邡、新都共只3 084 亩，仅

占全省1／10 多一点，川中丘陵区的简

阳、资阳成为最主要的产区。

1949 年以后，川西平原烤烟进一

步减少，直至完全不种；川中丘陵地区

由简阳、资阳向沱江流域各县和乐山、

涪陵、宜宾等地区扩展。60 年代初烤

烟生产下落，种烤烟县只有8 个。1964

年种烟县扩大到32 个，分布于盆地南

半部。后因部分县技术、物资不足，相

继停种。1975 年烤烟生产发展，产区

扩大到宜宾、涪陵、重庆、万县、内江、

乐山、南充、达县、西昌等9 地、市的20

多个县。80 年代进行布局调整，产区

向川西南山地区和盆东南边缘山区转

移。大体形成4个片区。一是川西南山

地区，主要有会理、会东、普格、德昌、

宁南；二是川南盆周山区，主要包括古

蔺、叙永、筠连、兴文、珙县；三是川东

盆周山区，主要有黔江、彭水、秀山、南

川、武隆、酉阳、石柱、涪陵、丰都、巫

山、奉节；四是川中浅丘陵区，主要有

资阳、简阳、眉山、丹棱、洪雅。至80 年

代中期，以古蔺、黔江、叙永、会理、秀

山、彭水、会东、普格、武隆、酉阳、珙

县、兴文、筠连等13 县面积最大，产量

最高，占全省总产量的90 %。

四川烤烟产区的自然环境总体说

来较好，光、热、水资源和土壤条件，均

符合烤烟生产最适宜区或适宜区的要

求，根据80 年代烤烟种植区划研究提

供的资料，各区情况如下：

(一)川西南山地区

本区海拔高度差异大，热量资源

立体分布明显，烟区的95 % 以上位于

海拔1 600～2 000 米地带。夏无酷暑，

冬无严寒。年均温15．3～19．4℃，最高

7 月均温21～ 25℃，≥10℃的活动积

温4 966～6 451℃。稳定通过20℃的

初、终日一般在4 月底至9 月初，初、终

间日数120～130 天。全年无霜期241

～282 天。年日照2003～2 419 小时。

年降雨量943 1 169 毫米，烤烟生育

期降雨657～843 毫米。气温、降雨量、

日照等气候指标都基本符合最适宜区

标准。本区土壤主要为红、黄壤。1983、

1984 年对本区具有代表性的会理县3

个烤烟生产主要土类的土样分析，作

为烤烟生产限制因子的全盐量和氯离

子 含 量，均 低 于 最 适 宜 区0．06 % 和

30P P M 以下的标准。

(二)川南盆周山区

本区热量资源丰富，无霜期长，气

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雨热同季，日

照稍差，气候因素的组合较为协调。区

内地形以低山、深丘为主。烤烟一般分

布于海拔600～1 400 米之间的丘陵

区。平坝浅丘区年均温18℃，最高7 月

均 温 27．3℃，≥ 10℃的 活 动 积 温

5 000℃以上，无霜期340 天左右，深

丘区年均温和最低、最高月均温较平

坝浅丘区低1℃以上。稳定通过20℃的

日期一般为4 月底至9 月底，初、终间

日数约150 天。年降雨量1 100～1 200



毫米。气候指标符合或基本符合最适

宜区的要求。本区土壤以黄壤、紫色土

为主。据本区有代表性的古蔺烟区土

样分析，全盐量和氯离子含量均符合

最适宜区的要求。

(三)川东盆周山区

本区年均温15．5～18．4℃，最高7

月均温26．1～29．1℃，≥10℃的活动

积 温4 200～ 6 000℃，无 霜 期230～

340 天，年日照1 050～1 380 小时，年

降雨量1 050～1 400 毫米。气候条件

基本符合适宜区的标准，唯7～8 月气

温偏高，常有伏旱。本区土壤主要为黄

壤和紫色土。据本区烤烟主产县彭水、

黔江连续两年土样分析，全盐量和氯

离子含量符合适宜区标准。

(四)川中浅丘陵区

本 区冬暖夏热适中，年均温16℃

以上，最 高7 月 均 温25．7～ 27℃，≥

10℃的活动积温5 300～ 5 600℃，年

降 雨 量 900 ～ 1 500 毫 米，年 日 照

1 091～1 278小时。气候条件基本符

合适宜区标准。本区土壤主要为紫色

土和黄壤。据眉山、资阳烟区主要土类

样品分析，全盐量、氯离子含量基本符

合适宜区指标。

烤烟按区划进行调整后，产量和

质量均有改进。1984 年，川西南山地

区的凉山州烤烟亩产127 公斤，上、中

等烟占69．93 % ；川南盆周山区的宜宾

地 区 亩 产106 公 斤，上、中 等 烟 占

61 % ；川东盆周 山区亩产68 ～ 75 公

斤，上、中等烟占24．3 % ～ 58．7 % ；川

中浅丘陵区亩产82～95 公斤，上、中

等烟占39．5 % ～48．9 % 。据中国农科

院烟草研究所两年中对四川有代表性

烟 区烟 样分析，烟 叶中氯 离 子含 量

0．08 % ～ 0．47 % ，低于0．6 % 的标准；

粗蛋白质6 % ～7 % ，低于8 % 的标准。

唯尼古丁偏低，总糖偏高。四川主要烟

区大部列入优质烟产区行列。

三、栽培管理

中国烤烟品种，由美国引进，俗称

“美烟”。四川由河南引入，最早种植的

品种为特400 号，后逐步引入其他品

种。1950 年调查，全省有烤烟品种9

个。之后经多次更换，80 年代特别重

视优质、丰产，淘汰了产量虽高，但质

量差的千斤黄、乔庄多叶、云南多叶等

品种，大面积推广品种主要有G28、红

花大金元、N C82、N C89 等。其抗性、

产量、品质均佳。并在资阳、古蔺、黔

江、会东建立了良种繁育基地，由省统

一供种。

四川烤烟以旱地栽培为主，1949

年以前一般用冬闲地种烟，收获后种

植油菜或小麦、大麦、豌胡豆。烤烟在

轮作中多间隔1～2 年。50 年代以后，

烟区冬闲地逐步减少，烤烟前作改为

小麦、油菜，部分烟田在烤烟收获至小

春播种间隙，增种一季晚秋作物，如秋

红苕、秋玉米、秋菜、饲料、绿肥等。轮

作年限仍多2～3 年，80 年代，全省四



个烤烟种植区中，川中浅丘区多为一

年三熟，其他区均为一年两熟。一般为

净作，70 年代以后多实行穿林或预留

行套栽。

四川栽培烤烟一直采用育苗移栽

方法。播期在70 年代前一般为上年10

月上旬至下旬，苗床与大田比例为1 ∶

20～30。多用撒播，播后覆盖。出苗后

适时取去覆盖物，搭棚防寒，保苗越

冬。一般间苗1～3 次，注意防治病虫

害。

从60 年代开始，主要采用营养杯

育苗和假植技术，提高了烟苗素质，减

轻了病害。70 年代以来，改冬老苗为

春壮苗，普遍推广了薄膜覆盖育苗技

术。

烤烟移栽，大多在谷雨到小满间，

一般亩植1 000 多株，50 年代后期提

倡密植，高的达4 000～5 000 株，60

年 代 以 后，密度多 为 亩 植2 000～

3 000株，一般为双行错窝。80 年代推

广两段假植育苗，单行提埂，适期移

栽，还重点推广了打顶抹芽和地膜覆

盖栽培技术。60 年代曾研究成功药剂

抑制腋芽的办法，但基本上未推广应

用。生产中也有利用烤烟腋芽萌发力

强的特征，培育叉烟的。由于叉烟质量

较差，正常情况下是不允许的，但在遭

灾时可酌情作为补救措施。烤烟在大

田管理期主要病害有黑胫病、青枯病、

花叶病、白粉病等。黑胫病常与青枯病

同时发生。防治方法多选用抗病品种、

实行合理轮作、开沟排水、清除并消毁

病株、使用药剂等综合措施。虫害主要

有地老虎、潜叶蛾、烟青虫、蚜虫等，一

般采用人工捕促和施药防治。

烟叶采摘，一般是从打顶以后，按

成熟次序分次摘收。40～50 年代多分

为脚叶、腰叶和顶叶，60 年代起按16

级分级规定划分为脚叶、下二棚叶、腰

叶、上二棚叶、顶叶。采叶在上午进行，

傍晚前后装炕。

四、烘烤

30 年代种植烤烟以来，烤房有多

次改进，均为四个部分构成，即房舍建

筑、加温装置、通风设备和装烟设备。

房舍建筑为烤房，多为土墙瓦顶。加温

装置是烤房最复杂而重要的部分，包

括火炉、火洞沟、火管、烟囱。通气设备

供输入空气和排除水气之用，由排气

窗与入气洞组成，可随意启闭。装烟设

备主要指挂烟的烟架，一般一个4 平

方米烤房可挂350～400竿。1958 年，

烟 区兴建了 一批大型烤房，可容

1 000～1 500竿。
烟叶分段采收后，进行绑竿，上

炕。不同的叶片要求分别专炕烘烤或

分别放层。

烘烤分小火、中火、大火三期进

行。初为变黄期，然后进入定色期，最

后是主筋干燥期。停火回软后，取出回

潮，然后解竿，捆好，堆积，让其自然发

酵，通常3～4 周完成。发酵后按国家



标准分级扎把。水分保持16 % ～18 % 。 运输中防日晒雨淋。

第二节 晒 烟

一、生产演变

烟草于明万历年问传入我国，是

时为晒烟。先至澳门、台湾，后传入福

建、广东，最后扩展到其他各省。四川

种烟有始于清初由福建移民带来之

说。清乾隆年间吴江人陆耀所著《烟

谱》中说，“以余耳目所睹记，如浙江之

塘西镇，山东之济宁州，衡烟以衡州

名，川烟以四川名。”证明乾隆时四川

已广种晒烟，并外销他省。

四川晒烟以质量好著称，特别是

什邡、新都、绵竹、郫县烟叶，闻名省内

外。抗日战争前，国民政府主计处、四

川省建设厅估计全省面积40 多万亩，

产量3．6 万多吨。1940 年省农改所《四

川烟草调查报告》，统计川西10 个主

产县的材料，1939 年比1936 年产量增

加36 % ，按此推算，抗战时期全省产量

当在5～6 万吨左右。抗战胜利后，国

内烟区恢复，外烟(主要是卷烟)大量

倾销，四川晒烟产量下降。1949 年全

省共产4．5 万吨。

1949 年以后，卷烟上市增多，四

川晒烟输出减少，主要在省内销售，种

烟面积，产量显著减少，50 年代面积

约20 多万亩，产量2 万吨左右。50 年

代后期开始，产量大幅度下降。1962

年面积10 万亩，产量0．5 万吨，仅及

1949 年的1／9，供应出现紧张。为满足

人民生活的需要，实行定产、定购、定

留量政策，调整了晒烟产区粮食征购

任务，提高奖售化肥标准，晒烟生产迅

速恢复，1965 年全省面积19 万亩，产

量1．5 万吨，以后长期在2 万吨左右。

80 年代，消费市场卷烟畅销，烤烟不

足的地区，以晒烟代替部分烤烟制造

卷烟，故产量略有回升。由于晒烟消费

量有限，栽培上又采取加大密度、偏施

氮肥、蓄留叉烟等增产不保质的措施，

故年度之间晒烟产量质量波动很大。

1982 年全省面积发展到54．6 万亩，总

产6．2 万吨。但1983 年又大幅度下降。

1985 年面积28 万亩，产量3．6 万吨，

略高于50～70 年代水平。



1952～ 1985 年 四 川 省 晒 烟 面 积 和产 量 表

二、分布

四川 是我国晒烟主产地之 一，

1949 年前四川晒烟面积、产量均居全

国前列，产量占全国的20 % ～25 % 。

民国时期，晒烟在四川的分布广

泛，遍及整个盆地，大体可划分为5 个

区域，即岷江流域区、沱江流域区、涪

江流域区、嘉陵江流域区和长江干流

区，而商品量大的产区集中于川西平

原。近100 多年来，全省产量虽多经变

化，然产区分布基本未变。1936 年全

省产烟县50 个左右，其中年产50 万公

斤以上的主产县有什邡、绵竹、新都、

崇宁、郫县、温江、眉山、青神、江油、南



充、岳池等11 个，年产5 万公斤以上的

次产县有灌县、彭县、新繁(现并入新

都)、金堂、德阳、夹江、遂宁、潼南、广

安、渠县、达县、忠县、云阳、綦江、秀山

等15 个。各县产量年度之间波动较

大，但川西平原的产量多数年份均占

全省总产量的1／3 以上，烟叶除运销

本省外，还运销陕西、甘肃、新疆、云

南、贵州及湖南、湖北等省区。四川晒

烟又别为索烟和褶烟两种。索烟以什

邡、金堂、新都等县年产量最多，品质

亦优，什邡烟多年产量位居全省第一，

清代即为四川名烟。褶烟主要产区为

郫县、灌县、绵竹等县。

四川晒烟集中产区的川西平原，

气候温暖潮湿，年均温16～17℃，夏无

酷暑，冬无严寒，最高7 月均温26℃左

右，最低1 月均温5℃左右。全年无霜

期270～280 天，年降雨量1 000 毫米

左右，年日照1 200 小时，均符合晒烟

生产、调制要求。且土壤肥沃、质地良

好，排灌方便，为其他烟区所不及。

三、栽培管理

四川晒烟品种全为地方品种，名

称繁多。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农业专家

金善宝等人在川西地区调查，计有眉

山二柳叶、大柳叶、小柳叶、白毛子，乐

山白毛子、大青柳、小青稞柳、硬膀子，

夹江白毛子、野毛子，温江毛烟、二柳

叶、大烟，新都立耳青、泡稞柳，什邡大

柳叶、小柳叶、铁稞子、泡稞子，郫县竹

盆曹、铁稞子等数十个。商品性晒烟以

毛、柳、大、泉四个品类为最有名。60

年代对地方品种进行调查整理，提出

全省主要晒烟品种7 个，其中索烟4

个，褶烟3 个，分别是铁稞子、半铁泡、

巴毛烟、枇杷柳和泉烟、密蛾头、竹盒

槽。这些品种至今生产仍在使用。70

年代中期开始，什邡、绵竹的农业科技

工作者，对晒烟品种进行了复壮、繁

种、选种、原始材料收集保存，并在晒

烟病害的调查研究，综合防治，营养块

假植两段育苗，地膜覆盖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川西晒烟一般早春栽培，收后种

水稻，多2～3 年种一季晒烟。省内其

他地区多为旱地种植，小春与大麦、小

麦、油菜、豆类轮换，大春多种玉米、红

苕。

晒烟的栽培技术与烤烟类似，在

育苗方面，70 年代以来普遍推广了营

养块假植两段育苗技术；要求土质肥

沃、结构良好、排灌方便；结合整地、培

土，施足基肥和适时追肥；生长期中进

行少量多次灌溉，实行低打顶，勤抹

芽。索烟留叶7～12 片，郫县褶烟留5

～8 片。晒烟有留二烟或三烟习惯，但

影响品质。采收时叶数少的先收顶叶，

分2～3 次收完，叶数多的由下而上分
次采收。

晒烟的调制，索烟与褶烟不同，索

烟一般置屋檐下晾晒，什邡、新都等地

有特设晒烟棚架的，这种烟棚可以借



绳索的放宽或收紧调节温湿度，用挂

列的稀密调节叶片颜色的转变。叶片

干燥取下后，分成等级，喷以糊米水后

搓揉，理整。堆积发酵3～4天后，再搓

揉1 次。以后每5 天进行1 次，共3～4

次。发酵完成即包装出售。褶烟采回

后，夹于特制竹笆上，日晒夜收。

第三节 白肋烟

白肋烟是四川晾烟的主要烟种，

多用作混合型卷烟原料。自70 年代初

推广种植以来，80 年代在达县、万县

地区形成规模生产，年产达到2．5 万

吨。四川白肋烟以香气量足，香味质

优，吸味醇和，弹性好，吸湿性强，燃烧

性强，燃灰洁白等著称，深受国内卷烟

厂和外商好评。四川现已成为全国重

要白肋烟生产基地之一，也是卷烟厂

生产混合型卷烟的原料基地之一。

四川白肋烟生产历史较短，地域

不广，对品种、栽培和调制技术的研究

刚刚起步。品种有宣明2 号、万白1 号

等。80 年 代 引 进 的 美 国 种 K Y14、

K Y10、Va589 等，已开始大面积推广。
栽培上一般采用育苗移栽办法，

立春至雨水播种，播后以竹片搭拱覆

盖薄膜。苗5 叶时，假植于营养袋内，

排列在假植场地，继续盖膜，经25～30

天移栽。栽植密度一般每亩1 000～

1 600株。初花进行打顶，烟株下部5～

6 片叶变黄时进行分叶采收，上部6～

7 片叶变成浅黄色后过一周斩收。

白肋烟的调制一般都是利用房前

屋后进行晾晒。80 年代推广简易晾

房，按照调制需要的温湿度进行控制，

温 度 掌 握 在15 ～ 25℃，相 对 湿 度

65 % ～70 % 。目前多数烟农仍采用房

前屋后晾晒，无法控制温湿度，以致部

分加工成急干烟或黑潮烟，降低了烟

叶质量。



第一节 苎 麻

一、生产演变

苎麻原产我国，外国人称之为“中

国草”。我国苎麻主要产于长江流域及

其以南地区的四川、湖北、湖南、江西

省。

四 川苎 麻栽培 与夏 布 织造有

3 000多年历史，苎麻生产的起落，始

终和夏布的生产与销售紧密相联。唐

宋以后，四川人民的衣著以棉为主，丝

织品亦占相当比重，夏布产量较少，苎

麻生产零星分散，面积、产量缺少详细

调查与统计。明末清初战乱，四川苎麻

生产几绝。清初，由江西等地移民带来

麻种和绩麻、织布技术，苎麻和夏布生

产重新发展。初时主要为自给性生产，

产量较少，后四川隆昌一带苎麻纤维

品质优良，色泽、弹力俱佳，绩麻、织造

技术不断改进，夏布质量高，销售畅，

麻产量增加。清代后期，世界苎麻及麻

制品用途得到进一步开发，麻纺业兴

起，四川原麻及夏布开始输出。1821～

1861 年间，山西行商况某首运隆昌夏

布至华北销售，是为四川夏布输出之

开端。后北京、河南、广东各地商人先

后在重庆、荣昌、隆昌等地设庄，长年

收购，于是夏布产量日增。1918 年以

后销路大畅，输出量逐年增加。20 年

代，四川夏 布输出年均约600～ 700

吨。1927 年达735 吨。国内销往河北、

山东、河南、广东、广西等省为主，国外

主要销往朝鲜。全省商品夏布产地，一

直以隆昌、荣昌、内江、中江、江津等县

为主，尤以隆昌、荣昌为最有名。隆昌

夏布产量最大，最高年产达40 多万

匹，从业人员20 余万人，占全县总人

口近2／3。荣昌更有城北施济河水漂洗

之利，夏布色泽莹洁。隆昌、内江亦有

将夏布送至荣昌漂洗者。荣昌、隆昌夏



布为四川名品，质量一直位居全国之

首。各夏布主产县的原料麻，除本地自

产外，隆昌、内江主要由珙县、筠连、长

宁供给；荣昌主要由綦江、南川、合江

提供；中江仰给于温江、灌县、郫县、崇

庆；江津本地自给。

夏布生产和销售的增加，促进了

苎麻生产的发展。20 年代是四川夏布

生产和销售的极盛时期，全省苎麻产

量年均3 500 吨左右，特别是1926～

1927 年，江西、湖南减产，麻价上涨，

四川产量尤多，估计达4 000 多 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四川夏布

外销朝鲜受阻，严重制约了苎麻生产。

1933 ～ 1934 年，全 省 产 量 下 降 到

2 000吨以下。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大

部苎麻产区沦陷，军需民用主要仰给

四川，于是，麻市转畅，生产回升，年产

量约2 000～3 000吨。抗战胜利后，苎

麻年均产量仍保持在2 500 吨左右的

水平。

1949 年以后，麻纺工业逐步兴

起，渔具等用麻增加。为了满足市场需

要，苎麻被列为重点发展麻种，并从政

策、资金、物资、技术等多方面予以扶

持，促进苎麻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

1952 年全省种植面积16 万亩，总产达

7 050 吨，超过历史最高纪录。“一五”

期间，国民经济建设发展和外贸出口

增加，苎麻的需要量更大。1957 年全

省种植面积扩大到19 万亩，总产上升

到9 250 吨。之后由于“大跃进”的严

重影响和粮食大减产，粮、麻矛盾突

出，许多地方大肆毁麻种粮，苎麻面积

减少，单 产降低，总产 大 幅度下降。

1962 年全省面积仅8 万亩，只及1952

年的一半；单产38 公斤，相当于1952

年的86 % ；总产2850 吨，跌至40 年代

水平，仅及1957 年的1／3。1963 年起，

各级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在政策、技

术等方面扶持苎麻生产，面积产量有

所恢复。但60～70 年代苎麻制品销路

不畅，加之发展苎麻生产的政策不稳

定，有的产区麻农口粮不落实，麻价偏

低，收购比例偏高，生产长期徘徊，面

积一 般16 ～ 18 万 亩，总 产 5 000～

7 000吨，仍低于1952 年水平。进入80

年代后，麻纺工业发展，苎麻市场有了

转机，农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先后

到四川进行多次调查，建议四川发展

苎麻。1980 年，省政府指定农业、纺织

两部门联合进行一次系统调查，编制

长期规划，大力发展。省农业厅就有关

加快发展的意见向省政府作了报告。

从此苎麻生产开始走出徘徊，1980 年

面积、单产、总产恢复到1957 年水平。

随着苎麻纺织新产品的不断开发，市

场日益走俏，刺激了苎麻生产的发展。

从1981 年起面积虽有起伏，产量仍持

续超过1 万吨。1985 年增幅更大，面积

扩大到28 万亩，单产升至56 公斤，总

产达到1．55 万吨，并呈现了持续发展

的势头。



自晚清以来的100 多年中，四川

苎麻生产虽多经起伏，但总趋势是大

幅度发展的，总产一直居全国二～三

位。

1 952～1985 年四川省苎 麻 面积 和产量表

二、分布

四川苎麻分布遍及整个盆地。但

多数零星分散，唯川东南一带相对较

为集中。晚清时全省产麻县59 个，其

中苎麻主产县46 个，苎麻、大麻兼产

县13 个。全省麻地的具体分布因麻种

而有不同。苎麻习惯分为青麻、白麻两

种。青麻色泽带青，品质粗硬，剥制不

良，仅供制造粗夏布之用。青麻又分绥

麻、涪麻两种。绥麻产于原绥定府，包



括达县、渠县、大竹、蓬安、巴中等县，

涪麻产于涪陵、长寿、丰都、忠县、彭水

一带。白麻品质柔韧，刮制干净，颜色

白洁，可供纺织细夏布之用。白麻又按

品质高低分为家麻和山麻。家麻品质

最佳，是织造“千四”以上细夏布的唯

一原料，主要产于荣昌、隆昌、内江等

县；山麻品质稍逊，分布较广，产于珙

县、高县、筠连、江安、叙永、长宁等县

者称南路麻，产于合江、江津、江北者

称下河麻，邻水、南川、綦江、温江、灌

县、郫县、崇庆等县亦产。民国时期，苎

麻生产发展，产麻县增多。全省主产和

次产苎麻县增至60 多个，但产区分布

基本无大的变动，仍主要集中于川东

南一带。以渠江流域为最多，品质也有

提高。

1949 年以后，鉴于过去生产零星

分散，相当部分产区单产低，品质差，

开始有计划地对产区进行调整，产区

逐步缩小。1957 年，全省面积在2 000

亩以上的产麻县有铜梁、合川、綦江、

江北、巴县、万县、忠县、巫溪、彭水、武

隆、叙永、古蔺、珙县、筠连、仪陇、达

县、巴中、宣汉、平昌、大竹、渠县、邻水

等22 个。集中分布于川东、川南地区，

大体可分为三片：一为川东北渠江流

域地区；二为川东长江、乌江流域区、

三为川南地区。上述22 县中，面积在3

000 亩以上，产量在20 万公斤以上的

主产县有大竹、达县、渠县、邻水、巴

中、彭水、宣汉、珙县、忠县等9 个，大

都分布于渠江流域，尤以大竹、达县产

量最多。

省内苎麻主产区，属高温多湿气

候，年均温17℃左右，无霜期270 天以

上，最低1 月 均 温6～ 7℃，年 雨 量1

000 毫米以上，年日照1 200 小时左

右。温、光、水等气候资源，可以满足苎

麻优质高产的需要，唯伏旱比较频繁，

需着力做好麻地农田基本建设工作。

麻区土壤多为紫色土，土层深厚，肥力

较高，排水良好，唯部分台地土层比较

瘠薄。

三、栽培管理

(一)品种

长期以来四川苎麻品种没有进行

过专门的调查研究，也未进行过新品

种的选育和推广工作，生产用种均为

地方品种，农民植麻全系自由串换、自

留自用。1949 年以后，在苎麻生产中，

开始进行品种改良工作。1954 年，省

农业厅多次组织力量，分别与有关单

位合作，深入大竹、达县等主产地区，

采取访问座谈方式，进行地方品种的

调查。在此基础上以高产、移产为主要

标准，选出并重点推广了达县白麻、黄

白麻，珙县园麻、彭水青秆麻等。70 年

代达县地区农科所育成青杂5—5、大

杂4—9 等强优势组合，但纤维品质

差，80 年代停止推广。

70 年代以前，由于主要用于手纺

手织和制渔网等，对单支纤维要求不



高，生产上使用的多数品种产量高但

纤维支数低。随着麻纺工业的发展，苎

麻用途改变，低支品种已不能适应需

要，70 年代中期，开始了较大规模的

以提高品质为重点的品种改良工作，

省农业局根据全国苎麻品种资源研究

工作会议精神，确定由达县地区农科

所负责，各主产县参加，收集苎麻地方

品种。通过调查，收集了大竹格篼麻、

江西麻，达县黄大叶胖和白大叶胖，川

南青皮大麻、红皮小麻等30 多个品

种。70 年代末，省农业局再次部署进

行苎麻品种资源普查和纤维品质测定

工作。普查、鉴定材料141 份，其中川

南红皮小麻单纤达2 400 支，为全国

之冠。并着手进行高支品种的繁殖推

广工作。1983 年省政府根据农业厅的

请求，投资180 万元，由省农业厅牵

头，分3 年对达县、大竹等7 个县原有

品种进行更换。繁育推广单支纤维高

的红皮小麻、红大叶胖、红梗大叶胖、

薄皮麻、青杠麻、大竹线麻、川苎4 号

等品种。

四川苎麻为宿根栽培，通常采用

无性繁殖方法，包括种根、压条、分株、

扦插4 种，一般以种根繁殖与分株繁

殖最普遍。由于无性繁殖系数较小，往

往不能满足加速发展的需要。1956

年，省农业厅确定在大竹、达县重点选

留良种麻地70 亩，繁殖种子。入选品

种有达县白大叶胖，大竹江西麻、格蔸

麻等。当年生产种子1 187．5 公斤，除

当地自用外，分别调往宜宾、泸州、江

津、涪陵、万县等5 个地区的30 多个县

推广。种子繁殖系数虽高，但变异现象

比较普遍，70 年代以后主产区禁止使

用。1983 年，达县地区农科所研究成

功了快速无性繁殖方法，效果很好。

(二)栽培技术

苎麻的栽培管理，一直比较粗放。

1949 年以后，为适应苎麻生产发展的

需要，力求提高单位面积产量。50 年

代初即开展了群众先进经验的总结与

推广。50 年代后期，在达县地区成立

了苎麻科研机构，专门从事苎麻的新

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研究。60 年代并

入达县地区农科所。80 年代又成立了

达县地区苎麻研究所，与达县地区农

科所实行一套班子、两个牌子。从60

年代开始，在达县地区和达县、大竹等

县成立了苎麻技术推广站，负责苎麻

优质、高产技术的推广工作。

80 年代，新麻栽培，主要抓选地、

开穴、查苗补苗、中耕追肥等环节。要

求选土层深厚、肥沃、排水良好、向阳

背风的砂壤土或粘壤土，坡度不超过

15°，坡地实行地前砌坎，地背开沟，横

坡开厢，每亩开穴2 000 个左右，每穴

2～3 苗。成活后及时查苗补缺，并进

行第一次中耕追肥，15 天后进行第二

次中耕追肥。首季麻中下部黑秆1／2～

2／3 时及时破秆。以后每季中耕追肥

各二次。

建国前，四川麻地间作比较普遍，



有的甚至大春间玉米、小春间小麦，连

续间作。50 年代起提倡麻地不搞间

作，但至80 年代仍有小春稀间矮秆早

熟作物的。

老麻地管理，主要抓六条：一是冬

管，实行深挖麻地，肥培垒蔸，壅土保

蔸；二是季季早追肥，除冬季肥培管理

外，每季都施追肥，一年3～4 次；三是

拔除脚麻，当大部分麻株高60～70 厘

米时，及时拔除萌芽较迟、生长矮小的

脚麻；四是防旱抗旱，措施是适时早收

头麻，用茅草或作物稿秆覆盖行间，有

灌溉条件的适时灌水；五是防治病虫

害，主要对象是蚜虫、夜蛾、天牛、炭疽

病，方法主要是选用抗病品种，采用无

性繁殖，进行药剂防治；六是适时剥

打，一般是头麻芒种边、二麻60 天、三

麻霜降前。80 年代试验，无论头、二、

三麻，提早收获产量均下降，但纤维细

度提高。对宿根年代久、生长衰败的，

及时翻蔸更新。

第二节 大 麻

一、生产演变

四川历来是全国大麻主产省份之

一，栽培大麻有3 000 多年的历史，文

字记载最早在西汉时期。相传唐代以

前川麻即运销江浙一带。但长期以来，

主要是就地销售，产量不多。清光绪初

年起，方有较大规模的商品性生产，有

一定数量的原麻和麻制品输出。1891

年共输出大麻161．8 吨，1892～1895

年年均输出接近500 吨，1897 年增至

645 吨，直至清末，年均保持500 吨以

上。辛亥革命后生产进一步发展，输出

量大增，1913 年达到915 吨，比清末时

增长近1 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市

场走俏，生产进一步发展，四川大麻输

出激增，1914～1919 年间，年均输出1

500 吨，其中1918 年高达2 101 吨，创

四川大麻输出的最高记录。以后年输

出量略有减少，1920～1926 年间，年

均输出1 000 吨以上。1927 年起，世界

大麻市场受人造纤维工业发展和资本

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影响，销售锐减。

川麻的输出量先降至1 000 吨以下，

后连续大幅度减少，1932 年为204 吨，

至抗日战争前夕，输出基本停止。大麻

输出的减少，直接造成产量下降。辛亥

革命至抗日战争，全省大麻产量年度

之间变化不小，从当时输出状况和前

后期生产情况以及当时主产县面积、

产量分析，估计年均产量1 万吨左右。

抗日战争时期，川麻输出基本停止，但

省内消费量增加，产量有所下降，但年

均仍保持8 000 吨左右。抗日战争胜

利后，输出未见好转，省内消费下降，



生产进一步衰败，1946～1949 年的4

年平均，年产仅3 500 吨左右，降至辛

亥革命以后的最低水平。

1949 年以后，为了做到麻袋用麻

自给，不再进口，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大麻生产有较快的恢复和发

展。1952 年全省面积10．6 万亩，总产

5 500 吨。“一五”期间除个别年份外，

面积逐年扩大，单产稳步提高，总产大

幅度增长。1957 年面积17 万亩，单产

57 公斤，总产9 550 吨，比1952 年增

长73．64 % 。1958 年产量进一步上升

到9 850 吨。1959 年开始，又大幅度减

产，1962 年面积降至4．6 万亩，单产减

至30 公斤，总产下降到1 500 多吨，是

为四川大麻有产量统计以来的最低水

平。1963 年，四川农业生产开始恢复，

由于大麻纤维虽可纺织又可制麻袋、

绳索，但作纺织用，纤维品质不如苎

麻；作麻袋、绳索用，虽略优于红黄麻，

但每亩产量远低于红黄麻，故未予大

力发展。60～70 年代产量多数年份只

有3 000～5 000 吨。从70 年代后期开

始，红麻生产和化纤工业迅速发展，其

产品逐年取代了大麻产品，使大麻生

产进一步跌入低谷。80 年代年均面积

2 万亩左右，总产约1 000 吨。

1952～ 1985 年 四 川 省 大麻 面 积 和 产 量 表



二、分布

晚清，四川全省有大麻主产县17

个，大麻与苎麻兼产县13 个，分布地

区包括成都府、叙府、重庆府等。辛亥

革命后，大麻生产发展，但产区分布大

体保持原状，唯主产地进一步向川西

平原集中，面积、产量占全省的80 % 以

上。主产县有温江、崇庆、郫县、灌县、

彭县、双流、新津、崇宁等8 县，温江为

主产区中心，产量也最多，约占全省总

产的1／3。温江的杨柳河流域，崇庆县

羊马场、大划场，灌县石羊场，双流金

马河东岸，郫县新开河沿岸等地面积

尤大，一般占小春作物面积的20 % ～

30 % 。1949 年以后，产区仍主要集中

于川西平原。因大麻与小麦、油菜争

地，影响水稻适时栽插，70 年代后，川

西平原大部停种，大麻主要分布在凉

山州，其他地区十分零星。

川西平原大麻主产区，气候温暖

潮湿，年均温16．5℃左右，最低1 月均

温5℃。主要特点是土层深厚，土质疏

松，肥力较高，保水保肥力强，灌排方

便。凉山州气候冷凉，年均温10℃左

右，年降雨量约800 毫米。

三、栽培管理

四川大麻品种和栽培技术基本上

是农民多年的选择和经验的积累，很

少进行科学的系统研究。在品种方面，

四川大麻属东亚大麻类型，品种均为

地方品种，特点是早熟，生长期短，一

般120～150 天，株高2～3 米，分枝少，

叶窄小。麻茎皮层薄，出麻率较低，但

纤维柔韧而有光泽，品质优良。川西平

原的大麻品种根据40 年代调查，按种

子的种皮色泽和花纹，分为青花、白花

和黄花三个地方品种。其中青花麻麻

皮及种子产量高而稳定，适种于高亢

油沙田，不适于低湿田；白花麻麻皮及

种子产量稍低，但抗倒力较强；黄花麻

麻皮产量较低，但对温度要求较低，耐



湿，可在低湿田栽培。大麻雌雄异株，

需专门种子田繁殖。

在耕作制度方面，川西平原大麻

作小春栽培，大春种植水稻，小春与油

菜、小麦、绿肥、烟草轮换，大麻在轮作

中一般间隔1～2 年，也有年年连作

的。大麻前作为短期绿肥苕子或紫云

英，后作为迟中稻或一季晚稻。凉山高

海拔地区多一年一熟，大麻作夏季栽

培，头年冬季深耕炕土，第二年春播秋

收。

在栽培技术上，川西平原一般头

年12 月下旬至次年2月初播种，而以1

月为最适播种期；凉山高海拔地区3～

4月播种。播种方式多为条播或撤播，

一般亩播2～3 公斤，要求每亩有效茎

8 万株，播后实行镇压。苗高3～10 厘

米时一次定苗。生育期间，随时拔去脚

麻和虫蛀株。生长前期结合间苗、追肥

进行中耕培土，直至封行。大麻产量

高，生长期短，除施足底肥外，多早施、

多施追肥，一般追肥2～3 次。遇气候

干燥，灌水1～2 次。大麻的收获，一般

以雄株开花盛期为适时，川西平原在6

月上旬，凉山高海拔地区在9 月到10

月。纤维剥取一般采用浸水分解法，将

麻捆置于窖中放水沤制，沤好用水淋

洗，麻茎晾干后即可收藏、剥皮。

第三节 黄 红 麻

一、黄麻

四川栽培黄麻大致始于清代后

期，主要用作麻袋和绳索原料，但数量

极少。黄麻引入前，四川包装和绳索用

麻，主要用大麻，虽纤维品质较好，但

对环境条件和栽培技术水平要求较

高，单产较低。为此，民国时期开始引

种推广适应性强、栽培技术简便、投资

小、产量高的新麻类种植，但其时黄麻

栽培技术未掌握，单产较大麻相差无

几，纤维品质低于大麻，未能大面积推

广。1949 年全省面积3．58 万亩，总产

2 100 吨。50 年代四川麻袋生产，仍主

要依靠大麻，黄麻生产未见起色。1952

年 面积3 万亩，总产1 680 吨，较之

1949 年还略有减少。“一·五”期间黄

麻面积进一步减少，1957 年全省面积

减至1 万亩，虽然单产有大幅度提高，

总产仍只910 吨，不足1949 年的一半。

在全国名列第十一位。三年困难时期，

黄麻产量进一步剧减，1962 年单产降

至35 公斤，总产100 吨。60 年代中期

产量有所回升，但由于开始推广产量

高、效益好的红麻，至70 年代便逐渐

为红麻所取代。

黄麻在四川主要种于川东南丘陵



区，品种为园果种，繁殖方法通常采用

种子繁殖。四川由于温光条件不适合，

多数品种不能正常结实。根据多年生

产实践经验，南麻北种效果较佳，四川

每年用种多从广西等地调入。

黄麻在四川一般4月中旬至5 月

上旬播种。9月中旬至10月上旬收获，

前作小春多为小麦、油菜、豆类，大春

与玉米、红苕、高粱、黄豆等轮换，一般

间隔1～2 年，也有年年连作者。栽培

技术与其他麻类大体相似，要求合理

密植，每亩不少于2～3 万株。由于多

为旱地栽培，产区又多夏旱和伏旱，在

麻茎迅速伸长期，要求保证水、肥充足

供应，尤应注意增施氮肥。强调在盛花

期适时收获，以提高产量和纤维品质。

黄麻一般采用水浸沤麻法脱胶，

作法与大麻略同。

二、红麻

红麻又称“洋麻”，主要分布于浙

江等地，四川栽培历史很短。1950 年，

西南农林部曾征集黄麻、红麻品种10

余个，分配北碚农事实验场、四川农业

改进所等试种，多数品种发育均较良

好，但因产量优势不显著，且不能繁

种，未大量推广。60 年代中期北方麻

区萎缩，红麻重新引入四川，因技术改

进，产量显著高于其他麻类，得以迅速

推广。全省以南充、绵阳、内江、自贡等

地、市产量高、质量好，尤以富顺红麻

深受省外厂家欢迎。

由于红麻与黄麻形态特征、生理

特性、对环境条件和栽培技术的要求，

以及纤维品质等均极相似，故习惯上

多以红黄麻并称，产量未予分别统计。

但从产量数字分析，1975 年起红麻已

占居多数。80 年代全为红麻。50～60

年代，全省红黄麻平均亩产最高只有

92 公斤。1975 年产量达到126 公斤。

1979 年以后稳定在200 公斤以上，

1980～1985 年的6 年间，年均亩产289

公斤，其中有两年在300 公斤以上。由

于单产提高，效益显著，种者日众，从

70 年代末开始，面积稳定在30 万亩以

上，产量10 万吨左右。其中1985 年面

积117．6 万亩，总产29．48 万吨，其增

长幅度之大，为四川其他作物所罕见。

红麻在四川不能正常开花结实，

生产用种全靠从广西等地调入，面积

受种源制约。1977 年，农林部在山东

省即墨县举办红麻短日照制种短训

班，四川富顺、威远、营山、西昌等地派

员参加学习，同时四川红麻短日照制

种也初获成功。1978 年，省农业局部

署富顺、威远、南溪、营山、蓬溪、盐亭

等13 个县试验。均获得较好结果。但

经济上不合算，未能大面积推广。

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增产红麻，

1977 年威远县利用中稻和小春间隙

试种稻底麻0．18 亩成功，折合亩产

350 公斤。1978 年，省农业局部署威



远、富顺、南溪、南充等7 个县试种，大

都获得成功。后因红麻种于两季田的

面积较少，且杂交水稻的生育期又长，

稻底麻未能大面积推广。

1952～ 1985 年四川 省黄 红麻 面积和产 量 表

第四节 其他麻类

一、苘麻

是我国古老纤维作物之一，远在
2 000多年前就已栽培利用。四川栽培

历史也很悠久，分布广泛，整个盆地丘



陵区几乎都有栽培。但因纤维品质很

差，多为自给性生产，栽培极为零星分

散，一般仅种于房前屋后、田边地角，

无面积、产量统计。栽培管理非常粗

放，气温稳定在12℃以上时播种，盛花

期收获。收后初步加工采用生物脱胶

法。现已基本绝种。

二、亚麻

在四川的栽培历史较短，1955 年

阿坝州若尔盖县境内唐克试验站(现

白河牧场)引进试种，后连续7 年进行

了试验示范。植株生长良好，整齐健

壮，耐寒力强，苗期能抗－8℃低温。生

育后期遇－5℃低温，植株上部虽然受

冻，但不严重，几天后即可恢复。植株

高度超过90 厘米，最高达120 厘米。7

年共播种5．3 万亩，收获原茎1．6 万

吨，平均亩产330 公斤，最高765 公斤，

亩产麻皮100 公斤左右，超过国内多

数产区60～80 公斤的水平，纤维品质

优良。重庆市第二工业局分析，单纤长

25 毫米，达到其他产区水平；单纤强

力23．49 克，超过其他产区水平。

四川阿坝地区是亚麻适产区，产

量、品质均较理想，但一直未能推广。

并于1962 年起停种。原因是，麻皮脱

胶技术未解决，影响出麻率和纤维品

质；原麻内销困难，价格低，外销不畅；

就地加工必需的煤、电等问题不能解

决。

亚麻在唐克地区的播种期为4月

下旬至5 月上旬，收获期9 月中下旬。

由于当地海拔高、气温低，亚麻一直在

月平均温度5．8～11．1℃的条件下生

长发育。生长期较长的麻茎较高。为

了高产、稳产，需防霜冻、冰雹，建立种

子生产基地，实行麻草轮作。

三、剑麻

是利用叶身的维管束纤维而区别

于双子叶麻类。它最适于热带气候条

件下生长。50 年代中期开始引进试

种。1957 年，西昌专区亚热带作物试

验站(现凉山州米易亚热带作物研究

所)和泸州专区农科所(现泸州园艺科

学研究所)引种试验成功。但因销路不

畅，多年来一直未能发展。现米易、西

昌等热量丰富的地区多长于沟边、路

边，基本上是自生自灭。



第一节 蔬 菜

一、生产演变

四川地势、气候、土壤具有多样性

和复杂性，适于多种蔬菜的生长。全省

蔬菜共有14 类、105 个种和变种，品种

3 000 多个。

早在2 000 年前，就已陆续引进

和驯化了许多菜类和品种。《华阳国

志》称蜀地“园囿瓜果，四节代熟”。四

川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蔬菜良种选育，

并育成了新品种。386 年的《齐民要

术》中就已有“蜀芥”的称谓和栽培技

术的记载。清代的《老农笔记》已较详

细记载了多种蔬菜的品种和栽培技

术，说明当时四川的蔬菜生产已较发

达。民国初期，涪陵腌制榨菜成功，四

川榨菜遂输至湖北等地，并渐享有盛

誉。30 年代，榨菜成为四川特产，年输

出价值100 万元左右。抗日战争时期，

一批园艺专家来川，开创了四川蔬菜

的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工作，大中城

市郊区蔬菜有了较大发展。

1949 年以后，城市人口不断增

加，蔬菜生产相应发展。1950～1957

年期间，成都、重庆逐步形成了常年专

业菜地和季节性菜地两种类型的蔬菜

生产基地。前者主要分布在近郊，比较

讲求精耕细作，复种指数较高。单产水

平一般全年亩产4 000 公斤，花色品

种也较多。后者主要分布于中远郊地

区，多采用与粮食或经济作物轮、间、

套作，生产大宗菜和特产菜，对城市供

应在品种、季节和数量上起调节作用。

1958 年以后，蔬菜生产大幅度下降，

常年专业菜地面积减少不多，但单产

降低近一半，远郊菜地收购困难，供应

严重不足。对此各级政府对蔬菜生产

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进行经济扶

持，城郊和农村菜地面积增加，总产量



大幅度回升。对农村救灾渡荒起到了

积极的作物，但城市蔬菜供应仍未根

本好转。1962 年以后，随着农业生产

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蔬菜生产也稳定

增长。在此期间，农、商部门紧密配合，

同抓共管，在大城市建立、健全了蔬菜

生产的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技术推广

机构，并投资建设蔬菜生产基地，专款

专肥扶持蔬菜生产。在此期间，为支持

三线建设，解决工矿区吃菜问题，还特

地从成都郊区移民前往攀西地区种

菜。“文革”中，蔬菜生产受到干扰破

坏。城市蔬菜供应又趋紧张，中央和省

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对蔬菜生产的方

针、政策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强调国家

对菜农“保收购、保收入、保口粮”。菜

农对国家“保面积、保产量、保质量、保

品种、保上市时间”。国家还拨出大量

粮食、经费，补贴蔬菜生产和经营部

门。科技人员深入第一线总结推广群

众先进经验，培养群众技术力量，引进

良种、推广先进技术，做了大量的基础

工作。1978 年，基地商品菜实行了放

开经营，改计划种植、计划收购、计划

价格为计划指导，自由种植，产销直接

见面，议价购销，促进蔬菜生产高速发

展。由于城市建设的扩大，部分老菜地

被占用，蔬菜基地向外迁移，但因良种

和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和菜农生产积

极性的提高，城郊蔬菜单产仍达4 000

～5 000 公斤。
80 年代中期，全省常年专业菜地

30 多万亩，季节性菜地和粮食产区

轮、间、套菜地900 万亩，年总产约200

亿公斤，除满足全省人民需要外，每年

还销往西北、华北、东北地区3 亿公斤

左右。且四川蔬菜花色品种之多，在全

国名列前茅。特别是成都，全年上市品

种100 多个，其中有的菜如莴笋、萝

卜、大葱、小白菜、甘蓝等周年供应，菜

豆、菜用大豆、豇豆、黄瓜、苤兰、芹菜、

苋菜等一年可种两季，供应期很长。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大宗菜

比重下降，细菜比重上升，淡旺季节差

距也显著缩小。据成都市场调查，淡旺

季上市量由原来的1 ∶3 缩小到1985

年的1 ∶1．7，这在全国亦不多见。同

时，攀枝花、西昌地区正在建立早菜生

产基地，发挥冬暖春早优势，生产早蕃

茄、早辣椒、早黄瓜等早熟果菜，供应

省内外。此外，大中城市郊区的平菇、

凤尾菇、木耳、黄背木耳等食用菌也有

较大发展。

二、菜区分布

蔬菜为生活必需品，且种类品种

很多，对生态环境有广泛的适应性，除

城市居民外，几乎家家种菜。以地势、

气候、蔬菜栽培为依据，大体可划分为

4 区。

(一)西部高原区

包括甘孜、阿坝两州的大部。本区

海拔高、气温低、霜期长、降水少、冰雹

和大风多，人烟稀少，生产以牧为主，



农耕地不多，蔬菜栽培少。耕制为一年

一主作制。由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

大，园根(芜菁)、洋芋、萝卜产量高、品

质好，有“三宝”之称，80 年代大量销

往内地。

(二)东部盆地区

本区是四川人口最集中、农业最

发达的地区，也是蔬菜栽培最广、产量

最多的地区。由于气候温和，变率很

小，热量丰富，雨量充沛，适于多种蔬

菜的生长发育，尤其是冬季气温显著

高于国内同纬度地区，许多蔬菜都可

安全越冬，而且优质丰产。栽培制度以

三主作制为主，大城市郊区专业菜地

有部分多作制。蔬菜品种多、产量高，

除供应当地市场外，还生产辣椒、大蒜

等特种菜和榨菜、大头菜等加工菜销

往国内外。本区除城市郊区专业菜地

外，不少地方有在大小春作物行间和

大小春间隙间套和增种蔬菜的习惯。

本区又可分为盆西北、盆东南两

个分区。盆西北分区以成都市为主，包

括乐山、雅安、德阳、绵阳、广元、遂宁、

南充等市地。尤以成都得天独厚，除具

有优越气候条件外，土壤肥沃，兼有都

江堰自流灌溉之利，蔬菜生产发展快，

复种指数高，集约化程度也高，近郊菜

区不少已形成多作制，产量高，花色品

种多，特别是渡春淡的蔬菜种类和品

种较多，供应平衡，在全国大中城市中

位居前茅。冬春季常有大批鲜菜供应

北方省市区。川东南分区以重庆为主，

包括宜宾沿长江以下低海拔地区及高

县、叙永、隆昌、合川、梁平一线以东地

区。本区热量更加丰富，年均温18℃以

上，但伏旱威胁大，土壤、水利条件相

对较差，蔬菜生产不如盆西北分区，但

渡秋淡的水生蔬菜、速生叶菜较多，秋

淡不突出。

(三)川西南山地河谷区

包括凉山州西南部和攀枝花市大

部，即所谓攀西地区。本区除山间谷地

和山间大、小盆地外，是高度不同的山

地，从谷地到山顶形成明显的立体气

候，各种蔬菜可在不同季节、不同海拔

高度，因地制宜种植。本区的金沙江、

安宁河谷地，年均温达20～22℃，年较

差小，日较差大，日照时数多，雨量充

沛，各种蔬菜都可栽培，产量也高。冬

季热量条件尤优，可以露地栽培喜温

果菜，提早上市，80 年代开始建立早

菜生产基地，效果很好。本区由于蔬菜

发展较晚，技术还不够精良，栽培制度

仍以三主作制为主。

(四)盆周南北山地区

包括达县、黔江地区大部和涪陵、

万县的一部分，以及大巴山、大娄山的

一些地区。本区海拔较高，气温相对较

低，蔬菜生产较差，但有适应其生态环

境的独特品种，如竹笋、木耳、魔芋等

均为出口佳品。

三、栽培管理

四川蔬菜生产源远流长，有丰富



的品种资源和众多的传统经验与技

术。清代中期的《老农笔记》就记述了

多种蔬菜品种和栽培要点，但因过去

蔬菜生产零星、分散，多属自给性的，

商品量少，对其生产经验系统整理不

多。建国后，蔬菜的科研、教育和技术

推广工作不断加强，品种改良和技术

改进工作迅速发展。1949 年以来，四

川蔬菜栽培管理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

4个阶段。

(一)推广传统技术经验(1950～

1957 年)
本期蔬菜生产由恢复到开始发

展，蔬菜有关专业机构尚不健全，生产

技术上重点是调查总结传统技术，就

地进行推广。主要发掘并推广了一些

具有特色的农家品种，如二白皮莴笋、

二平桩白菜等，总结推广了一些精耕

细作的栽培技术经验，如栽培热莴笋

的“井吊”催芽法，草围温床育苗法，软

化栽培和丘陵夏季炕土等，发展了提

高土地利用率的间种、套种技术，如以

冬瓜为主的一年多作的“架子套”等。

(二)系统总结、全面推广传统先

进技术经验(1958～1966 年)
本期蔬菜生产进一步发展，要求

对传统技术加以科学总结，有组织地

进行推广。在品种方面，进行了蔬菜品

种资源的调查、整理，成都、重庆还分

别编印了品种志，系统地介绍了当地

主要优良品种，如二金条海椒、红嘴燕

豇豆、墨茄等；在栽培制度方面，总结

了成都、重庆的蔬菜栽培制度，成都还

将总结的“架子套”、“平地套”两大类

型，通过多种方式，在 生产上推广应

用；在栽培技术方面，除一般的精耕细

作经验外，还总结推广了一批特殊的

栽培技术经验，如深沟窄厢栽培，豆类

留种翻种法等。

(三)开展专项技术研究(1967～

1978 年)
在“文革”中，广大科技人员排除

干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专项技术的

研究，引进和推广一批先进技术。在克

服淡旺矛盾上，总结提出了有效的综

合措施及几种淡季菜的丰产技术；在

丰产栽培技术上，提出并开始推广了

一些主要蔬菜，如辣椒、茎用芥菜等的

丰产栽培措施；在植保工作上，为减少

污染，在开展药剂防治的同时，还开展

了利用黑光灯、糖酒醋液诱杀技术等

的推广；在良种推广方面，引进并推广

了蕃茄加工品种罗成1 号、早熟甘蓝、

墨叶小平头等。

(四)传统技术向现代科学技术转

移(1978～1985 年)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蔬菜

生产发展很快，为适应蔬菜生产发展

的需要，对全省蔬菜品种资源，加以合

理利用。筛选出14 类蔬菜优良品种

433 个，其中扩大推广的50多个。利用

地方资源和自己培育的原始材料，选

育出蕃茄、辣椒、黄瓜、豇豆、菜用豌

豆、白菜、甘蓝等蔬菜新品种30 多个，



引进推广外地品种30 多个，使良种面

积达到60 % ～70 % 。推广了配套丰产

栽培技术，引进推广了地膜覆盖栽培、

激素应用等新技术10多项次。开展综

合防治措施，开始了“无公害”蔬菜生

产。

第二节 中 药 材

一、生产演变

四川是全国中药材重要产区之

一，以品种多、产量大、质量好闻名国

内外。有“天下有九福，药福数西蜀”的

说法。药材的生产、使用源远流长，汉

《本草经》、唐《新修本草》和《蜀本草》、

北宋《附子记》、明《本草纲目》等都对

四川中药材有专门记述。1957～1985

年，经6 次资源调查统计，全省有中药

材品种4 103 种，占全国品种的75 % 。

民国时期，全国常用中药材600 多种。

四川占370 种，植物、动物、矿物齐全，

植物的根及地下茎类、皮类、木类、花

类、果实种子类、全草类和菌类应有尽

有。年产较多者有川芎、泽泻、羌活、赤

芍、贝母、大黄、鹿角、当归、党参、丹

皮、木通、柴胡、蜂糖、红梅、甘松、寸

金、甘草、木香、虫草、附片、黄姜、白

姜、陈皮、桔络、半夏等30 多种，其中

较著名的有当归、大黄、虫草、麝香、川

芎、附子、黄连、贝母、麦冬、银耳等。四

川中药材不仅种类多，而且品质好，唐

王朝规定四川境内“土贡”药材达40

多种。

全省药材生产清代已具相当规

模，清末开始下降，抗日战争前又有所

回升。1932 年调查，年产50 万公斤以

上的有川芎、当归；年产5 万公斤以上

的有大黄、羌活、天雄、党参、杜仲、巴

豆、半夏、白芍、麦冬、枳壳、白姜、泽

泻、附片、贝母等，年总产500 万公斤

以上。抗日战争期间，出口困难，产量

下降，以后一直未能恢复。1949 年，著

名的附子、麦冬、黄连、川芎等18 种中

药材面积仅2 万亩，产量125 万公斤。

1949 年后，人民政府重视中医中

药，积极扶持中药材生产，产量稳定上

升。1952 年全省家种药材面积6 万亩，

家 种和野生药材产量200 万公斤。

1954 年，国家成立了中药材专管机

构。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把主要药材生

产纳入农业生产计划，按略高于其他

经济作物的收益调整了收购价格，采

取巩固扩大老产区，积极开辟新产区

的方针，对农民生产的中药材和私营

药材商业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当

时全省常用中药材450 种。其中植物

类348 种、动物类41 种、矿物类30 种、

加工类31 种。主要栽培的药材有川

芎、麦冬、附子、黄连、白芷、白姜、杜



仲、当归等91 种，主要野生药材有贝

母、大黄、半夏、虫草、天麻等101 种。

1955 年，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我

国药材生产情况及今后生产意见的报

告》提出：收购部门可与药农签订预购

合同。税收部门统一规定合理税率和

征收办法，对农民采挖的野生药材，一

般应予免税。通过这些规定的实施，药

材生产迅速恢复，1957 年全省中药材

种植面积13 万亩，家种和野生中药材

总产3 500 万公斤。1958 年以后中药

材生产一度出现波折。1959～1960 年

产量猛增，1961～1962 年被迫大幅度

压缩。1961 年川芎、麦冬、附子、黄连

等21 种，比1957 年面积下降40 % ，产

量下降67 % ，野生名贵品种贝母、天麻

等产量约为1957 年的1／3。450 种常用

中药材中经常脱销的140 多种。1961

年，国家计委、农业部、林业部、卫生部

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一定要妥善

解决中药材生产所必须的土地，并通

过产销合同，使生产落实，大力提高单

产，推行林药间作、粮药间作，巩固老

产区，适当发展新产区。四川省制定了

保证产药区社员吃粮水平不低于邻近

产粮队；占用耕地的药材，实行粮药互

补，全奖全赔；大力组织群众采挖野生

药材等规定。省人委还决定从1961 年

起，对30 多种药材奖售粮食、化肥和

棉布。有关部门开始于1962 年下达中

药材生产计划，组织编印了《药用植物

栽培技术》。规定国内需要和出口量大

及本省特有的药材，如川芎、黄连、麦

冬、附子、鹿茸、麝香、贝母等70 多种，

由省统一安排生产、购销计划；以内销

为主的常用药材，如柴胡、柿仁、腊梅

花、紫苏、蝉蜕、虎骨等156 种由省提

出控制数，专区安排生产、购销计划；

其余小宗药材的生产、购销由县安排。

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全省药材生产从

1963 年开始回升。

科研单位1959 年曾试种野生药

材60 多种，天麻、贝母、半夏等重要药

材试种成功，还开展了玉部、大海、没

药、广香、砂仁等引种试验。

70 年代，省政府和各级政府进一

步给予中药材生产的扶持。1973 年，

全省投放用于药材生产资金达1 000

多万元。1978 年起，每年又拨补助粮

2 500～3 000吨、化肥2 万多吨。在此

期间，推广了天麻、木耳人工栽培。黄

连生产，改砍树植连为造林植连，效益

显著。与此同时实行“一条龙”管理办

法，生产、购销统一由医药部门管理。

1979 年起，中药材生产逐步向“按需

生产”、“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发

展，进行了有上有下的调整。1985 年，

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37．4 万亩，家种

野生药材总产量6 000 万公斤。其中

党参、白芍、贝母、牛膝、丹皮、大黄、黄

连等35 种主要川产中药材种植面积

33 万亩，产量5 025 万公斤。



二、分布

四川 药材产 区 分 布遍 及 全 省。

1980 年前后，省中药材研究所通过调

查，初步划分为7 个植被类型产药区。

(一)盆地东南缘山区

包括涪陵地区所属长江南岸的绝

大部分地区，海拔500～2 250 米。主

产黄连、石香薷、黄柏、苦参、常山、肉

独活、水藁本、朱砂、蕲蛇等。

(二)盆地南缘山区

包括宜宾地区所属的长江南岸的

绝大部分地区及金沙江流域的个别地

区、乐山地区所属岷江下游的少部分

地区，海拔500～1 900 米。主产吴茱

萸、荔枝核、天麻、石斛、旋覆花、大通

草等。

(三)盆地西缘山区

包括绵阳地区的北川县、平武县

部分地区，雅安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凉

山州的木里县，甘孜州的九龙县、康定

县，阿坝州的大部分地区，海拔500～5

200 米。主产川牛膝、川贝母、大黄、当

归、天麻、党参及麝香、鹿茸等。

(四)盆地北缘山区

包括万县、达县地区及绵阳地区

北部 的 部 分地 区，海 拔800～ 1 200

米。主产黄连、冬花、银耳、当归、湖北

贝母、佛手、苍术、厚朴、党参及龟板、

鳖甲、刺猬等。

(五)盆地中央丘陵平坝区

东起奉节、西至雅安、南起合江、

北达苍溪，海拔200～1 100 米。主产

陈皮、毛化红、枳壳、使君子、丹皮、巴

豆、白姜、黄姜、桂圆、荔枝核、麦冬、川

芎、附子、泽泻、白芍、红花、芸香草等。

(六)金沙江河谷区

包括除木里县外的凉山州全部、

攀枝花市所属的地区、甘孜州泸定县。

本区设有引种研究南药的基地。栽培

药材有苏木、千张纸，野生药材有防

风、麻黄、越西木香、茯苓及穿山甲、蝉

蜕等。

(七)高山草原区

本区除九龙、康定外的甘孜州和

阿坝州的部分地区以及凉山州的木里

县，海拔1 300～4 200 米，是全省野生

珍贵药材的主要产区之一。有川贝母、

虫草等，其他还有黄芪、羌活、大黄、雪

山一支蒿等。

三、运销

成都历来就是有名的药材集散

地，成都药市在宋代就已闻名全国。明

清时代，江油、灌县、雅安、合川、万县

已发展成为集散中心。清代后期，四川

药材开始大量输出，主要销往江苏、浙

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少量

销往国外，均经重庆转口出川。药材输

出总值居出口物资总值的第三位。

1931～1937 年，年均输出量在50 万公

斤以上的有黄姜、川芎、当归3 种；在5

万公斤以上的有白芍、白芷、枳壳、陈

皮、天雄、大黄、半夏、黄芪、巴豆、羌



活、党参、泽泻、杜仲、麦冬、木香、玉京

等19 种；5 000 公斤以上的有贝母、天

麻等35 种；500 公斤以上的有22 种；

另有鹿茸、麝香，共计115 种，年均输

出总量数百万公斤。输入的有伏苓、连

翘、砂仁等20 多种。

1958 年，全国有38 个统购品种，

其中，四川泽泻产量占总量的2／3、玉

京占2／3、川芎占99 % 、附子占90 % 、麦

冬占90 % 、红花占25 % 、白芷占40 % 、

牛膝占50 % 、使君子占90 %、枳壳占

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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