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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是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农作物，而

且也是涉及农业和纺织工业两大产业的商品，对国民经济的

发展起着重要影响。同时，棉花还是一个非常适宜的期货品

种，早在1870年，棉花期货就出现在美国期货市场。随着棉

花期货市场的不断发展，棉花期货规避风险、发现价格的功

能已充分发挥出来，棉花期货价格在贸易界和管理界都有很

高的权威，已成为棉花行业和产棉国政府不可缺少的价格参

考依据。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和消费国，也是世

界上很有影响力的棉花进口国，近年来随着我国棉花市场的

逐渐放开，尤其是入世以来，棉花市场一步步走上市场化发

展轨道，由此就带来了市场风险加大的问题，涉棉企业亟需

一个规避风险的渠道，因此，近两年市场上关于推出棉花期

货的呼声渐高。在此，我们特设专栏，对棉花的基本情况及

美国棉花现货、期货市场进行系列介绍，以期投资者有一个

全面掌握和了解。 一、棉花基本知识 棉花是离瓣双子叶植物

，属锦葵目锦葵科木槿亚科棉属。喜热、好光、耐旱、忌渍

，适宜于在疏松深厚土壤中种植。 棉花栽培历史悠久，约始

于公元前800年。我国是世界上种植棉花较早的国家之一，公

元前三世纪，即战国时代，《尚书》、《后汉书》中就有关

于我国植棉和纺棉的记载。 在我国的棉花栽培历史上，先后

种植过四个栽培品种：海岛棉（长绒棉）、亚洲棉（粗绒棉

）、陆地棉（细绒棉）和草棉（粗绒棉）。在不同历史时期



，我国的主要栽培品种也不一样，亚洲棉引入历史最久，种

植时间最长，同时栽培区域较广；陆地棉引入我国的历史较

短，但发展很快，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取代了亚洲棉。目前

广大棉区所种植的棉花多为陆地棉种（细绒棉），新疆还种

植有少量海岛棉（长绒棉）。 （一）棉花品种特性 棉花原产

于热带、亚热带地区，是一种多年生、短日照作物。经长期

人工选择和培育，逐渐北移到温带，演变为一年生作物。春

季（或初夏）播种，当年现蕾、开花、结实，完成生育周期

，到冬季严寒来临时，生命终止。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只

要有充足的温度、光照、水肥条件等，就像多年生植物一样

，可不断地长枝、长叶、现蕾、开花、结铃，持续生长发育

，具有无限生长性和较强的再生能力。在棉花的一生中，温

度对它的生长发育、产量及产品质量的形成影响很大。除温

度外，棉花对光照非常敏感，比较耐干旱，怕水涝。棉花生

长历经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春分到立冬16个节气（从

四月中下旬至十一月中旬左右），一生可以划分为播种期、

苗期、蕾期、花铃期和吐絮期5个阶段。相对于其他农产品来

讲，棉花生长期较长，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 （二）棉纤

维品质构成 棉纤维是由受精胚珠的表皮细胞经伸长、加厚而

成的种子纤维，不同于一般的韧皮纤维。棉纤维以纤维素为

主，占干重的93％95％，其余为纤维的伴生物。由于棉纤维

具有许多优良经济性状，使之成为最主要的纺织工业原料。

1.长度。目前国内主要棉区生产的陆地棉及海岛棉品种的纤

维长度，分别以2531毫米及3339毫米居多。棉纤维的长度是

指纤维伸直后两端间的长度，以毫米表示。棉纤维的长度有

很大差异，最长的纤维可达75毫米，最短的仅1毫米，一般细



绒棉的纤维长度在2533毫米，长绒棉多在33毫米以上。不同

品种、不同棉株、不同棉铃上的棉纤维长度有很大差别，即

使同一棉铃不同瓣位的棉籽间，甚至同一棉籽的不同籽位上

，其纤维长度也有差异。一般来说，棉株下部棉铃的纤维较

短，中部棉铃的纤维较长，上部棉铃的纤维长度介乎二者之

间；同一棉铃中，以每瓣籽棉的中部棉籽上着生的纤维较长

。棉纤维长度是纤维品质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与纺纱质量

关系十分密切，当其他品质相同时，纤维愈长，其纺纱支数

愈高。支数的计算，是在公定回潮率条件下（8.5％），每一

公斤棉纱的长度为若干米时，即为若干公支，纱越细，支数

越高。纺纱支数愈高，可纺号数愈小，强度愈大。 表一：原

棉长度与可纺支数的关系 原棉种类 纤维长度（毫米） 细度（

米/克） 可纺织数（公支） 长绒棉 33－41 6500－8500 100

－200 细绒棉 25－31 5000－6000 33－90 粗绒棉 19－23 3000

－4000 15－30 资料来源：《棉花生育规律与优质高产高效栽

培》，陈奇恩等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印刷，第184页

。 2.长度整齐度。纤维长度对成纱品质所起作用也受其整齐

度的影响，一般纤维愈整齐，短纤维含量愈低，成纱表面越

光洁，纱的强度提高。 3.纤维细度。纤维细度与成纱的强度

密切相关，纺同样粗细的纱，用细度较细的成熟纤维时，因

纱内所含的纤维根数多，纤维间接触面较大，抱合较紧，其

成纱强度较高。同时细纤维还适于纺较细的纱支。但细度也

不是越细越好，太细的纤维，在加工过程中较易折断，也容

易产生棉结。 4.纤维强度。指拉伸一根或一束纤维在即将断

裂时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荷，一般以克或克/毫克或磅/毫克表

示，单纤维强度因种或品种不同而异，一般细绒棉多在3.55.0



克之间，长绒棉纤维结构致密，强度可达4.56.0克。 5.纤维成

熟度。棉纤维成熟度是指纤维细胞壁加厚的程度，细胞壁愈

厚，其成熟度愈高，纤维转曲多，强度高，弹性强，色泽好

，相对的成纱质量也高；成熟度低的纤维，各项经济性状均

差，但过熟纤维也不理想，纤维太粗，转曲也少，成纱强度

反而不高。 表二：棉纤维的经济性状及可纺号数比较 棉纤维

经济性状 长绒棉 细绒棉 色泽 乳白 洁白 长度（毫米） 35－45

21－33 细度（米/支） 6500－9000 4500－7000 直径（微米） 12

－14.5 13.5－19 宽度（微米） 14－22 18－25 转曲（转/厘米）

100－120 50－80 强度（克） 4.5－6.0 3.5－5.0 断裂长度（千米

） 27－40 21－25 可纺号数（号） 特细号4－10 细号及中号11

－30 资料来源：《棉花生育规律与优质高产高效栽培》，陈

奇恩等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印刷，，第187页。 （待

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