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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棉花蕾期———当棉株上第一果枝第一果节上出现宽达 ３ｍｍ的三角形幼蕾时，称为棉花现蕾。 蕾的出现标志着由营

养生长为主转向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时期，但仍然是营养生长占优势，以扩大营养体为主。 此期间棉株干物质

积累不断增加，碳氮代谢由苗期的以氮代谢为主转为以碳代谢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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