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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2016 年在丁伟教授的带领下，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

以根茎病害防治与烟叶的品质提升为主攻研究目标，以烟际微生态平衡的理论为指导方针，

通过土壤保育技术与烟草抗性免疫技术的示范应用，最终达到有害生物有效控制与烟叶可用

性显著提升的目的，并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2017 年在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

贵州省遵义市、河南省南阳市、四川省等烟草公司，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中烟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将重点围绕烟草绿色生态防控，根茎病害的根际微

生态调控，以及烤烟可用性的提升的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示范与推广。 

 

2017 年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承担了中国烟草总公司重点项目“针对烟草青枯病

的根际微生态调控防治机制及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大专项项目“基于拮抗菌剂

的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以及国家武陵秦巴烟区绿色生态防控示范区的

建立，湖南中烟“提高重庆烟叶可用性的技术集成示范与应用”等烟草行业重要项目。特别是

2017 年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全国推广绿色生态防控战略的首年，探究根茎病害发生的微生

态机制，形成基于微生态的绿色调控技术与有效的物化产品，是未来 5 年全国烟区根茎病害

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建立示范与推广的重要基础。因此作为重要的开端年，项目研究团队在分

别在重庆彭水、黔江、巫山、武隆、涪陵，四川泸州、凉山、攀枝花、宜宾、广元，贵州遵

义正安、绥阳，河南南阳等 4 个省市，13 个区县建立绿色生态防控-根茎病害系统控制示范

区，总示范区规模达到 3000 余亩。在开展技术集成示范的同时，通过小区试验，研发关键

技术与物化产品，在 13 个区县共开展 50 余项小区试验。与此同时，项目团队对各地区派驻

总体任务

务 



驻点老师、研究生等 20 余人，长期对示范区进行监控与技术落实，为今年工作的有效开展

奠定扎实的基础。 

 

 

2017 年西南大学烟草基地单元开展试验、示范汇总 

基地单元 试验名称 负责人 

重庆彭水基地

单元 

调控根际微生态防治烟草根茎病害技术集成示范 丁伟、江其朋 

基于拮抗菌的烟草青枯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技术集成示范 江其朋 

基质中添加微生物拮抗菌剂对烟草生长及根茎病害发生的影响 江其朋 

烟草青枯病和黑胫病拮抗微生物菌剂的筛选及防治效果研究 江其朋 

腐殖酸和菜籽饼肥与微生物菌剂协同作用对烟草青枯病和黑胫病的调控 江其朋 

不同培土次数对烟草生长及根茎病害发生的影响 江其朋 

不同行距培土对烟草生长及根茎病害发生的影响 江其朋 

绿肥翻压对烟草生长及烟草青枯病发生的影响 江其朋 

烟草生长调节剂药效试验 江其朋 

2017 年斜纹夜蛾国家药效对比试验 江其朋 

重庆武隆基地

单元 

调控根际微生态防治烟草根茎病害技术集成示范 丁伟、杨亮 

黄腐酸对土壤改良及烟草根际微生态效应研究 赵世元 

植物油对烟草青枯病及根际微生态效应研究 杨亮、赵世元 

K326 品种有害生物发生种类及流行规律 赵世元 

2017 年烟草根结线虫国家药效对比试验 赵世元 

0.2％噻苯隆可溶液剂做生长调节剂田间药效实验 赵世元 

0.01％芸苔素内酯可溶液剂做生长调节剂田间药效实验 赵世元 

黔江基地单元 基于拮抗菌剂的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技术集成示范 丁伟、李四光 



涪陵基地单元 调控根际微生态防治烟草根茎病害技术集成示范 丁伟、杨亮 

巫山基地单元 

彰显中间香型风格特色烟叶生产综合技术集成与推广 程浅 

中间香型烟叶基地巫山植烟土壤中微量元素调查与分析 程浅 

植烟土壤保育的关键技术研究 程浅 

烟叶耐熟性评价试验研究 程浅 

开展新型合作社组织形式创新的探索 程浅 

黑胫病国家药效试验 程浅 

野火病国家药效试验 程浅 

330 克/升二甲戊灵乳油对烟草抑制腋芽生长田间药效试验 程浅 

360 克/升仲丁灵乳油对烟草抑制腋芽生长田间药效试验 程浅 

四川泸州基地

单元 

四川烟草根茎病害发生机制及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陈娟妮、黄阔 

不同纳米材料不同施用方式对烟草青枯病的防控效果研究 陈娟妮 

四川宜宾基地

单元 
四川烟草根茎病害发生机制及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张永强 

四川攀枝花基

地单元 

烟草根茎病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 丁伟、武霖通 

烟田除草剂精准用药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 武霖通 

不同防治时期对烟草黑胫病的防控效果研究 武霖通 

不同施药方式对烟草黑胫病的防控效果研究 武霖通 

纳米 CuO 对烟草黑胫病的控制技术研究 武霖通 

四川凉山基地

单元 

根际微生态调控烟草根茎病害综合防控示范 丁伟、朱洪江 

不同拮抗菌剂对烟草根茎病害的控制效果研究 朱洪江 

烟草青枯病药剂筛选研究 朱洪江 

纳米材料诱导烟草产生青枯病抗性及对烟草产量质量的影响 武霖通 

灌根施用纳米材料对烟草青枯病的防治效果 朱洪江 

贵州正安基地

单元 

调控根际微生态防治烟草根茎病害技术集成示范 丁伟、李碧德 

基质中添加微生物拮抗菌剂对烟草生长及根茎病害发生的影响 李碧德 

烟草青枯病和黑胫病拮抗微生物菌剂的筛选及防治效果研究 李碧德 

腐殖酸和菜籽饼肥与微生物菌剂协同作用对烟草青枯病和黑胫病的调控 蔡璘 

喷施纳米材料诱导烟草抗青枯病及烟叶产量、质量的影响 蔡璘 

灌根施用纳米材料对烟草青枯病的防治 蔡璘 

基质添加纳米材料诱导烟草产生青枯病抗性的影响 蔡璘 

生防菌剂对烟草根茎病害的防治 汪汉成 

2017 年度烟草立枯病药效对比试验 李碧德 

2017 年度烟草猝倒病药效对比试验 李碧德 

贵州绥阳基地

单元 

基于拮抗菌剂的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技术集成示范 丁伟、蔡璘 

基质中添加微生物拮抗菌剂对烟草生长及根茎病害发生的影响 李碧德 

烟草青枯病和黑胫病拮抗微生物菌剂的筛选及防治效果研究 李碧德 



腐殖酸和菜籽饼肥与微生物菌剂协同作用对烟草青枯病和黑胫病的调控 李碧德 

灌根施用纳米材料对烟草青枯病的防治 蔡璘 

喷施纳米材料诱导烟草产生青枯病抗性及对烟草产量、质量的影响 蔡璘 

基质添加纳米材料诱导烟草产生青枯病抗性的影响 蔡璘 

生防菌剂对烟草根茎病害的防治 汪汉成 

2017 年度烟草白粉病国家药效试验 蔡璘 

0.2%噻苯隆猕猴桃生长调节试验 蔡璘 

0.1%氯吡脲猕猴桃生长调节试验 蔡璘 

河南南阳基地

单元 

基于拮抗菌剂的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技术集成示范 丁伟、姚晓远 

基质中添加微生物拮抗菌剂对烟草生长及根茎病害发生的影响 姚晓远 

烟草青枯病和黑胫病拮抗微生物菌剂的筛选及防治效果研究 姚晓远 

腐殖酸和菜籽饼肥与微生物菌剂协同作用对烟草青枯病和黑胫病的调控 姚晓远 

烟草诱抗物质与微生物菌剂协同作用对黑胫病的控制效果 姚晓远 

 

 

重庆地区《基于拮抗菌剂的烟草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方案论

证会顺利召开 

2017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烟草绿色防控重大专项顺利启动，西南大学丁伟教授任根茎病

害绿色防控技术全国首席专家，主要承担了全国武陵山区、秦巴山区、武夷山区，以及安微、

河南、山东烟区的根茎病害的绿色防控。2017 年率先启动的“基于拮抗菌的青枯病/黑胫病绿

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主要在重庆彭水、贵州遵义、河南南阳进行研究、示范与推广。

1 月 13 日，重庆地区 2017 年实施方案论证会在重庆烟草公司召开，重庆市烟草公司科技处

李常军副处长，重庆烟草科学研究所徐宸副所长、汪代斌副所长，彭水烟草分公司吴树成经

理等相关领导参加了这次论证会。 

1 月 13 日上午，项目首席专家丁伟教授首先对该项目的背景意义，主要的研究目标与

内容，以及 2017 年在彭水地区要开展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示范推广等方面工作做了详

细的汇报。他指出，此项目的实施重点在于关键技术与物化产品的研发，而国家局重点项目

根际微生态项目是以基础研究为主，探究影响根茎病害发生的微生态机制，两个项目相辅相

成，协同研究，最终能够形成武陵秦巴山区根茎病害的系统控制技术，在全国进行实施推广。 

项目论证与启动 



   

图 1 丁伟教授汇报项目方案                         图 2 方案论证会现场 

贵州遵义地区《基于拮抗菌剂的烟草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启

动会顺利召开 

国家局绿色防控重大专项“基于拮抗菌的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在贵

州遵义建立集成示范区，进行推广示范。1 月 19 日，贵州省遵义市烟草公司召开关于此项

目的启动研讨会，项目负责人丁伟教授、徐宸副所长，遵义市烟草公司副经理叶江平，贵州

烟草科学研究院植保室主任商胜华等参加了此次会议。 

1 月 19 日上午，会议在遵义市烟草公司二楼大会议室召开，首先丁伟教授介绍了绿色

生态项目在全国的整体布局与规划，并着重介绍了根茎病害在我国发生的严重度，以及给我

国烟草生产造成的巨大损失，随后结合绿色防控中拮抗菌剂项目的目标与任务，强调了首先

要基本摸清遵义地区植烟土壤的微生态特征，其次要通过核心示范区、展示区的建立，探究

基于拮抗菌的绿色生态防控技术体系，最终能够将技术体系推广于遵义地区，面积达到植烟

总面积的 70%以上。 

    
图 3 丁伟教授介绍项目整体情况          图 4 项目启动相关领导、专家合影 

 

 

为保证 2017 年项目有序开展，2 月 4 日起，西南大学项目组成员陆续前往各驻点基地，

通过与烟草公司分管烟叶领导沟通，根据试验方案要求，完成土样采集、试验选地、小区划

分、物资准备、底肥施用等备栽工作。 

基地调研 



重庆基地：2017 年 3 月 7 日-3 月 11 日，丁伟教授带领项目组成员硕士研究生张淑婷、

李四光、江其朋赴彭水、黔江、武隆调研并采取越冬后根茎病害土壤样品。彭水润溪基地单

元 2017 年布局两个国家局项目，即《针对烟草青枯病的根际微生态调控防治机制及其关键

技术研究》和《基于拮抗菌剂的烟草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3 月 7 日下

午，丁伟教授一行赶到彭水润溪，查看了今年的育苗以及烟蚜茧蜂保蚜保蜂情况，并查看了

彭水《针对烟草青枯病的根际微生态调控防治机制及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示范区油菜的长势

情况。3 月 9 日，丁教授赶赴黔江烟草分公司与相关领导就今年黔江烟草基地示范以及相关

试验开展进行了讨论。同时，项目组成员采集了彭水润溪乡、小厂乡，黔江中塘乡、濯水镇、

水市乡、石家镇、新华乡以及武隆巷口镇、仙女山镇、和顺乡根茎病害发生严重的土样共计

75 个。 

 
图 5 丁教授查看润溪示范区油菜长势情况              图 6 项目组成员采集土样样品 

贵州基地：2017 年 2 月 4 日开始，研究生蔡璘前往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正安县、

凤岗县及遵义县完成国家局重大专项《基于拮抗菌剂的烟草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

究与应用》项目示范区选地工作，确定了典型的四个县“5+2”（五个示范区，两个试验区）

核心百亩连片示范与试验地。2 月 17 日，丁伟教授携项目组成员赴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烟

草公司进行项目对接工作。2 月 23 日-27 日，研究生蔡璘、李碧德等前往贵州省遵义市正安

县及绥阳县开展播种育苗工作、菌剂的基质拌混及播种工作，根据所测的土壤 pH 值，通过

施用石灰等方法，调节试验地酸碱度。3 月 18 日，西南大学驻点人员开始入驻正安县及绥

阳县基地，有序开展施肥、起垄等备栽工作。 

   

图 7 驻点人员指导烟农深挖排水沟                  图 8 绥阳示范区起垄 



南阳基地：项目组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部署、沟通协商，目前河南省南阳基地“基于拮

抗菌剂的烟草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2017 年度实施方案”已经完善，项目

目标已经明确，旨通过示范与试验，在明确河南南阳青枯病/黑胫病发病区域病原菌种群与

根际微生物群落及土壤理化特性的关系，找到影响青枯病、黑胫病发生和流行的关键微生态

因子，筛选出安全、经济、使用方便的控制青枯病和黑胫病的拮抗微生物，最终形成以拮抗

菌剂为核心的微生态调控防治青枯病和黑胫病的关键技术与技术规程。 

目前南阳基地物资已陆续到位。驻点人员将严格按照方案指示，严格执行丁伟教授考察

南阳基地时所提指示，一丝不苟建设南阳基地。 

   

图 9 丁伟教授考察南阳                         图 10  “工商研”三家座谈 

 

 

四川基地：《四川烟草根茎病害发生机制及绿色防控技术研究》项目立足于四川烟草

五大产区，包括凉山州、攀枝花、宜宾、广元和泸州。2 月 6 日，研究生武霖通赴四川攀西

地区对项目进行年初的对接工作，包括试验点的选取以及土样的采集工作、攀枝花和凉山州

根茎病害 50 亩核心示范区选地工作。4 月 9 日，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剑门关镇双鱼村参与

《四川烟草根茎病害发生机制及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西南大学项目计划的 100 亩示

范区烟草区育苗棚开始第一次剪叶，烟草地已经开始起垄及覆膜工作，2 月 24 日，丁伟教

授携课题组成员毕朝位副教授、研究生武霖通一同前往四川广元落实对接项目。 

 

图 11 四川广元示范区对接工作 

 



 

遵义正安基地和绥阳基地完成了“基质添加纳米材料诱导烟草产生青枯病抗性的影响”

及“基质中添加微生物拮抗菌剂对烟草生长及根茎病害发生的影响”试验不同材料“拌基质”

育苗，并完成了相对应试验小区划分。四川攀枝花基地完成了“基质中添加微生物拮抗菌剂

对烟草生长及根茎病害发生的影响”试验不同材料“拌基质”育苗工作，目前苗期生势优于对

照。 

泸州双沙基地针对试验《不同纳米材料对青枯病的调控作用研究》，试验材料纳米二氧

化钛、纳米钼准备齐全，同时选取了试验地，大致划分小区，并注意设置对照。 

同时，彭水基地润溪基地单元今年依然将同步开展多项科学试验和研究，包括，《绿肥

翻压对烟草青枯病发生的影响》、《不同植烟行距对烟草青枯病发生的影响》、《基质中添

加微生物菌剂育苗对烟草青枯病发生的影响》、《不同培土次数（高度）对烟草青枯病发生

的影响》、《土壤改良调控土壤微生态防治烟草青枯病的效果研究》及烟草根系分泌物研究

等，任务艰巨。 

 

图 12 贵州正安基地试验区                       图 13 四川冕宁基地试验区 

 

今年是“烟草绿色防控重大专项—基于拮抗菌剂的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

应用”项目实施的第一年，从 2017 年 3 月 21 日起，驻点人员开始着手遵义市绥阳县、遵义

县和凤岗县科技示范单元土壤酸碱度调节工作，经过项目组成员齐心协力，快速推进相关工

作的开展，农事操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目前正在准备移栽工作。 

示范推广 

 

 

 

试验落实 



 

图 14 遵义县枫香示范区撒石灰现场 

彭水基地驻点人员在对各片区往年根茎病害发生情况及 2017 年植烟区域进行详细调查

后，统筹规划，将示范区划分为白果坪核心示范区、炮台沿线示范区和大厂沿线示范区三部

分，针对各片区病害发生情况及烟农植烟习惯，制定实施有针对性的绿色防控示范方案，配

套示范材料和技术，并全程指导。 

 

图 15 彭水示范区冬油菜长势良好、生物量达到标准 

泸州双沙驻点工作查看示范区物资确保前期药品已经到位，随时可以发放给烟农，并通

过与姜技术员协商后决定移栽时窝施，浇足定根水，随后培土时撒到根部配合使用。示范区

工作详细到每一块地、每一行垄，同时统计了烟农信息和土地发病情况。 

武隆青木池基地驻点人员了解到，三月中旬武隆青木池基地油菜生物量达到 2500 kg/

亩，采用旋耕耙将油菜打碎，并将油菜深翻入土。3 月底-4 月初，已翻田块撒施复合肥 50kg/

亩，农家肥 100kg/亩，油枯 15kg/亩和烟金（MgO 60%，CaO 4%，pH 10.0~10.5）1.5kg/亩，

按 115~120 cm 规格开厢起垄，垄体高度均在 35 cm 以上（机器无法达到起垄高度进行人工

再培土），做到垄土细碎、垄面平整，垄体饱满，垄距、垄高、宽窄一致。对往年积水严重

的地块挖掘排水沟，保证积水能够顺利排出，以防积水伤根。 



 

图 16 武隆青木池基地示范区连片成垄 

3 月 22 日，在当地技术员张文洪的协助下，攀枝花基地项目组成员选取了具有当地代

表性的黑胫病病害发生地作为核心示范区。驻点人员密切追踪调查烟苗长势情况，准确落实

本年度试验方案。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剑门关示范区驻点人员确定了示范区用地，并通过对当地气候条

件、地理环境、种植习惯及发病历史的了解，拟定今年的操作规程。精细记录示范区地块、

起垄规格、施肥情况等基础信息，并对正在起垄覆膜的烟农进行技术培训，因地制宜推行方

案实施。 

 

示范区建设和小区试验是驻点工作人员们最为重要的环节，驻点人员们在落实示范区建

设的过程中存在些许问题。 

遵义绥阳基地： 

绥阳高坊子基地海拔 860m 左右，位属于属于低海拔地区，温度较高，烟苗剪叶次数稍

少，导致烟苗偏高，驻点人员移栽和小培土时需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补救。 

四川广元基地： 

本地区气候条件特殊，前期低温，中期干旱，且烟草根部病害类中黑胫病、根黑腐病发

病较为严重，青枯病、立枯病发病较少，需根据当地条件作出相应调整。 

泸州双沙： 

1 试验药品涉及量较少，并未事先进行准确称量。 

    2 示范区不够平整、涉及地块多、农户多，挨家逐户沟通开展工作相对麻烦。 

    3 住处距示范区较远，交通不方便。 

    4 当地气候干燥，不适宜近期移栽。 

科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