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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基地驻点工作第十四周稳步推进，基地驻点人员坚守工作岗位，各环节技术

措施有效落实，各试验示范基地烟草均已进入采烤阶段，部分基地烟草已经采烤到下、中部

叶。本周各示范基地烟株长势较好，没有特别严重的病害发生，但最近各区域均高温，是烟

草叶部病害爆发的高峰时期，尤其是赤星病，各基地应持续监控病害的发生，并及时采取措

施进行相应的调控。重庆各基地继续开展实验数据收集、处理工作，准备中期材料，迎接 8

月初湖南中烟的中期检查。 

盐边县烟草公司杨军伟经理到和爱乡烟站工作调研 

8 月 3日，攀枝花市盐边县烟草公司杨军伟经理、潘兴兵科长、龚加云主管及相关部门

负责人到盐边县和爱乡烟草基地单元开展工作。盐边县和爱乡烟站余点长及技术员、西南大

学攀枝花基地驻点人员孙成成、殷鹏涛陪同。 

当前正值烤烟生长的后期关键阶段，在雨中杨军伟经理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到达和爱

乡烟草基地单元查看烟草科技项目及试验进展情况，其中查看了西南大学四川“烟草根茎病

害绿色防控”项目示范区及小区试验进展情况，指出要严格控制病害，密切关注根茎病害、

叶部病害等一切有可能危及烟叶品质的因素，及时控制，完成生产指标。今年前期过于干旱，

后期雨水又多，光照不够充足，对于烟叶的生长成熟造成了影响，在后期进行采烤时注意一

些烘烤技术。同时，杨经理提出要驻点人员时刻关注示范区烟草生长情况，在后期要注意测

定烟草的产量及品质作为后期的一项测定指标，争取把工作做得更加完善，使新技术得到传

工作动态 



播，提高烟叶质量，让烟农增加收益。 

 

图 1 杨军伟经理指导工作               

彭水测定“青枯病发病地块烟株根系土壤的温湿度”等数据 

彭水驻点人员采集《不同土壤酸化改良剂及其复配对烟草青枯病的控制作用》大田窝施

试验地的土样，晾干，待检测 pH 等指标。针对青枯病常发地块，选择病级分别为 0 级、1

级、3级、5 级和 7 级的烟株，分别测定烟株根系土壤的温湿度。使用土壤温湿度测定仪测

定土壤温度；通过采集根系土样，装至大小一致的铝盒内，分别测定鲜重和干重的方法测定

土壤湿度。分别采集发病地和不发病地块的烟株根际土于 RNA保存液内，置于-80超低温保

存柜内保存，待提取 RNA以后续分析不同地块根际微生态差异。每隔两天为《不同土壤酸化

改良剂及其复配对烟草青枯病的控制作用》盆栽实验烟株浇水，保证烟株正常生长，以便后

续采土分析。对示范区和各个试验区的病害发生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总结各个试验的不同处

理对青枯病的控制作用。 

     

 图 2 采集土壤温度数据           图 3采集根系土壤以测定土壤湿度 



     

图 4 调酸盆栽实验烟株（重复之一）             图 5 试验地病害调查 

酉阳开展“不同伤茎方式防治烟草黑胫病试验” 

及 LSW-4菌剂处理青枯病初见成效 

不同伤茎方式防治烟草黑胫病试验是在黑胫病初发时，在竖向伤茎深度三个水平：表皮

至髓部、割至髓部、割过髓部；竖向伤茎长度四个水平（5cm、10cm、15cm）；竖向伤茎位

点三个水平（茎基部、茎高 1/4 处、茎高 1/2 处）。进行正交试验，L9（34）。分别在竖割处

理前 1 天、处理后 7 天、10 天，调查每株被处理烟株的病情指数。对照不同处理的病情指

数，明确竖割处理的效果，并统计竖向伤茎方式的工作效率。目前不同伤茎方式防治烟草黑

胫病试验进行到数据统计的第二个环节，即调查处理烟株后 7 天的病情指数。 

在不同菌剂对青枯病控制效果的实验中，综合三次调查数据可知，连续的高温高湿气候

导致了发病程度加重，用自提菌 LSW-4 处理的烟株发病率最低。 

   

图 6 标记病株                              图 7 青枯病烟株 

 

 

 

随着各基地烟草进入烘烤期，各基地驻点人员及时的进行试验处理及收集田间数据，初

试验进展 



步得出各个试验处理之间的长势差异和病虫害发生情况。 

 

冕宁基地：本周，冕宁《根际健康微生态调控及其关键技术应用于研究》示范区

及《烟草根茎病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区》已经开始中部叶采烤工作。示范区及实

验小区完成下部叶测产工作。此外各个小区实验病害统计已经完成，但在此期间，驻点人员

仍然继续进行田间病害跟踪。 

 

   

            图 8 下部烟叶烘烤情况             图 9 示范区烟叶采烤情况 

攀枝花基地：截至 8 月 4 号，根据项目组要求所有小区试验已经完成打顶期数据的

测定，同时在后期发现《不同烟草品种对烟草黑胫病的防治研究》中 7-1 品种烟草叶部病害

发生严重，与烟农进行交谈后进行一定的药剂进行处理。 

    

图 10相关数据的测量工作           图 11与烟农进行交流 

彭水基地：示范区和试验区均开始采烤工作，示范区即将采烤至中部叶片，而试

验区已采烤至中部叶片。就病害调查情况来看，实验地块除青枯病为害外，还有零星空茎病、

小区域集中的病毒病发生危害。 

《苗强壮基质拌菌对烟草青枯病发生的影响研究》小区试验病害调查结果显示：CK、

50g/亩、100g/亩、150g/亩的病情指数分别为 2.55、1.22、1.33、0.87，其中 CK 与不同用量

苗强壮处理间在 alpha = 0.05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不同用量苗强壮处理间未存在显著性

差异。因此，苗强壮基质拌菌技术降低了青枯病的病情指数，对青枯病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不同抗性诱抗剂对烟草生长及烟草青枯病发病的影响》小区试验病害调查结果显示：

2,6-二氯异烟酸、氨基寡糖、水杨酸、CK 的病情指数分别为：3.45、3.96、3.48、2.75，不



同处理之间在 alpha = 0.05 水平上未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CK 病情指数较低可能是青枯

病在某一片集中发病、试验地块初始含菌量不同等原因引起的。 

      

图 12 试验地空茎病                      图 13 试验地采收现状 

泸州基地：8 月 3 日，驻点人员对示范区情况进行调查和小区试验进行调查，在

示范区和小区实验内均有零星青枯病的发生。 

     

图 14 小区试验挂牌                      图 15 试验地青枯病烟株 

巫山基地：7 月 30日，进行小区实验《微生物菌剂对烟草野火病的控制效果及烟

叶微生态群落结构的影响》打顶期药剂处理，目前已进行三次药剂处理，综合调查数据可知，

噻菌酮加维果处理效果最好，野火病病叶率为 6%，病情指数为 1.44，枯草芽孢杆菌处理，

病叶率 9%，病情指数 2.0。另外，对野火病国家药效试验和赤星病国家药效试验进行药剂处

理，根据往年经验，赤星病到达发病高发期，应提前预防，增强烟株抵抗力，减少病害损失。 

      



图 16小区实验病害调查                图 17小区试验药剂处理 

正安基地：8 月 1 日-2 日，驻点人员韩松庭对示范区和试验地进行六次田间病害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试验一：《拮抗微生物菌剂和植物有抗剂联用》试验青枯病对照发病率为 18.18%，处

理一多年类芽孢杆菌和 2,6-二氯异烟酸联用发病率为 5.05%，处理二多年类芽孢杆菌和水杨

酸联用发病率为 6.07%，处理三 2,6-二氯异烟酸处理发病率为 6.57%，处理四水杨酸处理发

病率为 9.09%，处理五多年类芽孢杆菌处理发病率为 7.07%。防治效果最好的为处理一，相

对防效为 72.22%。 

试验二：《植物诱抗剂与化学杀菌剂联用》试验青枯病发病最重，对照发病率为 27.78%，

处理一噻菌铜和水杨酸联用发病率为 16.34%，处理二噻菌铜和 2,6-二氯异烟酸联用发病率

为 13.07%，处理三 2,6-二氯异烟酸处理发病率为 19.60%，处理四 2,6-二氯异烟酸处理发病

率为 17.32%，处理五噻菌铜处理发病率为 25.49%。防治效果最好的为处理二，相对防效为

52.95%。 

试验三：《植物源杀菌剂和化学杀菌剂复配》试验对照和处理青枯病发病较轻，对照发

病率为 15.75%，处理一瑞香素和噻菌铜复配发病率为 8.06%，处理二瑞香素和乙蒜素复配发

病率为 12.82%，处理三瑞香素处理发病率为 13.55%，处理四噻菌铜处理发病率为 14.65%，

处理乙蒜素处理发病率为 16.48%。防治效果最好的为处理一，相对防效为 48.82%。 

 

     

图 18 试验地处理生长情况                  图 19试验地处理生长情况 

 

 

 

冕宁基地：基地示范区进入烟草采烤中期，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下部烟叶采烤，

开始采烤中部烟叶，本周冕宁基地雨水较多，平均温度在 21℃左右，示范区及实验小区青

枯病等根茎类病害无爆发迹象。示范区验烟草生长正常，本周冕宁降水比较频繁，气温偏低，

后期烟株叶部病害发生较为普遍，期间，驻点人员会时刻关注田间病害发生动态，做好采烤

时期田间病害预防工作，保证采烤的顺利进行。 

示范推广 

 

 

 



 

图 20示范区烟株长势 

攀枝花基地：截至 8月 4号，攀枝花烟草基地单元烟草生长已经完成打顶期，大

约再有一周左右就要进行烟叶的采烤工作。根据四川省“烟草根茎病害发生机制及绿色防控

技术研究应用”与“烟草根际健康微生态调控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要求，通过抽取攀

枝花地区烟草黑胫病常年发生地块与不发生地块的烟草根际土样，分析其微生物群落的长期

变化。根据项目要求进行取第三次土样。                                 

            

图 21 黑胫病发生地块根际土样         图 22 示范区烟草长势 

彭水基地：核心示范区的下部叶片已经采收完毕，示范区内病毒病和青枯病零星

发生，未发现黑胫病和空茎病。部分低洼地块，之前长势弱的烟株现已经有所恢复，与周围

烟株无明显差异。后续仍要继续关注病害发生情况，保证烟叶的正常采收。 

     

图 23 核心示范区整体烟株长势             图 24核心示范区单株烟长势 

泸州基地：目前示范区采烤已经进行至中部叶，示范区青枯病整体发病率在 2.05%，

其中有一块地地势较低洼，发病率在 9.75%，发病较为严重。 



   

图 25 调查示范区病害情况                 图 26示范区采收 

   

图 27  示范区长势 

酉阳基地：示范区烟株采烤已进入第三炉，部分地块因频繁降雨、地势较低、排

水受阻，导致植株矮小，叶片黄化较早，叶片薄，缺少油分。 

 
图 28 涝害地块 

巫山基地：目前巫山骡坪基地持续高温，示范区大部分下部叶已经落黄，已经全

面开展烤烟工作。不过，未来一月天气温度有所下降，并伴有雨水，创造了高温高湿的环境，

是烟草野火病、赤星病发病的重要时期，烟站领导和驻点人员都密切关注，烟站分发枯草芽

孢杆菌和咪鲜胺锰盐进行防治，驻点人员也向部分烟农提供叶控三号进行防治，以期减少烤

烟病害损失，打好植保的“最后一战”。 



    

图 29单株烟长势                  图 30示范区生长情况 

正安基地：目前试验示范下部烟叶采收完毕，根据第二棚烟的烘烤质量来看，示

范区的下部叶的采烤价值高于对照。示范区的根茎病害仍然发生较少，目前根茎病害发病率

为 1.03%，对照发病在 10.34%。 

    

图 31 示范区生长情况                   图 32 对照生长情况 

 

   图 33 示范区烟株全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