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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高温高湿条件正是利于各种烟草病害爆发的时节，也正是保健预警、

精准用药防控烟草病害的关键时机。近年来，烟草病害危害日益突出，其中青枯

病、黑胫病、根黑腐病等烟草根茎类病害，以及靶斑病、棒孢霉叶斑病、赤星病

等叶部病害发生尤为严重，不仅影响了烟草的产量和品质，还减少了烟草的经济

价值，因此抓住时机，瞄准目标，保健预警、精准防控是六月烟叶基地工作的重

点。为保证精准防控技术对叶部病害及根茎类病害的控制和提升烟叶品质，并确

保重庆各烟叶基地单元项目顺利推进，6 月 6 至 6 月 12 日，西南大学烟草植保

团队驻点人员积极落实示范区关键技术、开展试验小区工作，同时时刻关注烟株

长势及烟草病害。 

一、项目实施区域工作动态 

1、彭水项目工作进展 

六月初，距移栽工作也有三十余天。彭水烟草种植基地烟株陆续进入团棵期，

该时期为生产管理中的关键一环，直接影响当年烟叶丰产丰收、烟农增效。西南

大学植保团队项目组成员奋战田间管理第一线，进行团棵期小培土。 

2022 年 6 月 6 日上午，在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首席专家丁伟教授的前期

指导下，项目组成员掌握强调扩膜培土的操作规范，立刻前往洋藿塘示范区进行

小区试验的培土操作。首先，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成员王珍珍、喻希、喻雯怡、

封子博、麻子君对小区试验《不同剂量棉隆对烟草早生快发及抗病性的影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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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查，从目前的长势来看，棉隆的施用有助于烟株早生快发，项目组成员将持

续关注各个试验不同处理的长势及病害发生情况。然后，项目组成员按照培训内

容进行培土操作，将地膜破开后，把周围土壤将烟株围住。最后，通过一次次的

操作，大家掌握技巧，越发熟练，迅速的完成了小区试验的培土。 

     

图 1-2  驻点人员正在进行培土操作 

随后，项目组成员前往白果坪示范区进行小区试验的处理。按照西南大学植

物保护学院实习生毕业课题要求，在白果坪示范基地共开展小区试验

《DA@CT-BET 载体对烟草青枯病的防控效果研究》。在附近农户的支持下，

项目组成员高效完成了小区试验的处理工作，通过拍照等方式对开展内容进行了

实时记录。项目组成员在室内将不同处理的药剂进行称量，便于在田间直接使用。

然后，前往白果坪进行试验处理，由于设备缺乏，项目组成员向附近烟农借了喷

雾器，请教了使用方法，在烟农的帮助下，试验得到有序开展。最后，每个成员

都进行了喷雾器的喷施，从生疏到得心应手，保障每株烟苗都得到有效的处理，

减少试验误差。天公作美，该试验在阴天圆满完成，并且后续没有降雨现象，确

保了烟苗对药剂的吸收。这次小区试验，对于项目组成员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不仅掌握了喷雾器的施用方法，并且能够熟练的进行应用。 

   

图 3-4 项目组成员进行试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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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7-8 日，为了确保重庆中烟重点科技项目《重庆优质烟叶健康栽

培技术集成与应用》和《重庆烟叶基地土壤保育技术集成与应用》工作有序进行，

项目组成员王珍珍、喻希、喻雯怡、封子博、麻子君深入生产第一线，进行农艺

性状以及病虫害调查。 

项目组成员首先前往刘家坪对小区试验《不同芝麻饼肥施用量对土壤改良及

烟叶产质量的影响》、《生物炭对烟株生长发育及烟叶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烟

地深翻对烟株生长发育及烟叶产量和品质的影响》进行烟株农艺性状的调查以及

根际土壤的采集，通过对实验的观测发现，各处理的烟株长势有一定的差距，紧

接着，驻点成员进行了株高、茎围、叶长以及叶宽进行了测量以及数据记录。 

6 月 8 日上午，在烟科所任江波老师的带领下，项目组成员对双星示范区进

行了病害调查，通过调查发现，部分烟株气候斑严重，并且存在根腐病，现暂未

发现青枯病。调查后，成员与烟农进行联系提醒应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日后，项

目组成员也将持续进行监测，确保能够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防控，保障烟叶的可持

续发展和品质的稳步提升。 

   

图 5 小区试验烟株长势             图 6 项目组成员进行农艺性状测定 

   

图 7 项目组成员进行病害调查              图 8 示范区烟株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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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9 日，彭水县大垭乡烟农反映烟田中有病害发生，闻此消息，

重庆中烟肖庆礼博士、彭水县烟草公司烟叶科副科长秦平伟、润溪烟叶收购站站

长张世渠、副站长王志勇，基地驻点成员王珍珍一行立即前往病害发生地进行查

看。上午 10：00，一行人在当地烟技员的带领下来到了大垭乡发病地块，烟农

向肖博士详细讲述了地块情况，肖博士对发病烟株进行了仔细查看之后判断为青

枯病，并当场向烟农开具了“药方”：建议烟农将发病烟株一侧用刀竖向划开一

道小口，并配合使用消毒剂进行灌根处理，可有效延缓病情发展，保住收成。随

后，肖博士一行人来到了刘家坪小区试验地进行查看，目前烟株长势良好，已经

进入团棵期，无明显病害发生。肖博士向驻点人员叮嘱道：一定要按时做好土壤

样品采集工作，监测小区试验烟株生长状况，确保小区试验进展顺利。驻点成员

也充分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分工，互相配合，共同为试验研究努力。 

   

      图 9 肖博士一行与烟农交谈        图 10 肖博士一行雨中调研小区试验地 

 

2、酉阳项目工作进展 

2022 年 6 月 6 日，为保障烟株健康发育，掌握烟株生长实时动态，龚滩烟

叶站点长吴志强，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龚滩驻点人员肖庆驹、董晏伶、刘韦前

往龚滩烟草种植示范区开展小区试验并调查烟株农艺性状。 

首先一行人来到前往龚滩基地单元，考察发现示范地烟株平均株高已达 40 

cm 以上，有效叶片数达 12 片左右，烟株整体长势良好。土壤熏蒸区域烟株长势

较示范区差。在烟农冉建峰提供灌溉水，喷雾器，水瓢等工具协助的情况下，驻

点成员顺利完成各小区试验处理工作。根据试验相关要求，驻点人员董晏伶、刘

韦对《不同土壤消毒剂处理对烟草生长发育及根茎病害调控的影响》试验小区进

行相关药剂处理，驻点人员肖庆驹对《不同微生物菌剂对烟草叶斑类病害防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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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产质量的影响》及《免疫诱导剂联合营养调控对烟草叶斑类病害的防控效果

及机制研究》试验进行相应药剂处理。随后驻点人员董晏伶、刘韦对《不同土壤

消毒剂处理对烟草生长发育及根茎病害调控的影响》及《不同微生物菌剂对烟草

叶斑类病害防控效果及产质量的影响》试验小区及示范区定点观测点烟株的农艺

性状展开调查，切实保障了各小区试验的开展与完成。 

     

图 11-12 黑胫病发生情况 

   

图 13 驻点成员正在灌根处理            图 14 驻点成员正在药剂处理 

6 月 7 日，为掌握龚滩烟叶基地示范区及试验区内团棵期叶斑类病害发病情

况，根据发病情况制定防治方案，以减少叶斑类病害发生，从而提升烟叶产质量，

西南大学天然产物农药研究团队驻点人员肖庆驹、董晏伶、刘韦在龚滩烟叶工作

站点长吴志强的带领下到达龚滩烟叶基地，分别对试验区域、定点监测区域及土

壤熏蒸区域的叶斑类病害进行调查，并与烟农积极沟通，根据发病地块发病率、

发病情况等发放相关药物进行防治。 

上午 8：30，驻点人员到达示范地后，首先到定点监测区域进行病害调查，

肖庆驹、董晏伶、刘韦三人分工合作，根据五点取样法进行调查。定点监测区域

调查完毕后，董晏伶、刘韦分别对不同试验区进行调查，肖庆驹对土壤熏蒸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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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查。调查完毕后，发现目前龚滩烟叶基地示范区、试验区及土壤熏蒸区域主

要发生气候斑和靶斑病，此外土壤熏蒸区域发现有零星黑胫病、青枯病发生，需

尽快进行药剂防治处理。 

病害调查完毕后，驻点人员根据发病情况联系烟农，与烟农进行有效沟通，

并发放相关药物，督促烟农尽快使用，以防止病害大面积发生，烟农们也积极配

合。 

   

图 15 试验区整体长势                    图 16 驻点人员正在调查病害 

      

图 17 靶斑病发病叶片                 图 18 青枯病发病叶片 

为有效推进龚滩烟草种植基地单元小区试验进程，在完成相关科研任务的同

时助力烟株健康生长，2022 年 6 月 8 日，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龚滩驻点成员

董晏伶、刘韦、肖庆驹前往龚滩示范区进行叶斑病防治相关小区试验并在试验地

和示范区开展病害调查及样品采集。 

此次小区试验涉及“不同杀菌剂对烟草靶斑病的抑制活性及防控效果研究”

和“不同化学药剂联合营养调控对烟草叶斑类病害防控效果研究”，通过系统评

价，以期为烟草质量保障和叶斑病绿色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在龚滩烟叶站点长李

代兴和烟农冉建峰的支持协助下，驻点成员顺利完成小区试验施药工作。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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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点成员对小区试验进行农艺性状调查，并在示范区内开展样品采集与病害调查。

通过病害调查，驻点成员整体掌握了示范区叶斑类及根茎类病害发生情况，并及

时与相关烟农沟通，为烟农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此次小区试验及病害调研的开展，有效促进了烟草健康种植和生产，进一步

为示范区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图 19 驻点人员正在调查病害 

2022 年 6 月 9 日 针对目前示范区长势，及上部烟叶部分斑驳失绿的情况，

按照项目组前期规划内容，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酉阳苍岭驻点人员前往示范区

分发维果五号等物资，目前示范区烟株整体进入团棵期，是烟草根系活力变化的

活跃时期，通过打造叶面营养平衡技术，为后期烟株健康生长提供保障。 

 

图 20 驻点人员与烟站人员一起分发维果五号等物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新品类卷烟核心原料 BF0/BFF 生产技术体系研究及推

广》项目战略部署，促进示范区防范潜在烟草病害的水平不断提高，2022 年 6

月 11 日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首席专家丁伟教授、湖南中烟烟叶科科长何蓉，

酉阳烟草公司经理左万琦、科长赵东方赶赴酉阳苍岭烟草基地单元视察示范区工

作开展情况，酉阳苍岭示范区驻点人员代玉豪、何嘉、苍岭烟站副站长胡仓建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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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考察。 

下午 2 时，丁伟教授一行一抵达示范区烟田，首先前往土壤局部熏蒸区域视

察烟苗生长情况，随机指出：棉隆局部熏蒸区域前期工作着重调查熏蒸处理对烟

草生长影响，针对熏蒸区域部分烟苗生长受阻情况，要落实根宝、生根粉和叶面

营养补充工作，及时追踪后续长势情况，后期工作将落实在病害调查，注重落实

示范区病害早发现、早防治工作。 

通过此次防范烟草病害风险视察工作，进一步加强了驻点人员示范区防范烟

草病害风险的意识，推动了示范区物资落实情况的监督工作，为《新品类卷烟核

心原料BF0/BFF生产技术体系研究及推广区段》的项目技术落地工作打下基础。 

 

图 21 丁伟教授一行正视察烟株生长情况 

 

二、示范区工作进展 

2022 年 6 月 6 日-2022 年 6 月 12 日示范区内主要进行病害调查、农艺性状

调查，并根据调查数据及时针对病害发生情况使用药剂防治，项目试验也在持续

开展中，基地驻点人员分工明确对各个试验小区分别进行病害调查、农艺性状调

查。 

1、彭水示范区工作进展 

目前，彭水烟草种植基地单元烟株处于团棵期，洋藿塘示范区正在进行团棵

期小培土。2022年6月6日，项目成员对《不同剂量棉隆对烟草早生快发及抗病性

的影响》进行调查，本科实习生在白果坪示范基地开展小区试验《DA@CT-BET载

体对烟草青枯病的防控效果研究》。2022年6月7-8日，项目组成员刘家坪对小区

试验《不同芝麻饼肥施用量对土壤改良及烟叶产质量的影响》、《生物炭对烟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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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及烟叶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烟地深翻对烟株生长发育及烟叶产量和

品质的影响》进行烟株农艺性状的调查以及根际土壤的采集。6月8日上午，在烟

科所任江波老师的带领下，项目组成员对双星示范区进行了病害调查，通过调查

发现，部分烟株气候斑严重，并且存在根腐病，现暂未发现青枯病。 

 

图 22 项目成员正在培土中  

2、酉阳示范区工作进展 

当前，酉阳龚滩烟草种植基地单元部分烟株步入旺长期，部分烟株处于团棵

期，2022 年 6 月 6 日，项目成员肖庆驹、董晏伶、刘韦积极开展小区试验，对

《不同微生物菌剂对烟草叶斑类病害防控效果及产质量的影响》试验进行第二次

药剂处理，对《免疫诱导剂联合营养调控对烟草叶斑类病害的防控效果及机制研

究》，并对《不同土壤消毒剂处理对烟草生长发育及根茎病害调控的影响》和《不

同微生物菌剂对烟草叶斑类病害防控效果及产质量的影响》试验小区进行农艺性

状及病害调查发现试验地整体长势较好，有轻微靶斑病发生，在《免疫诱导剂联

合营养调控对烟草叶斑类病害的防控效果及机制研究》小区发现几株青枯病烟株，

项目成员迅速联系烟农施用氯溴异氰尿酸进行防治。2022 年 6 月 7 日，项目成

员对《不同杀菌剂对烟草靶斑病的抑制活性及防控效果研究》、《不同化学药剂

联合营养调控对烟草叶斑类病害防控效果研究》三个小区试验进行了第一次药剂

处理。2022 年 6 月 8 日，项目成员对示范区定点监测区域进行系统病害调查及

农艺性状调查，发现示范区烟株长势较好，主要发生靶斑病，熏蒸地长势较差，

有部分地块发生黑胫病和根黑腐病。龚滩镇杨柳村 2022 年 6 月 9 日，项目成员

向两罾乡石门坎村基地单元发放核黄素、水杨酸、金维果 5 号，进行第三次烟株

抗性诱导，提升系统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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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示范区烟株长势                   图 24 项目人员药剂处理试验小区中 

2022 年 6 月 7 日，酉阳苍岭烟草基地单元项目成员代玉豪、杨闽渝前往棉

隆熏蒸示范区开展农艺性状数据调查工作。2022 年 6 月 9 日，及上部烟叶部分

斑驳失绿的情况，按照项目组前期规划内容，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酉阳苍岭驻

点人员前往示范区分发维果五号等物资。2022 年 6 月 11 日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

队首席专家丁伟教授、湖南中烟烟叶科科长何蓉，酉阳烟草公司经理左万琦、科

长赵东方赶赴酉阳苍岭烟草基地单元视察示范区工作开展情况，酉阳苍岭示范区

驻点人员代玉豪、何嘉、苍岭烟站副站长胡仓建陪同考察。 

 

图 25 项目人员农艺性状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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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区实验进展 

1.彭水小区试验进展 

彭水基地各小区试验，需要处理的小区试验已全部完成。 

目前，彭水已完成小区试验 6 项，总共开展小区试验 6 项。 

序号 小区试验 负责人 完成情况 

1 生物炭对烟株生长发育及烟叶产量和品质

的影响 

王珍珍、喻希、

麻子君 

已完成全部处理 

2 不同芝麻饼肥施用量对土壤改良及烟叶产

质量的影响 

王珍珍、喻希、

麻子君 

已完成全部处理 

3 不同剂量棉隆对烟草早生快发及抗病性的

影响 

王珍珍、喻希、

麻子君 

已完成全部处理 

4 熏蒸处理后不同微生物菌剂对烟草根茎病

害防控效果及根际微生态的影响 

王珍珍、喻希、

麻子君 

已完成全部处理 

5 不同微生物菌剂对烟草根茎病害防控效果

及根际微生态的影响 

王珍珍、喻希、

麻子君 

已完成全部处理 

6 不同微生物复合菌剂防治烟草青枯病效果

研究 

王珍珍、喻希、

麻子君 

已完成全部处理 

 

2、酉阳小区实验进展 

酉阳烟草种植基地单元需要前期处理的小区试验已完成，后期需处理试验在

将尽快展开。 

目前，酉阳已完成小区试验 7 项，总共开展小区试验 14 项。 

 

序号 小区试验 负责人 完成情况 

1 重庆烟区 K326 品种叶斑类病害发生的叶际

微生态因子分析 

董晏伶、刘韦、肖庆驹 未完成 

2 不同微生物菌剂对烟草叶斑类病害防控效果

及产质量的影响 

董晏伶、刘韦、肖庆驹 已进行 2

次处理 

3 免疫诱导剂联合营养调控对烟草叶斑类病害 董晏伶、刘韦、肖庆驹 已完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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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控效果及机制研究 次处理 

4 不同杀菌剂对烟草靶斑病的抑制活性及防控

效果研究 

董晏伶、刘韦、肖庆驹 已完成 1

次处理 

5 不同化学药剂联合营养调控对烟草叶斑类病

害防控效果研究 

董晏伶、刘韦、肖庆驹 已完成 1

次处理 

6 不同土壤消毒剂处理对烟草生长发育及根茎

病害调控的影响 

董晏伶、刘韦、肖庆驹 已完成全

部处理 

7 不同剂量棉隆对烟草早生快发及抗病性的影

响 

代玉豪、杨闽渝 已完成全

部处理 

8 牡蛎粉与有机肥对调酸、控病的协同增效作

用 

肖庆驹、代玉豪 已完成全

部处理 

9 生根粉不同施用技术对烟草早生快发及根系

生长的影响 

代玉豪、冉渝澳 已完成前

期处理 

10 不同红薯套作方式对烟田土壤改良及烤烟抗

病性的影响 

代玉豪 已完成全

部处理 

11 不同绿肥种植技术对土壤改良及烤烟抗病性

的影响 

代玉豪 未完成 

12 不同土壤消毒剂处理烟草生长发育及根茎病

害调控的影响 

董晏伶、刘韦、代玉豪 已完成全

部处理 

13 不同土壤熏蒸剂对烟草青枯病发生及土壤微

生物的影响 

代玉豪 已完成全

部处理 

14 牡蛎钾与黄腐酸钾混用对土壤调酸及烟草抗

病性的影响 

肖庆驹、代玉豪 已完成全

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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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计划与安排 

1、持续跟踪落实示范区工作进展，实时监测示范区烟株长势及病害发生情

况，做好预警预测。 

2、积极展开后续小区试验药剂处理。 

3、根据项目方案，保证后续关键技术的落实。 

4、查缺补漏，保证示范区建设及项目试验有效进行。 

5、及时进行烟株农艺性状调查和病害调查，并保证数据规范化。 

6、进一步对烟农进行大田管理培训，保证大田清洁及有序管理。 

四、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 

1.连续阴雨天气，导致叶斑类病害开始发生，且部分烟区气候斑、靶斑病发

生较重。根据绿色防控培训会要求，进行第一次统一防治，喷施波尔多液药剂。 

2.部分烟区开始发生黑胫病、根黑腐病及青枯病等根茎病害。根据发生病害

情况进行药剂防治（黑胫病：氟吗·乙磷铝+生根粉；根黑腐：生根粉+辛菌胺

醋酸盐；青枯病：氯溴异氰尿酸+生根粉）。 

3.部分烟区发现烟株长势较慢或不长的情况。使用根宝套餐进行灌根处理，

后续持续观察烟株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