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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沾了多少泥土，才能绽放多少芬芳。项目组聚焦“提早谋划、提早部署、

提早行动”的指导思想，自上而下传导紧盯不放、紧抓快干、真抓实干的工作态

度，加快推进示范区重大病害监测防控任务，充分挖掘投资潜力，全力推动重点

项目加快落地见效。同时，驻点人员为加快示范区建设，紧抓时间节点、树立工

作坐标，内容具体、落点很实，通过抓“关键少数”，进一步倡导求真务实、真

抓实干的浓厚驻点氛围。在良好的前期基础上统筹协调发展，完善示范区基础设

施建设，力争把烟叶示范平台建设成为完善高效、现代的烟叶生产示范基地。 

一、示范项目工作动态 

近期，重庆各区县烟叶示范基地烟株陆续进入大田现蕾的关键时期，项目组

对抓项目建设高度重视，取得实质性进展，成效不断显现；各基地现状中体现出

的项目谋划的好趋势、项目建设的好态势、狠抓项目的好状态让人为之振奋。面

对良好的工作进展，各基地人员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保持战斗意志，以一抓到底

的狠劲，一以贯之的韧劲，一鼓作气的拼劲、一丝不苟的实劲，真抓实干、紧抓

快干、快马加鞭地抓好各示范区重大项目建设，支撑重庆烟叶产水平平稳增长和

高质量发展。 

酉阳基地项目建设情况： 

为调查渝东南植烟土壤改良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应用示范区成效，20 日下

午，驻点人员代玉豪，何嘉，杨闽渝持续调查跟进示范区整体长势情况与病害发

展情况，深入田垄之间，走进烟农之中，对烟区现阶段主要任务及大致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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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分析与整理。目前范区烟株整体进入现蕾期，株高达 94 cm，中上部叶片数

12~16 片，最大叶长约为 68 cm，最大叶宽 29.4 cm，均显著优于非示范区。 

   

图 1 示范区整体长势（苍岭）          图 2 非示范区发病的烟株（苍岭） 

2022 年 6 月 2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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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龚滩驻点成员

董晏伶、刘韦在吴志强点长的带领下前往龚滩烟草种植示范区考察烟株生长情

况，发放维果 7 号并进行药剂施用方法和第二次统防培训，开展小区试验并进行

农艺性状和病害调查。 

首先一行人来到前往龚滩基地单元，考察烟株长势发现示范区烟苗整体长势

良好。随后驻点成员与示范区各烟农对接，发放维果 7 号并进行药剂施用方法和

第二次统防培训；随后驻点成员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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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杀菌剂对烟草靶斑病的抑制活性及防控效果研究》各

试验小区的农艺性状及病害进行调查。最后驻点人员借助冉建峰烟农的喷雾器、

水瓢、灌溉水，对《不同叶部营养调控措施对烟草叶斑类病害及品质的影响》小

区试验展开施药工作，切实保障了各小区试验的开展与完成。 

   

图 3 烟株长势（龚滩）               图 4 驻点人员进行药剂发放与施用培训（龚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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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驻点人员进行农艺性状和病害调查（龚滩）         图 6 驻点人员施药中（龚滩） 

6 月 21 日，目前苍岭烟叶基地单元的病害主要以青枯病为主，发病率为

3.05%，病情指数为 0.34，针对现阶段的青枯病发生情况，驻点人员主要采取① 三

氯异氰尿酸灌根（200g/亩）②四霉素:中生菌素=4:1 浓度为 10mg/L③四霉素:噻

霉酮=5:1 浓度为 8mg/L 等三种药剂复合处理，针对示范区发病率较重的地块（发

病率＞10%），驻点人员将引导农户重复使用消毒剂进行灌根。示范区早先发病

较为普遍的花叶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中期波尔多液的处理下，气候斑及靶斑

病得到了长足的改善，减缓了患病叶从底部叶向中部叶的蔓延。 

   

图 7 发生青枯病的烟株（苍岭）       图 8 驻点人员正调查田间病害（苍岭） 

2022 年 6 月 2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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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龚滩驻点成员

董晏伶、刘韦前往龚滩烟草种植示范区考察烟株生长情况并开展小区试验。 

首先一行人来到前往龚滩基地单元，考察烟株长势及病害防治情况，考察发

现示范区烟苗整体长势良好，发现青枯病的烟株通过连续施用 2 次药剂后，病害

得到控制，没有蔓延，防治效果良好。随后驻点成员配好药后，在烟农的支持协

助下顺利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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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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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杀菌剂对烟草靶斑病的抑制活性及防控效果研究》与《不同化学药剂联合营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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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对烟草叶斑类病害防控效果研究》各试验小区的施药工作，切实保障了各小区

试验的开展与完成。 

   

图 9 烟株长势（龚滩）           图 10 烟农协助驻点人员喷药（龚滩） 

   

图 11  驻点人员拍照记录定点观测点烟株生长情况（龚滩） 

2022 年 6 月 23 日，驻点人员前往龚滩基地单元，考察烟株长势和病害发生

情况，考察发现示范区烟苗整体长势良好，但土壤熏蒸地块部分区域青枯病发生

严重，部分地块黑胫病发生严重；且部分试验小区靶斑病发生严重，且已有野火

病发生，应及时施药进行防治，部分试验小区青枯病和气候斑发生严重。同时肖

庆驹分别对《重庆烟叶基地土壤保育技术集成与应用》和《重庆优质烟叶健康栽

培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区的 2 个叶斑类病害观测点和 1 个根茎类病害观测点展

开病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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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靶斑病发生情况（龚滩）             图 13 驻点人员进行农艺性状和病害调查（龚滩） 

6 月 24 日，为实时追踪烟株生长状况；为明确影响重庆烟区 K326 品种叶斑

类病害发生的叶际微生态关键因子，为 K326 叶斑类病害防控提供科学依据；为

探究不同土壤消毒剂处理对烟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西南大学烟草植保

团队项目组驻点成员肖庆驹、董晏伶和刘韦在吴志强点长的带领下前往龚滩烟草

种植示范区考察烟株生长情况，并进行定点观测点的农艺性状调查，分别采集发

生靶斑病、气候斑和健康的叶片，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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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小区的根围和根际土壤。 

项目组成员对示范区烟株长势进行整体考察，发现各区域烟株生长情况整体

向好；随后项目组成员董晏伶和刘韦进行对《重庆烟叶基地土壤保育技术集成与

应用》的叶斑类病害观测点 1 和《重庆优质烟叶健康栽培技术集成与应用》的叶

斑类病害观测点 2 及根茎类病害观测点展开农艺性状调查，并采集靶斑病、气候

斑病叶和健康的叶片各 15 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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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小区的根围和根际土壤的采样工作，圆满完成基地近期

农艺性状调查和样品采集工作。 

   

图 14 定点观测点烟株生长情况（龚滩）         图 15 驻点人员进行农艺性状调查（龚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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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至 26 日完成示范区小区试验及示范区与非示范区第 50 天的土样

采集及农艺性状调查：持续跟进各个小区实验病害。各个实验小区陆续发现青枯

病的存在，在 6 月 25 日对《不同用量棉隆局部熏蒸对烟草青枯病发生及其土壤

微生物的影响》小区实验病害调查统计中，发现未使用棉隆熏蒸的对照区发病率

及病情指数显著高于棉隆处理区，各个不同剂量棉隆处理的相对防效在

60%-93%之间，有效证明棉隆熏蒸对于推迟、减少青枯病发病具有显著作用。 

  

图 16 与烟站、烟农交流（苍岭）              图 17 发放靶斑病，青枯病针对物资（苍岭） 

  

图 18 土样采集（苍岭）              图 19 病害调查（苍岭） 

 

彭水基地项目建设情况： 

2022 年 6 月 22 号，为促进烟草叶片发育，平衡叶片营养，西南大学烟草植

保团队的王珍珍、喻希、喻雯怡、封子博前往大厂、双星等示范区进行金维果五

号，核黄素等物资使用方法的培训。 

上午，在阴晴不定的天气中，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的一行人在烟科所陈庆

明老师的带领下出发前往了双星示范区。驻点人员向当地的烟农进行金维果五

号、核黄素、水杨酸等药剂的使用方法的说明，并现场进行演示。随后根据每户

烟农的种植面积和烟叶生长情况进行了物资的分配，并迅速的投入到了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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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暂的休息后，一行人前往了大厂绿色防控示范区查看烟苗生长情况并分发物

资，进行使用方法的培训，对部分出现黑胫病和长势不齐的区域进行诊断和药剂

的使用。 

在物资分发和讲解的过程中，驻点人员观察到大厂和双星两个示范区都存在

长势不齐的问题，要及时并按照烟株生长情况合理使用药剂，为示范区的烟株健

康生长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图 20 向烟农讲解核黄素使用方法（大厂）       图 21 分发金维果药剂（大厂） 

2022 年 6月 21 日，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成员王珍珍、喻希、喻雯怡、封

子博、麻子君前往洋藿塘小区试验地进行团棵期的烟草样品以及根部土壤的采

集。阴晴不定的天气也不能阻碍一行人工作的热情，在分配好任务之后大家迅速

地投入了工作之中，五人分为三个小组，对于不同用量的棉隆对烟草早生快发的

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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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小区实验进行根际土，根围土的采集、烟草样品的采集和农艺性状的测定。

在农艺性状调查过程中发现，处理组与对照组在长势上存在明显差异，团队成员

后续将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 

在上午的实验完成后，驻点成员们返回润溪烟叶收购站对采集的土样进行分

类，装袋，为后期的根际微生物群落分析测定做准备并对采集完的烟草样品根部

进行简单的清理。在烟站的理化实验室进行了根长度的测定、根部和茎部的称重，

利用排水法进行根部体积的测量并记录处理数据，通过数据明显体现了对比对照

组，处理组的烟草根系生长更为良好。大家合理分工，齐心协力的完成了土样的

采集分类等工作，为实验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重庆基地单元                         2022 年第 14 期 

8 

   

图 22 正在测定农艺性状（洋藿塘）                  图 23 正在处理土样（洋藿塘） 

6 月 20 日，厉阗老师带领西南大学天然产物研究室润溪烟站驻点人员王珍

珍、喻希、麻子君、喻雯怡、封子博在烟科所安装了用于制备有益微生物的发酵

罐，并进行了第一次发酵工作。6 月 21 日下午，经过一天的处理，有益微生物

发酵液已经制备完成。厉阗老师带领润溪烟站驻点人员来到了白果坪示范区，在

烟农的帮助下使用该种微生物发酵液对烟草进行了灌根处理，并设置了空白对照

用于检验微生物发酵液灌根处理对烟草青枯病的影响。处理过程中，厉阗老师对

灌根的操作提出了改进方法：可以借助工具加深灌根处理的深度，从而获得更好

的防治效果。 

经过了长达三天的实验，我们终于完成了有益微生物发酵液灌根处理防治烟

草青枯病的重要工作。之后的时间也会实时监测本次处理对烟草青枯病的防治效

果，并做好后续工作。 

   

图 24 正在进行灌根处理（白果坪）     图 25 正在安装发酵罐（白果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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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工作进展汇总 

示范区: 

（1）针对当前烟株生育期及其生长情况，开展第二次叶部病害统防工作。 

（2）定点检测示范区病害发生情况，及时分析反馈数据，并落实精准施药

工作。 

（3）针对往年示范区病害发生情况，提前部署示范区相应病害防治工作； 

小区实验： 

（1）开展常规土壤采集工作，农艺性状调查工作，完善相关数据分析工作。 

（2）针对小区试验出现的病害特征，系统调查小区试验现有病害发生情况，

及时统计整理数据。 

三、下步计划与安排 

（1）开展示范区病虫害调查、土壤采集工作，为后期评价示范区成效做好

数据基础。 

（2）强化示范区病虫害检测预防工作，针对现阶段示范区出现的叶斑类病

害、根茎类病害，做到加快推进现有病虫害调查及精准施药工作。 

（3）落实做好示范区重大病害发生防范工作，切实保障项目示范效果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