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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烟草根茎病害在贵州烟区持续大面积的危害，不断给当地烟叶健康生产造

成了严重的危害，严重影响了贵州烟区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西南大学项目组依

托贵州省《贵州蜜甜香型烟区主要根茎病害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分别在贵

州遵义、铜仁、黔南、黔东南和安顺开展了示范研究。2023 年 2 月 14 日-25 日，西南大

学项目组兵分三路，其中陈韦尾博士一行人前往黔东南天柱示范区；王垚、李俊一行人

驱车赴遵义湄潭县抄乐镇、正安县市坪乡、桐梓县九坝镇以及黔南州瓮安县珠藏镇、福

泉市黎山乡示范区；董晏伶、刘慧迪等人前往铜仁思南县张家寨示范区开展示范区建设、

技术落实等事宜。 

一、强化基础，扎实落实示范区土壤改良、微生态调控技术 

植物健康来自于根、根的健康来自于土，土的健康来自于微生物、微生物的健康来

自于有机肥。做好土壤的基础保育与改良工作，是控制根茎病害的重要基础。基于此，

西南大学项目组保证物资到位，技术到位，人员到位，2 月 14 日-25 日，项目组成员严

格按照技术方案，深入各示范区，协同当地项目负责人员与技术人员，推进土壤改良与

微生态调控技术的早期落地。截止目前，遵义（桐梓、湄潭、正安）示范区、铜仁（思

南）示范区、黔南州（福泉市、瓮安县）示范区、黔东南州（紫云）示范区共配发土壤

调理剂牡蛎钾（63.5 吨），有机肥（60.5 吨），根茎康复合微生物菌剂（450kg），并根据

各地区的土壤基础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落实，并圆满完成翻地、起垄等前期工作，为后

期示范区后续工作开展奠定基础。 



 

 

 

（1）黔东南州（天柱）示范区前期建设与技术落实 

2023 年 2 月 14 日-16 日，为了加快推进黔东南烟区示范区建设，西南大学烟草植

保团队陈韦尾博士赴贵州天柱开展项目工作。在前期的调研工作中，团队发现土壤酸碱

度和养分含量对烟草的生长和发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基于此，陈韦尾博士与天柱县

公司技术人员梁亨武、顾永丽一同前往天柱社学示范区，协助当地烟民在翻地前进行牡

蛎钾的施撒，以调理土壤的酸碱度，为后续烟草的优良种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项工

作对于提高烟草产量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将为当地的烟草种植业带来积极的影响。西

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将在接下来继续开展工作，前往渡马和凤城示范区采集土样，开展

调研，积极与烟草种植户进行沟通。通过与当地烟农的密切合作，坚信能够为贵州天柱

的烟草种植业做出重要的贡献。 

2 月 27 日，黔东南烟草公司天柱分公司烟叶生产技术人员梁亨武、顾永丽前往社学

示范区开展生物有机肥条施，其中依据 202 年示范区病害发生情况，按照 1 kg/亩根茎

康+200 kg/亩有机肥比例进行混合，然后条施。 

  

图 1 田间进行标记处理                   图 2 牡蛎钾进行田间撒施 

  

图 3 开展根茎康活化有机肥                图 4 生物有机肥条施起垄 



 

 

（2）黔南州（福泉、瓮安）示范区前期建设与技术落实 

2 月 23 日上午，项目组与福泉市烟草公司农艺师刘晓昂一行人在黎山乡烟叶站收购点

进行工作对接，并向烟站站长陈金坤等人详细介绍了整个项目的具体内容、具体方案和

实施环节。短暂的对接后，陈站长带领项目组一行人了解了示范区物资达到情况，随即，

项目组分别讲解了牡蛎钾、根茎康和有机肥的功能和用法，最终结合当地的生产习惯和

栽培方式，牡蛎钾按照 100 公斤/亩、有机肥 100 公斤/亩、根茎康 1 公斤/亩的用量进行

组合施用，施用方式为条施，此外，项目组还组织烟农前往示范点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现

场应用。 

2 月 24 日上午，西南大学项目组参照福泉黎山乡示范区工作经验，直接前往瓮安珠

藏镇开展项目对接工作，并实地前往示范地进行选地、同田对照划分、无人机定位和关

键核心技术 2 实施工作。本次在黔南示范区开展的项目工作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完成了

烟地再确定、烟农再核实、关键核心技术再确定等工作。 

  

图 5 项目组搬运条施的物资              图 6 生物有机肥条施起垄 

  

图 7 项目组了解示范区物资情况          图 8 项目组在珠藏进行技术培训 

 



 

 

 

（3）遵义市（正安、桐梓、湄潭）示范区前期建设与技术落实 

要想种烟收入有保障，种烟效益有提升，烟地调酸要趁早，烟地病虫才会少。西南

大学项目组依托西农植物总医院的植物医学理念、绿色植保技术，扎根一线，争做一名

合格的植物医生。2 月 25 日-27 日，西南大学项目组前往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示范区开

展示范工作，在此期间，项目组完成了核心地块的选择、示范地块烟农的基本信息、同

田地块的选择、牡蛎钾土壤调酸以及培训有机肥、根茎康生物菌剂如何施用等工作。 

烟草青枯病是一种土传细菌性病害，近年来，烟农为了避免该病害对烟叶健康生产

的危害，大多数烟农都进行换地种烟，这不仅增加了烟农的人工成本，而且还影响了烟

区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让烟农了解该病害的防治方法，2 月 25 日上午，西南大学项目组

王垚和烟站技术人员曾凡永等人一同来到烟农家进行培训，给烟农讲解烟地烟草青枯病

——“下地针”常发的原因、危害特点、防治现状和方法。此外，项目组王垚还亲自为

烟农示范了根茎康、牡蛎钾、有机肥施用的方法和用量。2 月 26 日，西南大学项目组王

垚一行人在县公司高级农艺师周为华、烟站王定强站长的协助下在烟区周围选择了 20

余亩的示范地块，并组织烟农前往合作社进行牡蛎钾、根茎康和有机肥等物资的搬运和

分发工作，经过简单的休整后，示范区部分烟农便开始了土壤调酸、翻地等工作。截止

到 2 月 27 日，西南大学项目组在示范区已经基本落实了关键核心技术 2 和 3，并与示

范区烟站、烟农建立了良好的联络与沟通机制，这为后期关键技术的落实与示范区动态

监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图 9 项目组与烟农进行技术交流         图 10 示范区有机肥与牡蛎钾搬运 



 

 

  

图 11 项目组进行烟地实地考察           图 12 示范区进行牡蛎钾调酸 

（4）铜仁（思南）示范区前期建设与技术落实 

一犁烟雨拌春耕，不负春日好时节。为确保落实 2023 年度贵州铜仁地区示范区建

设项目工作，2 月 20 日下午，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李俊、王垚、刘慧迪、董晏伶一行

人远赴贵州铜仁思南张家寨烟区开展示范区的对接和交流工作。期间，西南大学植保团

队一行人与贵州思南县负责人祝垒、周应富等人，就示范区选址与规划等问题进行了讨

论研究。2 月 21 日至 24 日，西南大学植保团队刘慧迪、董晏伶在思南张家寨烟站，调

研了示范区苗强壮基质拌菌技术对烟苗长势影响，同时，在长望示范区指导烟农开展起

垄翻地工作，截止目前，示范区已完成翻地、起垄、覆膜等工作。 

  

图 13 项目组与县公司领导进行技术交流     图 14 根茎康活化有机肥技术的应用 



 

 

  

图 15 长望示范区开展覆膜工作            图 16 调研苗棚烟苗出苗率 

二、前期示范区的工作总结 

（1）进一步明确了遵义市、黔南州、黔东南州、铜仁市和安顺市 2023 年示范区和

基础研究（小区试验）的具体实施方案和工作内容； 

（2）摸清了遵义市、黔南州、黔东南州、铜仁市和安顺市的示范区的面积、区域及

具体地块的基本信息； 

（3）初步明确了遵义市、黔南州、黔东南州、铜仁市和安顺市示范区项目直接负责

人以及县公司、烟站和烟农的基本信息； 

（4）明确了 2023 年西南大学项目组示范区驻点人员、时间安排以及县、烟站后续

保障措施。 

三、示范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1）部分市（州）公司、县公司、烟站对 2023 年贵州省揭榜挂帅项目的实施内容、

目标和要求的认识度、重视度不够，需进一步加强认识和重视； 

（2）关键核心技术的落实存在偏差，未按要求执行，为此，西南大学项目组应根据

当地栽培管理措施做适当的调整，不能按部就班； 

（3）西南大学项目组未与各烟站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为此后期应积极保持联系； 

（4）西南大学项目组成员对当地烟农和地理信息熟识度还不足，在之后的基地工

作中应加强与当地烟农的沟通交流，深入了解当地具体耕作情况和历史病情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