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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陆续驻点，备栽有序开展 

（1）4 月初至 4 月中旬，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成员陆续进驻基地，开展 2017 年

示范研究工作。其中 4 月 9 日，陈娟妮老师、硕士研究生黄阔抵达四川泸州市双沙镇，展开

本年度绿色生态防--控根茎病害集成示范工作；4 月 12 日，硕士研究生姚晓远也正式入驻河

南南阳方城基地，开始落实方城试验地的规划及起垄工作。 

（2）备栽工作有序开展：2017 年各示范基地已经逐渐进入烟苗的移栽前工作，备栽工

作已经部署到位。其中四川泸州地区已经陆续完成施肥起垄以及覆膜工作，大棚烟苗长势良

好。 

河南南阳试验基地烟苗已经进入炼苗阶段， 4 月 13 日上午，南阳市烟草公司技术中心

主任程玉渊到“金叶园”调研了试验基地的苗床和炼苗情况，指出炼苗一定要规范，注意叶

剪机械的消毒。随后在当地技术负责人的协助下，驻点人员姚晓远完成了小区试验的规划与

划分。 

四川冕宁示范区内前期物资已经到位，施肥起垄工作拉开帷幕，为了保证示范区内基肥

配套菌肥的正确使用，驻点人员朱洪江深入田间指导烟农施用。 

工作动态 



 

图 1 项目组查看烟苗长势（泸州） 

 

图 3 驻点人员陪同查看苗床情况（南阳） 

 

图 2 示范区菌剂配送到位（冕宁） 

 

图 4 生长旺盛的烟苗（正安） 

视察调研不断，推进项目进度 

4 月 10 日-4 月 12 日，项目组成员植物保护学院副教授张永强赴四川省宜宾、广元两地

进行项目落实和对接，并对两地区的绿色防控根茎病害系统控制示范区的建立进行考察。 

4 月 10-11 日，在宜宾市兴文县大河乡示范区，项目组成员对示范区区域范围、起垄规

格、移栽要点、大田期田间管理、采收烘烤及当地主要病虫害发生情况等同当地技术人员张

之乐进行咨询交流，并结合项目要求，对部分关键技术措施的落地提出要求：1、要保证技

术与物资双落地，及时关注进展；2、建立稳定的沟通机制，保障项目的及时交流反馈；3、

对驻点人员生活问题给予一定程度的解决。随后与宜宾市烟草公司烟叶科、烟站、烟点等部

门进行了沟通，确保后续工作的顺利实施。 

4 月 12 日，在广元市剑阁县剑门关镇示范区，项目组与广元市烟草公司技术中心、四

川省农科院、青州烟草研究所等人员对示范区内的起垄、施肥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 

     

图 5 示范区移栽正当时（宜宾）图 6示范区起垄操作（广元） 



    

   图 7 示范区概况（宜宾）              图 8 项目工作对接及讨论（广元） 

4 月 16 日，西南大学丁伟教授携硕士研究生蔡璘、李碧德赴遵义市绥阳县与正安县调

研烟区备栽工作。实地查看了绥阳县示范区及试验地施肥起垄情况，正安县示范区及试验地

土壤处理，施肥起垄情况及育苗大棚烟苗长势。 

行至正安烟区，丁伟教授听取驻点人员汇报了试验地规划情况，并询问烟农起垄施肥情

况及生石灰撒施情况。后亲自下地翻土，查看了田块土壤耕翻程度。部分田块存在土壤板结，

耕翻深度不够的问题。丁伟教授指出，此类田块垄深不够，烟株根系无法正常伸展，易出现

根系伤口，增加土传病害发病率。为此，该种田块从烟株小团棵后即须严格执行培土操作，

多次培土，以保证烟株根系健康生长。 

丁伟教授强调，备栽前一定要进行土壤处理，后期培土一定要厚。驻点人员表示，土壤

处理已经基本完成，后期驻点人员将全力督促培土工作。据悉，遵义烟区将于 5 月初开始正

式移栽工作。 

  

图 9 丁伟教授查看起垄施肥情况（绥阳） 图 11 丁伟教授视察示范区（正安） 

  



图 13 丁伟教授视查拮抗菌处理烟苗（正安） 图 10 丁伟教授探查移栽孔（绥阳） 

  

图 12 丁伟教授翻土（正安）     图 14 丁伟教授视察烟苗长势（正安） 

 

根据 2017 年的项目的整体实施方案，各示范基地在做好集成示范区建设的同时，开展

了对小区试验的规划。目前各基地已经对部分小区试验的前期处理进行了落实，并对后期的

试验地块进行了选择。 

泸州 

针对试验《不同纳米材料对青枯病的调控作用研究》，选取比较规整的试验地，并初步

进行小区的划分。由于有些试验移栽后施药，其余试验地暂时没有选取。准备随时关注移栽

后烟苗变化，灵活选取试验地开展。 

 

图 15 试验地选取（泸州） 

 

图 16 询问烟田发病情况（泸州） 

南阳 

目前，试验地已完成小区规划、撒施底肥、起垄等工作，试验用苗也已完成第一次剪叶

炼苗。黄淮烟区施肥不同于西南地区，其施肥是在起垄后完全窝施底肥，结合当地情况，驻

点人员制定了撒施和窝施相结合的施肥方法，对于底肥，60%撒施、40%窝施。 

试验进展 



 

图 17 试验地小区规划（南阳） 

 

图 18 试验地机械起垄（南阳） 

正安 

4 月 9 日，试验地正式开展小区规划工作。驻点人员因地制宜，结绳测地，利用竹片定

点，缆线定边，结合基础底肥撒施后的垄迹，规范完成小区规划。 

4 月 12 日，试验地完成条施用拮抗菌剂及相关试验材料的条施工作，同日，正安烟草

公司谢坝烟叶站副站长曾昌喜携西南大学研究生蔡璘一行视察了试验地规划情况，并落实解

决驻点人员上网难的困难。次日，试验地完成起垄。 

  
图 19 试验地土壤 pH检测（正安）  图 20 试验地措施试验材料（正安） 

  

图 21 放置竹片进行定位（正安）   图 22 示范区进行起垄工作（正安） 

 
各基地均完成示范区规划，基本完成移栽前土壤处理。 

泸州 

4 月 16 日中午，驻点人员对 100 亩示范区的范围进行划分，并具体摸清该示范区内每

户烟农的联系方式和种植亩数，并对其往年根茎病害发病情况进行了统计。陈娟妮老师对在

示范推广 

 

 

 



示范区施用微生物菌肥的作用，移栽时如何正确合理使用菌肥、菌液等对烟农进行讲解，逐

一回答烟农的困惑和问题，并向大家发放示范区物资。 

 
图 23示范区整体效果图(泸州) 

 
图 24 向烟农发放菌肥(泸州) 

冕宁 

示范区于 3 月下旬考察结束，初步确定了示范区的区域和面积。4 月 9 日到 4 月 11 日，

完成了示范区的基本数据的调查和统计，大致分为 12 个取区域，共计 100 亩。 

4 月 12 到 4 月 13 日示范区物资运送完成，主要是三炬微生物菌剂 6 吨及其他药品共 29

件，4 月 14 日完成了示范区药品的分配统计，为移栽前的物资分配做好了准备。 

正安 

4 月中旬前，示范区基本完成生石灰处理后土壤施肥起垄。针对正安基地根茎病害严重

的问题，示范区配置了专用菌肥，并已完成条施工作。 

 

图 25 示范区均匀撒施生石灰（正安） 

 

图 26 示范区专用底肥到位入库（正安）

 

泸州 

1）对于部分烟农，难以合理施用菌肥，对用量难以把握。  

2）育苗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大棚到后期，烟苗移栽后长期处于搁置状态，能否对这 12

亩地进行有效的利用。 

对于搁置大棚的利用，如果能够后期进行消毒，是可以种植一些大棚绿色蔬菜、瓜果。

这样既合理利用资源，避免浪费，又能够创产增收。 

科学问题 

 

 

 



南阳 

南阳烟区是黄淮烟区的代表，其生产技术方式与西南地区有所差异，特别是在施肥方法

上，并不采用条施后起垄的方法，多采用起垄后窝施或直接撒施后起垄的方法。当地技术人

员认为，条施时人为因素影响较大。窝施方法虽然肥力集中，但肥料与烟苗根系较近，施用

不当会烧苗伤根。为此，驻点人员特提出要求，窝施底肥要在移栽前至少 5 天，且窝施后覆

土至少 2-3cm。后期要密切监控根系情况，做出对比，以便得到更好的方法。 

 

 

新一年的基地工作又如期的开始了，新的天地，新的环境，新的问题。即感自豪，

又感觉不安。虽心怀忐忑，但工作还是要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开展。 

  

即使我们都知道，今后估计比以前还要孤独，比以前还要辛苦，但我们也一样要勇

敢向前，笑对一切，不是吗？ 

——冕宁基地朱洪江 

烟雨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