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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天然产物农药研究室各基地驻点人员在丁伟教授的带领及共同努力下，本着

“科学研究出成果、人才培养出成效、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宗旨，坚持着最初的信念，弘

扬实验室“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坚持、特别能创新”的精神，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在五月和

煦阳光的照耀下，我们积极努力地开展各项试验工作。 

 

（1）心系基地，项目负责人丁伟教授多次基地调研指导 

各示范基地烟草逐渐进入小团棵期，这个阶段是烟草快速生长的重要时期，促进烟根健

壮，营造一个良好的根际环境是确保根茎病害得到有效控制的重要手段，其中培土+菌剂的

应用是该阶段需要落实的重要技术。5 月 27-29 日，丁伟教授、张永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姬佳旗等人抵达武隆、彭水、贵州绥阳县、遵义县等示范区调研指导技术措施落实，针对小

培土的正确规范操作，丁伟教授亲自进行培土示范，并进行视频录制，通过网络传播至各示

范基地进行统一学习，此外丁教授叮嘱驻点人员要做好几点工作：（1）带头并监督烟农坚

决做好烟苗的小培土工作，并对已经出现的黑胫病建议施用荧光假单胞杆菌和金雷灌根；（2）

彭水地区高脚苗要及时进行规范的培土；（3）各驻点人员要及时跟踪示范区内的根茎病害

的发生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工作动态 



    

图 1.丁伟教授亲自示范封窝培土• 武隆      图 2.丁伟教授一行考察示范区• 彭水 

（2）各地示范区负责人积极配合 

在示范试验工作开展过程中，各示范区当地技术负责人也积极配合工作开展，5 月 22

日，正安县烟草公司技术站站长张之帆视察项目示范区大田管理情况并协助配送了烟草根茎

病害防控用生防药剂，并查看试验田规划和宣传标牌安置情况。同时，为迎接即将开展的市

局对于项目示范区的视察工作，张站长查看了示范区蚜茧蜂棚烟苗情况，并指出，蚜茧蜂棚

烟苗须与田间烟苗长势一致，部分蚜茧蜂棚苗势过小，建议更换壮苗。23 日，贵州省烟科

院汪汉成研究员与绥阳县烟草公司易忠经总农艺师及绥阳县技术推广站站长杨在友在驻点

人员阿陪同下视察绥阳基地项目示范区，查看示范区烟苗长势及试验地块规划等，并与驻点

人员一同完成了“生防防菌剂对烟草根茎病害的防治”试验的处理。  

    

图 3 烟科院汪汉成研究员、绥阳县烟草公司易忠经等查看项目示范区及试验地 

（3）地区现场会召开 

要想种出少病、健壮的烟，必须注重前期的培土工作。本周，移栽较早的基地陆陆续续

进入小团棵期，到达揭膜、培土时期。5月 26日，内乡示范区揭膜培土现场会顺利召开，

赵店乡党委书记及乡长，以及烟草公司相关人员主持会议并讲话。5 月 27 日，武隆青木池

基地单元召开封窝培土现场会，由和顺点长冯艺忠主持。两个会议均强调了烟草揭膜培土的

重要性及科学依据，着重讲解揭膜培土的具体技术规范要求，并现场向大家演示揭膜培土的

规范化操作。现场会的召开拉开揭膜培土工作的序幕，有利于督促烟农及时落实这一关键性

技术措施，对烟草今后的健康生长、高效生产奠定良好的基础。 

  



     

    

    
           图 4 揭膜• 泸州                         图 5 旋耕• 泸州 

     

    

        图 6 窝施有机肥• 黔江            图 7 封窝现场会在田间召开• 武隆 

 

攀枝花：2017 年 5 月 25 日，武霖通对试验“不同施药时期对烟草黑胫病控制技术研究”

进行处理，处理小区为黑胫病发病初期烟苗，使用甲霜•锰锌可湿型粉剂 1000 倍液进行灌根

处理。26 日，在烟农的协助下，武霖通对试验“不同施药方式对黑胫病控制技术研究”进行

甲霜•锰锌可湿型粉剂 1000 倍液灌根处理和茎基部喷淋处理。同日，对试验“纳米 CuO 对烟

草黑胫病控制技术研究”试验地进行土样采集工作，对整块地进行五点取样，采集烟草根围

土，及时放入冰箱冷藏，后续带回实验室分析。27 日，武霖通对试验“纳米 CuO 对烟草黑

胫病控制技术研究”进行施药处理，试验共 6 个处理，3 个重复，18 个小区。  

冕宁：冕宁回龙基地已完成包括《不同拮抗菌剂对烟草根茎病害控制效果研究》，《控制

青枯病药剂筛选实验》等实验的开展实施，接下来计划安排的试验为《喷施纳米材料诱导烟

草产生青枯病抗性及对烟草产量，质量的影响》实验的实施。实验分为五个处理，每个处理

三个重复，共计 15 个小区。 

表 1 实验设计方案 

 

处理 
喷施处理 

试验药剂 剂量（g/L） 

处理 1 MgO NPs 250 

处理 2 MgO 250 

试验进展 



处理 3 CuO NPs 250 

处理 4 CuO 250 

处理 5（CK） 水  

 

绥阳：5 月 23 日，驻点人员协助了贵州省烟科院汪汉成研究员完成了拮抗菌剂筛选试

验的处理，并完成了“基质中添加微生物拮抗菌剂对烟草生长及根茎病害发生的影响-基质拌

菌与菌剂灌根结合试验”第二次药剂灌根处理工作。 

5 月 26 日，完成了“喷施纳米材料诱导烟草产生青枯病抗性及对烟草产量、质量的影响”

试验小培土期相关试验喷施处理。 

正安：“基质中添加微生物拮抗菌剂对烟草生长及根茎病害发生的影响-基质拌菌与菌剂

灌根结合试验”完成第二次药剂灌根处理工作。 

       
    图 8 “纳米 CuO”试验处理• 攀枝花             图 9.小区处理• 绥阳 

 

 近来，南阳内乡烟田开始陆续进入团棵期。根据方案要求，河南南阳内乡示范区即将

进行烟蚜茧蜂的放蜂工作。用烟蚜茧蜂防控烟蚜是绿色防控重大专项的内在要求，也是开展

绿色防控技术攻关，该项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构建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新模式，实现从蚜茧蜂

单项技术到烟草绿色防控技术体系的跨越，引领了现代烟草农业的绿色发展。针对示范区内

出现的萎蔫烟株，对其进行了“土根本”菌剂灌根。灌根后 3 天，发病较轻的烟株已表现好转，

叶片恢复正常；但萎蔫较重的烟株已经死亡，拔除田间病株，并用药剂封穴，以防传播。 

在绥阳项目组在对示范区发病情况摸底的同时，全方位探索示范区青枯病防治的方法。

当地烟农对烟草根茎病害的辨识区别能力不够，驻点人员通过不断走访，对烟农进行培训等，

提高了烟农识别病害的能力，并增强了其防病控病意识。同时，为及时挽救、防控示范区根

茎病害的发生，驻点人员联系烟农尽快开展培土工作，并采用药剂灌根。 

5 月 23 日降雨结束后，正安基地示范区陆续开始破膜培土工作。并对杂草较多的田块

进行除草工作。为确保培土到位，驻点人员不断走访查看烟农培土情况，对操作不规范的现

象及时提出意见与建议。驻点人员及时提醒部分对培土时间把握不准的烟农，抓领住降雨后

培土的绝佳时机培土。目前，正安基地示范区已完成近 6 成培土工作。同时，驻点人员及时

联系烟农领取了第三次追肥时所需灌根生防药剂，并仔细指导说明使用方法及具体剂量，以

示范推广 

 

 

 



确保及时防控示范区烤烟根茎病害的发生。 

5 月 27 日，黔江基地单元蚜茧蜂繁育工作进行蚜虫三级扩繁，同时进行蚜茧蜂二级扩

繁。蚜茧蜂繁育作为绿色生态防控的一部分，在黔江基地经过 3 年的试验推广，完成由烟草

产业辐射大农业的升级，对农业生产“减肥减药”和“绿色发展”起到重要的示范带头作用，也

成为烟草产业优秀技术向大农业转化的范例。 

       

      图 10示范区释放烟蚜茧蜂• 南阳       图 11 丁伟教授亲自指导烟农培土• 遵义 

       

 图 12 贵州烟科所汪汉成研究员亲自处理小区•    图 13示范区烟苗长势• 黔江 

 

 

病害出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有些基地或多或少的开始发现根茎病害。目前，武隆、

冕宁、均已经发现黑胫病的发生，冕宁、绥阳、也已有青枯病的苗头出现，彭水因为连日高

温部分烟苗叶片被烫伤且一经发现有野火病的存在，泸州、冕宁、武隆基地陆续出现花叶病，

建议施用宁南霉素对周围烟株进行保护并减缓发病烟株的发病速度。武隆作为一个常年根茎

病害发生比较严重的基地，需要及时在病害爆发前采取合理的防控措施，严格按照示范要求

进行培土、灌药工作，亦要做好田间排水工作，防治田间积水伤根，尤其是接下来将要到达

多雨的六月份更应多加留心根茎病害的发生。 

虫害出现：泸州基地已在烟田间发现较为多的蚜虫和少量烟粉虱，建议施用一些吡虫啉

对蚜虫的繁殖和扩散进行抑制。另外蚜虫多也应对病毒病害的传播提高警惕。 

施肥问题：广元基地少部分田块施肥不当，造成烟苗生长缓慢，对于已经出现的烟蚜，

驻点人员已经配合烟农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现在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科学问题 

 

 

 



      

      图 14除草剂药害• 泸州                   图 15烟蚜、烟粉虱• 泸州 

      

       图 16田间病株• 南阳                   图 17示范区青枯病株• 冕宁 

    

      图 18田间黑胫病株• 武隆               图 19小地老虎为害• 黔江 

 

 

又是一年毕业季，作为一名刚刚参加完毕业答辩的毕业生，大学生活也最终画上了圆满

的句号。 

回想过去的四年，有欢笑，也有悲痛，有酸甜，也有苦辣。无论如何，青春在这里，梦

想在这里，一一告别了昔日的同窗，道一声珍重。强忍着眼眸中的泪水，拥抱许久。 

未来的路还很长，衷心地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够越走越远，以后再相聚在西大的校园里，

我们可以一起回忆当年走过的绿茵路，一起上课的 31 教，一起打闹的四运。 

  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母校争光！                             

——黄阔•泸州 

时间很快，我们毕业了，像做梦一样，还幻想着刚进校园的情景。大包小包的提进了校

毕业季 

 

 

 



园，现在，我们又大包小包的提了出去。 

毕业了，莘莘学子，就像成熟的蒲公英，四散飞进了广阔的蓝天。答辩之后的那晚，很

多人估计第一次喝醉，可能是最后一次相聚，也肯能是最后一段共处的记忆。大家都借着浓

浓的酒意，大胆的说出一直都不敢说出的话，都不想留下任何遗憾。 

室友一起做的糗事，同学一起翘过得选修课，还有好朋友一起留下的美好的和回忆。这

一辈子也不可能忘记。 

每到毕业季，蓝花楹总是开的那么的绚烂，今年，校园里的那株也如期绽放了，花瓣洒

满了树荫，香气弥漫了校园，没时间依偎在树下，也没时间驻足欣赏，因为，我们毕业了。 

——朱洪江•冕宁 

毕业，这两个字的出现似乎永远是伴随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因为对校园的留恋，因为对

同学室友的不舍，还因为对大学四年有过的遗憾。然而，也正因为有留恋，有不舍，有遗憾，

才恰恰给人念念不忘、难以忘怀之感，不是么，缺憾与美好共存，少一个，另一个都无从说

起，正如美丽的维纳斯却只能是一双断臂。留有遗憾何尝不是一件美事？蓝花楹开了又谢，

谢了又开，曾经在一旁看着师兄师姐拍照的我终于也站在了蓝花楹树下，曾经满是羡慕，现

在满是感慨。想起刚入大学时懵懂的大家，想起四年来在一起开心的日子，不禁笑出声来，

然后唱一首童安格的《忘不了》：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现在，我站在大学的尾巴上，

真诚的祝愿，愿我的同学有似锦前程，愿我的母校有美好明天~ 

 

 

   致田坎上的花 

              文/蔡璘 

你缓缓走来， 

脸盛开出一抹羞涩的红， 

轻声哼出初夏的明媚， 

纤柔如水的女子， 

淡而清， 

美而雅， 

爱慕在我眼里晕开，在内心升腾。 

 

 

      梦醒 

              文/蔡璘 

泪水呜咽在路上飞跑， 

长夜里心灵迷乱的狂跳， 

烟雨文苑 

 

 



然而窗外的汽车轰鸣， 

一次次绕进我的梦乡， 

这若有若无的片段， 

又如何放逐远方， 

任凭他安置在山川？河流？沼泽？ 

伴零星残叶同舞？ 

可是，弥漫在这虚无的天空， 

残梦能否酿出一捧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