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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9 日起，基地驻点工作进入第 15 周，烟草的打顶、采烤工作也陆续展开，

尽管天气酷热难耐，但各个基地驻点人员仍怀着极大的热情，以严谨科研精神，在烟林中挥

汗如雨，调查烟草农艺性状、记录病虫害发生情况，充分体现出天然产物农药研究室“特别

能吃苦”的实验室精神。 

驻点第 15周，天然产物农药研究室 2017年暑期夏令营实习生陆续到达各基地单元，开

始基地实习。截止到 7 月 16 日，攀枝花基地单元结束了示范区及各实验小区打顶工作，并

完成对根茎病害绿色防控示范区旺长期烟草农艺性状的调查。彭水润溪基地单元绿色防控示

范区烟草长势良好、根茎病害无大面积爆发现象，各片区烟草已基本进入盛花期，打顶工作

也将陆续展开。泸州双沙、贵州正安、绥阳、武隆青木池、广元双鱼、南阳方城等基地单元

下部叶采烤工作已经展开，示范区烟株长势良好、烟叶产质量均较高。 

   
图 1 攀枝花本科实习生调查农艺性状      图 2 彭水润溪基展开打顶工作 

工作动态 



目前，泸州双沙基地单元和广元双鱼村示范地已全面进入下部叶采烤阶段，相较于往年，

双沙基地单元今年死烟现象较少，病害发生尚不严重，但马铃薯 Y 病毒病、番茄斑萎病毒病

感病率比往年要高，针对该情况，烟站已及时发放蓝板捕捉番茄斑萎病毒病传播主要媒介的

烟蓟马。对于几块黑胫病和根黑腐病发病较重的地块，广元驻点人员也已督促烟农实施应急

预案，防止病情扩展，减少病害损失。 

 

   

图 3 广元双鱼二次打顶            图 4 泸州双沙下部叶采烤 

             

图 5 贵州绥阳下部叶编烟                  图 6 贵州正安下部叶烘烤房 

各基地打顶、烟叶采烤工作陆续展开的同时，绿色防控工作也继续开展，本周，国家

局组织检查小组对彭水、冕宁示范区绿色防控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检查。 

7 月 11 日，为普及绿色防控知识，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推动烟叶绿色生产，彭水润溪

烟草站在大厂村长岩举办了“润溪烟草站绿色防控知识宣传活动暨大厂打顶抹芽现场会”，

对大厂烟农进行绿色防控知识宣传。本次会议由大厂烟点主任刘光文主持，润溪烟草站站

长晏忠波出席会议并讲话，西南大学驻点研究生江其朋对烟农进行了绿色防控相关知识的

宣传普及，会后，与会烟农表示对绿色防控理念接受，并认同其科学性及实用性。 



   

         图 7 彭水大厂打顶抹芽现场会          图 8 润溪烟草绿色防控知识宣传活动现场 

7 月 13 日，重庆市烟草专卖局工作巡视组副巡视李纯林携重庆烟草科学研究所植保室

副主任陈海涛博士再次来到彭水润溪基地单元视察彭水绿色防控工作的开展情况。巡视期

间，李巡视重点视察了根茎病害绿色防控靶标区和综合示范区，并叮嘱驻点人员做好工作

记录，及时处理、调查和分析田间试验。重庆市烟草公司彭水分公司副经理代先强、烟叶

科科长张永华、润溪烟草站站长晏忠波、彭水蚜茧蜂工作负责人王智勇、西南大学项目组

驻点研究生江其朋陪同视察。 

   
    图 7 重庆市局巡视组在润溪田间调研          图 8 重庆市局巡视组在润溪农户家座谈 

7 月 15 日，国家局绿色防控检查小组专家抵达彭水润溪基地单元，对彭水绿色防控示

范区进行了考察。专家组分别对彭水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情况、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应用情

况、现阶段防控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询问考察，重点调查参观了根茎病害绿色防控靶标区、

实验区和综合示范区。重庆市烟草专卖局巡视组副巡视李纯林、重庆市烟草公司彭水分公

司经理吴树成、副经理代先强、烟叶科科长张永华、重庆烟草科学研究所所长徐辰、西南

大学博士李石力、研究生江其朋、陈明陪同考察。 

   

图 9 李石力博士现场解说彭水绿色防控技术  图 10检查组在冕宁示范区视察 



目前，田间烟草处于打顶期，各基地驻点人员开始对各试验小区烟株进行阶段性农艺

性状及病害发生情况调查，同时采集该时期土壤样品。7 月 11 日上午，西南大学根际微生

态小组成员吴狄、刘俊彬、林忠辉到达巫山骡坪基地，随后由驻点人员程浅陪同来到团山

试验地中采集巫山 1 年、连作 10 年、连作 20 年健康土壤样品。同天，驻点人员也对《植

烟土壤保育关键技术研究》、《彰显中间香型风格特色烟叶生产技术集成示范》两块试验

地进行实验土样采集，并由采样小组一并带回实验室分析测定。7 月 11 日，武隆驻点人员

对烟草根结线虫国家药效试验地块烤烟进行病害调查，记录发病率和发病程度并计算病情

指数。 

   
     图 11根际微生态小组采集巫山健康连作土壤          图 12.武隆驻点人员调查病害 

7 月 13 日上午，巫山烟草分公司烟叶科尹科长、寰泰航空植保公司及西南大学项目组

驻点人员一行人在巫山县笃坪乡召开了烟叶生产田间管理现场会，会上进行了无人机喷施

农药示范，并与传统喷洒农药进行了一次“较量”。无人机借助较高的电压将农药溶液细

化为更加微小的液滴，能够均匀地撒到叶面上，同时螺旋桨带起的气流也能使一些农药液

体到叶背面。而人工喷洒显然不能均匀喷施，药效不均匀。同时，无人机作业可以节约一

半以上的时间，具有精准高效的特点。 

     
图 13 巫山无人机施药（左）与人工喷药（右）对比 

 

本周，各基地实验小区烟叶进入采收烘烤期，驻点人员开始分小区处理对烟叶进行编烟

烘烤测产。7月 10号贵州绥阳驻点人员进行了 2017年度烟草白粉病农药对比实验的第二次

施药，之后将继续按照实验方案进行施药和病害调查。12、13日，南阳方城驻点人员冒着高

试验进展 



温，对各试验小区进行下部烟叶采样，并在烟农的帮助下对烟叶进行编杆烘烤，将在烤烟完

成后进行产量数据的采集。14、15 日，武隆驻点人员对示范区、非示范区和试验小区田进

行牵绳圈地、挂牌、打包，准备后期烤烟测产。 

   
图 14 南阳试验小区烟叶采样后编杆      图 15 武隆驻点人员对小区试验烟叶进行挂牌区分 

 

图 16 广元试验地 

本周冕宁驻点人员完成了《灌根施用纳米材料对青枯病的控制效果研究》、《喷施施用纳

米材料诱导烟草产生青枯病抗性及对产量、质量的影响》、《不同拮抗菌剂对烟草根茎病害的

防治效果研究》和《控制青枯病药剂筛选试验》实验区的第四次病虫害调查和第三次农艺性

状调查收集，完成《喷施施用纳米材料诱导烟草产生青枯病抗性及对产量、质量的影响》实

验土样采集和植株生长相关数据收集。后期将密切关注田间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并进行实时

统计。 

   
图 17 贵州正安驻点人员调查病害       图 18 冕宁驻点人员采集土壤样品 

 
示范推广 

 

 

 



本周，南阳示范区已完成下部烟叶采收工作，对比非示范区，示范区的示范效果明显：

示范区烟株表现为株高较高、有效叶数较多和发病率较轻等几个特点。良好的对比示范效果

受到烟农的一致好评，纷纷要求将示范区面积进一步扩大，惠及更多烟农。 

    
图 19 采收期示范区（左）与非示范区(右)对比 

目前，攀枝花实验基地基本实现当前叶部病害的控制目标：示范区叶部病害发病率不到

1%，普通花叶病发病率约 1%～2%。此外，除草剂作用效果明显，通过对烟田除草剂的精准

技术操作后，相对于非师范区，示范区杂草的防除效果达到 95%以上，全面实现了对烟田杂

草的控制效果。 

  

图 20 除草剂精准使用示范区（左）与非示范区（右）对比 

广元市双鱼示范地虽然病害较去年发生轻，但是有部分地块连片集中爆发。本周，广元

双鱼示范地出现两次暴雨，目前，烟农正进行应急采收处理。同时，二次打顶工作也已展开。 

   

图 21 广元遭暴雨打落的烟叶                 图 22 广元黑胫病爆发地块 

目前，冕宁基地示范区烤烟进入了采烤阶段，示范区烤烟长势良好，已经开始准备下

部脚叶废叶的摘除及烤烟工作，同时，加强了示范区病虫害的调查工作，防止严重病虫害



的大面积爆发。在烤烟前期，示范区也存在一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少数烟农不太注重烟叶

采收后田间卫生的管理，存在烤烟废弃物乱扔现象，不过在相关技术人员的监督下，田间

卫生情况与很大改观。 

针对示范区部分田块杂草较多，贵州正安基地已进行人工拔除草。部分烟叶出现叶部病

害发生情况，施用农用链霉素进行防治。 

7 月中旬，黔江市烟草基地大部分区域已完成打顶和不适用烟叶处理工作，清理田间卫

生，进行烂叶病叶集中堆放处理，减少田间病源。根据叶部病害及根茎病害发病规律，于 7

月 13 日对白粉病、野火病、赤星病等叶部病害进行针对性防控，同时复配维果 5 号进行微

量元素的平衡补充。 

  
图 22 黔江水市基地单元示范区 

武隆青木池基地烤烟生长状况良好，示范区青枯病发病较少，发病率约在 2%以下，非

示范区发病率极高，部分地块下部烟叶采烤率不足 30%，损失惨重，但仅限于小块面积，绝

大部分非示范区烟叶可以采烤，发病率叶仅比示范区高出 8%左右。 

 

今年，受异常气候影响，各基地单元烟草气候斑点病发生情况较为严重，今后针对异常

气候，应适当考虑施用诱抗物质，增强烟株抗性，减轻气候斑点病危害。同时，因前期低温

多雨等异常气候条件以及部分材料施用不当，导致烟株根系生长受到阻碍，彭水示范区部分

地块烟株出现生长停止、木质化和早花现象，目前，驻点人员通过提前揭膜培土、促进侧根

生长，叶面补充大量元素肥和吲哚乙酸、赤霉素等诱导生根物质进行应急处理。 

 
图 23 彭水润溪生长不良烟田 

科学问题 

 

 

 



当前黔江示范区烟叶长势良好，青枯病零星发生，发病率约 0.8%；黑胫病、白粉病、赤

星病、野火病暂未发现；气候斑点病发生严重，发病率近 100%，发生部位多位于下部叶，

少数烟株中部叶也有发生。现阶段工作主要侧重于打顶后叶部病害的防控，结合药剂防控、

平衡营养等方法，提升烟株抗病性。 

   
图 14 气候斑点病           图 25 赤星病 

本周武隆雨水天气较多，晴天较少，且雨后温度回升较快，造成 K326 烤烟品种相较于

云烟 97 下部烟叶气候斑增多。青枯病发病多的非示范区中的两块地烟叶采收量很少，面临

大幅减产问题，现已采用深打顶快速催落黄的方法以便抢收，较少损失。 

 
图 26 根结线虫病病根 

 

实习札记 

其一 

正如在这个学年的大多数起床时间一样，今早我 7 点多就起了床。太阳就像是不忍我们

遭受酷热，于是它就躲在了有些灰暗的云朵后面，这让我认为今天会是阴天的。洗漱过后师

兄开始给我分派了一些小任务，让我帮忙处理一些数据。坐在住宿的房间，打开电脑工作了

一会时，我的双脚居然开始感到寒冷，就像是有冷气对着吹一样。这让我想到，我在重庆时，

每天夜晚都还要吹空调才能入眠，与太阳一起于早上起来时便能感受到它吐出的热气迎面而

来。而在这个海拔两千多米的地方，我居然还要为了暖和将脚深进被窝。 

   中午吃过饭后，玩了会手机，武师兄向我交代了这次暑假的四个一任务‘一本书、一篇

综述、每日一篇日记、一个 ppt’。于是，我开始了第一个‘一’，读起来丁老师写的《这

风采风貌 

 

 

 



一年在美国》。其实，在丁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便给我们介绍了他的书，并且送了我们每

个人一本。我课下的时候也没读多少，就看了看几个觉得有意思的地方。而这次再重温，并

且更加认真的开始看起，我突然感受到了很多。我读到了丁老师的各种快乐与麻烦，以及最

有价值的是对于很多事情的思考。这让我感觉像是在和一位教授面对面的交流各种事情一

般。 

   读书的时间用白驹过隙来说很是恰当，不知不觉到了下午的 3 点多。走出烟站，发现太

阳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从云层中跳了出来，蓝天、白云、太阳成为了我头顶上的唯一风景。由

于省上检查的人要来烟草基地看看，便和站长以及几个工作人员到了基地去稍微收拾收拾准

备准备。尽管阳光明媚，但并不让人感到炎热，而是暖和。走在烟草丛中，感受着日光浴，

也感受着烟花的美丽。再看一看周围，这里有一些李子树，伸伸手就能摘个李子解解渴，那

里是片水稻田，散发着它独特的气息，远处还有个葡萄园，长满了一串又一串的紫色葡萄。

一切都是生机勃勃，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这一待直到 5 点多才结束，回到了住处。 

攀枝花 金统军 

其二 

冕宁示范区烤烟现在处于打顶后的阶段，且有部分开始成熟准备采烤。经历了移栽，

团颗，旺长，打顶，终于，烟农半年的辛苦要到了回报的时候，同样，对于全程陪伴烤烟

生长的驻点人员来说也是很值得欣慰的，因为，这里面也凝结了不少驻点人员劳动与辛

苦。 

过去的几个月感觉一个人经历了太多，有酸甜也有苦辣。但当回头看几个月来的自己

是，也 不禁多了几分敬意。 

基地工作，是工作，更是学习，是历练，这是我阶段回顾最想说的话了。 

冕宁 朱洪江 

其三 

不知不觉已经在基地驻点近三个月，烤烟也已到达采收烘烤期，回顾这段不长不短的时

光，多少有些收获。 

总体来讲，今年青枯病的发病率和发病程度相对去年要少得多，结合今年采取的措施归

结原因有以下几点： 

1.去年发病严重地块仍种植高感品种云烟 97，今年改为中抗品种 K326； 

2.今年物资到位较去年更为及时，在尚未发病时进行灌根预防，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 

3.今年示范区移栽时施用三炬微生物菌肥和灌金液，并在县团棵期追施一次，增施荧光

假单胞杆菌对青枯病的发生发展起到良好的抑制作用，为烟草后期的健康生长奠定良好基

础； 

4.今年的封窝培土工作相对去年来说有着更为严格的执行力度，促进烟草侧根生长，延



缓病害发展速度，减轻其发病症状； 

5.今年对往年发病严重地块进行揭膜上厢，降低六月份高温期间垄上根周的温度，同时

防止根部周围积水伤根，对减少病害发生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但今年也存在一些“意外”发生，在对黑胫病灌根防治时，正直连绵阴雨天气，部分地

块灌根尚未结束便开始下雨，导致雨前为灌根的地块在雨后出现较多黑胫病，不得不采取应

急措施，继续灌根延缓病害发生，对发病严重的烟株进行拔除。 

在今后的试验中，无论是室内试验还是大田试验，都要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应对随时可

能出现的意外和意料之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只有这样才得到良好的效果并将损失减少到最

小。大田试验更是应该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天气阴晴对试验的处理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应选

择在合适的天气进行恰当的处理。 

武隆 赵世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