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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周，所有基地都已经进入了烟叶烘烤阶段。攀枝花平地、黔江水市、彭水润溪等基

地刚刚开始烟叶烘烤工作。其余基地都已经烤出第一炕烟，南阳方城、冕宁回龙、武隆青木

池、泸州双沙、广元剑门关、正安柿坪等基地已经开始第二炕、第三炕烟的烘烤。因此，与

之相关的小区试验涉及到烟叶品质鉴定的各基地做好各处理标记，收集烤出来的各处理烟叶

样本。 

 7月 28日，重庆烟草科学研究所杨超部长抵达南阳，就南阳根茎病害绿色防控示范区

进行考察指导。了解示范区建设工作、蚜茧蜂释放工作所取得的成效；询问了示范区分布、

绿色防控工作开展及落实情况、以及田间试验进展；查看黑胫病高发地。杨部长提出几点要

求：1）烟叶生产关键要看品质，品质是根本，农艺性状是一个指标，但后期测产及品质检

测仍然重要，绝不可放松；2）示范区黑胫病发病率在与非示范区对比的同时，也要与以往

对比，只有双向对比才更能显现出效果；3）对于黑胫病高发的试验地，要总结经验，不能

对其病因一概而论，要多想多思考，从多方面考虑，为下一年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支持。最重

要的是及时了解对比示范区与非示范区的产量及收益，及时总结经验，为下一年更好的开展

工作、推广绿色防控示范区打下坚实基础。 

工作动态 



         

图 1 向杨部长讲解示范区建设情况（南阳）       图 2 杨超部长考察示范区（南阳） 

     

随着烤烟的进行，各基地和试验相关的病虫害调查以及各处理样本烘烤仍然如火如荼的

进行着。大多数基地都已经进行到第四、第五次病害调查。 

南阳基地本周对下部采样烟叶进行数据采集，但由于本周气温过高，烤出的烟叶回潮困

难，造成烟叶比较易碎，对此，驻点人员将采样烟叶移入阴凉室内，待烟叶回潮后将对其进

行产量分析。 

 

图 3 出炕的烟样（南阳） 

  冕宁回龙基地本周完成了实验区四个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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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病虫害调查，

示范区非示范区第五次病虫害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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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叶或者下部叶新鲜样烟

的采收，并上架烘烤，预计一周后烘烤完成。7 月 26 日 四个实验区第六次以及示范区非示

范区第五次病虫害调查。7 月 29 日 四个实验区下部叶/中部叶新鲜样烟叶片采摘和送烤。 

   

试验进展 



图 4 驻点人员在采集新鲜样烟叶片（冕宁）  图 5 四个实验新鲜样烟正在上架（冕宁） 

随着烟草进入成熟期，攀枝花平地烟叶生产基地进行烤烟采收备烤阶段。各试验小区于

陆续完成下部叶采烤工作，示范区于 20 日开始进入底部叶采收阶段。 

 

图 6 试验小区烟叶采收完成（攀枝花） 

本周巫山骡坪基地驻点人员对《烟叶耐熟度评价试验》试验中的烤箱进行性能测试，7

月 28 日，驻点人员在当地技术员的陪同下选取 5 竿烟，1 竿 30 株烟的下部 叶 3 片，进行

测试试验。已全面进入第一次烘烤阶段，各试验小区处理也被标记上炕，为产质量等级统计

做准备。 

            

图 7 烘烤箱测试实验（巫山）             图 8 示范区烟叶编竿上炕（巫山） 

7 月 30 日，巫山骡坪驻店人员在较晚移栽的烟田进行以下处理的抑芽剂实验：1、330

克/升二甲戊灵乳油对烟草抑制腋芽生长田间药效试验 2、360 克/升仲丁灵乳油对烟草抑制

腋芽生长田间药效试验。 

 

     图 9 杯淋法处理抑芽剂药效试验（巫山） 

7 月 25 号，彭水润溪基地驻点人员在《0.001%唏腺嘌呤·羟唏腺嘌呤水剂田间药效试

验》实验小区内调查烟株基本农艺性状并对该区域土壤 pH值进行抽样调查。26号，在白果

坪实验区域调查烟株病害的发生为害情况。28 号，基地驻点人员在《不同绿肥翻压对烟草



生长及青枯病发生的影响》实验小区内采集各个处理的土样并保存回驻点基地。29 号，在

《不同行距培土种植对烟草生长及青枯病发生的影响》实验区域随机采集不同深度层次的土

样。 

        
图 10  基地驻点人员随机采集土样（彭水）        图 11 不同层次土样采集（彭水） 

广元剑门关基地经过统计数据及对比，今年在多重困难下实验仍取得了较好的结果，目

前正在等待采摘烟叶后称测烟叶重量及质量。试验地烟株状况良好，中部部叶片也采摘完毕

准备烘烤。 

 

图 12 试验地烟株情况（广元） 

7 月 25 号，正安基地开始进行第四次病害调查工作，调查发现纳米材料灌根和喷施纳

米材料试验地有病害大爆发的趋势，其余的试验地也发现病害有加重的趋势，整片试验地的

带菌率上升。猜测原因是由于最近降雨天气较多，加之天气炎热，是病菌传播速度加快。28

日，正安第二烘烟已烘烤完毕，开始上架第三烘烟。 

                
图 13 小小工人上架第二批烟叶样品（正安）   图 14 上架的第三烘烟（正安）                   

绥阳基地试验地各小区实验进展顺利，目前进行最后一次叶部病害以及青枯病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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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添加纳米材料诱导烟草产生青枯病抗性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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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殖酸和菜籽饼肥与微生物

菌剂协同作用对烟草青枯病和黑胫病的调控》、《烟草青枯病和黑胫病拮抗微生物菌剂的筛

选及防治效果研究》等共八个实验地有关烟草根茎病害、叶部病害和病毒病害病害调查情况。 

 

各基地示范区工作做的相对较好，目前病虫害发生较轻，且和非示范区进行对比发现效

果明显。目前仍需要收集往年示范区发病情况、投入情况和产量产值信息，以便为今年的指

标做出对比。 

本周南阳示范区第二房烟已经出炕，开始采烤第三房。示范区黑胫病发病率目前仍在

7%左右，没有继续升高。 

 

图 15 中部叶出炕分拣（南阳） 

 冕宁示范区下部叶基本采收完毕，少部分烟株中部叶也已采收，部分烟农第一房已经

出炉，即将进入第二炉烟的采集与烘烤。示范区病虫害调查显示，青枯病发病率接近百分之

十，黑胫病发病率不到百分之一，其他病害如花叶病，马铃薯 y 病毒病等鲜有发生，总体而

言对示范区烟叶产量影响较小。 

 

图 16 示范区烟农在采收下部叶（冕宁） 

    泸州双沙基地示范区目前青枯病发生较少，烟农正在忙着采烤，近期天气炎热，烟

叶变黄过快，需要及时采收，防治脱肥及过熟现象。 

攀枝花基地示范区烟叶叶部病害（赤星病、野火病）均无发生，而普通花叶病发病率在

1%-2%左右，驻点人员基本实现对烤烟叶部病害的控制。由于近期雨水较多，驻点人员需督

促烟农及时进行烟田排水工作，加强对烟草白粉病的防治。另外，除草剂示范区域对比明显，

通过对烟田进行除草剂精准技术操作后，相对于非师范区，示范区杂草的防除效果达到 95%

示范推广 

 

 

 



以上，全面实现了对烟田杂草的控制效果。 

      

图 17 根茎病害示范区烟草长势良好（攀枝花） 图 18 除草剂示范区烟沟展示（攀枝花） 

本周，于今年在骡坪基地改进的十座生物质能供热设备烤房正式投入使用，该公司派出

的技术人员来到骡坪基地，挨家挨户的向烟农讲解新烤房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烟叶烘烤

是一个大量耗热的过程 , 且煤炭燃烧释放的粉尘、炭黑和飞灰等给周围环境带来较大污染，

烘烤已经成为烟草生产主要的污染来源之一。当前，人们的环保意识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

如何提高烟叶烘烤的热能利用率， 降低成本， 减轻污染，并确保烟叶烘烤质量，增加经济

收益，已成为烟叶烘烤的重要课题。现通过使用生物质能供热设备烤房及系统性节能技术、

提高能效，降低能耗，降低污染物排放；达到烟叶烘烤设施高效、管理高效、烘烤高效的目

的。 

 

图 19 技术人员讲解新型烤房（巫山） 

7 月 26 日绥阳示范区下部烟叶和中部烟叶出炕。经过两周的烘烤与回潮，示范区烟叶

在产量上和质量上均表现出一定的优良品质，但目前仍有几块烟地出现青枯病爆发的状况，

并且出现大面积死亡的情况，其中在有一块发病严重地的发病率达到了 59%，其发病指数

达到了 0.51，并已经通知烟农及时抢采烟叶，之后即将进行大规模的上部叶采收。 

 

 

 

 

 

    图 20 烟叶回潮（绥阳）                     图 21 青枯病发病严重地（绥阳） 



 

此刻正式烤烟的关键阶段，因此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可以有效提高产量，增加烟农收

入。 

冕宁基地实验区经过第六次病虫害调查数据统计显示，四个试验地中青枯病为主要病

害，除此之外，试验地中少量发现几株黑胫病、空茎病和马铃薯 y病毒病。另外，示范区缺

钾症状未影响示范区烟叶产量，烟农普遍不准备采取措施。 

本周武隆地区持续高温，降雨量极少，可能会加重发病区域的严重程度。而且由于天气

干燥，部分实验区域有少量蚜虫出现，不过现阶段对烤烟生长影响不大。青枯病较少的田块

中，以往发病轻微的烟株开始加重并且影响到周围烟株。同时发现，在发病较少的田块，种

植云烟 97 地块发病较 K326 发病重。在青枯病高发区域，长势较差，烟叶采收较多，再采

2-3次就差不多采收完毕。目前未采收叶片暂时发病较轻，但是之前采收的烟叶发病严重，

造成较大的损失。 

 

图 22 非示范区烤烟生长情况（武隆） 

正安基地喷施纳米材料试验地空茎病加重，从次要病害上升为主要病害，应由于打顶工

作的不规范引起的，同时试验地的带菌率普遍上升，有加重危害的趋势。需要及时提醒烟农

做好防治工作。 

绥阳基地由于示范区的烟叶采烤即将进入上部叶，但是仍有四块地的突然爆发青枯病，

由于近期高温高湿天气状态使得青枯病爆发。目前需要驻点人员将对附近烟地进行对比调

查，发现发病规律。 

 

保持初心 

 

一步一行人，两行千种病。和贵州大学的同学交流学习或许是这里最美好的回忆。 

来到贵州绥阳蒲场烟草科技园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每天都基本在地里过活，经过较长时

间的探索，逐渐熟悉了在地里的操作，也在认识了几种常见的病害，懂了一些比较浅显的知

识。同时静下心来思考发现对于知识的渴求不是为了出名，是坐冷板凳。 

这边很安静，所以心里很宁静，想问题也比较通透。从没下过基地的我从最开始的焦躁

不安渐渐变得富有安全感，很多事在这里发生，很多问题也在这里解决，但心底的那一抹初

心却从未变过。对于学术的探究就是一个静下心来面对的过程，而在基地就是一个超长学习

科学问题 

 

 

 

烟雨文苑 

 

 

 



的过程，学习、为人处世。文笔方方面面都必须得锻炼，就目前的我来说缺乏主观能动性，

希望在接下的日子能把自己的积极性提高，主动思考，拥有更加严谨的科研态度。在学术的

路上我一直在前进，但记得不忘初心。 

听过一句话“凡你能说的，你说清楚；凡你不能说清楚的，留给沉默。”在生活和学习

上都能受益良多。 

                                                                  2017.7.31 

贵州绥阳基地 刘烈花 

 

 

                        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 

 

明天和意外，那一个会先来。 

这句话被讲作人生哲理，却是在当我今天看到一片片枯萎的烟叶时，想到的第一句话，

五天前，烟苗虽弱，却也能坚持住将近半个月的晴天未发病，五天后，一整片烟没有剩下几

株还在挺立。第一眼，震惊，接着就开始寻求帮助如何处理，顶着烈日走了一个小时的疲倦

和不适也在那一瞬间消失，马上进入发病的地里开始调查。 

我们在地边站了许久，想等一等能不能遇到附近的烟农，想询问情况和主动沟通，却未

能如愿，回到烟站时已经八点了，整理今天的数据后，细细回想，二十天左右的高温都抗住

了，为何在一夕之间倒下，看来这二十多天里，看似风平浪静的烟地里，实际上是在翻江倒

海，暗流涌动。 

植保工作者最痛心的事，不过是扶不起倒下的作物，就不活生病的植物。植保工作最大

的意义也不过是，植物的健康生长，农民的投入最大化的产出，可是有的时候，却是真正的

束手无策，有着一颗倾尽全力的心，却不知这股力量要使向何处。“花开不为己，叶落不因

人”，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因为过度透支土壤而充满危机，此刻也只有挽救挽救，如果将植

物看成一种有“思想”的个体，就会明白，病害侵入大量发生时，已是早就潜入并摧毁了它

的防御系统。人支撑不住患病时，陪在身边的是医生，植物亦如此，当是我们植保工作者撑

到最后一步。 

任重道长远，能力仍尚浅，漫漫守护路，还需多历练。                                                               

2017.7.31 

贵州绥阳基地 敖若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