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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小组赴渝东南进行采收后土壤样品采集 

9 月 13 日、14 日，天然产物农药研究室研究生李四光、江其朋、刘志永奔赴武隆、黔

江、彭水进行烟草采收后土壤样品采集。本次采样小组共采集了烟草采收后青枯病发病和健

康烟株的根际土、根围土样品 38 个，对发病和健康土壤样品微生态指标的对比分析将陆续

展开，以期筛选出对青枯病发生有关键影响作用的微生态因子，为青枯病防控提供理论支撑。 

14 日，李四光、江其朋先后抵达黔江水市基地单元和彭水润溪基地单元，分别对项目

示范区内烟草根茎病害的发生情况以及烟叶产质量进行了初步调查。17 年，根茎病害防控

示范区内烟草青枯病发病率要显著低于对照区，防效在 50%以上；根茎病害防控技术实现

了烟草青枯病发生的推迟，相比于对照区推迟发病 15 天以上，同时，对照区产质量明显提

升。田间走访后，采样小组来到相关责任烟站和烟草公司，向单位负责人汇报了 2017 年工

作开展情况、根茎病害防控成效，并就 18 年工作计划进行了沟通，明确工作实施内容和时

间节点。听取汇报后，各单位负责人对研究室 17 年示范区建设工作和根茎病害防控效果表

示肯定，并对 18 年即将开展的工作表示将全力支持。 

  

图 1 评审会现场               图 2 丁伟教授汇报项目年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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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产物农药研究室 2017 年中期总结交流大会圆满召开 

为及时总结 2017 年上半年研究室成员的研究进展、总结今年各基地研究情况，为今后

实验室开展工作提供支撑，9 月 23 日，天然产物农药研究室全体成员在植物保护学院二楼

大会议室召开了 2017 年中期总结交流大会。 

上午 8 点交流大会准时召开，丁伟教授首先发表讲话，简单介绍了研究室今年的基地工

作情况，主要围绕国家局烟草根茎病害绿色生态防控以及《针对烟草青枯病的根际微生态调

控防治机制及关键技术研究》等项目开展示范区以及小区试验工作，并要求每位汇报的同学

要思路清晰，重点突出。随后，河南省南阳市基地单元姚晓远、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基地单

元武霖通、凉山州冕宁市基地单元朱洪江、泸州市双沙基地单元黄阔、广元市剑门关基地单

元姬佳旗，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基地单元蔡璘、正安基地单元李碧德，重庆市彭水基地单元江

其朋、巫山基地单元程浅、黔江基地单元李四光以及武隆基地单元赵世元分别就各基地单元

2017 年示范效果、小区试验开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下步计划进行了详细汇报。下午，

室内研究人员博士后刘秋萍、博士生杨亮和刘颖以及硕士研究生周红、张淑婷等和全部本科

实习生对 2017 年上半年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报。 

汇报完毕，丁老师就本次汇报交流会发表总结发言，丁老师首先肯定了大家半年来的工

作，表示无论是奋战在生产一线的基地人员，还是对机理进行探究的室内人员，都以实际行

动践行了研究室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坚持、特别能创新的精神。同时丁老师也提出一些不足，

要求大家要深入总结提升，将工作内容进行更好的展示。 

 

图 3 研究室成员做中期报告                图 4 研究室成员听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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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伟教授赴南阳验收根茎病害绿色防控项目成效 

2017 年 9 月 7 日至 8 日，国家局烟草根茎病害绿色防控首席专家、西南大学植物保护

学院丁伟教授，在河南省烟草绿色防控首席专家、河南科技大学康业斌教授，河南省烟草公

司相关领导，以及南阳烟草公司技术中心主任程玉渊的陪同下，一起到南阳示范区及试验田

验收 2017 年度《基于拮抗菌剂的烟草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取得的成效；

驻点研究生姚晓远陪同检查验收。 

9 月 7 日，丁教授及相关领导老师来到位于方城县清河乡的“金叶园”试验基地，实地

查看了四年连作的黑胫病高发试验田。期间，姚晓远向各位领导老师汇报了今年试验地所承

担的试验项目，以及几大试验所取得的成效；试验地技术负责人王彭山老师向大家讲解了往

年试验地的黑胫病发生情况，虽然试验地今年发病情况仍然严重，但发病程度轻于往年。在

看到“土壤调理剂与菌剂结合试验”整体发病较轻时，丁教授表示，烟草根茎病害的防治是

不能仅仅依靠单一措施的，今年试验也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我们要总结经验，将试验效果

进行提升，努力摸清黑胫病的发生规律。 

9 月 8 日上午，丁伟教授一行赴南阳内乡，在内乡烟草公司副经理李鹏和生产科长张扬

的陪同下，一同验收了示范区示范效果。在示范区，丁教授深入田间地头，认真听取示范区

刘文欣技术员的介绍。刘技术员向丁教授一行介绍道，今年气候比较反常，旺长期出现了极

端低温，造成示范区主要病害为花叶病和气候斑，但根茎类病害得到了有效控制，黑胫病/

根腐病的发病率不超过 5%，而非示范区在长势及病害发生上均不如示范区，取得了良好的

示范效果。听完汇报，康业斌教授采集了烟株病害样品，丁教授也到田间拔出发病烟株，向

大家讲解烟草黑胫病和根腐病的侵染位点，并表示一定要摸清示范区根茎病害的具体侵染微

生物，以便做出相应的对策针对性防治。 

下午，丁教授一行在内乡烟草公司会议室举行座谈会，针对示范区的成果、问题提出相

应的建议。会议由丁伟教授主持，，座谈会上，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气氛热烈。丁伟

教授首先肯定了示范区的示范效果，随后向大家询问示范区及试验田的问题及建议。整体而

言，示范区往年根茎病害发病率在 10%左右，今年将其控制在 5%以下，可见示范效果很明

显，但试验地病害发生严重有很多因素，比如今年前期准备不够充分，烟苗移栽较晚、底肥

不够，且后期气候反常等都影响的病害发生发展，建议下一年度早做准备，尽早落实。会议

最后，丁教授表示，下一年度，内乡将扩大示范面积，这就需要我们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严格按照配套技术实施，消除各方沟通协调不及时的弊病，努力将示范区做的更好，确保烟

农增产增收。    



   

图 5 丁教授一行查看试验田        图 6 丁伟教授查看示范区病株根系 

 

（姚晓远 供稿） 

 

 

纳米氧化镁对青枯菌的抗菌性研究 

纳米技术作为一种新兴跨学科领域的研究领域，已有文献报道其在植物保护和营养平衡

方面具有突破性的应用前景，其中涉及到农药的输送、农药降解、高效利用的微量元素等。

本课题组经前期研究发现，施用镁能减少烟草青枯病发生，鉴于纳米氧化镁具有纳米材料普

遍优越的物理化学性质、高比表面积和独特的纳米结构等特点，能更小规模、更高性能且更

有针对性的使用，从而达到高效杀灭病原菌的目的，猜测是否具有更高效防控烟草青枯病的

能力。且最近研究表明，纳米氧化镁可以破坏大肠杆菌和芽孢杆菌的细胞膜壁的肽键结构从

而迅速杀死细菌，但对植物性病原菌的研究尚处于边缘，更缺乏系统性报道。 

因此，西南大学天然产物农药研究室系统性研究纳米氧化镁对青枯菌的抗菌性及其对烟

草青枯病的防治效应，明确其如何影响烟草青枯菌的代谢行为以及与细菌的相互作用。选择

粒径大小 50nm 左右纳米氧化镁，发现其对青枯菌生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最低抑制浓度

为 250mg/L，最低杀菌浓度为 250mg/L。随着处理浓度的增加抗菌效果显著性增强。进一步

探究其对青枯菌的细胞结构的影响，发现其能直接吸附在细胞壁膜上，导致细胞结构呈现畸

形异常，对细胞完整性具有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可能包括化学性损伤及物理作用割伤。 

研究进展 



 

图 7 纳 米 氧 化 镁 对 烟 草 青 枯 菌 抗 菌 活 性 实 验 。（ a-b ） 不 同 浓 度 处 理

（0,50,100,150,200,250mg/L）对青枯菌菌落生长影响；（c）青枯菌细胞存活率；（d）纳米氧

化镁和（e）氧化镁不同浓度处理对青枯菌生长影响 

 

 

图 8 纳米氧化镁对烟草青枯菌结构损伤作用；（a）CK；（b）250mg/L 氧化镁；（c）250mg/L

纳米氧化镁 

 



 

图 9 纳米氧化镁处理后 ROS 产生及对烟草青枯菌 DNA 损伤检测；（a-b）（a）CK；（b）

250mg/L 纳米氧化镁；（c）不同浓度处理（0,50,100,150,200,250mg/L）对烟草青枯菌 DNA

损伤检测 

（蔡璘 供稿） 

 

 

 

不同纳米材料与施药方式对烟草生长及青枯病发生的

影响 
烟草青枯病是目前烟草生产上的毁灭性土传病害。针对烟草青枯病的防控，从抗病育种、

改善耕作制度、调节土壤 pH、生物或药剂防治等方面已开展了大量研究，但至今仍无理想

的防控措施。针对不同纳米材料的不同施药方式进行探索，以云烟 87 为材料，通过叶面喷

施、灌根的方法对 25mg/L、100mg/L 的 MoNPs、TiO2NPs 在烟草的移栽期、旺长期、団棵

期分别进行处理。其中处理 1-4 灌根处理，处理 5-8 叶面喷施。试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喷施还

是灌根不同浓度 MoNPs、TiO2NPs 溶液，都能够对烟草的生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灌根

效果比叶片喷施效果要好，而且 MoNPs 的促进效果比 TiO2NPs 的好。灌根处理不同浓度

MoNPs、TiO2NPs 溶液，均能够降低烟草青枯病的发生。与对照相比，至少降低发病率 8%。

处理 4 即 100mg/L 的 MoNPs 溶液降低青枯病的发病率、病情指数效果最为显著。 

综上所述，使用 100mg/L 的 MoNPs 溶液分别在移栽期、団棵期、旺长期灌根处理烟草

植株，既能够促进烟草的生长，又能够抑制青枯病的发生。   

成果展示 



   

图 10 不同处理烟草青枯病发病率        图 11 不同处理烟草青枯病病情指数 

 

表 1 各处理旺长期烟草植株农艺性状 

处理 株高（cm） 茎围（cm） 

有效叶片数

(片) 

最大叶长（cm） 最大叶宽（cm） 

最大叶面积

(cm2) 

灌

根 

1 
54.95±

2.43a 

7.03±

0.35ab 
14.67±0.87ab 45.90±2.01ab 20.39±1.78a 593.30±34.80a 

2 
56.24±

2.05a 

7.42±

0.51bc 

15.22±

0.97abc 
48.00±2.59b 21.10±2.06ab 

643.88±

84.27ab 

3 
57.62±

1.29b 

7.11±

0.47ab 
15.67±1.00bc 50.71±2.88c 22.54±1.24bc 

725.44±

58.95bc 

4 
58.33±

2.33b 
7.64±0.61c 16.00±1.50c 51.60±3.04c 24.07±1.72c 788.74±81.84c 

叶

面 

喷

施 

5 
53.67±

2.09a 

7.42±

0.27ab 
14.45±0.54ab 44.68±1.89ab 20.65±1.65a 587.45±43.52a 

6 
56.78±

2.15a 

7.32±

0.53bc 

15.86±

0.45abc 
48.08±2.54b 21.78±2.56ab 

633.45±

87.98ab 

7 
57.67±

1.39b 

7.17±

0.65ab 
15.97±1.45bc 50.56±2.36c 22.98±1.65bc 

754.13±

46.97bc 

8 
58.35±

2.43b 
7.44±078c 16.56±1.45c 51.22±3.41c 24.89±1.65c 788.98±56.76c 

ck 
53.63±

2.71a 
6.86±0.21a 14.45±1.32a 44.66±2.65a 20.45±1.87a 567.89±76.67a 

（黄阔 供稿） 

 

银纳米粒子在植物病害防控中的应用 

银纳米粒子（AgNPs）自从被报道具有抗菌性以来，由于其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表面效

应和量子尺寸效应等物理化学性质，从而衍生出独特的抗菌性能，具有广谱抗菌、抗菌性强

知识窗 



和不耐药性等优点。因此，国外研究学者们逐渐致力于银纳米粒子作为潜在抗菌剂在农业领

域中的应用，初步研究了其在农作物中病害防治方面的巨大潜力。 

Jo et al.等研究人员比较了银纳米粒子和银离子对两种植物病原真菌小麦根腐病菌

（Bipolaris sorokiniana）和稻瘟病菌（Magnaporthe grise）的抗菌性及其室内防控效率。这

两种病原真菌分布及其广泛，能够侵染小麦、玉米和水稻等十几种重要粮食作物。他们的研

究结果发现银离子和银纳米粒子都能够抑制两种病原真菌的菌落形成、孢子萌发，但是当用

氯离子中和后，银离子的抑菌作用消失。进一步在盆栽试验中发现，在接种前 3 小时喷施

AgNPs 后，黑麦草叶片根腐病和稻瘟病病害发展显著性降低，且这种药效作用与施用时间

密切有关。Ouda（2014）采用 15mg/L AgNPs 处理后，烟草赤星病菌（Alternaria alternate）

的菌丝生长最大程度地受到了抑制。Mishra 课题组采用生物法合成了 10-20nm 的 AgNPs 并

调查其对小麦根腐病菌的抗真菌性，研究发现经 2μg/mLAgNPs 处理后，真菌孢子完全被抑

制，在进一步的离体叶片和温室试验中发现，AgNPs 显著性地抑制根腐病菌对小麦植株的

侵染。Kim et al.也发现在相似的有效浓度范围内，在田间试验中，银纳米粒子对玫瑰白粉病

具有良好的防控效应。他们采用 500kg 浓度为 10ppm 银纳米粒子悬浮液，喷施到 3306 平方

米面积的发病区，观察发现喷施两天后，玫瑰白粉病减弱了 95%，且一周内没有复发。另

一方面，在 Lamsal 等的研究中，发现银纳米粒子对黄瓜、南瓜等白粉病也表现出较好的室

外控制效果。同时银纳米粒子分散液作为抗菌剂在大田中施用后，对植株上的炭疽菌丝的生

长具有致死效应，高效控制了芒果和辣椒炭疽病的发生。Ali et al.（2015）等利用苦艾的水

提取物合成了银纳米粒子后，发现 10 μg/mL 银纳米粒子抑制了六种寄生疫霉（Phytophthora 

parasitica）真菌菌丝的生长，而且有效的阻止了病原菌在温室对植株的侵染，提高植株存

活率。更重要的是，研究指出，这种生物合成的银纳米粒子对植物的生长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陈娟妮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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