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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微透青草色，日暖桑麻春茶香”，春季，一个生机勃勃、播种希望的大好季节，随

着温度的回升，2018 年度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基地驻点工作正式拉开帷幕。回顾 2017 年，西

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在全国十余个地市进行基地建设，重点围绕烟草绿色生态防控，根茎病

害的根际微生态调控，以及烤烟可用性提升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示范与推广，并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和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2018 年度，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基地将在重庆、四川、

河南、贵州、湖南五个省市建立十余个基地单元，重点仍然放在突破烟草根茎类病害防控难

题和提高烟叶可用性等方面。 

 

 

2018 年度，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将继续承担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大专项项目“基

于拮抗菌剂的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中国烟草总公司重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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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家武陵秦巴烟区绿色生态防

控示范区的建立，湖南中烟“提高重庆烟叶可用性的技术集成示范与应用”等烟草行业重要

项目。 

2018 年是国家烟草专卖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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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结题年和“基于拮抗菌剂的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的关

键一年。本年度的重点在探究根茎病害发生的微生态机制的同时，研究团队将致力于形成基

于微生态的绿色调控技术与有效的物化产品上。2018 年度，项目研究团队将分别在重庆彭

水、黔江、巫山、武隆、涪陵、酉阳、石柱，四川泸州、凉山、攀枝花、宜宾，贵州遵义正

安，河南南阳，湖南湘西等 5 个省市，16 个区县建立绿色生态防控-根茎病害系统控制示范

总体任务 



区，总示范区规模达到 5000 余亩。在开展技术集成示范的同时，通过小区试验，研发关键

技术与物化产品，在各个区县开展 50 余项小区试验。与此同时，项目团队对各地区派驻驻

点老师、研究生等 20 余人，长期对示范区进行监控与技术落实，为本年度工作的开展奠定

扎实的基础。 

对比往年，本年度基地单元建设吸取了以往经验，较往年有了诸多提升：1）在惠及区

域上，本年度基地单元将惠及更大区域，新增加的基地单元 2 个，惠及渝东南、渝东北、川

南、川西、黔东北、湘西、豫西南等的大部分区域；2）在方案形成上，本年度的基地建设

方案制定更加规范合理，有了以往的经验铺垫，烟草植保团队针对不同的生态区，充分考虑

当地植烟特色及耕作模式，制定了适宜于不同地区的针对性方案，方案内容更加贴近当地、

更加合理化规范化；3）在物资准备上，以往的物资到位情况存在物资筹备、运输、使用上

的不合理或延误，造成了用药时期的迟后性，所以本年度将在烟草育苗之前把各基地所需的

物资全部落实到位，精确的将各类物资下发到每个基地；4）在基地对接上，本年度基地对

接工作更加提前，新年伊始，丁伟教授就带领研究室研究生奔赴河南、贵州、四川、湖南及

重庆各地，与各地市烟草公司进行项目协商工作，在各地区分别召开项目启动会议，为本年

度基地单元的建设铺平道路。 

 

 

2018 年度根茎病害绿色防控南阳基地项目实施座谈会顺利举行 

1 月 9 日，西南大学天然产物农药研究室丁伟教授与研究生姚晓远赴南阳市烟草公司参

加“国家局烟草根茎病绿色防控重大专项 2018 年度南阳基地单元项目实施座谈会”。南阳市

烟草公司技术中心程玉渊主任，河南省烟科所李成军、李小杰研究员，洛阳市烟草公司技术

中心科员苗圃，内乡县烟草公司李鹏经理、张扬科长，邓州市烟草公司程明安经理等领导老

师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研究生姚晓远向大家汇报了 2017 年度根茎病害绿色防控南阳基地单元所取

工作动态 



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同时介绍了 2018 年度项目所要求的工作任务和实施计划。丁伟教

授在会上强调，2018 年将是本项目实施的关键一年，经过 2017 年熟悉情况，2018 年度将

在上年度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项目要求，从多个方面入手，全力以赴破解根茎病害防控难题。

程玉渊主任为座谈会作了总结发言：新的形势下、烟草根茎病害越来越严重，这就需要摒弃

原有的、传统的病害防治方法，以专家为核心，各基层烟草公司、烟站积极配合，从改良土

壤通透性、补充所缺关键元素以及平衡土壤微生物等几个方面入手进行综合防控，努力破解

根茎病害难题。项目组在 2018 年度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进一步

完善方案，为 2018 年度南阳基地单元的顺利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图 1 丁伟教授在会上发言     图 2 参会领导老师认真听取汇报 

贵州基地 2018 年《基于拮抗菌剂的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实施讨

论会顺利召开 

为保证 2018 年烟草行业绿色防控项目在贵州省遵义顺利开展，1 月 17 日，项目组各方

在遵义召开了培训会，绿色防控重大专项首席专家王凤龙研究员、丁伟教授，国家烟草专卖

局科技司韩非博士，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烟草研究所任广伟研究员，贵州省局科技处陈庆园、

贵州省烟草研究院商胜华，贵州省烟草公司遵义市公司丁伟经理等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期

间，参会人员就 2018 年烟草行业绿色防控重大专项实操技术培训进行了重点讨论和安排，

提出要确保在较短时间能让参加培训的人员最大限度学习到绿色防控的核心技术、核心理念，

才能有利于绿色防控在全国的全面推广与实行。 

1 月 18 日，丁伟教授携项目组成员蔡璘、韩松庭等人与贵州省烟草科学研究院商胜华

研究员、贵州省烟草公司遵义市分公司夏志林等人聚首遵义，共同协商 2018 年《基于拮抗

菌剂的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实施方案细则。本次会议总结了 2017

年本项目在遵义市绥阳县、正安县、凤岗县和播州区的示范推广情况，以及小区试验结果。

2018 年本项目遵义地区的重点集中在对老烟区正安县市坪镇根茎病害问题的关注上，项目

成员将在正安县安排示范区油菜翻地工作、几丁质粉调节土壤酸碱度、壮苗育苗安排工作等，

确保项目条不紊进行。 



   

图 3 绿色防控培训会筹备方案汇报         图 4 丁伟教授介绍 2018年项目实施方案 

四川凉山、攀枝花基地 2018 年度项目实施座谈会顺利举行 

1 月 29 日，凉山州烟草根茎病害绿色防控实施方案讨论会议正式开始。冕宁基地负责

人朱洪江对凉山州冕宁县绿色防控方案 2017 年的实施情况及 2018 年的计划做了介绍。随

后丁伟教授做指导性总结，指出冕宁示范区 2018 年需要围绕土壤酸化的调控、土壤微量元

素的补充及土壤微生态的平衡等方面进行示范区技术方案的实施。凉山州烟草公司刘主任对

项目的人员分工、工作落实、人员培训及示范区建设亮点等方面进行了补充，江连强科长就

示范点的确定、示范区具体的农事操作细节提出建议，以保障方案的精确实施。 

1 月 30 日，丁伟教授携项目组成员武霖通、黄阔、朱洪江等一行到攀枝花市烟草公司

进行 2018 年项目对接工作。此次对接会主要对《烟草主要病虫草害精准用药体系的构建与

应用》和《四川烟草根茎病害发生机制和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两个项目进行详细的讨论。本

次会议主要明确四个任务：一是示范区建设：结合精准用药和绿色防控技术，集中打造 100

亩连片示范区；二是试验点的选取：按照 2018 年项目实施方案，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发病地

块进行试验，主攻靶标为黑胫病、线虫病；三是基质伴菌技术的推广：项目组与攀枝花市公

司达成共识，计划在仁和、米易和延边推行 800 亩以基质伴菌为核心技术进行烟草育苗，并

系统评估此项技术的可行性，为打造绿色防控示范区奠定基础；四是技术培训：技术培训是

项目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各烟区科技工作者知识体系的完善和更新，更好的指导烟

叶生产。 

    

图 5 凉山州绿色防控培训会筹备方案汇报   图 6 丁伟教授介绍攀枝花项目实施方案 



“广泛调研、深入对接”，打好重庆地区 2018 年绿色防控攻坚战 

2 月 4 日至 7 日，为推动渝东南各区县 2018 年绿色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保证产业持

续稳定发展，研究室丁伟教授携博士杨亮、研究生江其朋先后赴涪陵、黔江、武隆、彭水、

石柱和丰都等区县进行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对接，明确各区县 2018 年绿色防控核心示

范区面积和布局及其对应技术方案。 

针对各区县土壤特征、气候特点和往年病害发生情况，丁伟教授提出以“牡蛎粉调酸”

为核心、以“有机肥拌菌条施起垄、基质拌菌育苗”为关键、以“微量元素补充”为辅助的

烟草病害绿色防控关键技术体系，并对各区县强调绿色防控工作，特别是土壤酸化治理工作

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大家及时、确实地落实好相关工作，打好 18 年烟草病虫害绿色防

控的攻坚战。 

   

图 7黔江烟草公司项目对接座谈会        图 8彭水烟草公司项目对接座谈会 

   

图 9石柱烟草公司项目对接座谈会        图 10丰都烟草公司项目对接座谈会 

工商研三方聚焦巫山骡坪烟草基地单元召开座谈会 

3 月 14 日，为推动 2018 年巫山烟草基地项目的顺利开展，西南大学丁伟教授、湖南中

烟李光华副部长及巫山烟草公司高态局长共赴巫山骡坪烟站商讨 2018 年巫山县基地单元项

目方案，根据“工业主导、商业主体、科研主力”的原则，开展落实基地单元生产指导培训

工作，稳定提升烟叶质量，通过项目开展提高巫山烟叶质量水平。 

根据湖南中烟的工业需求、巫山烟草公司所需的技术支撑，会议讨论了 2018 年巫山烟

草种植应该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一、移栽期过晚，2018 年烟苗移栽应提前在 5 月初之前



完成。二、依据去年土壤理化性质的分析结果，对巫山各植烟区制定不同的营养平衡方案。

三、叶部病害防控，通过微量元素的叶面增施，提高叶面的抵抗力。会议最后，丁伟教授对

2018 年的几项主推技术做出总结：1、高度重视巫山烟区两头低温问题，通过喷施诱抗剂提

高烟苗的早生快发，健苗壮苗。2、及时开展小培土技术，一项简易的农事操作，对烟草的

成长却有很多优点。3、平衡施肥，巫山整体硫元素偏高；大庙基地单元应注意磷肥与氮肥

的增施；整体硼素严重缺失。4、注重后期叶部病害野火病和赤星病的防控，开展叶表微生

物群落多样性研究，找出叶部病害的发病机制。 

 

图 11 巫山基地 2018年度项目实施座谈会 

2018 年度酉阳基地项目实施座谈会顺利召开 

4 月 3 日，为加强 2018 年酉阳苍岭基地单元的全面建设，西南大学丁伟教授、湖南中

烟李光华副部长、夏凯科长、符建国科长、酉阳烟草公司肖鹏经理、左万琦副经理来到酉阳

苍岭烟草基地单元，工商研三方对酉阳烟草生产一线工作进行考察调研。 

4 月 4 日，“聚焦酉阳苍岭基地单元建设工商研座谈会”正式召开，左经理提出 2018 年

酉阳的发展思想—“紧跟工业需求，快速改进提升，努力实现酉阳烟叶产销平衡、可持续发

展”。会上讨论了 18 年酉阳烟草生产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及改进意见：一、巩固基地，实现生

产条件的新改善。二、紧跟需求，加强培训。三、精准突破，补足短板。李部长指出，由于

2017 年全国烟区灾情严重，给烟草行业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要特别重视栽烟区的气象条件，

不光要讲技术，还要接地气，不能盲目跟风。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供需关系的平衡，找准

自身的优点，瞄准发展目标。 

会议最后，丁伟教授针对酉阳烟草种植的几个问题提出改进建议：（1）烟地的肥力一定

要达到平衡利用，调整烟地肥力补充，平衡烟地肥力利用迫在眉睫；（2）充分考虑酉阳烟区

气象因素，提高烟苗利用率。（3）打顶时间要适宜。一定要把控烟草打顶与成熟度的问题，

同时也要注意打顶后补充微量元素，提高烟株抗病能力的同时达到提升大量元素利用率的目

的。 



    

图 12领导老师参观育苗情况        图 13 酉阳基地 2018 年度项目实施座谈会 

 

为保证 2018 年各基地建设工作的有序开展，1 月 18 日起，丁伟教授及项目组成员赶

赴各个基地，进行项目实施调研与工作指导。 

    贵州基地：1 月 18 日，丁伟教授携项目组成员蔡璘、韩松庭等人与贵州省烟草科学研

究院商胜华研究员、贵州省烟草公司遵义市分公司夏志林等领导老师赴贵州遵义进行调研指

导。 

根据 2017 年采集的遵义市各区县土壤信息结合防病情况，得到正安县市坪镇是青枯病

发病典型区域，尽管经过 2017 年的努力，推迟了其发病时间，达到一定的防控效果，但是

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因此，2018 年本项目遵义地区的重点集中在对老烟区正安

县市坪镇根茎病害问题的关注上。针对这点，项目成员前往正安县一丝不苟安排 2018 年示

范区油菜翻地工作、几丁质粉调节土壤酸碱度、壮苗育苗安排工作等，确保项目条不紊进行。

不仅如此，一行人还前往湄潭县根茎病害重灾区完成了 2018 年的项目示范区选地工作。 

   

图 14湄潭项目示范区田间调研            图 15正安示范区与试验地安排 

凉山基地：1 月 28 日，项目组丁伟教授，带领研究生武霖通、黄阔、朱洪江等人开始

了 2018 年凉山地区的基地考察和项目对接工作。丁伟教授一行到达凉山州冕宁县石古村烟

草根茎病害绿色防控示范区，对示范区进行实地调研，之后并组织人员对示范区的根茎病害

发生区与不发生区的土壤信息进行了采集。 

调研指导 



    

      图 16丁伟教授指导土壤采集                图 17土壤 pH检测  

1 月 29 日，丁教授在凉山州烟草公司刘主任的陪同下来到会理烟草公司听取了烟叶科

龙岗科长关于会理地区现代烟草基地单元的建设工作，并对本地区存在的主要根茎病害听取

了相关汇报和交流。由于会理地区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本地区青枯病发生较轻，但近年来

黑胫病、根结线虫病危害日益严重。对于此现象，丁教授建议西南大学牵头建设会理基地单

元，建设 50 亩核心绿色防控示范区，同时 2018 年由黄阔驻点，完成相关根结线虫的试验研

究。随后，大家来到会理县益门镇大磨村，在王春站长的带领下查看了当地土壤、育苗情况

及去年由于根结线虫危害而绝收的地块。在此确立绿色防控示范区及试验点，在发病地进行

土样的采集，了解前茬作物种植情况。 

   

图 18丁老师听取烟草公司人员介绍情况    图 19示范区与试验地发病田土样采集 

重庆基地：2 月 4 日，研究室丁伟教授携博士杨亮、研究生江其朋、先后赴涪陵、黔江、

武隆、彭水、石柱和丰都等区县进行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在调研过程中，丁伟教授对

各区县烟草公司采购的有机肥进行了简单调查，就有机肥成分、生产使用方式和成本等进行

了询问。西南大学天然产物农药研究室通过多年在全国各地的田间试验，特别是重庆彭水润

溪试验基地开展的多项土壤改良剂绿色防控相关试验，筛选物化出多个在根茎病害防控和土

壤改良有较好作用的材料，筛选评价出牡蛎壳粉作为土壤酸化调理剂可替代生石灰，物化了

“根茎康”和“苗强壮”等以拮抗菌剂为主要成分的微生物菌剂，为根茎病害的绿色防控提

供了重要的依托与推手。 



   

图 20 涪陵绿色防控有机肥调研                图 21 彭水示范区实地调研 

宜宾、泸州基地：3 月 5 日，项目组成员张永强副教授、陈娟妮老师、研究生姬佳旗同

等人一同赶往宜宾市和泸州市完成示范区对接和落实工作。此次调研与两个基地单元全面接

触，完成了对 18 年示范地物资确认、工作开展、情况落实和全面建设等工作，并就示范区

技术方案及当地地块情况进行交流和建议。 

此次调研行动圆满完成，项目组与当地烟草公司进行全面对接，深入细致地规划本年度

示范建设工作。目前，宜宾大河和泸州双沙两地都即将开始翻地起垄工作，预计于 3 月底至

4 月初完成起垄工作，实验室物资调配已经预备到位，两地单位都明确表示将全力配合绿色

防控项目全力推展，争取在 18 年工作中取得圆满成功。 

  

      图 22实地检测土壤酸碱度         图 23项目组对示范区建设工作进行讨论 

彭水、黔江、龙山基地：3 月 26 日至 28 日，天然产物农药研究室项目组赴重庆彭水、

黔江和湖南龙山等示范基地进行 2018 年绿色防控工作对接，落实示范区布局、育苗情况和

物资配套情况，同时，进一步优化绿色防控关键技术与当地常规生产技术的结合，细化了基

地工作时间进度安排，为后续工作有序进行打下了良好基础。本次工作小组由研究室博士杨

亮、研究生江其朋、李四光、姬佳旗等组成。 

3 月 26 日，项目组成员到达彭水润溪基地单元，对物资到位及示范地技术落实情况进

行统计与确认，同时，完成对白果坪调酸试验处理和不同绿肥作物翻压实验土样采集工作。

目前示范区烟地已经完成绿肥翻压，即将进行调酸处理和有机肥的施用。27 日，项目组成

员赶往水市基地单元进行项目工作对接。水市烟站站长钱绍首先对项目组去年的工作表示肯



定与感谢，然后对今年的工作开展进行详细说明。目前水市基地单元烟地已经完成绿肥翻压

及调酸工作；育苗机制拌菌顺利进行，目前苗子长势较好，预计 4 月中旬开始移栽工作。 

3 月 28 日，一行人来到湖南省龙山县，经过双方协商，双方确立了示范区地块。针对

龙山地区所采用的假植育苗法，项目组将绿色防控关键技术进行了调整，将微生物菌剂移栽

添加改为育苗营养土混配，以更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操作习惯。 

   

图 24黔江水市烟站就 2018工作开展讨论      图 25工作小组在湖南龙山调研 

攀枝花基地：4 月 1 日，项目组丁伟教授携研究生武霖通赴攀枝花调研基质拌菌育苗的

阶段性进展，攀枝花市烟草公司烟叶科科长张宗锦和闫芳芳陪行。 

基质伴菌是在育苗基质中添加拮抗菌，使得烟苗早期带菌，促进烟苗早生快发、提升烟

苗自身抗病性的一项技术，通过 2017 年度在仁和区平地基地单元进行试点试验，其成效取

得突破性进展。应攀枝花公司要求，2018 年度项目组分别在仁和、米易、延边推行该项育

苗技术 600 亩，其中在仁和区又增加推行了以第二代菌剂为核心的 200 亩试点试验。 

从目前长势来看，二代菌剂“苗强壮”处理后的烟苗具有长势均一、叶片厚实，与常规

育苗相比，早生快发效果显著。丁教授嘱咐研究生武霖通，要系统的对本技术进行梳理，一

定要总结出：基质拌菌后烟苗的好，到底好在哪里？用科学的方法，拿数据说话。对各处理

进行调查，并采集具有代表性的烟苗带回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在 2017 年的基础上，2018

年项目组一定要将此项技术系统梳理，争取在整个行业内进行推广。 

   

图 26丁伟教授细致观察拌拌菌与常规烟苗         图 27成苗率调查 

 
基地建设 



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烟草移栽进入黄金时期，3-4 月，烟草植保团队开始向各个基地

选派驻点人员，本着全程参与、全程指导的原则，驻点人员将在基地开始度过从烟田起垄到

烟叶采收的整个时期，为烟草植保基地建设工作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凉山基地：3 月 11 日至 3 月 16 日，研究室研究生朱洪江、黄阔前往四川省凉山基地开

展移栽前工作的安排与落实，至 16 日，移栽前事宜落实完成。按照方案的要求，基地单元

所需 100 亩示范区的微生物菌剂运输正常，可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10 亩土壤调

理剂牡蛎粉已经顺利到达基地单元，物资存放地点及相关的管理人员已经落实确定。在烟站

站长王德华的协同配合下，示范区地块与相关实验小区地块已经快速落实，具体示范区的确

定为在 2017 年的基础上稍作调整，小区实验选取 2017 年青枯病发生较重的地块进行实验。

截止 15 日下午冕宁县石古示范区移栽前工作安排完成，为四月份的移栽做好了准备。 

会理县各烟区正在开展移栽前的翻土起垄工资。按照本年度的项目开展方案，涉及牡蛎

粉调节土壤酸碱性的试验。此次调研，告诉当地如何在翻土时准确施用牡蛎粉调酸控制根茎

病害的发生。进一步划分、明确了新建基地本年度的示范区 100 亩范围及试验地。除此之外，

调查了年前开展的基质拌菌试验苗子生长状况。育苗近一个月，相比较于常规育苗，目前拌

菌处理相比较于常规育苗出芽率可提高 15%。由于时间短，烟苗小，此次调查未涉及根长、

鲜重。会理地区将会在 4 月中旬陆续开始移栽工作。驻点人员黄阔将会在移栽前到位。在和

益门烟站负责人廖俊杰沟通后，安排了驻点人员的食宿问题，为接下来的驻点工作做好了保

障。 

   

图 28试验地地块落实（冕宁）          图 29划分示范区地块（会理） 

   

图 30试验地移栽后追肥（冕宁）          图 31试验地施用菌剂（会理） 



   

图 32示范区移栽现场（冕宁）          图 33移栽完成的示范区（会理） 

武隆、涪陵、酉阳基地：3 月 26 日至 3 月 28 日，《武隆、涪陵、酉阳基地单元烟草健

康栽培技术体系的构建与应用》项目组成员博士生杨亮、硕士生赵世元等、赶赴涪陵区焦石

镇、武隆区白马镇青木池两处基地进行移栽前基地任务对接工作，与烟站、烟点、技术员和

烟农进行详细全面沟通，确认并督促物资到位情况，确保田间翻地、起垄工作按计划合理有

序进行，为下一步移栽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涪陵焦石镇示范区烟田正处于翻地期，其土地松软，酸碱度正常，肥力偏高，水源充足，

田间无积水。在此基础上，项目组成员强调移栽时菌肥施用技术与烟苗生长前期的两次培土

工作的落实一定要到位，这与烟草后期的健康生长息息相关。据技术员和烟农反应，示范区

青枯病与黑胫病发病较少，棒孢霉叶斑病发生较为普遍，今年将在烟草生产期针对该病害加

入有效的防治手段。而后，项目组成员查看了基质拌菌烟苗的生长情况，基质经过拌菌的烟

苗生长状况较未拌菌烟苗的叶片相对更大，在出苗率和长势上均表现出一定优势。武隆白马

青木池示范区正处起垄期，项目组成员对示范区进行划分后将涉及调酸的牡蛎壳粉均已分发

给各户烟农，并将在起垄前进行混肥施用（复合肥 30kg/亩，有机肥 100kg/亩，牡蛎粉 100kg/

亩）。 

   

图 34试验地地块落实（涪陵）          图 35示范区育苗情况（武隆） 

南阳基地：为保障 2018 年度《烟草根茎病害绿色防控》项目开展和南阳基地工作的顺

利落实，4 月 2 日，西南大学研究生姚晓远奔赴南阳内乡，开始落实本年度示范区及试验地

的建设工作。 



2018 年度是本项目在南阳示范区建设的第二年，在 2017 年度对南阳地区烟草根茎病害

的摸排工作和取得的试验成果的支持下，本年度将在内乡县、方城县分别开展一系列针对烟

草根腐病和黑胫病的试验任务，主要包括：1）不同微生物菌剂对烟草根腐病/黑胫病的控制

效果及对土壤微生态结构的影响；2）基质中添加微生物拮抗菌剂对烟草生长及对根腐病/

黑胫病的调控作用；3）拮抗菌剂与腐植酸联合作用对烟草根腐病/黑胫病的调控作用研究；

4）拮抗菌剂与土壤改良有机肥联合作用对烟草根腐病/黑胫病的调控作用研究；5）微量元

素与拮抗菌剂协同作用对烟草根腐病发生的影响。 

同时，本年度还将在内乡县、邓州市分别设立 300 亩和 200 亩的绿色防控技术集成示范

区，示范区主要目标将针对河南南阳生态条件，集成以拮抗菌调控微生态为核心的烟草根腐

病、黑胫病绿色生态防控技术体系，示范区内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 40%，并通过培训、示范、

推广应用同步进行的方式，整体推进、全面实施绿色生态防控。 

   

图 36示范区菌剂拌肥（南阳）          图 37小苗移栽现场（南阳） 

 

图 38 移栽完成的示范区（南阳） 

彭水基地：4 月 19 日，彭水县 2018 年移栽现场会在润溪基地单元洋荷塘烟草示范园顺

利召开，彭水县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片区烟站代表及西南大学驻点研究生江其朋、姬佳旗到场

参观学习，彭水县副县长任昌蒲、烟草公司经理吴树成出席了本次现场会。 

目前，润溪基地单元内烟苗长势良好，部分低海拔地区已陆续开始移栽工作。彭水绿色

防控技术研究及示范基地所在的白果坪种植单元海拔在 1200 米左右，移栽工作预计将在 5

月初陆续展开。西南大学绿色防控项目组驻点人员已入驻润溪烟站，小区试验准备及示范区

备栽工作正有条不紊的展开。 



   

图 39示范区移栽现场会（彭水）          图 40驻点人员协助移栽（彭水） 

攀枝花基地：4 月 25 日，攀枝花市仁和区烤烟移栽现场会在平地镇平地村召开，仁和

区烟草分公司经理、烟叶科科长、区各站点主要负责人以及政府相关领导参加了此次现场会，

西南大学驻点人员武霖通随行。 

会议强调烤烟标准化生产的几项要点：一是要确实落实“三深三足”技术标准。三深即

打塘要深，窝深介于 18—20 cm，窝直径介于 20—25 cm；施肥要深，肥料施用深度在 375px

以上 ；烟苗移栽要深，杜绝高脚苗的出现；三足即底肥要足，按照农家肥 300kg/亩、油枯

20kg/亩、基肥 40kg/亩、化肥 5kg/亩的底肥标准进行窝施；塘底水要足，移栽时每塘浇足 5 

kg 左右的水；追肥要足。 

   

图 41示范区移栽现场会（攀枝花）    图 42覆膜、揭烟、浇定根水（攀枝花） 

正安基地：4 月 29 日，正安示范区开始移栽工作，示范区所用三炬微生物菌肥和三炬

灌金液全部到位，示范区严格按照示范要求操作。同时根据当地示范区情况进行了相应调整，

如：正安基地示范区土壤过干，钻孔机不能钻到相应深度，若三炬微生物菌肥全部进行窝施，

容易造成高脚苗，达不到当地烟苗移栽要求，后面进行相应调整，改为窝底少施，其余施于

烟苗四周，避免出现高脚苗和烟苗接触不到土壤造成烟苗死亡。目前，基地所承担的各项试

验已全部落实到位。 



   

图 43示范区移栽现场（正安）              图 44 窝施复配菌剂（正安） 

涪陵、武隆、巫山基地： 4 月 10 日，涪陵焦石镇基地负责人员赵世元、法鹏飞到达驻

点所在地——焦石镇烟草站，随即指导烟农开展示范区移栽工作。由于今年涪陵焦石镇烟苗

培育工作提早一周且榨菜收或略微晚些，以至于所有烟田都处在“边起垄边移栽”的状态，

造成后期移栽工作时间紧凑甚至不够用，原定的扣杯式移栽法也只是在移栽前期进行扣杯，

后期移栽的烟苗均不再扣杯（同时烟苗过大，不再适合扣杯），且烟苗相当高大，偏向高脚

苗，同时因为前期墒情较差，烟垄打窝难以打深，落土严重，以至于移栽之后烟窝已不再是

严格的井窖。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烟农将烟窝尽量打深并在移栽时用木棒将窝捣深再放

入烟苗，同时尽量的多浇施定根水，活化微生物菌肥并能保证烟草根系有足够的水分。最终

在烟站站长、点长、技术员、烟农和驻点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移栽工作顺利结束。 

   

图 45武隆示范区现状（武隆）         图 46涪陵示范区现状（涪陵） 

   

图 47扣杯式移栽（涪陵）            图 48巫山试验地移栽现场（巫山） 



 

 

烟草根系生长发育特点：烟草栽培生理研究表明，移栽后 14-46d 是根系快速伸长期（因

此这个时期可以叫做伸根期），移栽后 30-40d 是侧根数量的快速发生期；30-50d，根系生长

最快，以后较慢，打顶又可以促进根系进一步生长，到叶片收获盛期以后，根的功能就逐渐

衰退，移栽后 58-82d 即旺长后期至圆顶期是根系干物质充实期。河南农业大学的研究表明，

移栽后 35d 以前，根系扩展占优势，加粗较少。移栽后 35-60d，根系加粗迅速，证明根系

生长有两个高峰，一是旺长期，在伸根期根系扩展的基础上，干重大大增加；二是圆顶期，

须根数量仍会根据营养状况大量增加。 

 

一般移栽后 5-10d，侧根很快发生，移栽后 15-20d，根深达 20-25cm 以上，开花时深达

80-100cm，最深可达 2m，密集宽度可达 25-80cm。在移栽后的一段时期，根系水平生长大

于垂直生长，在大田生长中后期，垂直生长速度大于水平生长。 

烟田为什么不能与玉米田距离过近：叶片气孔是二氧化碳、氧气和水进出植物叶片的

通路，如果受堵，叶片呼吸作用减弱甚至不能够正常呼吸，叶片不能正常成熟，在鲜烟烟叶

表面出现非绿色颗粒、斑块，在烘烤过程中，斑块部分叶内物质发生棕色化反应，烘烤后的

烟叶颜色呈现灰褐、灰红状态。由于玉米花粉散落到烟叶上容易滋生霉菌，诱发烟草玉米花

粉病，叶片上症状密布黑色细小斑点，尤其叶脉附近较多，类似一层灰撒在烟叶上。 

玉米花粉对烤烟的危害用波尔多液和农用链霉素农药效果较好，首先对初滴落玉米粉的

烟叶表面进行喷水清洗，然后喷 1∶1∶160 波尔多液；进入团棵前应及时喷施 200 U 农用

链霉素或 DT 杀菌剂 400 倍液防止感染病害。建议广大烟农在种植烤烟时，尽量选择与种

植玉米地不相邻的地块。 

 

科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