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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各基地主要开展的工作包括田间病虫害数据采集、田间病虫害发生动态

观测、迎接专家领导调研，培训以及配合示范区烟农揭膜培土和进行田间除草和

田间卫生清理。 

截止 6 月 10 日，四川凉山冕宁、会理基地，重庆武隆、涪陵、彭水、酉阳、

巫山示范基地，攀枝花基地烤烟进入团棵期。河南南阳基地烟草生长已经进入现

蕾期。 

        

图 1 示范区进入旺长期 （冕宁）          图 2 烤烟进入现蕾期（南阳）  

团棵旺长期是烤烟生长最为重要的时期，同样也是烤烟病虫害发生的最为

关键的时期。随着高温高湿天气的逐渐增多，各基地根茎病害、叶部病害开始

逐渐显现。其中，青枯病等根茎病害在多个基地已有发生，据多个基地的调查

工作动态 



数据显示：6 月 4 日，冕宁基地示范区青枯病发生率达 2%，部分严重地块达

5%；武隆基地青枯病初次发现，发病率在 0.4%左右；南阳基地、正安基地着重

观测黑胫病发生，其中，南阳基地对黑胫病和根黑腐的控制效果显著，总体的

根茎病害控制在 10%以下；正安基地黑胫病发生率为 1.4%。叶部病害方面：武

隆基地、涪陵基地赤星病零星发生，发病率在 0.5%-1.6%，发病较轻；冕宁示范

区花叶病发生较为突出，发病率为 2%-5%，发病级数在 1-3 级之间，示范区建

议烟农喷洒氨基寡糖素和叶面肥及时进行预防，避免大规模花叶病发生。 

     

          图 3 黑胫病病株（正安）               图 4 根黑腐病株（南阳） 

烤烟生长团棵期，旺长期，各基地虫害发生普遍。据各基地报道，主要发

生虫害包括烟青虫、烟蚜、金龟子。攀枝花基地发现烟青虫和烟蚜危害，已经

采取性诱剂、黄板等方法进行防治；冕宁基地 6 月 4 日发现部分田块有金龟子

危害，平均虫口数为 3 头/100 株左右，采取人工捕捉的方式进行防治。 

     

图 5 烟青虫危害症状（攀枝花）            图 6 金龟子危害（冕宁） 

 

5 月底 6 月初，正是烟草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各个基地问题突发的关键

时期，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丁伟教授走访各个基地，开展基地调研与技

术指导。 

调研指导 



6 月 7 日下午，西南大学丁伟教授携博士生杨亮、刘颖，研究生刘烈花一

行到南阳市“根茎病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示范基地”调研指导。南阳市烟草

专卖局张局长，市技术中心主任程玉渊等相关领导，以及驻点研究生姚晓远陪

同调研。 

6 月 9 日-10 日，丁伟教授前往重庆黔江、酉阳、彭水以及贵州遵义湄潭四个

根茎病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调研指导，并对各基地单元示范区建设以及小区试验

开展等相关工作进行检查，提出要及时对各示范区情况进行跟踪调查，效果评价，

要注意试验小区的数据信息采集与总结。 

      

图 7丁教授指导后期工作开展（酉阳）      图 8丁教授田间诊断病害（南阳） 

      

图 9丁伟教授观察发病株根系（正安）         图 10 丁伟教授田间调研（彭水） 

 

截止 6 月 10 日，各基地小区实验都来到了关键时刻，本周，多个基地开始

小区实验数据采集工作，开始着手对小区实验的结果进行初步评估。 

6 月 4 日，冕宁基地驻点人员对小区实验的第一数据调查显示：《不同微生物

菌剂对青枯病的控制效果及对土壤微生态结构的影响》实验对照组发病率为6.9%，

均高于处理组的 2.7%、3.2%、2.3%；对《探究灌根施用哈茨木霉对青枯病的控制

作用及对根际微生态结构的影响》实验调查数据显示：对照组青枯病发病率为

9.1%，明显高于处理组的 1.1%。 

试验进展 



6 月 4 日-6 月 9 日，巫山基地驻点人员对《兴福隆植物生长刺激素对烤烟抗

病性产质量的影响》 ，《微生物菌剂对烟草野火病的控制效果及烟叶微生态群落

结构的影响》及《土壤保育及根际调控对烟草生长及烟草病害防控效果研究》试

验进行药剂处理。 

6 月 9 日，会理基地驻点人员对根结线虫病试验地已经二次用药，并对实验

小区病害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目前发病率 5%左右，较往年有所降低。《不

同施药方式对烟草根结线虫病的控制效果研究》 、《不同微生物菌剂对烟草根结

线虫病控制效果研究》小区试验地植株表现健康，因品种差异各处理长势不同。 

      

图 11 小区实验二次施药（会理）          图 12 小区烟株长势（冕宁） 

在南阳基地，试验地进入旺长期，驻点人员开始进行旺长期农艺性状调查，

以及第三次病害调查。目前，试验地根茎病害主要是根腐病和黑胫病，但发病率

最高的处理仍不足 8%，试验目前已取得较好的成果，其中，施用“多粘类芽孢

杆菌”和“哈茨木霉”处理的发病率最低，仅为 2-4%。“综合防控”处理较对照

处理根茎病害发生率减少将近 15%，成果显著。 

      

图 13 驻点人员田间施药（巫山）            图 14 小区插牌（彭水） 

6 月 10 日，彭水润溪基地单元白果坪试验小区《不同植物材料翻压对烟草

青枯病发生的影响》烟株已进入团棵期，驻点人员对小区青枯病发生情况进行了

点差，数据显示，对照区青枯病发展较快，发病率达 3.24%，最高发病级数已达

7 级。 



 

烤烟进入团棵、旺长期，是示范区管理的关键时期，各个示范区大多已经完

成了示范区的前期准备工作，示范区团棵、旺长期的主要工作包括撕膜培土、田

间除草以及示范区病虫害的检测与防控。 

冕宁基地已经完成撕膜培土工作，烤烟部分已经进入旺长期；期间田间根茎

病害发生较缓，有少量虫害发生。针对示范区发生较多的花叶病，已经向烟农配

发叶面肥和氨基寡糖素以增加烟株旺长期叶部营养，诱导烟株抗性，减缓花叶病

的发生。攀枝花基地、会理基地尚处于撕膜培土阶段，攀枝花基地本周期间降水

较为频繁，驻点人员抓紧提醒烟农注意积水，做好排水工作。 

          

图 15 人工起垄（会理）                   图 16 示范区撕膜（攀枝花） 

在武隆基地，示范区现阶段烤烟长势乐观，大部分处于团棵后期即将进入旺

长期，针对零星发生的青枯病进行烟株拔除并在病株周围施用噻菌铜灌根处理进

行预防。针对示范区出现的较多的气候斑一律喷施波尔多液进行保护性防治，减

少气候斑的发生；在酉阳基地，示范区及各试验小区正陆续进入团棵期，病虫害

发生较多，根结线虫病、野火病、花叶病均有发生且有蔓延趋势。驻点人员正在

密切关注，并及时进行针对性防治。但总体来说，示范区烟草长势良好，后期也

将继续关注烟田大田管理及病虫害防治，将工作如期推进。彭水基地示范区烟苗

移栽较晚，近期出现烟苗长势不佳的情况，田间调查发现，烟株存在根系发育不

良的现象。驻点人员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是土壤天气原因和农事操作不规

范导致，本周正在着手采用“膜下小培土+揭膜上厢培土+肥力补充”的措施，对

示范区进行应急处理，以缓解膜下高温对烟株根系的伤害及肥力吸收受阻问题，

另外，彭水基地驻点人员正在对田间温湿度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已经获得近月以

来所有的田间数据变化。 

示范推广 

 

 

 



        
图 17 根结线虫病株根部（酉阳）            图 18 田间气候斑点病株（武隆）

 

                图 19 示范区 5-6 月土壤温湿度数据（彭水） 

正安基地、黔江基地示范区烤烟也已经进入团棵期，进本完成前期工作。正

在抓紧进行田间数据采集工作。 

本周，基地示范区呈现的问题较多，主要反映是根茎病害发生初见端倪，叶

部病害发生普遍，农事操作问题较多。  

1、根茎病害发生情况：本周基地发生的根茎病害包括青枯病、黑胫病、根

黑腐、根结线虫病，其中以青枯病发生为主，四川冕宁基地示范区青枯病发病率

为 5%左右，显著低于非示范区青枯病发病率的 10%。重庆武隆基地、彭水基地

均有青枯病不同程度发生。四川会理基地、攀枝花基地、贵州正安基地有黑胫病

发生，但调查数据显示示范区病害发生较轻；河南南阳基地黑胫病本周发生先对

较重，非示范区黑胫病和根黑腐发生率在 10%，而示范区的发病率在 5%左右，；

重庆酉阳基地、四川会理基地示范区有线虫病害发生，但总体发生较轻。 

2、叶部病害发生与防治情况：本周各个基地叶部病害发生较为普遍，主要

包括普通花叶病毒病，气候斑点病。赤星病、野火病、马铃薯 Y 病毒病、炭疽病



有零星发生。其中，在四川冕宁基地、河南南阳基地、重庆酉阳基地普通花叶病

发生较为严重，目前多基地针对示范区普通花叶病的发生普遍采用喷施氨基寡糖

素和补充叶面肥的办法进行缓解和预防。针对其他发生较轻的叶部病害，各基地

驻点人员正在密切关注，做到及时发现，及早防治。 

3、虫害情况：本周各基地没有严重虫害发生，四川冕宁、攀枝花基地示范

区有蚜虫、烟青虫、金龟子危害发生，但情况较轻，目前已经采用简单的物理防

治方法进行防治。 

4、其它农事操作：本周主要出于烤烟生长的团棵期，少数基地示范区仍然

存在农药使用不规范导致田间要害的出现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