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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基地驻点工作第八周稳步推进，各基地单元已经陆续进入烤烟生长中后期的 

关键阶段。冕宁、会理益门示范区烤烟大部分进入现蕾期，现蕾期打顶工作正在顺利开展。

目前攀枝花、正安、巫山示范区长至旺长期示范区烟株开始进入旺长期。 

此时也正值病虫害发生与防治的关键时期。各基地下一步需注意叶部病害的防治。同 

时，本周多个基地继续开展病害调查以及农艺性状调查、采样等工作，做好数据资料、图片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准备中期材料，迎接中期检查。 

  

  

彭水基地召开绿色防控宣传周现场观摩会 

6 月 20日，为进一步推动全县烟草行业及大农业绿色防控工作的落实与深入，重庆市

烟草公司彭水分公司启动“彭水县 2018年烟草绿色防控宣传周”活动，开展绿色防控理念

及技术在全县的宣传推广工作，同时，组织彭水县各烟草种植单元烟技员和烟农代表及彭水

县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共 100余人到“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基地”进行现场观摩。彭水公

司副经理代先强、烟叶科科长晏忠波、副科长陈瑜欣、曹学鸿、办公室主任张永华等到场观

摩。西南大学天然产物农药研究室驻点研究生江其朋对研究基地内开展的小区试验、田间示

范、集成关键绿色防控技术等烟草绿色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介绍。 

彭水润溪基地单元白果坪“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基地”是 2018年重庆市烟草公司

出资建设、专用于开展烟草绿色防控技术研究的省级科技示范区园，也是全国首个绿色防控

技术研究基地。目前，“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基地”已基本完成围栏安装和花台建设，

工作动态 



预计 6月底完成对花卉的种植、示范园大门的安装和挂牌。2018年，示范园内共开展了十

个小区试验和绿色防控示范，由重庆烟草科学研究所、彭水烟草公司和西南大学三家单位共

同负责。 

  

图 1 江其朋在现场观摩会上对绿色防控工作介绍    图 2 除草机与人工进行田间除草效果对比 

研究室驻点人员对彭水大厂烟点烟农进行对绿色防控培训 

6 月 21日，彭水县润溪基地单元大厂烟点组织召开 2018年“绿色防控”暨后期田间管

理培训会，以强化烟农对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意识，同时，梳理下一阶段田间管理工作的重

要关键点。本次培训会由大厂烟点点主任刘光文主持，润溪烟草工作站站长张世渠、润溪试

验站站长秦平伟、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博士后肖庆礼、驻点研究生江其朋、赵世元参加了

本次会议。肖庆礼、江其朋受邀对烟农进行了烟草绿色防控技术培训。 

本次培训会，大厂烟点邀请了西南大学驻点研究生江其朋就绿色防控关键技术对大厂烟

农进行 PPT培训，江其朋重点阐述了油菜绿肥翻压、牡蛎粉调酸、“大破膜、大围兜”和微

生物拮抗菌剂调控土壤微生态等四项关键绿色防控技术的意义及其应用注意事项。随后，西

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博士后肖庆礼就气候斑的成因、防控及后期烟叶采烤问题进行了经验交

流。最后，润溪烟草工作站站长张世渠作最总结，他对西南大学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同时，

张站长强调，广大烟农应确实落实绿色防控关键技术措施，做好病害防控和后期田间管理工

作。 

  

图 3 西南大学驻点人员江其朋、肖庆礼进行绿色防控培训    图 4 润溪站站长张世渠发表讲话 

 



酉阳县 2018 年职业烟农培训会在酉阳烟草公司顺利召开 

6 月 21日，酉阳县 2018年职业烟农培训会在酉阳烟草公司顺利召开，西南大学丁伟教

授、酉阳烟草公司肖鹏局长等以及上百名职业烟农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主要就烟草管理的

理念和各项技术进行讲解和说明，另外针对今年烤烟的病虫害防治、不适用烟叶处理、适时

打顶和“采烤分一体化”进行详细的部署。丁伟教授强调：面对今年复杂的气候，我们更应

该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当前应密切关注根茎病害的发生情况，同时要做好叶部病害的预

防工作，尤其是野火病和赤星病，根据绿色防控的技术体系，开展叶部病害的防护措施。 

          

冕宁基地开展示范区病害调查 

冕宁基地第九周，示范区烤烟大部分进入现蕾期，现蕾期打顶工作正在顺利开展。示范

区病虫害发生情况：根茎病害发生平稳无严重趋势，其中示范区根茎病害主要以青枯病为主，

黑胫病有少量零星发生。6月 24号示范区根茎病害调查数据显示，青枯病发病率保持在 2%

左右，病情指数较低，除少数地块外，病情基本没有发展。叶部病害发生较为普遍，主要还

是普通花叶病，发生率为 5%左右，下部叶气候斑点病也发生较为普遍，赤星病野火病暂无

发生迹象。虫害方面，烤烟现蕾期虫害发生较少，个别地块有蚜虫发生，已经采取喷施吡虫

啉药剂进行防治。金龟子今年无大发生现象，调查数据显示，示范区金龟子虫口数一直维持

在 2-5头/200株左右。 

  
图 5 示范区烤烟长势                       图 6 现蕾期的烟株 

黔江示范区烤烟长势良好，根茎病害控制效果显著 

经过之前的处理后，水市乡所有僵苗烟株在本周都已经恢复生长，且使用项目组技术的

烟株长势更好，对比其他地块差异明显。示范区打顶操作持续进行，经过驻点人员调查，大

多数烟农打顶过狠，致使烟株有效叶片数减少太多，已经上报烟站并给相应烟农下达通知。

由于近期雨水较多，驻点人员已经催促部分烟农及时补喷叶控 2 号进行叶部病害的防治。通

过对示范区和非示范区的病害调查，已经在非示范区发现黑胫病发病现象，发病率达 2.6%，

且有零星青枯病发生；由于前期示范区防治及时，现在暂时没有发现根茎病害发生情况。但

驻点人员已经提醒各烟农及时注意田间发病情况，一旦发现一定要及时向烟站反映，并且要

在晴天后及时灌药防治。 

 



  
图 7 僵苗地块处理前长势（黔江）                  图 8 恢复生长的烟株（黔江） 

  

 

随着烤烟的不断生长，各基地和试验相关的病虫害调查以及各小区处理都已经在持续进

行中。目前各基地针对所负责的小区试验已经可以进行中期材料的整理和收集，同时下一步

应该继续进行调查和采样工作。 

攀枝花基地：6月 19日，在烟农的帮助下，驻点人员完成试验“烟草根结线虫的减量

增效技术研究”第二次施药。目前，从烟株长势和性状表现上看，试验各小区根结线虫病的

症状并未显症，驻点人员将继续定时追踪调查。 

 

图 9  试验小区进行第二次施药 

 

冕宁基地：冕宁基地 2018年承当的小区实验包括三项，其中，三处小区实验已经进入

现蕾期，6 月 24 日，小区实验根茎病害数据采集进行第三次，调查结果显示，小区实验根

茎病害发生还是主要以青枯病发生为主。其中《不同微生物菌及对烤烟青枯病的控制作用及

对土壤微生态的影响》实验调查结果显示，本周内使用了不同种类的微生物菌剂处理过后的

小区青枯病发病率总体保持在 5%一下，而对照区青枯病发病率接近 10%，起到了良好的控制

作用。其中使用了哈茨木霉的小区效果最好。对《哈茨木霉对烤烟青枯病的控制作用及对土

壤微生态的影响》实验调查结果显示，小区整体青枯病发病较轻。《基质拌菌对青枯病的控

制作用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区域的青枯病发病较多，同对照组的青枯病发病情况差异

不明显。 

试验进展 



  
图 10  青枯病中部叶发病烟株                       图 11  马 Y病株 

会理基地：6月 23日，试验地各小区进行根系采样调查。移栽后已经 60天左右，开展

了第三次农艺性状及病害调查。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今年根结线虫病害较往年发病率、

病情指数有所降低。近期连续降雨，雨水较多，温度较低，不利于线虫的繁育，一旦土壤疏

松通透，温度适宜，对根系仍会造成较大侵染损害，下一步需要注意观察。 

 
图 12 采集根系调查 

彭水基地：6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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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长期农艺性状数据调查，对小区试验《不同酸性土壤改良剂对烟草草

酸分泌、pH、青枯菌量及对烟草青枯病发病的影响》、《哈茨木酶对青枯病的控制效果及对土

壤微生态结构的影响》、《不同抗感品种对烟草草酸分泌、pH、青枯菌量、土壤微生物及青枯

病发病的影响》和《黄腐酸对烟草青枯病及根际微生态效应研究》的土壤样品采集。烟株已

进入团棵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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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研究人员在彭水小区试验采集土壤样品      图 14 采样小组一行在彭水润溪基地单元合影 

酉阳基地：本周示范区进入旺长期，经过采用香菇多糖+鱼蛋白有机水溶肥料统防统治，

花叶病较上周有减轻趋势，但仍造成了一些损失。另外烟草根茎病害已出现发病症状，叶片



开始下垂萎蔫，采用“刀划痕法”措施，定点观察两株发病烟株。 

 

 
图 15  示范区统防统治          图 16  根茎病害发生 

南阳基地：本周示范区烟株已经开始大面积打顶，并向打顶端口滴施抑芽剂，同时，示

范区也进行了打脚叶措施，防止滋生病害及吸收过多养分。驻点人员对示范区进行了第四次

病害调查，调查显示示范区根腐病略有所上升，但发病率仅为 5%左右，而对照非示范区发

病率达 10%以上。预计示范区下周将采烤下部烟叶，同时，驻点人员将进行第三次农艺性状

调查。 

 
图 17 示范区烟株长势 

黔江基地：6 月 22 日，驻点人员姬佳旗和法鹏飞完成对《两种改良剂的不同处理方式

对烟地土壤理化性质及烟草生长的影响》试验农艺性状和病害调查，当前试验地有黑胫病发

生，发病率 0.6%左右，各处理间发病差异不明显，暂时推断为地块地理差异导致。6 月 23

日，研究生赵世元和姬佳旗完成对《黄腐酸对烟草青枯病及根际微生态效应研究》试验地农

艺性状、病害调查及取样工作。当前试验地标牌已经完成安放工作。 

   
图 18  驻点人员查看发病烟株（黔江）  图 19 试验地当前烟株长势（黔江） 



 

 

本周各基地示范区推广建设工作也在有序的开展。同时病害发生情况都得到了进一步的

控制，目前阶段通过对示范区和非示范区的数据、长势对比可以发现前期所采取的各项关键

技术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彭水基地：6月 23日，彭水润溪基地单元白果坪“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基地”示

范区进行揭膜上厢培土农事操作。示范区土壤黏粒较多，前期大量降雨导致土壤通透性降低，

烟草根系发育不良，烟株生长缓慢，润溪试验站技术员陈庆民与驻点研究生江其朋结合实际，

采用人工除草、揭地膜、打底脚叶、培土上厢的操作顺序，开展揭膜上厢农事操作，促进烟

株根系生长发育、吸收营养。目前，润溪基地单元示范区内主要根茎病害为黑胫病，发病率

在 1%左右；青枯病目前鲜有发生。 

  
图 20、21 彭水润溪基地单元绿色防控示范区进行揭膜上厢 

正安基地：目前正安示范区长至旺长期，总体长势良好，前期受灾补苗也已长至旺长期，

但相对其他正常苗来说较小，生育期大概晚一周左右。 湄潭示范区已长至现蕾期，已经开

始采摘脚叶，进行烘烤。 

         

图 22 烟农烘烤脚叶                         图 23 烟农打顶 

 

攀枝花基地：本周，攀枝花示范区烟株开始进入旺长期，由于近期雨水较多、气温较低，

日均气温维持在 20～26℃，目前示范区烟株长势较好，烟草黑胫病基本极少发生或不发生。

同时，示范区统一采用“叶控 2号”防治赤星病和野火病，截止目前，示范区赤星病、野火

病均没有显症，驻点人员将及时追踪调查。 

示范推广 

 

 

 



 

  

图 24 示范区喷施“叶控 2号”                    图 25 示范区整体烟苗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