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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的持续升高，各地区烟株进入打顶期，各个示范区也迎来了项目中期检查等各

项检查评鉴。本周，来自国家局、西南大学以及重庆市烟草科学研究所的各位领导老师来到

彭水润溪基地单元，开展了“烟草青枯病发生的根际微生态机理及关键控制技术研究与应用

田间鉴评会”，同时迎接国家局绿色防控工作检查组检查指导。“四川烟草根茎病害发生机制

及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顺利通过中期检查评估。攀枝花平地基地单元开展了叶部

病害防治现场会；酉阳苍岭基地单元进行了打顶留叶情况的检查工作；冕宁回龙基地单元顺

利召开 2018 年烤烟烘烤培训会。 

烟草青枯病发生的根际微生态机理及关键控制技术研究与应用田间鉴评会在

武隆及彭水召开 

7 月 2 日，受国家烟草专卖局委托，重庆市烟草专卖局邀请有关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

在重庆重庆市武隆区、彭水县召开“烟草青枯病发生的根际微生态机理及关键控制技术研究

与应用田间鉴评会”，对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公司烟草科学研究所、西南大学等单位承担

的中国烟草总公司科技计划重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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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田间鉴评。本次鉴评会专家组由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秦西

云研究员、重庆大学王中康教授、贵州烟草科学研究院商胜华研究员、四川省烟草科学研究

余祥文高级农艺师、重庆市烟草公司彭水分公司代先强高级农艺师、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刘万才研究员和福建农林大学侯有明教授等组成，秦西云研究员任评鉴专家组组长。项

工作动态 



目主要负责人：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公司烟草科学研究所所长徐宸、项目管理部部长杨超、

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院长刘怀、丁伟教授、项目参与人员：西南大学博士生刘晓姣、杨亮、

硕士生江其朋、赵世元参加了本次鉴评会。 

专家组实地查看了武隆区白马镇青木池村、彭水县润溪乡白果坪村两基地单元，分别听

取了博士生杨亮、研究生江其朋对两基地单元在项目开展期间田间实验和综合示范的工作介

绍。随后，在彭水润溪烟草站召开座谈会，听取了博士生刘晓姣作的项目汇报，审阅了相关

资料，专家组对项目组研发的牡蛎壳粉调节土壤酸度、烟草育苗基质添加有益微生物、有机

肥拌菌等关键技术表示肯定，对项目组创建的能有效防控烟草青枯病的、绿色、生态、环保

的微生态调控防治烟草青枯病的技术体系高度赞扬。经质询、答疑，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项

目田间鉴评，建议加大推广应用。 

    

图 1、2 烟草青枯病发生的根际微生态机理及关键控制技术研究与应用田间鉴评会 

彭水润溪基地单元顺利迎接国家局绿色防控工作检查组检查 

7 月 3 日，绿色防控工作检查组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张忠锋研究员任组长，贵

州烟草科学研究院商胜华研究员任副组长，组员由云南省烟草公司玉溪市公司杨海林、湖南

省烟草公司长沙市公司蔡海林、云南省烟草公司保山市公司李永亮、广东省烟草南雄科学研

究所邓海滨、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杨金广、贵州省烟草公司遵义市公司易忠经等组成，

西南大学丁伟教授、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公司烟草科学研究所所长徐宸、项目管理部部长

杨超、重庆市烟草公司彭水分公司经理吴树成、副经理代先强等陪同检查。 

3 日上午，检查组一行人来到位于彭水润溪基地单元“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靶标示

范区”内的重庆烟草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基地，对 2018 年研究基地内开展的田间小区试验及

综合示范进行参观检查。西南大学驻点研究生江其朋就包括“烟草根系土壤立体微生态分析”

在内的 10 个田间小区研究及试验进行了讲解，并就物化的绿色防控产品、关键绿色防控技

术和目前示范区病害防控效果进行了汇报。目前，重庆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基地内烟株多已现

蕾，部分已进行抹芽打顶。靶标示范区的青枯病发病率仅为 0.28%，病情指数为 0.3，对照

区的发病率为 16.85%，病情指数为 4.1，示范区青枯病发病时间比对照区推迟 20 天，相对

防效达到 91.18%。 



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检查小组成员对个别田间小区试验的细节、绿色防控材料及关键

技术进行了询问，丁伟教授和研究生江其朋对检查组专家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最后，检查

小组对项目组在研究基地内开展的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工作高度赞扬，对项目组所取得的绿色

防控成果表示肯定。 

    

图 3 驻点研究生江其朋在讲解田间小区试验      图 4 巡视小组一行人在白果坪绿色防控靶标示范区 

“四川烟草根茎病害发生机制及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顺利通过中

期检查评估 

7 月 2 日-4 日，受研究室主任丁伟教授委托，陈娟妮老师、李石力博士参加四川省科技

项目中期检查汇报会，对所承担的四川烟草根茎病害发生机制及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

目进行现场介绍与室内汇报。四川省烟草公司科技处雷强、四川烟科所所长肖勇等领导、专

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7 月 3 日上午，项目检查组罗辉副处长、肖勇所长等前往泸州双沙基地单元烟草根茎病

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示范区进行现场考评。项目组成员李石力博士就整个项目在四川地区开

展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强调“2018 年项目组在四川地区在攀枝花、凉山地区进行大

田示范与小区试验，而泸州地区主要以示范应用为主，并且以青枯病防治为主攻目标”，在

考评过程中，项目组详细汇报了示范区技术集成的三大关键技术，酸碱调控、菌剂调控、营

养补施，并对当前的防治成效进行展示，田间的示范效果也得到了领导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下午，项目组进行了室内汇报，李石力博士主要对 2017-2018 年项目组在四川烟草根茎

病害发生种类与范围、影响机制以及关键的调控技术等 6 大成果进行详细的阐述，并提出针

对不同靶标根茎病害的关键控制技术。通过此次汇报，项目组基本上完成了 2017-2018 年两

年的任务与考核指标，也为下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图 5、6 项目成员对 2017-2018 年项目开展情况进行田间与室内汇报 

酉阳苍岭基地单元迎接烟站打顶情况检查 

7 月 3 日，苍岭烟叶工作站曾超宁站长、胡昌建副站长、李文庆技术员及驻点人员检查

苍坝村打顶留叶情况，打顶作为田间管理的重要的一环，对烟叶后期的成熟度有至关重要的

影响，一定要做到看烟打顶，不留杈烟，针对烟株情况留取护花叶。 

     

图 7 曾站长示范打顶                        图 8 烟农按要求打顶 

攀枝花平地基地单元召开叶部病害防控现场会 

7 月 8 日，经过雨季的洗礼，攀枝花平地烟叶生产基地迎来了接近一周的好天气，部分

烟株开始早花，现主要防治叶部病害，为此开展了有关叶部病害防控的相关会议。 

    

图 9、10 技术员张文洪在现场给烟农讲解如何防治叶部病害 

冕宁回龙基地单元 2018 年烤烟烘烤培训会顺利召开 

随着烤烟烘烤季节的临近，2018 年 7 月 2 日，冕宁县烤烟烘烤大型培训会在冕宁县丰



乐村烟叶烘烤工厂举行。冕宁县烟草公司烟叶科科长姚先洪传达关于四川省烟草公司凉山州

公司关于 2018 年烤烟烟叶收购标准：坚决控制烤烟后期肥、大、长、僵、厚的问题，对单

叶超过 1875px 的烟叶实行降级收购以及杜绝烤烟农残超标问题；回龙烟站站长郭有相在大

会对回龙镇烤烟打顶后期的管理工作及收购事宜进行梳理，并指出，各网格技术人员必须严

格做好辖区内的烟农培训和宣传工作，要求烟农做到盛花期打顶，保证在烤烟后期有效叶数

在 16 叶以上。随后，由烟草技术人员周应刚对回笼镇烟农后期的烟叶烘烤工作进行技术指

导。 

    
图 11、12 烟叶烘烤培训会现场 

 

重庆彭水：7 月 6 日，植物保护学院两名本科实习生敖若寅、龚杰抵达彭水润溪烟草站，

开始暑期基地实习。近一周，润溪基地单元出现持续阴雨天气。7 月 6 日、7 日，彭水润溪

基地单元驻点研究生江其朋、赵世元、本科实习生敖若寅、龚杰在试验站理化室对田间实验

《烟草根系土壤立体微生态分析》土壤样品进行过筛处理。目前，土壤样品已采集三次，目

前正进行打顶期土壤样品采集。试验区无任何青枯病防控处理，发病率在 20%左右。 

7 月 8 日，彭水润溪基地单元驻点研究生江其朋、本科实习生敖若寅、龚杰对田间小区

试验《哈茨木霉对青枯菌的控制效果及对土壤微生态结构的影响》进行第二次田间定株菌剂

灌根处理。目前，田间烟草已基本完成打顶，试验处理区青枯病发病率维持在 10%以下。 

    

图 13、14 彭水润溪基地单元驻点研究生及实习本科生处理土壤样品 

凉山会理：本周，示范区、试验地标牌成功做成并运输到位。驻点人员冒着小雨，成功

将示范区以及试验地各处理标牌安插到位。试验地各小区进行第四次病害发生情况调查。此

试验进展 



次地调查结果显示，根结线虫发病率在 8%左右，花叶病零星发生，野火病暂未发生，气候

斑症状有所减轻。发病烟株地上部叶面叶尖焦黄。同时，植株矮小。白天气温 25℃左右，

夜晚气温 18℃左右。不利于野火病的发生和流行，但利于线虫的生长发育，需要及时采烤。

试验地田间积水，并未造成严重影响。 

    

   图 15 不同施药方式试验标牌             图 16 根结线虫国家药效试验           

凉山冕宁：完成不同微生物菌剂对青枯病的控制作用及根际微生态的影响、哈茨木霉对

青枯病的控制作用及根际微生态的影响、基质拌菌对青枯病的控制作用研究三个实验第四次

病害调查。完成田间挂牌定株 70 株用于石灰水、牛奶等材料治疗实验。 

    

图 17 第四次病害调查                        图 18 挂牌定株 

重庆巫山：巫山团山试验地《微量元素对烟草叶面营养调控研究》进行打顶时期的微量

元素叶面肥叶面喷雾。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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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进行微生物菌剂叶面喷施。对《兴福隆植物生长刺激素对烤烟抗病性产质量的影

响》进行上涨刺激素的叶面喷施。 

重庆酉阳：本周试验地大部分已进入打顶期，完成《单一菌剂根际调控对烟草生长及烟

草病害防控效果研究》打顶期农艺性状调查，总体来看，多粘类芽孢杆菌处理长势较差且花

叶病发生比其他小区较多，哈茨木霉处理、枯草芽孢杆菌处理、苗强壮处理效果较好，可进

行进一步评价。另外采用“刀划痕法”定点观察的发病烟株，虽然没有进一步发病，但苗子

有僵苗症状，不能进一步生长发育，阴天叶片自然伸展，但晴天叶片萎蔫。 



    

图 19 烟农正在施药（巫山）           图 20 苗强壮处理试验地（酉阳） 

贵州遵义：氮素营养不同浓度对遵义烟区青枯病影响试验各处理农艺性状总体上随着氮

素浓度呈逐渐增长趋势，病害方面试验地黑胫病发生较多，青枯病只是零星发生，花叶病前

期发生较重，到后期以后花叶减轻。 

“微生物菌剂和牡蛎粉混配对烟草青枯病/黑胫病影响”试验地青枯病发病较重，大多

处于三级到五级，发病最重小区为处理一，处理一是牡蛎粉+育苗基质窝施。遵义“功能有

机肥与微生物菌剂复配对烟草青枯病和黑胫病的调控作用”试验青枯病发生较重，发病较重

处理为处理三、处理四、处理五，分别为遵义有机肥+哈茨木霉菌主导菌剂、遵义有机肥+

胶冻芽孢杆菌主导菌剂和遵义有机肥+枯草芽孢杆菌主导菌剂。 

      

图 21 烟草青枯病病株茎基部            图 22 烟草青枯病病株根系 

 

示范区是烟草病害防控新技术新方法的成果展示区，取得的成效直接关系到新技术的有

效性和烟区烟农的植烟自信，是打出新技术“品牌”价值的平台。本周，“烟草根际微生态

过程与调控研究基地”正式挂牌成立；各示范区烟株整体长势良好，对比非示范区，示范区

烟株在发病率及农艺性状上均有显著效果，再次验证了各项新技术组配的优良效果。 

“烟草根际微生态过程与调控研究基地”顺利落户彭水润溪基地单元 

2018 年 7 月 3 日，“烟草根际微生态过程与调控研究基地”暨“重庆烟草绿色防控技

示范推广 

青枯病株主根坏死 



术研究基地”顺利完成基础建设工作，正式挂牌落户彭水润溪基地单元白果坪种植点。研究

基地占地面积约 100 亩，其中，核心示范及试验区面积 40 亩，由中国烟草总公司重庆市公

司、重庆烟草科学研究所，彭水烟草公司和西南大学等多家单位共同规划建设。目前，由西

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主要负责研究基地内示范区的技术指导，开展田间小区试验。 

2017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启动烟草绿色防控重大专项，针对“三虫三病”六大靶标，

采用逐个破解、协同攻关的模式，分别在全国病虫害发生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设立重点靶标示

范区，集中精力破解绿色防控难题。重庆彭水烟区作为烟草根茎病害，尤其是青枯病发生危

害严重的地区，青枯病发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烟草根际微生态过程与调控研究基地”

暨“重庆烟草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基地”是立足于实现烟草青枯病的有效防控而建，研究基地

落户彭水润溪基地单元，有利于充分评估田间变量对室内理论结果及技术的影响、将研究成

果更加有效地向实际生产转化。 

作为全国烟草根茎病害绿色防控技术研究的排头尖兵，研究基地实现了田间小区试验和

应用推广示范区的功能分区，将理论研究与实际生产应用的有机结合。2018 年，“烟草根

际微生态过程与调控研究基地”暨“重庆烟草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基地”共开展了 10 项田间

小区试验及面积为 15 亩的绿色防控靶标示范，涵盖了土壤酸化改良、拮抗菌剂筛选、土壤

微生态分析及其调控和青枯病/黑胫病绿色防控等在内的多个领域，在创新烟草病虫害绿色

防控理论、研发烟草根茎病害关键绿色防控技术和材料、破解烟草根茎病害绿色防控难题等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为全国烟草根茎病害绿色防控树立了一个标杆！ 

    

图 23、24 烟草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基地暨烟草根际微生态过程与调控研究基地 

正安基地：正安示范区暂无重大根茎病害发生，病害调查显示示范区青枯病发病率在

0.06%，花叶病发病率在 0.1%，黑胫病只发现两三株，示范效果较好；示范区发现空胫病，

发病率为 0.6%，已提醒烟农注意打顶卫生，打顶时间最好安排在晴天中午或下午，避免空

胫病大范围传播，造成损失。目前示范区已到打顶期，烟农已经开始打顶，示范区也同时进

行田间清理工作。 



    
图 25 示范区烟株长势情况（个体）          图 26 示范区烟株长势（总体） 

凉山基地：冕宁示范区完成第四次病虫害调查，结果显示：青枯病发生稳定，加重趋势

不显著；局部地区有花叶病；野火病、赤星病、空茎病、黑胫病零星发生；示范区打顶工作

全部结束，基本完成打脚叶工作，正在开展叶部病害防治工作。 

会理示范区已经全面进入烟叶打顶期。由于连续的降雨部分田块遭遇水害，但是通过及

时的疏水措施，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烟农冒雨打顶、采烟，雨水从顶部

会进入茎秆，从而造成空茎病。因此，打顶最好选择在不下雨的时候并及时抹芽。 

    

图 27 田间发生的青枯病病株（冕宁）      图 28 示范区全面打顶（会理） 

攀枝花基地：目前由于气温的逐渐回升，示范区烟株已基本进入旺长期。示范区叶部病

害发病率不到 1%，下一步加强对叶部病害的防控以及对即将到来的烟花打顶做好准备。 

    
图 29、30 攀枝花基地示范区烤烟长势 

 

 
科学问题 



田间打脚叶工作过程中，脚叶并未及时处理，堆积或直接放在烟株下。脚叶不处理，将

成为病害传染源，还可导致后期及下季叶部病害加重。应提醒当地烟农注意田间卫生，及时

处理下部烟叶。 

另外发现少出地块出现缺镁症状，表现为下部脉间叶肉失绿，叶尖无其他症状程“假熟”

状。初步估计原因为当地土质普遍镁分布不均，并且今年雨水丰富，部分地块长势较旺的植

株可能出现此症状。应指导烟农及时喷施叶面肥。 

     

图 31 田间脚叶堆积不处理                 图 32 下部叶缺镁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