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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基地驻点工作第十二周稳步推进，绝大多数基地烟草已进入成熟采收期，对

烟草病虫害的防治重点转移到叶斑类病害上，如烟草赤星病、野火病、气候斑点病等，各驻

点基地人员应加强和重视对烟草叶部病害的防治工作。另外，在绿色防控思路的引领下，部

分基地尝试着一些新兴的防控技术手段，比如彭水基地采用“烟株茎秆环割+消毒处理”的

精准控制技术防治烟草青枯病；攀枝花基地开展了不同浓度淘米水防治叶斑类病害的的控制

技术研究；冕宁基地研究了石灰水、牛奶、磷酸缓冲液对烟草青枯病的治疗作用。这些新兴

的绿色防控技术手段既是科研人员们的尝试也是对科研人员们的挑战。 

 

 
彭水润溪基地阶段性采样工作和土壤初步处理 

润溪基地驻点人员在本科实习生帮助下完成了对小区试验《不同酸性土壤改良剂对烟草

草酸分泌、pH、青枯菌量及青枯病发病的影响》、《烟草根系土壤立体微生态分析》、《不

同土壤改良剂对酸性土壤 pH 值的影响》和《黄腐酸对烟草青枯病及根际微生态效应研究》

阶段性采样工作，共采集了根际土壤样品 375 份，同时，借助润溪试验站实验室初步完成所

有土样的初处理。 

工作动态 



  
图 1 根系土壤立体微生态采样            图 2 根际土壤样品初步处理 

会理益门基地绿色防控工作的推进 

7 月 10 日，凉山州会理益门烟草基地单元试验地、示范区内全面推进绿色防控工作。

田间安装斜纹夜蛾诱捕器及七星瓢虫防治烟蚜。 

  

   图 3 斜纹夜蛾诱捕器                  图 4 七星瓢虫防治烟蚜 

正安基地试验地工作的开展 

7 月 9 日-7月 15 日，正安基地试验进行了垄间土土样的提取。同时本科生贾舟进行香

豆素类化合物对青枯病的防治效果第一次施药和驻点人员韩松庭进行试验地第四次病害调

查。 

        

      图 5 驻点人员取土样                  图 6 本科生贾舟进行田间施药 

 

 



巫山骡平基地蠋蝽防治烟青虫/斜纹夜蛾技术培训会的召开 

7 月 12 号，驻点人员上午对小区实验《兴福隆植物生长刺激素对烤烟抗病性产质量的影

响》进行打顶 7 天后的药剂喷施，同时参加了巫山县蠋蝽防治烟青虫/斜纹夜蛾技术培训会。

下午进行小区实验《兴福隆植物生长刺激素对烤烟抗病性产质量的影响》根系性状调查。 

   
  图 7 驻点人员进行病害调查 图 8 驻点人员参加技术培训会 

黔江根茎病害的严重发生及相应措施的采取 

由于本周开始雨水较多，之后又转晴气温上升，高温高湿条件下有很多烟地开始发病甚

至死烟，驻点人员下地观察示范地及非示范区烟地发病情况，并跟踪调查发病地块与无病地

块烟农的农事操作过程和往年发病情况，为后期分析发病地块病害流行趋势和发病原因做好

基础工作。同时，驻点人员还配合黔江区烟草公司开展伤茎处理对烟株青枯病和黑胫病发病

影响小试验，跟踪观察根茎病害发生烟株伤茎处理后的情况。 

今年，黔江水市基地空茎病和青枯病发病较多，空茎病发病重的地块发病率可达 45%左

右，示范区青枯病发病率最高为 16.67%，且多为空茎病与青枯病混发。驻点人员已经通知

相应烟农启用应急方案并抓紧时间抢烤。 

    

 图 9烟农将采摘的烟叶编杆入炕                 图 10 发生空茎病的烟株 

 

随着各基地烟草进入关键的采烤期，各基地驻点人员及时的进行试验处理及收集田间病

害调查数据，进一步分析各个试验处理之间的长势差异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同时准备中期材

试验进展 



料，为迎接国家局的检查做准备。 

攀枝花基地：目前，攀枝花基地试验进展已进入中后期。其中，对烟草根茎类病害的

试验调查结果表明，采用纳米氧化铜+精甲霜锰锌对烟草黑胫病的控制效果明显，具有明显

的增效作用，药后 30 天对黑胫病的防治效果为 80.57%，单独使用精甲霜锰锌对烟草黑胫病

的防治效果为 65.35%。不同微生物菌剂对烟草黑胫病的防效结果表明，采用解淀粉芽孢杆

菌+多粘类芽孢杆菌组合比单菌剂对黑胫病的防治效果要好。烟草根结线虫病的减量化控制

技术研究目前还在调查中。另外，针对叶斑类病害，驻点人员们积极探索，采用米汤水发酵

后进行两次药剂处理，药后 5 天对各处理区进行调查发现，以 1:5（大米：水）的比例进行

防控，对烟草气候斑的防效为 65.43%。说明淘米水具有一定的潜在利用价值，值得进一步

深入研究。 

  
图 11 攀枝花基地试验区一角 

会理基地：《不同微生物菌剂对烟草根结线虫的控制效果》试验地中间地带陆续出现

花叶病，其中处理 3、处理 6 发生较为严重。可能会对实验数据的采集造成一定影响和误差。

同时，试验地刚刚开始打顶，仍发现有虫害发生，咬噬心叶，影响烟株生长。 

   
     图 12 处理 3、6受花叶病影响                  图 13 烟青虫危害心叶 

酉阳基地：7月 12 日，驻点人员对《微生物菌剂对烟草野火病的控制效果研究》试验

小区进行第三次施药，《兴福隆植物生长刺激素对烤烟抗病性产质量的影响》试验小区进行

第四次施药处理，并开展调查各实验小区的病虫害发生情况。目前小区内根茎病害发病率较

低，各试验小区之间差异较小，叶部病害野火病和赤星病尚未发生。 



        
      图 14 称取处理药品                 图 15 试验小区药剂处理 

冕宁基地：示范区以及非示范区均已完成打脚叶工作，部分实验小区以及示范区非示

范区已经开始第一棚下部叶的采烤。示范区非示范区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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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伴菌对青

枯病的控制作用研究实验打顶期农艺性状调查和第五次病害调查。另外完成了定株治疗实验

的六个治疗处理和石灰水、牛奶、磷酸缓冲液青枯病治疗小区实验小区规划及处理。 

        
    图 16 下部叶开始采集                    图 17牛奶处理青枯病病株 

南阳基地：本周试验地下部烟叶已经出炕，驻点人员开始进行试验数据分析。初步分

析结果表明，菌剂筛选试验中农艺性状表现最好的是哈茨木霉菌剂和解淀粉芽孢杆菌菌剂；

根腐病发病率最低的是多粘类芽孢杆菌菌剂处理，发病高峰时的发病率比对照低 5.05%，病

情指数比对照低 5.50。下周试验地将开始采烤第二房烟，驻点人员将继续进行小区采样，

跟进试验小区动态。 



 

 图 18 试验地现状 

黔江基地：驻点人员对《黄腐酸对烟草青枯病及根际微生态效应研究》试验地块烟株进

行观察，目前试验地长势良好，烟农刚采摘完下部叶。之后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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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进行土样采集。 

      

   图 19 试验地烟株当前长势        图 20 青枯病发病烟株伤茎后包药棉 

正安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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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 烟农开始采收下部叶片 

 

攀枝花基地：示范区已经完成打叶脚工这作，顺利进入下部叶采考前期，目前对叶部

病害的精准控制是示范区目前最核心的重点工作，示范区采用西南大学自主研发的叶控系列

（叶控 2 号、叶控 3 号）对烟草成熟期叶部病害具有良好的防控作用，因此，针对目前示范

区出现少量气候斑及赤星病，驻点人员及时采取措施，使用叶控 2 号（菌核净+噻菌铜+斯德

考普）进行精准防控，其对叶斑病害防治的理念采用“中微量元素平衡+药剂保护”。一理

念是西南大学烟草植物保护团队经过 10 多年的田间经验积累获得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图 23 烟草叶部出现气候斑                 图 24 示范区进行精准防控 

酉阳基地：本周示范区已全面完成打顶及不适用烟叶处理工作，部分田块下部叶正进

行采烤。目前烟田正处于打顶期至成熟采收期，该时期的关键管理环节为：野火病、赤星病

的监测与预防。田间发病常见的依旧为花叶病与黑胫病，田间野火病和赤星病还未发生，驻

点人员依据方案要求，密切监控叶部病害的发生情况，保证及时对有发病症状的烟田进行药

剂预防。 

示范推广 

 

 

 



     
   图 25 不适用烟叶处理                         图 26 打顶后烟田   

会理基地：会理益门基地单元绿色防控示范区目前已经全面进入采烤期。由于品种差

异及移栽时间不尽相同，烘烤步调并不一致。快的已经进入下二棚，慢的才刚刚开始打顶。 

目前烟株整体长势良好，黑胫病已经不再发生。同时，根据病害调查，赤星病少量发生，

野火病暂未发生。根结线虫病未出现在示范区内。 

   
      图 27 示范区长势良好                          图 28 烤至下部叶  

南阳基地：本周示范区下部烟叶已经出炕，烟农开始进行烟叶分拣，并开始采烤中部

烟叶。示范区调查数据分析表明，根腐病发病高峰时，对照非示范区内发病率为 7.78%，而

示范区内根腐病的发病率仅为 2.22%。  

 
图 29 采收中部烟叶 

正安基地：正安示范区今年长势较好，暂无重大根茎病害发生，这一次病害调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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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0 示范区烟株长势                    图 31 烟草黑胫病碟片状维管束 

 
冕宁基地：近期冕宁当地雨量明显增加，时常出现暴雨，当地部分烟田出现烟田被冲

毁的情况，示范区及其周围并未如此严重，但积水问题也较为严重，实验小区中少部分烟株

下部叶因淹没再干燥导致叶面积灰。另外田间卫生情况并未有好转，在田间积水的情况下，

摘下的脚叶腐烂在田间，但至今并未出现任何不利影响。 

     
                图 32烟田被暴雨冲毁                     图 33 下部叶积灰 

黔江基地：今年黔江和龙山地区空茎病发病较普遍，且部分地块发病较重，据驻点人

员调查，往年空茎病发病重的地块甚至达到一块地基本绝收的程度。针对这种情况，黔江驻

点人员作出记录，为之后的示范区预防措施做好预防基础，并向各基地人员寻求更好的预防

和治理措施。 

 

科学问题 

 

 

 



图 34 空茎病发生重病地 

攀枝花基地：攀枝花基地驻点人员了解到，米汤水对烟草叶斑类病害具有一定的防控

作用。查阅资料得知：云南省烟草专卖局采用第一道、第二道（显酸性）淘米水防治烟草叶

斑类病害，尤其对烟草气候斑的控制效果最好。四川省烟草公司科技处处长对这一问题十分

感兴趣，他指出，米汤水与淘米水具有一定的区别，米汤水是经过高温处理有一定粘稠状的

液体，而淘米水则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微生物等物质，两者究竟谁好？这一问题启发这驻点

人员们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