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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润溪基地 

新华社、重庆日报及政协报等多家媒体到我彭水润溪基地单元走访参观 

8 月 2 日，新华社、重庆日报、重庆晨报、重庆晚报和政协报等多家媒体单位到我彭水

润溪基地单元“烟草根系微生态过程及其调控研究基地”走访参观，开展“渝金香”品牌对

外宣传计划，围绕中央和市委市政府“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要求，全力打造宣传“渝金香”烟叶品牌助推精准扶贫所作出的探索和贡献。同时，

展现“渝金香”品牌以现代科技改造烟叶生产，推动烟叶生产质量稳步提升，助推烟农脱贫

致富，助乡村振兴的品牌社会价值。重庆市烟草公司彭水分公司经理吴树成、西南大学驻点

研究生江其朋在研究基地作现场介绍。彭水烟草公司烟叶科副科长曹学鸿，润溪烟草站站长

张世渠、副站长李涛、点主任廖昌万，重庆烟草科学研究所润溪试验站站长秦平伟、陈庆明，

西南大学驻点研究生姬佳旗、本科实习生敖若寅、龚杰到场陪同。 

上午 10 时许，新华社、重庆日报、重庆晨报、重庆晚报和政协报等媒体一行人来到白

果坪研究基地，西南大学驻点研究生江其朋首先就研究基地建设情况及研究基地内示范及试

验工作的开展进行了简单介绍，并逐一回答了媒体记者提出的关于绿色防控技术研究的若干

问题。随后，彭水公司吴树成经理补充介绍了研究基地过去几年在土壤酸化治理、根茎病害

防控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近几年来依托高校和科研单位在绿色防控材料和技术的筛选、研

发、组装和应用推广方面取得的成效。相关内容将由各媒体进行报道。 

工作动态 



      

图 1 新华社、重庆日报和政协报等参观示范区 图 2 江其朋为记者介绍研究基地内工作 

实习生交流座谈会及轮滑装置设计、安装 

7 月 30 日，站长秦平伟组织在彭水烟草培训站驻点的各学校学院同学召开了一次实习

生交流座谈会，本次会议以各学校实习生在彭水基地开展的工作和试验为主题，我实验室以

江其朋为代表为大家介绍，后各同学依次汇报工作进展及工作开展过程中的问题。7 月 31

日，西南大学天然产物研究室实验助理王丹携准研究生刘烈花、本科实习生吴狄等至彭水润

溪基地进行土样采集，并将已初步处理的部分土样带回实验室保存，同时还协助烟站进行从

山坡往下运输烟叶的轮滑装置设计及安装，初步取得成功。 

     

图 3 实习生交流会                       图 4 滑轮装置试验中 

酉阳苍岭基地 

8 月 4 日，苍岭烟叶工作站舒畅点长、技术员杨胜全、李文庆及驻点人员检查各烤房烤

烟规范情况，在各集中烤烟点张贴鲜烟堆放区、鲜烟分类区、尚熟叶、适熟叶、过熟叶、干

烟堆放区、第一炕次堆放区、第二炕次堆放区等标识，让烟农严格按要求规范进行烤烟，通

过强化管理，使采烤分收工作顺利进行。 



     

图 5 向烟农讲解规范操作                    图 6 张贴标识 

冕宁基地 

本周伊始，驻点人员收集了烤烟中部叶烘烤样品并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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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哈茨木霉基质伴菌对青枯病的控制作用研究》、《定株治疗

实验以及小区治疗实验》、示范区—非示范区、24 年连作烟田根际土样进行采集。 

冕宁基地现存的五个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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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茨木霉基质伴菌对青枯病的控制作用

研究、定株治疗实验以及小区治疗实验）中除哈茨木霉对青枯病的控制作用及根际微生态的

影响实验仍然处于中部第一棚烟采烤阶段，其余四个实验均在进行中部叶第二棚烤制阶段。

截止今日已经完成各个实验土样采集工作，预计下周进行上部烟叶样品采烤。 

       

图 7 烤好的中部叶样品                     图 8 角斑病病叶 

     

图 9 角斑病病株                           图 10 土样采集 



 

彭水基地 

本周完成了土壤调酸试验的拮抗菌剂试验、不同土壤改良剂调酸、土壤改良剂不同含量

调酸等试验各处理土壤的 PH 检测和采样，品种试验最后一次采样，不发病土第二次采样。 

 

图 11 土壤 PH 检测 

南阳基地 

本周，试验地第二房烟叶出炕，试验地预计开始采烤第三房烟叶，但本周降雨较多且气

温较低，烟叶落黄情况不理想，将在下周采烤中部烟叶。同时，驻点人员发现部分地块烟株

上部叶出现叶尖焦黄的现象，经诊断为叶片缺钾引起的，实验室已向基地发送“维果 7 号”

叶面肥，以平衡烟叶营养。 

巫山基地 

驻点人员对小区实验《微量元素对烟草叶面营养调控研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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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采收中期的药剂处理并对需测产的小区进

行标记。小区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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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优良休眠基因激活调控剂对烤烟早生快发及产质量的影响》、《兴福隆植物生长刺激素

对烤烟抗病性产质量的影响》、《微量元素对烟草叶面营养调控研究》已完成第二次采收，正

在进行烘烤。小区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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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

第二次采收和烘烤，正在等待中部叶片的进一步成熟。 

正安基地 

驻点人员对《氮素营养不同浓度对遵义烟区青枯病影响》试验和《微生物菌剂和牡蛎粉

混配对烟草青枯病/黑胫病影响》试验地的青枯病、黑胫病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试验地总

体成熟度很高，但由于烟农烤房供应不过来，导致部分烟叶过熟。 

试验进展 



         

图 12 烟草根黑腐病                  图 13 本科生贾舟进行田间病害调查 

 

彭水基地 

本周示范区部分已进行中部叶采烤工作，目前示范区内叶部病害较少，根茎病害青枯病

暂时没有发展蔓延趋势，除此之外，烟草空茎病发生也有发生，但数量不多。 

武隆基地 

武隆基地现阶段示范区长势良好，即将进行第 4 棚烟叶烘烤，示范区烤烟青枯病发病率

不足 3%，黑胫病发病率不足 5%，发病烟株病级均相对较低，相对常规处理区综合防效均在

75%以上，发病时间推迟在 10 天以上，示范效果明显。烟农对叶部病害防治及时，只有部

分采收略晚的烤烟中下部叶出现少量赤星病。但由于七月份 20 余天的干旱与强烈照射，烟

叶部分有灼伤情况。 

 

图 14 示范区长势良好 

会理基地 

本周示范区内采烤已经全面进入中部叶。采烤、生长较快的已经采至上部叶，预计两周

三周内可以采至上部甚至采收完毕。 

示范推广 

 

 
 



     

图 15 采至上部叶图                      图 16 田间疏水排水   

由于近期连续的降雨导致烟叶成熟较慢。好在田间没有造成严重的积水，非示范区内没

有做好排水措施的地块已经被淹，根据天气预报仍有持续降雨，已经提醒烟农做好以防准备

工作。        

根据本周病虫害调查数据来看，本阶段田间赤星病发病率逐渐增高，严重的，没有采取

预防措施的发病率已经能够达到 50%，并且有进一步扩大加重的趋势。当前阶段是烟草生产

的关键阶段，预防控制叶部病害的发生可以显著提高烟叶产量、质量，示范区内早已经准备

菌核净使用。赤星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效果。 

苍岭基地 

本周示范区部分已进行中部叶采烤工作（第三炕）。截止上周经过 20 天无雨的天气，叶

部病害没有发生发展，但本周有一定的降雨天气，目前已在示范区发现中上部叶有野火病初

发生症状，当地烟草公司已购买药剂尽快进行统防统治。 

     

              图 17 示范编烟                     图 18 中部叶初发野火病 

冕宁基地 

示范区整体上普遍处于中部叶第一棚和中部叶第二棚采烤。示范区病害发生情况中，青

枯病仍然存在但并未发现发病级数较高（>5 级）病株，对采烤工作未造成较大影响。于 8

月 1 日发现示范区边缘以及非示范区部分地段出现少量聚集的角斑病病株，已对该地农民进

行了病害防控指导。 



南阳基地 

本周，南阳示范区开始采烤上部烟叶。目前，示范区烟叶落黄较好，叶片厚薄均匀，较

易烘烤，没有出现“披头散发”的现象，而非示范区的烟叶烘烤后油分较少，且叶片较薄。 

 

图 19 示范区上部叶落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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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花叶病发病率在 3%，黑胫病只发现六七株，示范效果较好，示范区发现

空胫病，发病率为 0.8%。  

 

图 20 示范区烟株长势 

 

 

冕宁基地 

本周于 8 月 1 日田间例行调查过程中，在示范区边缘发现聚集的少量角斑病病株，且发

病级数较高，对烟叶质量有较大影响，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其具有传染性，结合烟地具体实际

情况，为减少农药残留，采用噻菌铜混合磷酸二氢钾叶面喷施来控制该病害蔓延。已对当地

烟农进行防控指导。 

涪陵基地 

涪陵焦石基地示范区烟草长势太过旺盛，呈现氮素过剩的黑暴趋势，叶片变厚，触摸有

科学问题 

 

 

 



革质感，落黄难，加上日光暴晒，假熟情况较为普遍。目前焦石站配合烟农已经采取相应措

施应对该情况——喷施生物落黄剂+磷酸二氢钾+多抗霉素/咪鲜胺锰盐，促进烟叶落黄同时

防治烟草叶部病害发生，尽量减少损失，保证烟农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