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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日，“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

隆平院士永远离开了我们。经历过饥荒时代的他把“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作为毕

生追求，即使 91 岁高龄也依然坚持下田工作，哪怕是获得共和国勋章当天，他

还下地查看第三代杂交水稻的长势。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作为烟草

植保研究团队的一员，我们应该继续传承这种“心在最高处、根在最深处”的伟

大精神。为了切实落实好基地的核心示范和试验工作，维护广大烟民的利益，来

自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的“植物医生”们继续坚守岗位，在重庆巫山、黔

江、酉阳、彭水、贵州、湖南湘西、四川、广东等多个基地开展驻点工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了解决烟农最为关心的烟草健康栽培的问题，西南

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深入生产前线，始终秉持着“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初心使命，致力

于在基地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5 月 17日，为持续推进“新品类卷烟核心原料 BF0/BFF 生产技术体系研究及推广区段” 

项目的示范与推广工作，在重庆巫山基地，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成员冉渝澳，杜博兴

赶赴巫山县河梁烟草基地进行实验室自制有益菌发酵液的灌根工作。5 月 21 日，杜博兴同

基地技术员前往示范区观察现阶段烟草生长情况，了解烟草各生育期内的农事操作，为下一

步的农业措施做准备。 

工作动态 



2 
 

图 1 冉渝澳向烟农讲解发酵液用法与功能    图 2 杜博兴前往示范区观察烟草生长情况 

5 月 17日-5 月 21 日，为进一步推进 2021年“微生态调控防治青枯病关键技术研究及

集成应用”项目工作，分析广东省青枯病发生的主要烟区的根际微生态特征，明确广东烟区

健康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结构特性，在广东梅州基地，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成员周艳、

许钦钦在广东省梅州市松源烟站时映站长、陈烽站长，隆文烟站阙海峰站长的帮助下对广东

省梅州市隆文镇、松源镇开展 2021 年科技项目考察，进行示范区和试验地的青枯病跟踪病

害调查和烟草青枯病发病烟株、健康烟株根际土采样工作，并对采集到的样品寄回西南大学

天然产物农药研究室，进行后续的样品分析工作。 

图 3 驻点人员进行根际土采样工作              图 4 驻点人员进行烟草病害普查 

5 月 17日-5 月 19 日，为落实 2021年微生态调控防治青枯病关键技术研究及集成应用

项目工作，在广东南雄基地，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成员田新宇与广东省烟草南雄科学

研究所叶延林主任，示范区负责烟农姚为龙师傅一起实地考察广东省南雄市社前村示范区和

小区烟叶采收情况和病害情况。18 日，驻点人员田新宇与广东烟草南雄研究所宗钊辉，姚

水石师傅一起考察今年南雄烟区的整体烘烤情况。南雄烟区整体烟叶长势良好，在对几块烟

区的实地考察和对烟农的交流中得知，往年高发期在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目前已经进入了

韶关烟区青枯病高发期，下一步需实时关注南雄烟区青枯病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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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南雄示范区烟叶长势                 图 6 实地考察南雄烟区采烤情况 

5 月 17 日，为进一步推进“渝金香品牌‘黄金叶’烟叶质量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

应用”，在重庆黔江基地，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成员麻子君在当地烟技员和烟农的帮

助下对已经窝施过微生物菌剂的烟田进行实验室自制有益菌发酵液的灌根工作，进一步加强

对烟草根茎病害的防控。5月 22日-23日，部分烟地开始小培土，核心示范区及试验区的小

培土工作预计将于下周开始。 

5 月 20日，为了彭水地区基于微生态调控防治烟草青枯病技术集成示范应用和 2021年

度品种项目试验工作稳步推进，在重庆彭水基地，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成员龚杰对田

间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田间的杂草较多，包括烟株旁边也有杂草，接下来需要进一步

加强田间管理。 

图 7 黔江核心示范区进行微生物菌剂灌根           图 8 彭水品种试验地情况 

5 月 21日-5月 23 日，为了进一步规范试验地管理，在湖南湘西州花垣基地，西南大学

烟草植保研究团队成员扈雪琴、皮静在田峰主任的指导下，确定了示范区和试验区标牌的样

式，开始制作小区标牌。 

5 月 18 日，为构建健康烟草根际微生态，促进烟苗根系生长，进一步推进核心示范区

建设，在重庆酉阳基地，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成员朱洪江、代玉豪同烟农一起进行实

验室自制有益菌发酵液在烟草缓根期的灌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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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向烟农派发自制有益菌发酵液             图 10  酉阳基地进行灌根工作 

5 月 18 日，为持续推进核心示范区和试验小区的工作，在贵州基地，西南大学烟草植

保研究团队成员王垚、卢世强在助理农艺师周郑雄以及当地烟农帮助下，进行示范推广区以

及实验小区的标牌制作及安插工作。 

5 月 20 日- 5月 22 日，为进一步开展病害防控工作，在四川基地，西南大学烟草植保

研究团队成员王金峰、汤剑超通过了解近几年示范区烟草病毒病的发生较重后，组织烟农于

会理县益门镇大磨村示范区开展 2%的氨基寡糖素 200 倍液的叶面喷雾工作，以期有效防控

烟草病毒病。 

 

图 11 烟农正在进行施药                     图 12  示范区病毒病发病烟株 

 

根据各个基地的项目要求，各基地驻点人员严格按照各基地方案计划，及时积极跟进试

验工作。本周各基地，主要进行病害调查、农艺性状调查、实验室自制微生物发酵液施用、

标牌制作及补苗等工作。 

经各驻点人员的调查统计结果来看，总体来说烟苗的生长情况良好，主要影响烟株生长

发育的因素依然是天气状况、杂草和地下害虫。 

广东南雄基地，试验小区发生少量气候斑与花叶病。由于连续一个星期的暴雨，田间积

水较多，虽然整体烟田地势较高，但仅有部分地块被淹没。驻点人员目前已积极与当地烟农

进行沟通，保证田间及时排水，加强田间管理，以避免烟株处于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增加感

试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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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青枯病的风险。 

5 月 20 日，酉阳苍岭基地，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成员朱洪江、代玉豪考察“微

生物菌剂不同施用量对烟草青枯病发生的影响研究”及“微生物菌剂不同施用方式对烟草青

枯病发生的影响研究”两个试验小区烟草生长情况，并对相关数据进行详细记录。 

图 13 南雄基地烟叶长势                    图 14 酉阳基地受虫害的烟苗 

 

 

为扎实推进各个基地示范区的工作，推广烟草健康栽培的关键技术体系，西南大学烟草

植保研究团队积极深入一线工作，推动各基地核心示范区工作的顺利进行。 

广东梅州示范区已出现青枯病发病的情况，相关驻点工作人员已对两个示范区进行了田

间病害调查，其中隆文镇空白对照平均发病率达 89.2%，病情指数 34.18；苗强壮处理平均

发病率为 55.2%，病情指数 27.18；NBW 处理平均发病率为 88.8%，病情指数 40.72；NAS

处理平均发病率为 94.0%，病情指数 48.32。 

图 15 隆文示范区 NAS 处理                  图 16 新南绿色防控示范区 

重庆黔江、巫山、酉阳、彭水、湖南花垣各基地示范区均已完成实验室自制有益菌发酵

液的灌根工作。巫山示范区烟苗已全部施用提苗肥；湖南花垣示范区杂草较多，且有地下害

虫危害烟株叶片，下一步将准备人工除草并集中防治地下害虫；酉阳示范区烟苗受蛞蝓危害

严重，考虑到近日的阴雨天气影响，下一步将后期补施四聚乙醛；贵州基地在当地烟农的帮

助下，已完成示范区和试验地的标牌制作和插放工作。 

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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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黔江核心示范区烟苗生长情况         图 18 巫山示范区烟苗已全部施用提苗肥 

 

  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不可能永远是一帆风顺的，面对各种出现的问题，各驻点基地人

员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永远将烟农最为关心的问题放在第一位。针对本周各基地出现

的问题，总结归纳如下，望各基地在下一步工作中重点关注： 

（1）天气状况：贵州、黔江、彭水等基地，近日连续为阴雨天气，导致烟草光照不足，

影响烟株生长。 

（2）地下害虫：黔江和酉阳基地均出现地下害虫危害烟株的情况，且经过多日连续降

雨，地下害虫为害较重，需要及时进行四聚乙醛的补施工作。 

（3）烟区基本情况：彭水和巫山基地试验地杂草、碎石较多，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田

间管理。湖南花垣基地由于示范区前茬作物是西瓜，可能存在土壤中氮含量较高的情况，因

此后续需结合示范区土壤理化性质的数据，进一步决定示范区肥水的施用量，避免出现氮肥

施用过多，烟株贪青旺长，系统抗性降低的情况。  

 

 

 

 

 

科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