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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全国各地的烟农还在辛勤劳动，在他们心底，有着一个宗旨，靠自己的双手去

创造，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不畏惧辛苦，只要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勤劳且从容的面

对生活，终会有一天，他们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想获得的回报,不过近些年来烟草

根茎病害逐年加重影响到了他们的收入，让他们的辛勤劳作付诸东流。而现在,烟农的好伙

伴——来自西南大学植保团队的植物医生们，在重庆巫山、黔江、彭水、酉阳；四川会理、

凉山、宜宾、广元；湖南湘西、贵州遵义、广东南雄等十多个基地开展驻点工作。把他们在

学校学到的知识付诸于实践，为烟农的烟叶生产保驾护航。 

 

 
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以植物医学理论为指导，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理念，以作物根茎

病害绿色防控、刺吸类害虫生物防治为特色，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东等五个省的

烟叶产区建立十余个烟草根茎病害绿色防控示范区，扎根生产一线，全面推进现代植物健康

和植物保护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保障烟区烟叶绿色优质生产。 

 

6 月 2 日至 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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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田新宇在广东省南雄市开展示范区病害调查工作及对示范

区烟叶采烤情况调查，同时也对南雄烟区根茎类病害和叶部病害发生情况进行调查走访。  

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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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驻点人员田新宇与广东烟草南雄研究宗钊辉，一起实地考察了广东省南雄市

老村头烟区烟叶采收情况和病害发生情况。目前老村头 3 处烟田均有零星青枯病发生，经调

查青枯病发病率均在 3-5%左右，还有少量的黑胫病病例。该处烟区有大量烟株枯死情况，

经调查和询问当地烟叶技术员得知，是因为前段时间的大雨导致烟株根部长期泡水，造成烟

株枯死和感染青枯病和黑胫病，形成了这种烟株大量枯死的情况。 

 

 

 

        

图 1 老村头烟区青枯病病株（调查点 1）         图 2 经水泡后枯死烟株 

          

图 3 图 4 老村头烟区青枯病病株（调查点 2）  图 4 社前村烟区青枯病病株（调查点 3） 

 

6 月 3 日，驻点人员田新宇与广东烟草南雄研究宗钊辉，示范区负责烟农姚为龙师傅一

起实地考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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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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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6 月 4 号，示范区烟叶大部分进行了第三次采收。目前示范区出现有零星青枯病

病株，经调查得出示范区发病率为 1.1%，病情指数为 0.32，对照区发病率为 3.2%，病情指

数为 1.27。发病程度在 3-7 级左右，与上一次 29 号示范区青枯病发病情况调查结果相比未

有明显发病加重的情况（参考表一表二）。上一次示范区暴雨过后，示范区旁也出现被水泡

过导致烟株枯死的情况。 

南雄小区试验经调查未发现有青枯病发病情况。 

南雄示范区周围地块（社前村）青枯病情况进一步加深，发病率达 100%。病级指数达

74.89。 

 

 

 调查株数 发病株数 发病率 病情指数 

左示范 500 7 1.4% 0.51 

左对照 500 19 3.8% 1.89 

右示范 500 4 0.8% 0.13 

右对照 500 13 2.6% 0.64 

表一 6 月 3 日南雄示范区青枯病调查数据 

 

 

 调查株数 发病株数 发病率 病情指数 

左示范区 200 4 2% 0.45 

左对照区 200 14 7% 0.34 

右示范区 350 4 1.14% 0.31 

右对照区 350 2 0.57% 0.06 

河对面对照区 150 105 70% 50.07 

小区上方对照区 200 0 0% 0 

 

表二 5 月 29 日南雄示范区青枯病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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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南雄示范区烟叶长势                       图 6 南雄示范区青枯病病株 

 

            

图 7  示范区周围烟地青枯病发病地块情况            图 8 南雄烟区青枯病病株 

2021 年 6 月 1 日，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成员王垚、卢世强采用微信、电话的联系方

式了解了正安、播州施用抗性诱导剂后烟苗生长情况和发病情况。据了解，播州 20 亩核心

示范区局部范围内有青枯病零星发生，经调查青枯病的发病率为 5%。根据当地烟农李永良

的描述，得知往年核心示范地发病率为 95%以上，几乎全部死亡，土壤存在有很大的问题。

随后，团队成员王垚用微信的语音电话了解正安 60 亩核心示范区烟苗的基本情况，从烟农

王帮学口中了解到目前来看烟苗长势很好，昨天市公司领导去现场了解了我们基地烟生长情

况，得到了他们的认可。烟农王帮学对我们的核心示范区烟长势做出了极大认可，他对今年

烟的产量充满希望，并感到非常高兴，提出明年继续在他的烟地进行。 

2021 年 6 月 4 日，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王垚、卢世强参加了贵州大学于晓飞老师、

遵义烟草公司技术中心黄纯杨和九坝烟站全体成员举行的《食蚜瘿蚊防治烟蚜的现场技术培

训》现场会，在培训的过程中学到了食蚜瘿蚊防治特性、释放方法、食蚜瘿蚊防治现状以及

用量。下午在核心示范区调查发现有少量烟蚜发生，随后在烟站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食蚜

瘿蚊防治烟蚜的释放。 

 

为切实推进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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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稳步

推进，6月 1日早上 9点，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成员龚杰、刘慧迪，前往彭水润溪烟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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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地深入了解核心示范区和品种试验地烟苗的生长情况并于当天下午进行示范区用药核

黄素等的称取工作。 

                   图 9  称取每亩核黄素用量（6g/袋） 

6 月 2日，所有试验标牌已制作完毕并于下午运送到彭水润溪烟站，随后驻点人员龚杰、

刘惠迪进行炮台品种试验地和白果坪降解 4-羟基苯甲酸的细菌与拮抗细菌协同作用对烟草

青枯病和黑胫病的调控作用试验地的标牌安装工作。 

图 2 驻点人员安装试验地大标牌                 图 3 安装炮台试验地标牌 

6 月 4日上午，驻点人员进行白果坪不同烤烟品种和不同雪茄烟品种试验地的标牌安装

工作；安装完毕后，认真观察品种试验地烟苗的生长情况。此时，各烟草品种正处于小团颗

期，且暂无青枯病的发生。由于近日来的阴雨天气，试验地多有地下害虫危害，下一步将及

时采取措施防治。6月 4日下午，按照本年度核心示范区方案要求，驻点人员龚杰联合当地

烟农，对示范区烟苗开展现阶段补充叶面营养及诱抗工作，具体措施为：东莨菪内脂 10ml+

核黄素 6g/亩，每亩用水 20L，对烟苗进行叶面均匀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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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安装白果坪试验地标牌               图 5  配制核心示范区喷雾用药 

   6 月 5 日，根据项目要求，协助实验室刘晓姣师姐采集彭水润溪熏蒸与未熏蒸的烟苗、

根围土、根际土以及垄间土；彭水润溪发病与不发病地的土样。6月 6日-7日，跟随实验室

刘晓姣师姐前往酉阳、黔江，协助完成项目用根围土、根际土及烟苗等的采集工作。 

图 6 采集彭水润溪土样                       图 7 采集酉阳龚滩土样 

 

为进一步推进“渝金香品牌‘黄金叶’基地烟叶质量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应用”，

为加强植物抗性诱导中微量元素的补充，重庆黔江邻鄂基地烟站驻点人员西南大学植保团队

喻希、麻子君在当地烟农的帮助下进行了叶片东莨菪内酯、核黄素以及维果 5 号的喷施。 

6 月 2 日上午 10:00，西南大学植保团队成员麻子君与广告公司工作人员一起完成核心

示范区标牌的放置。 

6 月 4 日上午 9:00，西南大学植保团队成员麻子君和喻希的共同完成小区试验的标牌的

放置（见图一）。 

6 月 5 日下午 3:00，完成维果、核黄素、东茛菪内酯的分发工作，现场指导烟农完成施

用，核心示范区的施用工作预计在下周完成（见图二）。 

6 月 6日下午 17:00，在小区试验地进行土样的采集，为土壤的检测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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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标牌放置                            图二 指导烟农施用药剂    

6 月 3日 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驻酉阳苍岭基地人员前往苍岭烟草核心示范区调

查农艺现状及烟株病害情况，经经勘有以下几点发现： 

①烟株长势不齐，部分烟地存在边缘效应。 

②烟地存在少量气候斑发生。 

③有零星赤星病发生。 

④蛞蝓危害情况仍有发生。 

    

图 1：受虫害影响的烟株                 图二：发生气候斑的烟叶 

6 月 6 日 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驻酉阳苍岭基地人员前往苍岭烟草核心示范区考

察农艺现状及烟株长势，调查了解到示范区烟地已完成追肥及揭膜培土工作，下一步将进行

抗性诱导剂的施用。 

    

图 3、4：正进行小培土农事操作的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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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新品类卷烟核心原料 BF0/BFF生产技术体系研究”项目的顺利开展，6月 5日，

国家烟草专卖局绿色防控首席专家、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负责人丁伟教授携团队成员刘志

永、殷鹏涛到达巫山烟草研究基地，在驻点人员冉渝澳的陪同下，考察当地烟苗生长情况并

进行工作指导。 

丁伟教授首先来到龙淌村，对之前进行有益菌灌根地块进行考察，明确了后续追加有益

菌灌根处理，并提出针对长势不好的地块，进行诱抗实验，设计小区时，注意设计保护行，

同时在长势正常的地方也要设置对照小区。 

接着团队人员来到核心示范区，通过实地考察，丁伟教授指出现阶段核心示范区烟苗长

势较弱是正常现象，由于海拔较高、气温较低，前期长势弱，等后期气温升起长势会恢复正

常。随后，丁伟教授指导现阶段如何进行小培土，营造良好的根系发育环境，保障烟草根系

水分正常。 

 

丁伟教授与团队人员刘志永在龙淌考察 

丁伟教授在示范区指导小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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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王金峰和汤剑超一起来到田间进行病害调查，调查的烟田中有 2 株烟苗发

生野火病、3 株烟苗发生蛙眼病，但病毒病发生率较高，在 20%左右，严重的约占 1~2%。 

烟草野火病（图 1）和烟草蛙眼病（图 2~4）均以危害叶片为主。经过查阅文献和田间

调查得知两种病害的主要区别是形成过程以及病斑形状不同。烟草野火病表观上由外到内，

蛙眼病由内到外。烟草野火病和蛙眼病的发生与最近几天持续的降雨、降温、大风天气有关。 

对于出现野火病和蛙眼病严重的烟叶我们应当及时清理，避免病原菌大量存在导致大爆

发。另外，我们应采用波尔多液、代森锰锌、中生菌素和春雷霉素等杀菌剂叶面喷雾进行防

治。对于出现病毒病的烟叶，我们应每隔 7-10 天采用宁南霉素和氨基寡糖素进行防治。如

果最近几天持续降雨，温度持续降低，我们将持续追踪调查田间病害发生情况，并及时指导

烟农进行病害防控，争取将病害发生控制较低水平。 

  
图 1 烟草野火病              图 2 烟草蛙眼病 

  
图 3 蛙眼病前期                   图 4 蛙眼病后期 

6 月 2 日上午，王金峰和汤剑超一起来到小凉村对三块烟田进行了农艺性状调查。我们

按照《烟草农艺性状调查方法》标准，对每块烟田随机选择 30 株烟草，进行株高、有效叶

数、最大叶长、最大叶宽和茎围等农艺性状的测量。下午，我们回到了益门烟站对所调查的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三块烟田的基本长势，如表 1 所示。三块烟田烟草长势稍有差距，

其中烟田一，每天都被烈日照射且在移栽后使用喷灌浇了大量的水；烟田二每天也被太阳直

射，但在移栽时只浇定根水；烟田三位于背阳处，中午的时候没有被太阳直射。可能是以上

因素导致烟苗长势的差异。整体看来，烟田一烟苗长势较好，茎围、最大叶宽、最大叶长、

最大叶面积都远远高于其它的两块烟田；烟田三次之；烟田二最差。我们在移栽时一定要保

证烟苗拥有充足的水分（尤其是在梯田等特别干旱的田块中），这样才能保证烟苗后期的快

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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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田间烟株农艺性状调查 

表 1 三块烟田烟草长势情况 

 株高(cm) 有效叶数(片) 最大叶长(cm) 最大叶宽(cm) 最大叶面积(cm
2
) 茎围(cm) 

烟田一 13.14（5.16） 10（2） 38.07（5.31） 21.04（5.23） 519.37（184.93） 5.70（1.20） 

烟田二 13.01（5.62） 8（2） 32.73（7.06） 15.37（3.75） 330.75（140.24） 4.33（1.01） 

烟田三 16.15（4.63） 11（1） 33.59（5.12） 16.16（3.54） 352.02（114.83） 4.93（0.73） 

 

6 月 3 日上午，我和汤剑超一起来到会理县南格村的试验田进行病害发生情况调查和土

壤样品采集。试验田按照我们的要求种植了不同品种的烟草，同时，每个品种设置了三个小

区重复，烟草品种包括红花大金元、云烟 87、云烟 85 和中川 208。本次采集的土壤主要有

根际土和根围土。根际土是围绕和附着在烟株根系 2 mm 范围内的土壤，受烟株影响最大，

其中的病原和其他微生物与烟株病害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根围土是远离烟株根系的土壤，

能反应土壤中土著微生物群落和病原基数等信息。烟草的代谢、生长都会对根系周围土壤的

理化性质、微生物群落结构等造成影响，同时，这些土壤理化性质和生物因子也能通过根系

向烟株反馈信息，进而影响烟株的健康和生长。今天，我们采集的根际土壤和根围土壤样品

共计 20 份，其中根际土 12 份，根围土 8 份，该土样将会以最快的速度运回西南大学烟草植

保团队实验室进行下一步处理。 

 

     

图 6 试验田整体情况                            图 7 田间根系土壤信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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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王金峰和汤剑超一起将从南阁基地单元采集的土壤样品带回到西南大学烟草

植保团队实验室，并将土壤样品置于 4℃冰箱中暂存。4℃的条件可以保证土壤中微生物活

性，一般是用于微生物分离；-20℃和-80℃条件能较好的保存土壤中微生物的 DNA，使其

不易降解，一般提 DNA 时使用。该土壤样品将用于分析不同品种根系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

并汇总，需要经过预处理、提取 DNA、测序、分析测序数据等四个步骤。 

6 月 5 日，我和周艳一起进行土壤样品预处理。我们将较湿的土壤置于牛皮纸上使多余

的水分蒸发，稍微干燥的土壤在牛皮纸上进行预处理并分装到离心管中。预处理是将土壤中

的有机肥、烟草根系、小石子等杂质去除。预处理后的土壤置于-20℃冰箱中保存，以待下

一步提取 DNA 测序使用。最后我们会将 DNA 的测序结果与基因库数据相对比，分析微生

物群落组成，从而找到不同烟草品种根系微生物的差异。 

  

图 8 土壤样品预处理     

     

           图 9 风干过湿的土壤                   图 10 处理后的土壤样品 

 

 

 

广东南雄 

抗性诱导小区和菌肥处理小区，通过详细调查，未见青枯病发病情况。但是南雄小区试

验地旁对照区出现 7-8 株青枯病病株，说明生防菌肥和抗性诱导技术能抑制或者是减弱青枯

病发病和发病时间。 

试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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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生防菌肥小区烟叶长势实况（社前村） 图 10 抗性诱导小区烟叶长势（社前村） 

     

图 11 小区试验地旁对照区青枯病零星发生  图 12 小区试验地旁对照区青枯病零星发生 

 

重庆巫山 

1.已经处理的试验区烟草长势正常，少数烟株出现炭疽病 

2.下部针对龙淌村根际病害发病地块进行抗性诱导处理 

试验地出现的炭疽病 

重庆彭水 

1、 已完成所有试验地标牌的安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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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完成试验地现阶段烟株生长发育及初步发病情况的调查工作。 

3、 已完成核心示范区东莨菪内脂和核黄素的施用工作。 

4、 已完成项目要求的各地区土样采集工作。 

 

重庆酉阳 

6 月 5 日 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驻酉阳苍岭基地人员代玉豪考察了试验小区烟株

长势情况，发现灌根加窝施的农事操作在往年青枯病发病严重地块对烟株的生长有良好改

善。 

    

图 5、6：往年青枯病发病严重地块有无灌根农事操作烟株长势对比 

重庆黔江 

小区试验区已完成标牌的放置以及土样的采集工作。并且成员每日到试验区查看烟苗的

生长情况，目前烟苗生长情况良好，除个别烟株在雨后会出现地下害虫，将其处理。 

6 月 4 日上午 9:00，西南大学植保团队成员麻子君和喻希的共同完成小区试验的标牌的

放置。6 月 6 日下午 17:00，在小区试验地进行土样的采集，为土壤的检测做准备。                 

       

图三 放置标牌                            图四 采集土样 

 

湖南花垣 

“4-HBA降解细菌协同拮抗微生物对烟草青枯病发生的影响”试验，烟苗处于团棵期，

调查了小区的农艺性状，采集根际的土壤。施用细菌的小区，烟株长势相较于只施用有机肥

和空白对照的小区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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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巫山 

示范区由于海拔较高，近期长势慢，注意小培土，控制土壤温湿度，保证前期烟株健康。 

示范区长势 

重庆酉阳 

6 月 4 日 西南大学烟草植保研究团队驻酉阳苍岭基地人员前往苍岭烟草核心示范区在

酉阳烟点人员的协助下放置示范区烟农示范户标牌，做到“不遗漏、精确安插”，同时在烟

点员人的陪同下了解前期灌根工作的反馈，有烟农反馈到，窝施菌肥和灌根菌液以后烟株的

整齐度较往年更齐整。 

    
图 7、8：安置的烟农示范户标牌 

重庆彭水 

由于彭水润溪海拔较高，且近来多是阴雨天气，因此核心示范区烟苗长势较不理想。为

更好促进核心示范区烟苗的健康生长，核心示范区已于本周施用东莨菪内脂和核黄素，具体

措施为：东莨菪内脂 10ml+核黄素 6g/亩，每亩用水 20L，对烟苗进行叶面均匀喷雾。 

 

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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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示范区烟苗生长情况                  图 9 示范区施药处理 

 

重庆黔江 

每日到核心示范区巡视，以便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查看烟苗长势以及病虫害的发生情况，

因有暴雨以及大晴天天气，较多烟草出现气候斑。少数烟草有病毒病的出现，暂未发现有青

枯病的发生。 

6 月 2 日上午 10:00，西南大学植保团队成员麻子君与广告公司工作人员一起完成核心

示范区标牌的放置。 

 

图五 核心示范区标牌 

湖南花垣 

示范区前茬作物是西瓜，土壤中 N 含量较高，是高出正常水平的 2 倍，如表 2 所示，

根据该数据将示范区施用追肥的量调整为 7.5kg/亩。 

浙江大学杜老师团队将带有可吸引天敌昆虫的黄板插在示范区，主要吸引草蛉、赤眼蜂、

蚜茧蜂等天敌昆虫。湘西州烟草公司推广应用赤眼蜂蜂卵，直接挂在烟株上，赤眼蜂便可寄

生蚜虫，防治烟蚜。 

由于花垣县多雨，下部 1-3 片叶发生靶斑病。 

     

图 7 示范区新叶灼伤失水                  图 8 下部叶片发生靶斑病 

 

pH 
有机质 

(g/kg) 

全 N 

(g/kg) 

全 P 

(g/kg) 
全K (g/kg) 

水解性氮

(mg/kg) 

有效 P 

(mg/kg) 

速效 K 

(mg/kg) 

HY 6.27±0.13 17.70±0.3 1.35±0 1.14±0.06 18.78±0.34 330.10±2.30 11.60±4.0 227.4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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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示范区烟株长势                      图 10 引诱天敌昆虫的黄牌插放 

 

 
1） 目前示范区和整个南雄烟区已经开始零星发病，有部分地块发病较为严重。而且这段时

间由于南雄烟区的大暴雨导致有很多烟区的烟株被水泡烟株，烟株枯死和感染根茎类病

害的概率大大提高。不过在我们微生态调控防治烟草青枯病技术示范区青枯病发病很

轻，证明我们的技术在广东落实推广的可行性，不过这样的横向对比不如纵向时间对比

更有说服力，通过两年同一地块的发病情况对比可以更有力的说明我们西南大学烟草植

保团队在防治烟草青枯病方面的技术实力。 

2） 小培土阶段，但部分烟农操作不当，将膜外土培到膜外，应加强对烟农的技术讲解，避

免因操作不当影响烟草生长 

3） 植保研究团队驻酉阳苍岭基地人员在驻点过程中发现示范区烟地存在一下问题： 

①蛞蝓危害情况仍较重。 

②往年青枯病严重地块烟苗长势较弱。 

4） 烟苗长势情况与土壤差异存在很大的联系，同一地块可能存在多个生态系统，这导致了

烟区烟长势不均，要了解情况得对土壤进行结构分析。 

 

 

科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