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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前后，天气回暖，雨水增多，土壤解冻，正是起垄的好时节，各基地单元抓紧起垄

工作的同时，项目组为扎实推进湖南中烟 2022 年度项目开展、示范区关键核心技术的落地，

在酉阳、巫山、贵州开展了项目实施方案的深入讨论，通过研讨，构建了重庆、贵州基地单

元示范区关键技术体系，有效落实了示范区物资的落地工作，切实做好翻地起垄时烟田土壤

调理、生物菌剂应用、专门有机肥施用的规划工作，为《新品类卷烟核心原料 BF0/BFF 生

产技术体系研究及推广区段 7》项目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夯实基础。3 月中旬，在重庆中烟、

重庆市局、区县各级烟草公司领导及烟区负责人的关心与帮助下，各示范区起垄工作正在稳

步推进，小区试验完整开展，整体进展顺利。  

一、项目实施区域调研工作动态 

（1）酉阳基地单元工作进展 

2022 年 3 月 25 日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成员杨亮博士、酉阳烟草公司青年托举人才张

帅等人前往酉阳烟草基地单元考察当地示范区起垄工作。首先，杨亮博士一行人与酉阳烟草

公司张帅、舒畅店长前往酉阳苍岭烟站考察示范区物资分发情况，目前，示范区前期物资已

到位，烟农已分发对应物资。3 月 26 日，杨亮博士一行人在苍岭烟站舒畅点长的带领下前

往示范区调研，查看了示范区正在进行的土壤调酸、有机肥增施和有机肥拌菌技术，并强调

了需注意的关键技术落实工作：（1）牡蛎钾的施用方式和用量，以改良土壤酸碱度，补充土

壤中微量元素；（2）有机肥拌菌技术和增施微生物有机肥，补充土壤有机质，活化有益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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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经简要访问，烟农对项目组技术措施的接受程度较高，配合积极。项目组强调基地单元

要重点打造示范区，示范工作是以点示范，以面辐射，紧跟需要重农时，加强田间管理，注

重天气农时。而后代玉豪硕士同肖庆驹硕士一并采取示范区地块与非示范区基础土样，以保

障后期示范区工作数据有序记录，经过室内土样检测，数据显示酉阳苍岭示范区发病地的 

pH 在 5.5 左右，未发病地快 pH 在 5.9 左右。 

  

代玉豪硕士采取苍岭田间土样             舒畅点长与杨亮博后考察田间落实 

（2）巫山基地单元工作进展 

虽未亲自在现场指导工作，但项目组坚持掌握示范区实时动态，及时掌握巫山示范区基

本情况，3 月 10 日到 3 月 26 日间，西南大学项目组成冉渝澳多次采用线上联络交流的方式，

主动联系巫山烟站人员与当地烟农，了解示范区近期气温、烟苗长势情况、与起垄情况。截

至目前，该示范区已经完成翻地、起垄、盖膜工作约 60%，并在示范区成功的施用土壤调

节措施技术、有机肥拌菌技术。3 月 18 日，在室内对前期用五点取样法采集的土壤样品，

按照国家农业部发布的标准进行 ph 测定，结果显示发病地块平均 pH 在 5.03，不发病地块

pH 平均 5.41。 

  

项目组在室内测定土壤 pH 

（3）瓮安基地单元工作进展 

3 月 15 日，项目组成员李俊、李伟彦全副武装前往瓮安县推进项目的进行，来到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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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地了解示范区翻地牡蛎钾施用量、有机肥混合根茎康拌菌、育苗棚出苗情况。项目组首

先采用五点取样法，采集了该区域土壤样品。随后，项目组前往育苗大棚，实地调研施用苗

强壮后，烟苗的出苗率与长势。瓮安基地单元负责人向项目组介绍，今年整体出苗率、整齐

度同比往年有较大的提高，苗强壮基质拌菌技术具有显著的成效。 

前期项目组采集的贵州示范区的土壤样品，严格按照试验要求测定了土壤 pH 值。项

目组分析黔南州瓮安县乌江村示范区的土壤 pH 达 5.43，进一步明确了该地区也属于酸性土

壤。因此，在用牡蛎钾土壤调酸时，可按照 100 千克/亩用量进行条施，从而降低根茎病害

的发生。 

  

目组成员李俊采集田间土样                       项目组在实验室测定土壤 pH                          

二、项目示范区关键技术整体推进情况汇总 

1、酉阳示范区工作推进 

当前，酉阳烟草种植基地单元示范区已经明确，示范推广物资也已到位，苍岭示范区正

在进行翻地起垄工作。2022 年 3 月 25 日，项目组成员前往苍岭示范区进行相关技术指导，

对牡蛎钾、有机肥、根茎康等物资的使用情况进行实地调查落实。 

  

酉阳示范区烟农施用牡蛎钾和起垄情况 

2、巫山示范区工作推进 



4 
 

目前，巫山烟草种植基地单元示范区已经确定，示范推广物资均已到位，翻地起垄工作

约完成 60%，示范区均施用牡蛎钾粉进行土壤调酸，增施有机肥和根茎康，并且苗棚烟草种

子生长的情况较好，烟苗出苗率、烟苗的抵抗力良好。 

  

部分田间起垄情况                            苗棚烟苗长势 

3、瓮安示范区工作推进 

瓮安核心示范区前期的关键核心技术工作已经全部落实，预计该地区的移栽时间为 4

月 20 日左右，为此项目组统筹规划，立足组织领导到位、培训到位、措施到位的“三个到位”，

打好烟叶健康生产与根茎病害绿色防控组合拳。 

  
苗棚烟苗长势                        项目组实地调研翻地情况 

三、小区实验进展 

项目组成员杨亮博士后根据田块往年发病情况，烟农目前的起垄工作进行了实验地选

址，以达切合实际、有可操作性、不给烟农增加额外负担的准则。而后，实验人员前往实验

地测量小区实验面积，并做好相关的小区面积划分，做到随机区组，一遍提供数据的真实、

可靠性。实验人员将实验地基础土样分装、实验地小区划分状况等相关信息做好记录，做到

信息及时归纳。目前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成员在苍岭烟草基地单元已经完成 3 个小区试

验，分别为不同土壤熏蒸剂对烟草青枯病发病的影响小区实验，牡蛎钾与黄腐酸钾对调酸、

控病的协同增效作用试验；自此，酉阳基地单元起垄阶段的小区试验工作已全部完成，下步

计划推进巫山与贵州基地单元小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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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员进行小区试验 

四、下步计划与安排 

1、积极对接各示范区项目负责人、片区负责人、技术人员、烟区负责人和烟农进行工

作落实，认真制定各地区核心示范区的市、县、烟站和烟农网络和联系方式，其中包括单位

地址、姓名、电话和微信等，计划开展下步示范区驻点工作。 

 2、进一步跟踪落实示范区工作进展，调研各示范区烟苗长势、苗期（立枯病、 病毒

病）危害程度。 

 3、做好移栽前生物菌剂安全生产，有效保障各示范区应用，并在各示范区开展移栽前

生物菌剂施用技术的培训工作。 

4、以现场、视频会议等方式，加大对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烟区负责人和烟农进行

关键核心技术的培训。 

5、抓紧推进瓮安基地单元和巫山基地单元小区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