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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烟叶工作者驻扎生产

一线，全力助力乡村振兴。当前正值移栽备栽环节，烟苗健康管理是移栽工作的

重中之重。为切实落实重庆市核心示范区益生菌剂施用技术和抗性诱导技术，调

研重庆烟区烟苗生长情况及苗强壮基质拌菌技术，2022 年 4 月 4 日-4 月 17 日，

西南大学植保团队首席专家丁伟教授带领团队成员先后前往彭水、酉阳、黔江和

武隆调研烟苗生长状况，并与重庆中烟肖庆礼博士等一行查看了烟苗生长和移栽

技术。目前，重庆渝东南各区县基本已完成翻地、起垄、覆膜等工作，即将进入

移栽期。 

一、项目实施区域调研工作动态 

1、酉阳项目工作进展 

2022 年 4 月 13 日，为了确保重庆中烟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开展，西南大学烟

草植保团队丁伟教授、特聘专家杨树勋、代玉豪硕士、董晏伶、刘韦；重庆中烟

有限责任公司肖庆礼博士；酉阳烟草公司左万琦副经理、张帅副科长；龚滩烟站

站长何波、副站长滕建松等由工商研三方合作的有关领导、相关技术人员到达重

庆酉阳县龚滩镇烟叶基地进行考察。 

一行人首先到达烟苗育苗棚，左万琦副经理系统介绍育苗情况及移栽技术，

其中左万琦经理提出了重要移栽技术——三段式选择移栽技术：以第一次烟苗为

标准，每次抽选 30%的烟苗，利用缓苗期进行三批分段移栽，在不浪费一根烟苗

的情况下保证了烟苗的整齐度和一致性。接下来肖庆礼博士提出要控制肥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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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加强调控技术以达到强根强苗的效果。杨树勋专家表示不仅仅要提升技术层

面的问题，更要思考如何达到减工、节约和经济等层面的问题。最后丁伟教授表

达了对三段式选择技术的高度的肯定，并要求把此技术广泛示范推广，总结种植

烟苗要做到“有苗不见苗，有药不见药，有水不见水”，并要求硕士研究生代玉

豪、董晏伶、刘韦向育苗专业户学习把农业当做艺术的精神与情怀。 

  

图 1 丁伟教授等人正在查看苗子生长情况  图 2 丁教授与肖博士在探讨土壤熏蒸技术 

4 月 13 日下午，丁伟教授一行到达两罾烟草基地单元，调研健康栽培及土

壤保育项目前期基础工作开展情况，丁伟教授对两罾烟草基地单元育苗棚内基质

拌菌技术落实工作表达认可，对于田间清耕管理工作表示肯定。同时，肖庆礼博

士指出：针对烟田两侧水坑收集的自然水，需要进行消毒处理后再灌溉的建议。

项目组成员对两罾示范区进行了基础信息统计，并确定了烟农信息和烟田信息。

整体而言，两罾示范区植烟区域垄地分布广，起垄平、整、齐，移栽工作就绪。 

  

图 3 肖博士一行人对植烟区域起垄情况调研                 图 4 两罾基地烟苗长势 

2022 年 4 月 14 日，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成员代玉豪、何嘉在酉阳苍岭烟

站舒畅点长的带领下前往烟草育苗棚调查交流。舒畅点长介绍到：苍岭烟草育苗

棚在烟草的育苗与培育方面拥有多年实践，育苗全部采用基质拌菌技术，依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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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管理理念、完善的配套设施快速发展现代农业；目前苗棚云烟 87 出苗率在

90%，烟苗根系生长正常，育苗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成员何嘉针对现阶段烟叶生

长的特殊情况提出了有效建议，一是在做好育苗基质工作的同时实时监控棚内温

度的变化，预防天气气温骤降出现冷冻苗的损失；二是做好育苗时期施药消毒工

作，做到提高苗棚的消毒效率和消毒质量，为培育无毒壮苗提供保障；三是做好

抽栽育苗工作，保证技术落到位，代玉豪随即对育苗棚内烟苗根系生长情况，湘

烟七号出苗率等做了图片文字记录。 

  

图 5 舒畅点长正讲解苗棚育苗工作      图 6 驻点人员何嘉正查看烟苗根系生长情况 

2、彭水项目工作进展 

2022 年 4 月 4 日，西南大学植保团队首席专家丁伟教授带领团队成员何嘉、

丁孟前往彭水调研烟苗生长状况。彭水烟区烟苗出现死苗情况，丁伟教授与润溪

烟站站长张世渠，副站长王志勇一同查看烟苗情况，经过分析发现，育苗基质透

气性不佳，导致烟苗无法正常扎根。找到问题所在之后，各基地单元迅速采取应

对措施，减少损失，保障移栽工作的能够正常进行。 

 
图 7 丁伟教授查看彭水烟草基地烟苗情况 

3、黔江项目工作进展 

为了更好开展 2022 年度《渝东南植烟土壤改良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应用》

项目，2022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 时，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成员何嘉、代玉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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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黔江水市采集示范点土壤样品，二人先是抵达水市烟站，将相关需求及主要目

的做了汇报，得到了水市烟站领导的充分支持和认可，随后在烟站工作人员带领

下前往示范区采集土样。今年黔江水市烟草基地单元总面积达到 8000 亩，主栽

品种为云烟 87，在土壤改良方面，黔江水市通过种植冬季萝卜，在烟农收获萝

卜，并将地上萝卜叶翻压，达到土壤原位修复的效果，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系统评

价效果。 

4 月 15 日下午，项目组成员前往邻鄂示范区，2022 年在邻鄂基地单元开展

土壤改良技术集成示范区 100 亩，土壤熏蒸示范 50 亩，目前示范区的各项措施

已落实到位，熏蒸示范区开展了打孔排气工作，同时项目组成员针对示范区的个

人育苗棚查看烟苗生长情况，发现，K326 烟苗整体长势较于云烟 87 偏弱，但育

苗工作整体稳步推进。代玉豪硕士随即对相关的问题做了记录，并向相关烟站领

导做了反应。 

 

图 8 邻鄂苗棚育苗情况 

4、武隆项目工作进展 

春雨鸣布谷，竟亩水云绿，武隆白马烟草基地单元正紧锣密鼓开展种烟前期

筹备工作，严格按照标准化生产要求开展工作。2022 年 4 月 16 日，西南大学烟

草植保团队成员何嘉、代玉豪前往武隆白马示范区采取示范区基础土样。在武隆

烟草专卖局沈峥副科长的安排下，前往武隆白马青木池示范区，与烟农进行交流

和移栽环节技术培训。项目组成员指出：针对烟地常年连作、病原菌积累、根茎

病害发生严重等问题，土壤化学熏蒸是一项推广的技术，但在使用过程中还需注

意关键环节，目前正值土壤熏蒸工作破膜敞气的关键时期，需及时进行敞气工作，

保障后期烟苗移栽工作的正常进行。接下来，在移栽环节，示范区需进行有益菌

和抗性诱导剂施用，确保烟苗的早生快发和抗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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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武隆白马烟草育苗棚第一批将移栽苗子育苗情况 

 

5、重庆烟草基地单元技术落地工作动员大会 

春耕人在野，农具已山立。为了推动重庆烟草基地单元技术落地工作，2022

年 4 月 2 日，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召开了所有重庆基地研究人员动员大会。会

上，杨亮博士对重庆基地的前期工作进行汇报，主要从项目工作对接、示范技术

落地和小区试验安排等几个方面介绍了重庆烟草基地单元的整体工作，同时每个

区县的研究人员介绍了负责的基地单元示范技术落实工作情况。最后，丁伟教授

肯定了项目成员的前期工作，并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1）明确

今年项目研究的创新点和突破点，针对牡蛎钾、生防菌剂、化学熏蒸、原位修复、

叶部病害防控、数字化和核心示范区建设，开展系统研究和示范推广。（2）专

人对接示范区建设，安排技术负责人、物资负责人和基地人员；（3）培养主人

翁意识，提升协调工作能力；（4）充分展示示范技术落地情况，打造示范区数

字化。 

 

图 10 重庆烟草基地技术落地工作动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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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示范区益生菌剂准备环节 

从 4 月 1 日起至今，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针对示范区移栽期使用的益生菌

剂，开展微生物菌剂生产工作，菌种活化、菌剂发酵、有益微生物载体负载，再

到封装、装运等生产全过程。本菌剂属于天然的土壤改良剂，可以改良土壤微生

态结构、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生化特性，有利于作物强根壮苗，从而提高作

物系统抗性，对作物根茎病害的发生具有保护和治疗作用。 

 

图 11 有益微生物菌的活化培养 

二、存在的问题 

（1）部分烟区烟苗出现生长缓慢问题，甚至死苗现象，建议采用控水+营养

调控，促进烟苗的正常生长，减小对移栽工作的影响； 

（2）各地熏蒸地块需进行透气工作，保证能够正常移栽； 

（3）各区县陆续将开始移栽工作，示范物资要落实到位。 

三、下步计划与安排 

（1）强化技术指导与物资落地，根据不同产区生产实践，项目组需尽快落

实示范区移栽期物资，保障移栽工作正常开展； 

（2）示范区标牌需尽快制作，并在标牌上增加二维码，展示示范建设动态； 

（3）准备小区试验物资，尽快推进移栽期处理小区试验； 

（4）加大对项目实施区域烟农、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提升烟农对技术的

认识和接受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