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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在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凉山州公司、攀枝花市公司以及

会理市政府和科协的大力支持下，瞄准烟株早生快发、烟草青枯病、黑胫病、根

结线虫病、病毒病绿色防控等限制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以烟草健康

栽培理念和生物屏障理论为指导思想，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在四川省凉山州和

攀枝花市持续推进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培训及推广应用等工作，通过边研究、

边示范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开展田间小区试验和技术集成示范，旨在突破制约烟

草根茎病害绿色防控和烟草健康栽培的技术瓶颈，推动四川烟草的绿色健康可持

续发展，保障四川烟叶产质量，促进烟农增收。

2022年 5月 8日~22日， 会理黎溪基地单元示范区进行了药剂灌根处理，

试验地进行了杂草防治；内东基地单元继续后期药剂处理。

1. 凉山州会理基地单元

1.2 会理黎溪基地单元

1.1.1 示范区情况

5月 13日示范区药剂运往烟农家中，截止 5月 18日，示范区完成移栽，随

后对示范区进行了根结线虫的化学药剂防治。截止 2022年 5月 21日，会理黎溪

线虫综合示范区移栽时所用的药剂处理基本完成，示范区及试验地烟草长势良好，

较前些天相比，今天气温依旧较低，且伴随有小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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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线虫综合防控示范区截止目前我们主要采用了育苗基质拌菌技术（菌剂为

苗强壮）、土壤牡蛎粉撒施技术、有机肥拌菌技术（菌剂为淡紫拟青霉和根茎康）、

化学药剂精准使用技术（采用寡糖·噻唑膦微乳剂进行灌根处理）。这些措施将

会提升植株根系有益微生物含量，提高土壤 pH，增加植株可利用的中微量元素，

改善土壤环境，降低植株根系周围病原含量等，为烟株健康生长提供物质和环境

保障。

图 1 示范区情况 图 2 试验地情况 图 3 运输的化学药剂

图 4 完成示范区剩余烟苗的移栽 图 5 示范区药剂灌根处理

1.1.2 试验地情况

最近由于降雨等原因，提升了土壤湿度，导致了大量杂草及前茬作物油菜幼

苗等的萌发，烟农采用除草剂异恶草酮进行定向喷雾对试验地的杂草进行了综合

防治。

图 6 试验地进行杂草防治



2022 年第 3 期

1.2 会理内东基地单元

1.2.1 示范区情况

5月 11日，在药剂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向烟农们讲解了药品的用法、用量

及试验目的。

在于烟农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当地烟农在移栽烟苗当天都会喷施除草剂，

防治薄膜内杂草的生长，与烟苗竞争营养成分，但前期也会造成烟草褪绿、叶片

斑驳等与烟草花叶病相似的症状，但是，随着烟苗的生长，这种症状就会得到缓

解。前期，凉山州的烟草长势缓慢，等进入六月份，就到了烟草快速生长的阶段，

同时伴随着烟草各种病害的发生。五月到六月这一段过度时间重中之重，通过提

高烟草抗性，调节土壤微生态环境，做到早期预防的效果。

天气预报显示内东基地最近一周的时间都会伴有降雨，烟苗只有前期雨水充

足了，才能长得好，长得壮，也会减少部分病害的发生。田间操作既是个技术活

也是个运气活，当天气条件不够好时，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通过技术弥补天气

带来的影响。

图 7 会理烟草科技小院成员指导烟农用药 图 8 药剂处理

5月 12日，王悦和梁爽对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会理烟草科技小院的实

验器材进行了整理。目前，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会理烟草科技小院具备简单

的称量工具与采样工具，为今后的采样工作，提供便利的条件。除此之外，我对

示范区与试验小区的标牌进行了制作。清楚简洁的概述了实验方案，让当地的烟

农能够更加直观的了解烟田处理的目的与意义。我们同时也将小区的试验标牌制

作完成，这有利于我们在之后的工作中能够更快、更清晰的明确小区的划分与处

理。实验标牌的制作利于试验小区的调查。今年的广告牌制作不同于往年的一点

是，我们在广告牌信息中加入了二维码。大家观看完广告牌中的主要信息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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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想要了解详细信息，可通过扫描二维码，了解到我们的技术路线与工作安排等

更为详细的信息。

图 9 整理科技小院试验器材 图 10 制作广告牌

5月 13日，王悦和梁爽通过与烟站的交流沟通，获得了示范区所属人员组

成名单及相关物资发放的花名册。今年示范区面积范围广，总共由 28户烟农共

同组成，目前，防控烟草病毒病的药物已经发放下去，烟农们已经投入使用，针

对病毒病起到早期防控与治疗的效果。

烟草病毒病从苗床期到大田成株期均可发生，移栽后 20天到现蕾期为发病

的高峰期，现在正是烟草花叶病逐渐发病的时期。目前，田间已有少量烟草出现

花叶病的症状，要进行及时的治疗。花名册的制备方便我们与烟农们的沟通，根

据各户烟农的烟田面积的大小进行药品的发放与整理，及对烟农的相关培训，以

及病害的及时监控。

为保证能烤出高质量、高产量的烟叶，前期的病害调控必不可少。今年，内

东整体任务面积范围广、任务重，要具备发现问题的目光，解决问题的方法，攻

难克坚的能力。努力打造好示范园区烟草，通过示范区的影响力带动整个内东的

烟叶生产。

图 11 示范区调查 图 12药剂发放

5月 16日，受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会理烟草科技小院指导老师西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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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丁伟教授和凉山州烟草公司技术中心的委托，在会理市烟草公司内东烟站张天

军站长的陪同下，江其朋博士同王悦和梁爽一起来到了内东乡龙河村基地单元，

查看烟草科技小院 2022年内东乡烟草示范区和试验地烟苗移栽生长情况。今年，

烟草科技小院在内东的工作重点是解决当地烟草病毒病和代表性的叶斑类病害

防治问题，为此，科技小院为龙河村基地单元提供了 500亩的相关防控物资，并

为整个内东基地单元提供技术服务，同时还开展了 2项田间小区试验。目前，内

东基地单元示范区烟株移栽工作已完成，补苗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据了解，2022

年移栽期降雨量较往年明显偏多，因此移栽期补苗较少，有利于烟苗整体的整齐

度，且目前田间只零星发现烟草病毒病病株。交流中张站长表示，2021 年烟草

科技小院为内东烟站提供的烟草叶斑类病害防控物资和技术服务为烟农提供了

极大的帮助，实现了烟农的增产增收，获得了烟农的一致好评，今年，有烟草科

技小院师生为内东乡烟叶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科技动力，烟站将积极协调烟农

配合落实各项关键技术，以实现助农增收，进一步提升内东烟草的影响力和知名

度。

图 13 示范区交流及示范区烟草长势

5月 18日，内东烟草基地单元主要完成了两件事情。第一，示范区烟草生

长情况调查；第二，示范区与试验小区试验标牌制作。今日，我和梁爽来到了内

东示范区，观察烟草长势。内东烟草种植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并且近期内东

气温降低，降雨较多，风大，导致烟草受风的吹打，叶面之间摩擦碰撞增加，烟

草叶部出现破损现象。通过实地观察到的这种现象，给我们了提醒应该注意后期

烟草是否会出现气候病，及时做好应对措施。目前，内东基地单元整体烟草长势

整齐，但是存在着烟草长势较弱的问题，我们给出的解决措施为应及时进行叶面

生长调节剂与叶面营养肥的补充，促进烟草的早生快发。通过和内东乡烟站张站

长沟通了解到，5月 20日，内东乡将进行一次药剂统防处理，西南大学烟草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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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团队、会理烟草科技小院也会将相应促进烟草生长的药剂一同发放下去。除此

之外，我今天对示范区的标牌进行了修改，更加明确了目标。

图 14 风吹打后的烟叶 图 15 示范区烟草整体长势

5月 19日，王悦和梁爽前往科技小院，对示范区药品进行分装，为明天的

内东乡的药剂统防做准备。今年示范区共由 28家组成，烟站已经将防控烟草病

毒病、烟草黑胫病、烟草赤星病的药剂发放下去。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会理

烟草科技小院为这次统防提供了叶面肥与烟草抗性诱导剂，与烟草防控病害的药

剂混合使用，能够有效的促进烟草早生快发，增强烟草抗性，减少病害的侵染，

我们并将于明日向当地烟农现场讲解药品的用法与用量。我们在落实烟草病虫害

绿色防控的过程中，也始终坚持尽量不额外添加当地烟农的劳动。所以，我们一

般会选择在烟农进行正常烟草处理过程中与我们的药剂混合使用，这样，既没有

增加额外的劳动力，同时，也确保了我们的技术的落实，加强了烟农对我们技术

的认可度与接受。

图 16 烟草科技小院成员分装药品 图 17 分装完的药品

1.2.2 试验地情况

5月 9日，不同药剂处理烟草试验经过前期处理，移栽时间较不同品种烟草

移栽时间晚 5天。经调查，消毒剂前期处理后对烟苗的生长形态并未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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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过整体观察，部分烟叶边缘出现干枯现象，这可能是由于干旱造成的，虽

然这两日有少量的降雨，但是阳光充足，水分蒸发的较快，土壤还是处于干旱的

状态。在对不同烟草品种对烟草普通花叶病的抗性评估小区试验调查中发现，云

烟 85及红花大金元出现了染病烟株。

图 18 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调查病害 图 19 染病烟株

5月 22日，王悦和梁爽在进行田间烟草生长调查过程中发现，不同药剂处

理抗烟草普通花叶病研究的试验小区存在“高脚苗”的现象，我们推测这可能是

由于移栽时烟苗茎杆已经过高与移栽时烟根过浅导致。

图 20 发病烟叶 图 21 科技小院成员进行田间调查

2.下一步计划

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会理烟草科技小院成员将

全程驻点，并根据当地的天气条件，监测病害发生动态，及时进行防治措施，并

根据病害种类选择适当药剂与施药方式，通过生物防治、农业防治、精准用药等

手段减少病害的发生。并向当地烟农进行绿色植保理念的科普，把先进性、科学

性的农业知识传达给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