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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以来，贵州各地气温开始回升，高温高湿的天气正笼罩各示范区烟地，

这给病害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当前也是检验示范区各项关键核心技

术成效的最佳时期。为充分掌握示范区成效，7 月 4 日-7 月 10 日，贵州省《蜜

甜香型根茎病害绿色防控与应用项目》的总负责人西南大学丁伟教授携李石力老

师、陈春旭博士、科研助理田新宇等人，一同前往贵州省遵义市、黔南州、安顺、

黔东南和铜仁示范区开展根茎病害绿色防控成效评估，并实地了解示范区建设情

况，其次，贵州示范区驻点人员硕士研究生王垚，科研助理李俊、李伟彦、顾明

珠，本科实习生李昆鸿、左盼斐、余偲共同参与评估。 

一、积极推动贵州根茎病害绿色防控成效评估 

根茎病害防控效果好不好是检验示范区核心技术的最直接证据，也是检验驻

点人员工作落实程度扎不扎实的衡量标准。以下分别为遵义、黔南、安顺、黔东

南和铜仁示范区根茎病害绿色防控成效评估进展： 

（1）遵义示范区根茎病害成效评估 

7 月 4 日，西南大学丁伟教授、李石力老师在遵义市公司桐梓县分公司高级

农艺师周为华、助理农艺师周郑雄、九坝烟站站长王定强、副站长曾理等陪同下

赴桐梓县九坝开展示范区成效调研。同行人有陈春旭博士、科研助理田新宇和驻

点人员王垚、李昆鸿。 

丁教授一行人来到烟站，首先了解驻点人员生活状况，居住条件和交流问题，



 

 

亲切的关怀了驻点人员，并勉励驻点人员一定要坚守岗位，认真履行烟站各项章

程，并要有主人翁意识，融入大家庭。其次，驻点人员王垚向丁伟教授汇报当前

示范区各项关键核心技术落实程度、前期病害发生种类和烤烟农艺性状等，并特

意讲述了今年极端天气给示范区带来的影响。丁伟教授强调了解决根茎病害的关

键点，即：（1）要抓住早期烤烟根系发育，只有根系发育完整，才能够在青枯

菌危害情况下，烟株也能够保持正常生长；（2）土壤肥力与烤烟实际利用问题，

烟田肥力充足，但烤烟利用率较低，导致烟田土壤大量堆积肥力，从而影响土壤

结构、土壤微生物结构等问题，需要及时消耗土壤肥力，提高烤烟的利用率；（3）

早生快发，解决烤烟的过早木质化，提高烟株适应极端天气的能力。随后，高级

农艺师周为华以青枯病防治为影子，引向烟粮轮作问题，询问了适合于高海拔烟

区烟地耕种农作物。随后，丁伟教授一行人前往九坝、官仓示范区烟地了解烟地

烤烟生长和小区试验进展。为了使丁伟教授和县公司高级农艺师周为华了解示范

区和小区试验的基本情况，驻点人员王垚采用“调查记录+实地结果”的方式讲

解了当前示范区取得的成效、存在的关键问题、有待解决的问题和小区试验进展。 

  

图 1 丁伟教授调研九坝示范区    图 2 丁伟教授调研小区试验 

  

     图 3 官仓示范区烤烟基本情况    图 4 官仓示范区整体长势 

2022 年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分别在桐梓（官仓、九坝）、湄潭（抄乐）

开展示范区建设，总面积达 150 亩。驻点人员主要在九坝地区开展关键核心技术

落实和小区试验。4 日下午，为加快遵义市示范区评估进度，丁伟教授一行人直



 

 

接从桐梓官仓示范区赶赴湄潭县抄乐镇示范区了解根茎病害防控效果。将近下午

6 点左右，丁伟教授一行人赶到抄乐示范区，首先检查了示范区烟株的整体长势、

整齐度和标牌制作情况，其次特意关心了烤烟采收次数和青枯病危害程度。 

  

图 5 丁伟教授调研抄乐示范区病害  图 6 抄乐示范区烤烟整体长势 

（2）黔南示范区根茎病害成效评估 

长久以来，植物病理与保护、农学、园艺、土壤、植物营养、微生物等领域

工作者均参与到土传病害的研究与防控中，所开发的抗病品种、化学农药和熏蒸、

嫁接、轮作、营养平衡、生物菌剂和生物有机肥等单一和综合措施对土传病害的

有效控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当前及未来土传病害的防控形势依然面临着巨大压

力。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再以“四个平衡”为指导思想下，积极开展相关平衡

的产品研发、技术应用与推广，并且主动投身于烟草土传病害的绿色防控。为此，

7 月 5 日，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总设计师、总规划人、总负责人丁伟教授携李

石力老师等一同赶赴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天文镇乌江村开展调研工作。

来到天文示范区，丁伟教授首先肯定了根茎病害防控成效，指出示范区烤烟整齐

度一致，烟株长势良好，且烟叶内在品质较好，但局部地区可见零星几株青枯病

发生。 

  

图 7 丁伟教授向烟农讲解烟株长势  图 8 瓮安天文示范区烤烟长势 

7 月 6 日，西南大学项目组李俊、左盼斐，对福泉市烟草核心示范区目前烟

株长势情况和发病情况进行调查，示范区烟株长势良好，目前还未发生青枯病。 



 

 

  

图 9 福泉示范区开展病害调查  图 10 福泉罗坳村示范区烤烟长势 

（3）安顺示范区根茎病害成效评估 

土传病害是指由生活史中一部分或大部分存在于土壤中的病原物（病原细

菌、病原真菌、病原菌、病原线虫等）在条件适宜时萌发并侵染植物根系而导致

的病害。随着集约化农业高速发展，单一作物连作及氮肥、农药等化学品过量施

用等因素导致的土传病害日益严重，环境和农产品安全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

了很大的威胁。大量研究表明，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均影响着土传病害

的发生。其中土壤 pH 是影响土传病害烟草青枯病的关键因子之一，前期实地调

研发现，安顺市紫云县猫营镇示范区土壤严重偏酸化，pH 值为 4.5 左右，属于

严重偏酸地块。通过牡蛎钾调酸技术的落实，目前示范区土壤 pH 大为改善。为

推进安顺紫云示范根茎病害绿色防控成效评估，7 月 5 日上午，揭榜挂帅项目总

负责人西南大学丁伟教授携李石力老师等人，一同前往紫云猫营示范区开展调研

工作。 

  

图 11 紫云猫营示范区烤烟长势   图 12 丁伟教授深入田间了解病株 

（4）黔东南示范区根茎病害成效评估 

天柱示范区建设是西南大学项目组与黔东南烟草公司重点关注的根茎病害

防控点。7 月以来，黔东南州一直处于高温高湿天气，这给青枯病的发展带来了

有利的生存条件。为及时掌握青枯病发生动态，7 月 5 日下午，西南大学项目组

总负责人丁伟教授、李石力博士等人与黔东南州烟草公司技术中心主任邹光进、



 

 

杨颜老师，天柱县烟草公司唐军经理，杨通隆股长，技术人员梁亨武、顾永丽等

人赴飞机坝和社学两个示范区开展实地调研工作。后与烟草公司相关人员开展技

术交流。主要交流内容如下：（1）剖析了天柱县示范区目前的病害发展状况；

（2）烟草根茎病害发生整体分析；（3）浅谈未来几年天柱县烟草根茎病害防治；

（4）实习生继续实时跟踪调查记录，展开调研，寻找烟草病害严重发生的背后

推手。 

  

图 13 社学示范区开展评估      图 14 飞机坝示范区开展评估 

  

图 15 小区试验地开展评估       图 16 进行项目技术交流 

（5）铜仁示范区根茎病害成效评估 

土传青枯病（致病菌为青枯菌 Ralstonia solanacearum）为例，该细菌性土

传病害在我国仅 3 个省及地区（西藏、内蒙古、澳门）未报道，淮河以南尤为

严重。作物土传病害已经成为集约化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瓶颈，在粮食安全、资

源高效和生态健康多目标协同发展的指导思想下，系统的绿色防控理论和技术体

系构建是破解该难题的重要前提。因此，紧紧围绕土传病害的发生规律、发生特

点和发生原因等问题，攻破根茎病害绿色防控，特别是烟草青枯病，一直以来都

是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坚持不懈的方向。 

为扎实推进铜仁思南示范区根茎病害绿色防控成效的评估，7 月 6 日，西南

大学项目组总负责人丁伟教授、李石力博士等人与铜仁市烟草公司项目相关负责

人宋光龙、思南县烟草公司张思聂经理、生产部部长安常武、项目相关负责人祝



 

 

垒、张家寨烟站佘应军站长等人一同前往张家寨示范区深入调研示范区烤烟长

势、病虫害危害程度及相关技术落实等问题。其次，丁伟教授就烟草黑胫病和青

枯病防治的难点、重点和要点等问题，向同行人展开详细的讲解，深度剖析了前

期黑胫病发生的原因和防治的关键。 

  

图 17 丁教授讲解青枯病危害特点  图 18 张家寨示范区烤烟长势 

  

图 19 丁教授讲解黑胫病危害特点  图 20 深度剖析青枯病发生的原因 

二、打顶后期，稳步推进土壤消毒处理 

天柱的根茎病害是影响该地区烟业产质量的罪魁祸首。其中，烟草青枯病是

根茎病害中发生最为严重的病害。7 月 1 日，社学示范区的青枯病发病率为

19.47%，非示范区的青枯病的发病率为 34.13%。较 6 月 28 日示范区与非示范区

的发病率分别增长了 17.47、28.8%。据此信息，初步判断社学地区的青枯病已经

进入高发期。虽然 7 月 1 日社学示范区发病率增长惊人，但其病情指数为 6.12%，

较 6 月 28 日增长了 5.5%。因此，西南大学项目组顾明珠、余偲等人在天柱县烟

草公司粱亨武、顾永丽的协助下，项目组决定再次对示范区的烟株进行消毒处理，

尽量延缓青枯病的爆发速率和恶化速度，争取让烟农完成 4 次采烤（现已完成 2

次采烤）。2022 年 7 月 6 日，跟随天柱县烟草公司技术人员梁亨武和顾永丽，

对社学示范区的烟株进行消毒处理。后续将继续关注烟株的病害发生发展状况 



 

 

  

图 21 土壤消毒剂精准配制     图 22 落实消毒剂灌根处理 

三、下步计划 

1.  继续开展田间病害调查，详细了解示范区病害发生种类和特点； 

2.  摸清示范区关键核心技术落实情况，积极总结与归纳工作取得的成效； 

3.  开展土壤样本整理，加快推进土壤理化性质分析和微生物结构分析； 

4.  及时关注示范区烟叶烘烤的产质量，以亩为单位，积极评估烤烟经济价值； 

5.  驻点人员及时沟通当前示范区成效，了解当地防控根茎病害的不足与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