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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阳照方田，和风抚新禾。经过前期的辛勤劳作，重庆各区县已完成翻地、

起垄、覆膜等工作，谷雨之后，气温逐渐回升，正是烟草移栽的黄金时期，目之

所及皆是一片繁忙景象，为确保项目工作有序推进，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前往

各烟叶种植基地，紧跟一线生产种植，实时掌握烟草移栽进度。

一、项目实施区域调研工作动态

（1）彭水项目工作进展

为确保重庆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重点科技项目《重庆烟叶基地土壤保育技

术集成与应用》顺利开展，2023年 4月 24日，重庆中烟肖庆礼博士，西南大学

烟草植保团队杨亮博士，硕士生王珍珍、喻希前往彭水烟草种植基地单元，在烟

科所任江波、陈庆明两位老师以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琚晨仪的陪同下查看

前期小区试验落实情况以及移栽工作准备情况。

肖庆礼博士一行人首先来到龙塘乡双星村育苗棚查看苗子生长情况，当前烟

苗长势良好，根系发育健康，无病虫害发生，可以进行选苗移栽，但是大棚内湿

度较大，不利于烟苗的后期生长，需提醒烟农进行通风，避免炭疽病、灰霉病的

发生。随后一行人来到了小区实验地，目前，生物炭、绿肥、深翻、棉隆熏蒸等

小区试验均已经完成前期处理，试验地选择合理，小区排布符合要求。最后肖博

士、杨亮博士向驻点成员强调，要做好移栽的准备工作，将移栽时期关键技术落

实到位，打好基础才能有效预防病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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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肖庆礼博士与杨亮博士查看苗棚及小区实验落实情况

2023年 4月 26日，为了确保示范区移栽工作的顺利进行，彭水基地驻点成

员王珍珍、喻希前往双星村示范区以及平安乡示范区分发移栽期使用的物资，并

指导烟农如何科学简便的使用，在保障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的节省人力，减轻

烟农负担。4月 27日，彭水基地驻点成员王珍珍、喻希在烟科所任江波的陪同

下前往双星村开展小区试验，在烟农陈明文的配合下，对熏蒸试验地进行打孔透

气，并对消毒剂处理地块进行提前灌根处理。

图 3 驻点成员发放物资 图 4 驻点成员处理小区试验

（2）酉阳项目工作进展

2023年 4月 25日，为保障前期基地工作有效落实，西南大学烟草植保团队

成员肖庆驹前往龚滩基地单元了解烟草移栽情况及开展相关工作。在烟农冉华光

的带领下，团队成员对移栽现场进行了走访，考察移栽各个环节。烟农冉华光表

示目前烟苗移栽工作正有条不紊的开展，大家严格把控落实各项措施，相信今年

会有更好的收成。随后，团队成员就烟农对用药、田间病害以及土壤酸化改良等

问题进行探讨、解疑，为烟农有效开展病害防控、土壤改良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随后，在烟农冉华光的协助下，团队成员顺利完成项目小区试验前处理并前往育

苗棚了解烟苗生长情况。最后，团队成员针对当前移栽情况及时与各片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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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当前示范区各项物资到位和使用情况，就存在的问题及时解

决，确保物资技术有效落地为烟叶生产保驾护航。

图 5 烟农正在进行移栽 图 6 育苗棚烟苗长势良好

4月 26日，渝东南土壤改良示范区开展移栽现场会，针对目前示范区烟苗

生长情况、垄体墒情以及存在的问题，酉阳烟草公司左万琦副经理提出田间移栽

要求，移栽是当年烟叶生产的开头环节，也是抓落实，抓生产的第一环节；垄间

窖齐，深度一致，烟苗入窖后低于地膜 2公分，是保障烟苗存活率及健康生长的

重要举措。同时，针对渝东南土壤改良示范区、生物菌剂物资施用问题，示范区

驻点人员代玉豪与酉阳苍岭烟站余站长、肖技术员充分协商，余站长提倡到：在

开展示范区工作需要做到任务落实精确、工作方法精当以达到实际效果精到，要

注重技术结合的可操作性，不能给当地烟农带来过多的额外负担。驻点人员充分

接收相关意见，按照每亩用量，因地制宜，落实好土壤改良措施，同时对相应地

块立牌标记。

图 7 左万琦副经理正示范移栽烟苗 图 8 烟农利用定距器标记打窖位置

4月 28日正值示范区烟农移栽烟苗时期，酉阳苍岭烟叶基地单元驻点人员

代玉豪前往酉阳苍岭烟叶基地单元查看示范区烟田烟苗移栽情况。针对移栽后示

范区内出现的弱苗、病苗情况要提醒烟农及时补苗；在移栽后的两周内还要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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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预防虫害侵染，尤其是注意防范蛞蝓小地老虎的危害情况。酉阳苍岭示范区

烟农积极应用的育苗基质拌菌技术、土壤调酸技术、抗性诱导技术、有机肥增施

技术和有益微生物菌剂窝施技术等。

二、项目实施区域前期物资到位情况

在调研过程中，紧抓生产时节，强化项目物资和技术落地，项目组与彭水、

酉阳烟草公司沟通，协调物资筹备和发放工作。目前，项目组已经将起垄和移栽

时期的物资全部落实到位，有效保障了基地单元建设工作的开展。

物资名称 主要用途 用量 应用面积

芝麻饼肥+根茎康 活化土壤有机质 20 kg 2.975万亩

棉隆局部熏蒸剂 土壤局部熏蒸 10 kg 700亩

希植宝 促进早生快发 60 g 2.25万亩

牡蛎钾土壤调理剂 土壤酸化改良 100 kg 1000亩

拮抗微生物组合菌剂 活化根际微生物 5 kg 1000亩

抗性诱导技术 促进烟苗抗病性 20 g 1000亩

三、下步计划与安排

（1）示范区标牌需尽快制作，完善二维码，用于展示示范建设动态；

（2）加大对烟农、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提升烟农对技术的认识和接受度；

（3）针对渝东南根茎病害易发多发，结合往年的发病特点，形成了促进烟

草早生快发和根茎病害绿色防控技术方案，建议产区针对性地开展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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