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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山地烟区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模式的探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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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重庆市奉节县烟区6年来开展的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实践进行总结,提出了适应重庆山地烟区的

绿色防控模式,形成了集保障机制建立、分区域实施、技术措施配套、工作实施保障等4个方面的经验,提出了未

来烟区常态化、高质量推进绿色防控的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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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发展的指导纲

领,在指导现代烟草农业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实现烟叶供给侧改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当

前,工业需求是烟叶产业发展的风向标,烟叶质量安全是工业调拨使用烟叶原料的底线,也是工商企业合

作发展的重要焦点;烟叶质量安全问题的源头是病虫害的发生和防治,要处理好烟叶生产与病虫害的关

系,就离不开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有序推进和实施[2].
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是从烟田生态系统整体出发,以烟草农业防治为基础,积极保护利用自然天敌,

恶化烟草病虫害的生存繁殖条件,提高烟株抗病、抗虫、抗逆能力,在必要时科学合理地使用化学农药、优

先使用高效生物农药,将病虫害损失降至现有技术条件下的最低限度[3].生产中通过落实绿色防控技术措

施,保护生物多样性、降低病虫害暴发频率,是实现烟叶原料无公害无残毒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农业标

准化生产、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必然要求,更是降低农药使用风险、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可持

续发展的有效途径[4].笔者以重庆奉节烟区为例,分析总结当地烟草绿色防控发展现状和实践经验,对下

一步工作方向进行展望,为重庆山地烟草绿色防控的有效开展提供参考.

1 奉节烟区绿色防控发展现状

1.1 奉节烟区概况

奉节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属长江三峡库区的腹心地带,是重庆山地烟区的典型代表,域内耕地面积

超过73000hm2,宜烟面积达13000hm2,常年规划种植烟叶2700hm2,收购烟叶5000t,是重庆烟区重

要的原收原调、全收全调烟叶生产基地.奉节烟叶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1400m的山地,无霜期长、雨

量充沛、森林覆盖率高,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

1.2 奉节烟区病虫害防治情况分析

本世纪以来,奉节烟区病虫害发生危害与防治可分为3个时期(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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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年以前,是病虫害防治的粗放管理期,该时期主要病虫害发生规模大、危害程度重,烟农防治

成本较高.

2)2015—2018年,属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探索期,该时期主要病虫害的发生规模和危害程度得到

有效控制,防治成本也明显下降,绿色防控初见成效.

3)2019年至今,属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的高质量发展期,主要病虫害控制在较低水平,防治成本再创

新低,绿色防控效果明显.

表1 奉节烟区不同时期烟草主要病虫害发生及防治成本

时间

三虫

地下害虫

发生占
比/%

危害
率/%

食叶类害虫

发生占
比/%

危害
率/%

刺吸类害虫

发生占
比/%

危害
率/%

三病

病毒病

发生占
比/%

危害
率/%

叶斑病

发生占
比/%

危害
率/%

根茎病

发生占
比/%

危害
率/%

每667m2

防治成本/元

2015年以前 90.2 5.7 18.7 15.3 75.4 57.1 33.4 24.7 36.7 33.3 24.5 20.0 128.70

2015—2018年 65.4 2.5 10.5 8.7 8.4 15.3 10.9 16.3 19.6 23.9 14.8 10.3 90.30

2019年至今 9.8 0.8 1.8 3.5 2.3 4.8 2.2 10.1 4.8 9.7 5.6 6.5 49.50

  注:发生占比,指某病虫害发生危害面积在当年烟叶总面积中的占比;危害率,指某病虫害在当年发生烟田中造成
明显损失的比例.

分析3个时期的差异,究其原因是2015年以前,奉节烟区没有针对“烟株健康”这一核心进行配套和优

化健康栽培的管理措施,防治技术缺少系统性和及时性,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健康栽培意识不强,忽视烟株抵抗力的培育,病虫害发生严重[5].由于烟叶栽培管理措施缺少科学

性、系统性、实用性,烟株早发培育乏力,根系不发达、长势不整齐,存在烟叶单株发育不均衡、群体长势

差异较大、翻顶烟普遍、成熟落黄差的现象,“三虫三病”发生较重,特别是后期的野火病普遍发生,烘烤损

失较重,烟叶质量无法保障.
2)绿色防控意识不强,过于依赖化学防治措施,烟叶安全无保障[6].由于对靶标病虫害的发生危害特

点把握不系统、不精准,缺乏“保健-预警-系统控制”的病虫防治理念,病虫害防治与烟叶生产严重脱节;在

制定防治措施时,没有根据气候条件安排品种布局,没有把病虫害防治与烟叶生产有机融合、精准用药与

烟农习惯相结合,仅盯着病虫害的化学防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防治效果不理想,烟叶农残超标

现象存在一定比例,烟叶质量安全无法保障.
3)技术措施不系统,单靶标防治理念为主导,防治效果不理想[7].由于缺少系统布局、整体推进理念,

对烟株生长发育与病虫害发生流行、病虫害发生与气候变化、不同病虫害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不能精准把

控,缺乏系统的防治措施,单靶标的化学防治措施为主,缺乏烟株自身抗病、抗逆能力的培养措施,每年虽

使用了20余种化学农药,但病虫害发生规模依然较大、损失较重,烟草病虫害防治效果无法保障.
1.3 奉节烟区绿色防控成效

针对以上问题,2015年以来,奉节烟区以烟株健康为核心,将病虫害防治与烟叶生产有机结合,制定

了“农业措施为基础、生物/物理措施为关键、化学措施为辅助”的病虫害防治技术体系[8],通过构建示范区

和推广区,大力推广绿色防控实用技术,再加上一系列的保障配套措施,烟草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与

2015年以前相比,取得明显成效:一方面,化学农药施用量持续减少,由图1至图3可知,奉节烟区2020
年化学农药使用8种,减少15种,减少率65.2%,化学农药每667m2 平均有效成分用量75.65g,减少

66.28%,生物农药使用占比由原来的6.79%增加至45%;另一方面,烟区绿色防控意识加强,技术措施系

统化、运行机制常态化、创新驱动有效化,已被烟农普遍接受,病虫害防治效果理想,绿色防控呈良性发展

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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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5—2020年重庆市奉节烟区

农药投入种类变化情况

图2 2015—2020年重庆市奉节烟区每667m2

农药有效成分投入变化情况

图3 2015—2020年重庆市奉节烟区化学和生物农药投入占比变化情况

2 奉节烟草绿色防控实践模式

2.1 健全“三个”保障机制

重庆市奉节烟区绿色防控工作,按照“政府支持、公司主导、站社主责、烟农主体”的基本思路,以“层
层有分工,片片有监管,人人有任务”为目标,持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烟区绿色防控工作有序开展.
2.1.1 政企互动机制

奉节烟区绿色防控工作与县委县政府“农技随访”工作有机结合,烟叶专家组团队与产烟乡镇有机结

合,烟草站点技术人员与产烟村社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府组织优势和行业技术优势,双方互动,定期开

展入户随访、上门服务、坐诊巡诊等活动[9],做到烟区绿色防控有培训、有指导、有回访、有效果,确保工

作到位率.
2.1.2 政企合作机制

争取政府资金扶持,政府按“上年烟叶税的50%”预算烟叶发展扶持资金,其中预算专项资金50万~
100万元,专门用于蚜茧蜂防蚜、农药助剂减量增效、机器除草、专业化植保等技术和措施的推广,为示范

区打造提供资金保障.
2.1.3 政企工作机制

成立了以县烟办负责人任组长,县农委、烟草公司、各产烟乡镇主要领导任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烟草绿色防控工作的统一规划部署和组织协调.成立涵盖县烟草公司烟叶技术人员(含烟站技术员)、县

植保站技术人员、产烟乡镇农技推广人员为一体的执行小组,负责全县烟草绿色防控的宣传培训、组织落

实和效果评价.

81 植 物 医 生        http://xbbjb.swu.edu.cn       第34卷



2.2 构建“三个”实施区域

2.2.1 构建核心集成区

以烟站为单位构建核心集成区,构建规模按本站烟叶总面积的3%~5%进行实施,区域内高标准落实

“烟叶栽培措施”和“三虫三病”综合防治技术措施,为各烟叶种植单元提供绿色防控技术宣传培训平台.
2.2.2 构建示范区

以烟站为单位,构建示范区3~5处,规模占本站烟叶总面积的10%~12%,作为烟草绿色防控新技术

措施的孵化验证区,重点推广新型生物农药、先进物理防治技术、化学农药减量增效等技术,作为新型作

业模式探索试验示范平台,为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新技术、新模式的有效推广验证提供载体.
2.2.3 构建辐射推广区

以烟站为单位,实行整村推进,构建规模占烟站总面积的85%左右,作为成熟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实施

区,重点落实烟蚜茧蜂防蚜、烟叶健康栽培、叶斑病害3次统防、机械除草等实用技术,为全县烟草绿色防

控的有序推进提供保障.
2.3 配套“六项”保障技术

奉节烟区将绿色防控和烟叶生产管理有机结合,根据“三虫三病”发生危害现状,分靶标制订防治技术

措施.在虫害的防治上,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主攻多种天敌立体防控”的整体部署,制订了“生物、物理措

施为主,化学措施为辅”的防虫技术体系.在病害的防治上,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主攻生物菌剂替代化学

药剂”的整体部署,制订“农业措施为基,生物/物理措施为要,化学措施为辅”的防治技术体系.
2.3.1 地下害虫防治技术

推行“三带移栽”防治技术.移栽当天每667m2 施用“定根水100~150kg+提苗肥(20∶15∶10)2kg+
5.5%高氯甲维盐微乳剂50mL”,对窝淋施,对地下害虫的平均防效达99%以上,烟苗成活率99%以上,
实现烟苗栽后不补苗的目标.
2.3.2 刺吸类害虫防治技术

推行“天敌”防治技术.从2015年开始,烟田100%推广蚜茧蜂防治烟蚜技术,烟田定植僵蚜苗,每

667m2僵蚜量1000~1500头,平均防效高于85%,蚜虫防治化学药剂零施用,年均减少农药用量1.45t,
累计8.7t.从2018年开始,推行“前期化学药剂防治成虫、后期捕食螨防治幼虫和卵”的烟粉虱防治技术,
年均推广770hm2,烟田挂放捕食螨,每667m2 挂放量100袋,捕食螨1.5万~2.0万头,综合防效高于

80%,每年减少化学农药施用2次、减少比例75%,年均减少农药用量1.72t,累计5.16t.
2.3.3 食叶类害虫防治技术

推行性诱防治技术.从2015年开始,烟田100%推广“性诱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斜纹夜蛾防治

技术,根据靶标害虫发生情况,每667m2 烟田安装性诱装置1~2个,平均防效高于90%,化学农药每

667m2平均减少25g,年均减少1.0t,累计6.0t.
2.3.4 根茎病害防治技术

推行“改善微生态、生物预防和化学治疗相结合”的黑胫病防治技术[10].2015年开始,每年12月底前

完成烟田深翻耕处理,起垄施肥环节每667m2 平均施入有机肥150kg,栽后7~10d与追肥同步每667m2

施入微生物菌剂(枯草芽孢杆菌)100g,充分改善土壤结构,减少病源数量,保护根系微生态,预防根茎病

害发生;栽后40d左右,烟田发病初期落实每667m2“25%霜霉威盐酸盐可湿性粉剂80~100g+提苗肥

(20∶15∶10)2kg+细土围基”技术,黑胫病平均防效高于78%(与3次化学药剂防效相当),年均推广

340hm2,年均减少化学农药施用2次,年均减少0.8t,累计4.8t.
2.3.5 病毒病防治技术

推行“前端控制为基、保健预防为主”的防治技术[11].2015年开始,苗床上落实“育苗操作严格消毒+苗床防

蚜物理隔离+断水剪叶炼苗”的前端控制技术,提高烟苗健康度,出苗率高于95%,壮苗率高于92%;落实每

667m2“321移栽+栽后7~10d追肥提苗(20∶15∶10)2kg+栽后15~20d追氮钾复合肥(12.5∶0∶33.5)5kg并
用细土围蔸”的保健栽培技术,促烟苗早生快发;栽后35~40d,落实“病毒抑制剂(如宁南霉素)+保护性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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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剂(如波尔多液)+微量元素(如硫酸锌)”的烟田统防技术,提高烟株抗病、抗逆能力.该技术实现病毒病

(TMV为主)和气候斑兼治效果,防效高于92%(好于单独化学药剂防治3次),烟田推广率100%,年均减

少化学农药施用1次,减少量2t,累计12t.
2.3.6 叶斑病害防治技术

坚持“保健-预警-系统控制”思路,2015年开始,落实“控氮增钾施肥+下部不适用烟叶分批处理+盛花

高打顶”健康栽培技术,减少田间病源基数,培育合理株型,提高烟株抗逆能力;建立以技术员片区为单位

的病害测报机制,每7d上报1次病害发生动态,建立病害发生预警模型,用模型指导病害统防统治;配套

每667m2“化学药剂(如50%氯溴异氰尿酸可湿性粉剂50g)+生物药剂(如5%多抗霉素水剂50g)+营养

元素(如磷酸二氢钾100g)”的统防统治技术,第1次全覆盖,第2和第3次部分覆盖(根据烟区气候变化和

发病情况决定是否实施),实现野火病和赤星病的有效控制,综合平均防效高于85%,烟田推广率100%,
与单靶标防治相比,每667m2 平均减少用药180g,减少量7.2t,累计43.2t.
2.4 狠抓“四个”保障措施

2.4.1 整体把控,适时施策

如图4所示,将绿色防控与烟叶生产有机结合,把烟叶“从种到收”设段定点,全程把控,提前设计绘

制大田期120d的绿色防控整体规划、适时施策指导蓝图[12].向烟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烟农宣传7个阶

段、5个节点的绿色防控措施,切实增强烟区全程把控意识.严格按照烟草绿色防控蓝图设定的阶段和节

点,及时开展培训,切实保障各项技术措施落到实处,全面提升绿色防控成效.

图4 奉节烟区绿色防控整体规划、适时施策蓝图

2.4.2 强化培训,科学指导

把绿色防控措施贯穿至烟叶生产的各个环节,年初以“生产宣传动员会”为契机,提前向烟农宣讲绿色

防控关键技术措施及工作要求,增强烟农绿色防控意识;以烟叶团棵期前后为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全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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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绿色防控宣传周活动,以理论知识讲解、典型案例分析、现场演练等方式,向烟农宣传烟株健康的重要

性,讲解保障烟株健康的绿色防控实用技术,演练化学农药精准使用技术,说明年度烟草绿色防控工作的

注意事项,持续提高烟农绿色防控水平[8].
2.4.3 培养人才,增强保障

积极打造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专业技术团队,以梯队人才培养为抓手,走出去、请进来,学先进理念、
钻专业知识、用实用技术,不断提高烟区人员绿色防控工作水平[13].发挥现有技术骨干的引领带动作用,
依托现有农艺师、青年托举人才等专业技术骨干,分层级、划片区、定责任,全程参与域内绿色防控培训和

指导,全面提高绿色防控技术到位率.
2.4.4 创新驱动,确保效果

立足烟区实际,关注和分析年度烟叶品种、气象条件、配套技术的变化,运用现有研究成果,以问题为

导向,及早谋划绿色防控工作,在年度绿色防控设计和方案中明确措施,加以解决.及时关注全国烟草行业

绿色防控成果发布情况,结合本地实际,认真分析研究推广应用的可行性,通过试验示范验证后分步实施,
确保创新活动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分年度开展总结评价,固化经验,分析不足,对成熟技术措施加大推广应

用,对非成熟技术措施控制推广应用范围,确保创新应用趋利避害[14].

3 下一步工作思考

3.1 坚定信心再提升

围绕“一零、双降、三增”的整体目标,即烟叶农残零超限,化学农药使用量持续下降、烟叶病虫害损失

持续下降,烟农效益值增加、商业税利额增加、工业满意度增加.在烟区绿色防控常态化工作中,坚定信

心,优化措施、精细管理、狠抓落实,推动烟草绿色防控工作取得新突破.
3.2 狠抓创新增活力

以专业人才培养为核心,构建完善创新驱动激励机制,为有技术、有想法、想干事的专业人才搭建良

好平台,鼓励他们围绕问题搞研究、瞄准瓶颈搞创新,不断推动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升级,奠定

烟草绿色防控高质量实施基础;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抓手,引进外部先进成果,强化内部创新实践,扬

优势、补短板,为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不断注入新活力、新动能.
3.3 抓好细节增效果

建立烟草绿色防控工作常态化评价机制,切实掌握工业企业真实需求,了解烟农的真实满意度,收集

基层成功经验,持续优化工作流程、完善配套技术、优化评价方法、做实工作细节,推动烟草病虫害绿色防

控整体上水平.

参考文献:
[1] 胡长志,张文梅,程 谦.生物防治在我国烟草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 [J].江西农业,2020(16):16-17.
[2] 张 羿.市场化取向改革下烟叶资源优化配置对策研究———以天津卷烟厂为例 [D].天津:天津大学,2018.
[3] 杜鸿波,孙永新,袁 野,等.基于实践层面的汉中烟区烟叶病害绿色防控模式研究 [J].安徽农业科学,2020,48(2):

165-167,179.
[4] 张 燕,李 苓,陈 丹,等.烟草农药残留现状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研究进展 [J].现代农业科技,2020(5):

110-111,114.
[5] 丁 伟.植物医学的新概念———植物健康管理 [J].植物医生,2020,33(3):1-11.
[6] 丁 伟,周 红.植物医学的新概念———精准用药 [J].植物医生,2019,32(4):1-8.
[7] 丁 伟,赵志模.植物医学的新概念———系统控制 [J].植物医生,2019,32(6):1-11.
[8] 张永辉,罗定棋,夏建华,等.烟叶生产标准化示范园区的建设与管理 [J].现代农业科技,2016(4):320,335.
[9] 中国共产党奉节县委员会.“四访”工作规范:DB50/T1022-2020[S].重庆: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8.
[10]赵 辉,王喜英,刘国权,等.烟草黑胫病发生因素及综合防治研究进展 [J].湖南农业科学,2020(11):99-103.
[11]张长华,关国经,冯光群,等.以农业预防措施为主的烟草病毒病综合防治技术 [J].贵州农业科学,2006,34(2):49-

51.
[12]李江舟,余 清,计思贵,等.云南优质烟区主要害虫绿色防控技术集成与应用 [J].中国植保导刊,2018,38(5):77-

80,87.

12第1期        王振国,等:重庆山地烟区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模式的探索



[13]任天宝,秦素玲,李蓓蓓,等.新农科背景下现代烟草农业专业实践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J].教育教学论坛,2020
(25):269-270.

[14]方敦煌,黄学跃,秦西云,等.云南烟草病虫害绿色防控实践与思考 [J].中国植保导刊,2017,37(10):76-79.

ExplorationofaModelofGreenManagementofPestsonTob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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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summarizesthepracticeofgreenpreventionandcontroloftobaccopestsanddiseases
inthetobacco-growingregionsofFengjieinthepastsixyears,proposesagreenpreventionandcontrol
modelsuitableforthetobacco-growingregionsinthemountainousareasofChongqing,whichinvolves
fouraspects:establishmentofasetofguaranteemechanisms,sub-regionalimplementation,supporting
technicalmeasuresandworkimplementationguarantees,andrecommendspromotionofregularandhigh-
qualitygreenpestmanagementastheguidingprincipleinthisrespectinthetobacco-growing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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