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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田土壤安全的现状分析及管理建议①

孙志平, 李 峰, 叶朝兴, 钟朝元

四川省烟草公司凉山州公司德昌分公司,四川 德昌615500

摘 要:土壤是烟叶生产的关键要素,对烟株健康和烟叶产质量均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目前烟田土壤环境存在诸

多问题,大大限制了烟叶的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对生产经验的总结以及相关文献和资料的查询,总结了当前阶段

烟田土壤存在的安全问题;同时,提出了提高土壤安全管理和烟叶高质量生产的相关建议,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进

行了展望.旨在为土壤安全和烟株健康栽培提供参考,帮助烟叶高质量生产和烟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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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PresentStatusofSoilSafetyof
TobaccoFieldsandProposalsAboutIts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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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ilisthekeyfactoroftobaccoproduction,whichhasanimportantinfluenceontobaccoplant
healthandtobaccoleafquality.However,therearemanyproblemsinsoilsafetyoftobaccofields,which
greatlyrestrictthedevelopmentoftobaccoqualityandcausetobaccoplanthealthproblems.Inorderto
providereferenceforsoilsafetymanagementandtobaccohealthcultivation,andhelpachievehigh-quality
productionoftobaccoleafandincreasetheincomeoftobaccogrowers,theauthorsofthispaperstudythe
experienceofthelocaltobaccogrowersandtherelevantliterature,andsummarizethesafetyproblems
existingintobaccofieldsoilatthecurrentstage.Atthesametime,theyputforwardsomesuggestions
aboutthesafetymanagementofsoil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strategiesoftobaccoleaf,andlook
forwardtothefuturedevelopmentoftheworkinthis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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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是人类生存繁衍、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稳定进步最基本、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当前,作为地球

上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农业用地占地球上无冰土地的38%,而其中又只有12%用于农作物种植,其他

26%为草地[1-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耕作制度的变化,人类对土壤的开发和利用强度不断提升[3],高

度集约化、高强度利用、高复种指数、高频度人为干扰,以及过量施肥、过量用药、过量灌水、过度耕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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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踏等干扰和压力也破坏了土壤的健康状态[4-5],导致农田土壤出现土壤酸化、有机质含量降低、土壤板

结、营养元素失衡、微生物结构失衡、农药残留等问题[6-7].目前,全球范围内,由于人类过度或不恰当地利

用已经导致大约33%的土壤处于退化状态[8],每年因土壤退化导致的全球作物产量下降约0.3%[9].近年

来,烟田土壤重金属污染[10]、除草剂残留和药害[11-12]、土壤微生态失衡[13-14]等土壤健康问题逐渐成为烟草

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限制因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本文通过对生产经验的总结以及相

关文献和资料的查询,总结了烟田土壤安全的重点问题以及应对措施,旨在为今后烟叶生产指导以及产业

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烟田土壤安全问题

1.1 烟田农药污染

农药污染是指人类向环境中投入或排入超过其自净能力的农药而导致环境质量和土壤生产力降低、危

害环境生物安全的现象[15].烟田农药污染主要是土壤农药污染和烟叶农药残留,主要是由药剂的不精准使

用引起的.当前,农药使用过程中存在的药剂施用不精准问题主要包括滥用农药、随意增加用药量或用药

浓度、盲目混用、施药时间和方法不当、施药器械的选择和操作针对性不够、安全间隔期控制不合理等[16].
研究表明,田间施用的农药的80%~90%最终将进入土壤环境,被土壤胶粒及有机质吸附,或随地表水径

流或向深层土壤淋溶,其中部分农药会被降解,但是只有不到1%的农药作用于靶标[17].进入土壤而未能

被土壤化学降解或微生物降解的药剂会在土壤中流动和积累,导致烟田污染和药害.如烟田周围环境施用

草甘膦除草剂或者烟田违规使用草甘膦除草剂,残留或淋溶到土壤和水体中的药剂容易对烟草的根或者根

毛产生伤害,造成烟草药害的发生.

1.2 农药残留和药害

农药被土壤吸附后会滞留在土壤的表面,而不易向大气、水、土壤或沉积物迁移扩散,故而容易直接

接触烟株,被其吸收,引起烟株药害和农药残留风险.烟株药害包括两方面,一是当季药害,主要是因为药

剂品种选择不当和施药不当引起的.施药不当包括施药浓度过大、药剂飘移、喷雾器清洗不彻底、配药水质

中除草剂混杂等[18-19].二是残留药害,主要由土壤农药污染引起,如前茬除草剂的残留会严重影响后茬烟

草的生长,造成残留药害[11].烟叶农药残留一方面是施药不当造成的烟叶中农药含量超标,另一方面则是

烟株对污染土壤中农药的吸收、传导和积累后引起的烟叶药害.

1.3 烟田土壤化肥污染与营养病害

化肥污染是指长期过量施用化肥或施用不当造成明显的环境污染或潜在性污染的现象,从而引起烟株

营养病害的发生[20].烟田土壤化肥污染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3.1 土壤环境恶化

如当过量的氮肥施入土壤后容易形成并积累氧化亚氮(N2O)和硝态氮(NO3-N),导致土壤酸化、板

结、透气性差、有机质含量下降、保水保肥能力减弱,进而影响烟株根系的发育以及对土壤中养分的吸收

和利用,造成烟株生长不良和抗逆性降低[21].

1.3.2 土壤营养失衡

如长期过量且单纯地施用化肥,会使土壤酸化或碱化,导致土壤中一些微量元素的含量发生明显变

化,破坏土壤养分平衡[21].同时,连作也会造成烟株对土壤中所需营养元素持续利用而导致一些元素缺乏,

不需要的营养元素则大量累积,致使土壤营养失衡[22-23].

1.3.3 重金属污染

如磷肥一般是磷矿石通过机械法、酸制法或热制法加工而成的肥料,由于其原料和特殊的加工工艺,

其中含有许多重金属,若烟田长期过量施用磷肥,则会造成土壤重金属积累和污染,直接影响作物的正常

生长发育,造成烟株生长受阻、畸形、烟叶中重金属超标等问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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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烟田微生态失衡与病害流行

土壤微生态是以微生物与各种土壤非生物因子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土壤微生物是微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养分转化和循环的动力,也是土壤养分的重要储备库和周转

库,它参与土壤中有机质的分解、腐殖质的形成、土壤养分转化和循环等过程[25-27].植物对于保持土壤微生

态系统活力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土壤微生态系统物质迁移和调控的关键因子[28-29].烟田土壤微生态系统的

平稳运行是烟株健康生长的重要前提,也是高质量烟叶生产的必备条件.一般来说,结构和功能稳定性高

的烟田生态系统对不良环境条件具有较高的缓冲力和抵抗力,特别是对病原微生物,良好的土壤环境能较

好地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和病害的发生,同时对烟株生长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在土壤微生态系统中土壤微生物的丰富度和多样性对于维护植物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微生物丰富度和

多样性的丧失或降低,会导致土壤微生态的失衡.一方面,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失衡会引起土壤微生物多

样性降低,导致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相对丰度减少、有害微生物增多,从而引起土壤自身对有害微生物的约

束能力或抑制作用下降[30],造成病害的发生和流行.另一方面,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失衡往往意味着土

壤生态功能的丧失,对有害物质的降解和缓冲能力减弱,对外来或土著病原微生物抑制力降低,造成烟株

健康风险的增加.

2 烟田土壤安全管理的建议

2.1 烟田土壤安全管理

目前,烟叶生产面临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包括烤烟种植面积萎缩、植烟土地落实困难、烟叶同比经济

效益低、烟草病虫害多发、极端天气频发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了当前烟叶生长只能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不能再用过去以数量保证质量的思路指导当前烟叶生产.同时,进入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大众和社会对生

产环节是否绿色安全、对生态环境是否友好前所未有地重视,因此,烟叶生产应具有更高规范度和安全性,

烟田土壤安全管理是势在必行的一项长期工作.土壤是烟叶高质量生产的重要基础,但是,当前我国烟田

土壤安全问题依然严峻,对于烟田土壤安全管理,有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需要重点推进:(1)开展烟田土壤基

本情况调查,特别是长期植烟的烟田土壤,持续追踪监测烟田土壤健康状况,建立烟田土壤安全评估办法;

动态监测包括病害发生情况、土壤养分含量、重金属含量、病原微生物基数、微生物群落结构等在内的土

壤健康状况指标,建立烟田土壤健康档案.(2)做好土壤保育工作.以健康栽培理念为引导,强调防大于治,

重视绿色生产、绿色防控措施,做到增施有机肥,控制化肥用量,补充中微量元素和有益微生物,严格控制

高毒、高残留化学农药施用,推荐施用低毒高效的农药以及生物农药.

2.2 行业引导和技术落地

发挥行业优势,重视烟田土壤安全管理理念以及相关技术和产品自上而下的推广应用机制,制订和完

善相关行业标准,实施统一管理.结合当地实际,适当调整生产方案,合理优化产前投入,将技术难点和重

点最大限度前移,并且将技术产品化、流程化,产品工厂化、操作简单化,在推广应用中不断改进创新,持

续降低技术及产品的成本和落地难度,提高效果和产出,以保证技术及产品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同时,加强

政策宣传和技术培训,重视土壤安全管理与各生产环节技术措施的结合,促进技术落地.

2.3 全生产流程的监管

土壤环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几乎涉及所有烟叶的生产环节,只有长期做好各个环节,才能保证土壤

安全和烟叶高质量发展.因此,要树立全流程监管的土壤安全管理意识,建立流程管理机制,对技术措施的

落实以及相关指标的实际情况进行考核,并建立相关的应对方案.流程管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加强对烟田土壤安全的监管,做好对生产过程记录的查询和完成度考核,确保政策落实、技术落

地;(2)针对烟叶主产区的核心大烟区,划定长期基本烟田,同时发展、培训职业烟农,对基本烟田实施统

一管理,严格管理基本烟田范围内化肥和农药的施用以及相关农事操作;(3)加强对种植大户的考核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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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做好对承包种植前和烟叶采收后土壤质量评估以及相应奖惩机制的实施,杜绝掠夺式耕作模式,维护

烟田土壤健康;(4)建立应急处理方案,及时科学处置突发重大土壤安全问题,将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

3 展望

土壤安全是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重要发展战略的有

力保障,也是烟叶高质量生产的重要依托.保障土壤安全需统筹协调理论突破、技术创新、产品物化和推广

模式探索等5个方面的工作,做到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目前,烟叶生产依然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烟草

种植计划面积下滑严重,部分烟区烟草让位于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经济作物,烟草种植区向偏远地区转

移,烟叶生产配套设施和投入增加,导致烟叶生产存在较大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土壤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土壤安全问题时有发生,病虫害发生危害的频率、范围和程度均有所增加,导致烟叶产质量受到严重威胁,

造成烟草种植风险加大,竞争力下降,进一步打击了烟农的种烟积极性.同时,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外流以及

从业人员老龄化大大限制了烟叶生产投入以及部分先进理念、技术和产品的推广落地.因此,要解决土壤

安全管理和烟叶高质量发展问题,需要从根本出发,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1 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

一方面,烟草行业要出台相应政策,帮助烟农降低烟草种植风险,提高烟草种植效益,如加大对病虫

害防治物资产前投入的补贴力度,加强对烟农和烟技员土壤安全管理以及烟草病虫害防控的绿色防控技术

的培训,加强对烟叶采收后土壤安全情况的评估以及相关土壤修复处理;另一方面,充分和当地政府部门

进行沟通协调,合理规划布局烟草种植,与大农业实现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缓解烟草种植业竞争力下降

问题,吸引青壮年劳动力的回归,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3.2 加快构建土壤安全评估体系,组建专业人才队伍

必须将土壤安全评估作为一项长期且必要的工作进行开展落实,依托科技项目和科研单位以及高校,

加快推进土壤安全评价指标的确立、检测方法的构建以及调控方案的形成.同时,组建有专业知识背景和

技能的土壤安全评估技术队伍,开展对烟田土壤的安全评估,建立土壤安全档案,为土壤安全管理和考核

提供参考.同时,扩大土壤安全评估队伍的服务范围,辐射周边大农业.

3.3 加强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保障土壤安全

为有力保障土壤安全,从业人员和有关单位需总结生产经验,依托科技项目和科研单位以及高校等优

势资源,加快土壤健康调理理论创新、技术研发和产品物化,加大对技术推广模式的探索和创新力度,让

土壤安全管理有着力点,并且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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