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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烟区烟草病虫害的立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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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根据多年的云南基层烟草病虫害研究和防治的实践经验,提出烟草病虫害

立体防治理念,并对烟草病虫害立体防治进行了概述,初步确立云南烟区以防治“四病四

虫”为重点,兼防其他次要病虫害的烟草病虫害立体防治策略.本研究旨在以绿色植保为主

体,科学应用化学防治,把病虫害造成的损失控制在经济阈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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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yearsofpracticalexperienceinresearchandcontrolofthetobaccodiseases
andpestsinYunnan,thisstudyputsforwardandsummarizestheconceptofthree-dimensional
controloftobaccodiseasesandinsectpests.Basedonfocusingon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
“4diseasesand4insects”,consideringothersecondaryimportantdiseasesandinsectpests,a
three-dimensionalstrategyforcontroloftobaccodiseasesandinsectpestsinYunnantobacco
productionareaswaspreliminarilyestablished.Thisresearchaimedtofocusongreenplantpro-
tection,scientificallyapplychemicalcontrol,andcontrolthelosscausedbypestsanddiseases
withintheeconomic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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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烟草不同生育期主要病虫害的发生特点

1.1 苗床期

1.1.1 烟草花叶病毒污染

烟草生产主要采用漂浮育苗法,此种育苗技术培育的烟苗根系发达,烟苗健壮[1].漂浮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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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法同时还可以保证烟苗生长的一致性,能实现集中商品化育苗.但是,烟草在漂浮育苗过程

中,容易被烟草花叶病毒(TobaccoMosaicVirus,TMV)污染,其中漂盘、基质和营养液是病毒

病传播的初侵染源.剪叶是烟草漂浮育中TMV引起的普通花叶病在烟苗中传播的最主要、最

有效的途径[2].在剪叶过程中,极少量的病苗就可导致普通烟草花叶病毒病的迅速传播.烟苗

受TMV侵染后,通过4~5次的剪叶后迅速蔓延扩散[3],成苗时有的出现明显的症状,大部分

烟苗带毒但症状不明显,而这些带毒苗移栽到大田后,在合适条件下,团棵期发病,造成大面

积减收.
1.1.2 烟草灰霉病

烟草灰霉病通常发生在烟苗的茎基部,俗称漂浮育苗“根茎腐烂病”,病原菌为灰葡萄孢

(BotrytiscinereaPevs.)[4],烟苗茎基部可出现黑褐色稍凹陷病斑,严重时引起烟苗萎蔫死亡,
导致大田移栽烟苗不足.
1.1.3 常见虫害

在出苗期,有的漂浮育苗棚的四周或棚内会出现野蛞蝓,一旦存在野蛞蝓,漂盘上的烟苗

可被食净.烟苗移栽成活后,常被以小地老虎为代表的地下害虫为害,导致烟苗茎杆被咬断,
造成缺塘缺株的问题.
1.2 团棵期

团棵期是“两黑病”(黑胫病、根黑腐病)最容易暴发的时期,进入旺长期时发病进一步加

重,到成熟期时,发病才降低.不同的烟草品种,其抗病性不同,发病程度也不同,如“红花大

金元”即为“两黑病”的易感品种,“红花大金元”品种的烟区两黑病发病较“K326”等品种重.此
外,连作田或往年种烟发病较重的田地块,往往也更容易发生“两黑病”.
1.3 旺长期

1.3.1 丛顶病

烟草丛顶病(TobaccoBushyTopDisease)是造成烟草大面积毁灭的危险性病害,由烟草丛

顶病毒(TobaccoBushyTopVirus,TBTV)和烟草扭脉病毒(TobaccoVeinDistortngVirus,

TVDV)复合浸染引起[5-7].该病害曾在滇西烟区流行发病,发病早的烟株植株严重矮化、畸形,
叶片无利用价值.烟草丛顶病在大田各生育期都能发生,以旺长期为重,一般为零星和集中发

病同时出现.丛顶病害发生流行与发病区的烟蚜的数量呈正相关性,田间蚜量与发病率呈直线

正相关性[8].无论是花叶病还是丛顶病,发病越早、蔓延越快,来势越猛、发病越重,损失也就

越大.
1.3.2 根结线虫病

近年来,烟草根结线虫病在全国各烟区呈逐年加重趋势,成为烟叶产量和质量提高的重要

限制因素[9].根结线虫病是由病原线虫的侵入而引起的病害,在低热河谷砂性土中的烟区发病

较重,土壤通透性好的烟区比黏性土壤含水量重的发病重.在云南烟区,一般为6月下旬开始

发病,8月采烤期为发病高峰期[10],即旺长期开始陆续发病,到成熟期达到为害高峰.烟草根

系受根结线虫的侵入会发生肿胀,形成典型的根瘤,有的成为鸡爪状.根结线虫侵入可使烟草

根系根功能衰退,地上部分烟株表现出严重营养不良,而当烟株被感染出现症状后,容易被误

认为由缺肥缺水引起.
1.4 成熟期

1.4.1 赤星病

烟株进入成熟期后,无论是“红花大金元”或是“K326”等品种的烟草主要病害转移为烟草

赤星病,病原菌为链格孢菌(Alternariaalternate).该病害从底脚叶开始出现同心轮纹病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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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病,向中上部烟叶扩散,尤其是施氮过量的烟田,在遇多雾或多雨的气候下,上部烟叶发

病较重,烤后的烟叶病斑多,对烟叶等级质量影响很大.
1.4.2 常见虫害

在云南,烟草的整个生产季节都有蚜虫发生,当遇少雨天干时,蚜虫繁殖力强,有的蚜虫

布满整个烟株,以烟株幼嫩的部分为害为重.另外一类害虫是蓟马,蓟马主要进行孤雌生殖,
取食性杂,寄主植物广,成虫和若虫以锉吸烟株幼嫩组织汁液,造成对烟株的直接为害.更为

重要的是,蓟马(烟蓟马、西花蓟马)是烟草番茄斑萎病毒病的主要传毒媒介[11],造成的间接为

害是非常严重的.

2 烟草病虫害立体防治概述

烟草病虫害立体防治是指根据烟草田间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和烟草生长发育规律,按照“预
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合理运用检疫的、生态的、农业的、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方

法,推行立体的、时空的、全方位的综合性防治,把病虫害对烟草的为害控制在经济允许阈值

内的防治方法.
烟株是由根、茎、叶、花和果实组成,这些烟草器官在烟株分布上具有立体性,这些器官都

有病虫害的发生和为害;着生在烟株上的烟叶分为上部烟叶、中部烟叶和下部烟叶,这些烟叶

着生都存在立体性和空间性,并且烟草病虫害的发生、蔓延、扩大、流行均具有立体性和时空

分布性.因此,在病虫害的防治,也要体现出立体作用,这种立体作用主要聚焦在病虫害的防

治靶标上,最终使防治效果达到经济、有效、生态、安全的目的,特别是对造成烟叶损失较大的

危险性病虫害得到了有效控制.采取的措施不仅仅对烟草病虫害防治有效,不利于病虫害的发

生发展,而且利于烟株的生长发育,利于生态环境建设,又对人畜和烟叶安全.
烟草病虫害立体防治是从农业生产的全局出发,在植烟区以烟叶标准化生产为防治基础,

防治的基础体现在高标准的栽培管理,突出生物防治和物理机械防治为主体的绿色防控技术,
这就要求以烟叶生产各时期主要病虫害为预防重点,兼防次要病虫害为防治策略,强化病虫害

发生发展预测预报,优先使用生物制剂(最好为灭活性),必要时使用少量农药防治,以达到最

佳的防治效果.另一方面,烟草病虫害立体防治还必须高度重视检疫的作用,防止新的病虫害

从国外带入国内,国内危险性病虫害发生的烟区带到不发生烟区.

3 烟草病虫害的立体防治策略

虽然云南省乃至全国烟草有害生物病虫害的种类繁多,但并非所有的病虫害在某一烟区同

时发生为害.在防治策略上,按照烟草生长发育各阶段病虫害发生发展特性,确立各阶段烟草

主要病虫害,采取以“防治主要病虫害为主,兼防次要病虫害”的策略.
在云南烟区病虫害发生种类较多,但在经济上最为重要和分布普遍的是“四病四虫”.四病

为黑胫病、赤星病、病毒病、根结线虫病;四虫为蚜虫、蓟马、烟青虫和小地老虎.近年来,烟

草病虫害造成的大部分损失,都是由这些病虫害引起的.因此,在防治策略上,以“四病四虫”为
防治靶标为主体,兼防其他病虫害.此外,有的烟区细菌性病害发生较重,如烟草青枯病,还有

非侵染性病害的发生.
在防治的策略上,漂浮育苗期重点是防治烟草花叶病毒病,兼防烟草灰霉病和野蛞蝓;团

棵期重点防治黑胫病和烟青虫、小地老虎,兼防根黑腐病、蛴螬等病虫害;旺长期重点防治黑

胫病、根结线虫病及烟青虫;成熟期防治的重点转向赤星病.病毒病在整个烟草生长过程中都

作为重点防治的病害,因为烟草病毒病种类多,主要包括烟草花叶病、黄瓜花叶病、丛顶病、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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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斑萎病毒病、脉带病、曲叶病、蚀纹病毒病、环斑病毒病等.这些病害难防治,传播途径多

样,在烟草的每个生长时期都能发生为害,造成的损失严重.而且,此时的次要病害,条件适合

时,很可能会上升为主要病害,如烟草斑萎病(以番茄斑萎病毒和番茄环纹斑点病毒为主),在

云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发病较轻是次要病害,近年来在局部烟区已上升为主要病毒病.因此,
无论烟区有没有发生烟草斑萎病,都要把它当作主要病害来预防.研究发现,云南昭通烟区番

茄斑萎病的发病率与西花蓟马种群数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12].因此,把蓟马当作主要害虫

重点防治.蚜虫除了自身对烟草的直接为害以外,还间接对烟草造成为害,甚至间接为害超过

直接为害.更值得注意的是,烟草许多病毒病是由蚜虫传播媒介引起的,如云南西部主要烟区

暴发流行的丛顶病是由烟草丛顶病毒(TBTV)和烟草扭脉病毒(TVDV)复合侵染引起,病害主

要传媒昆虫为烟蚜[6,13].因此,烟草的整个生育期自始至终都要对蚜虫作重点防治.

4 烟草病虫害的立体防治建议

在烟草病虫害的防治上,要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突出预防为主,
体现高水平栽培管理是防治病虫害的基础,实行绿色栽培技术和绿色防控技术措施为主体的烟

草病虫害立体防治策略.同时,加大主要病虫害的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必要时科学使用高效、
低毒、低残留农药,以达到最好的防治效果.根据云南烟区烟草病虫害发生和烟草生长发育规

律,推动烟草病虫害立体防治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建立良好的农业耕作制度,全面推行烟草绿色栽培技术,提高烟株抗逆性

烟草病虫害的发生为害在农作物中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的,有的是互为条件的关

系.因此,在防治病虫害方面,要从大农业角度出发,在种植农作物时,要考虑农作物之间的病

虫害防治理念.在治理农作物病虫害时,在时间分布上,要体现长远防治和当前防治相结合.
4.1.1 科学区划和规划当地的农作物种植

轮作是最好的病虫害防治措施,能尽可能地避免农作物之间病虫害交叉感染、互为侵染源

的问题,一般要规划2~3年的烟草轮作为好.在核心烟区,建立以烟为主的耕作制度,形成烟

农种植轮作的习惯,且做到自觉遵守.田烟轮作以水旱轮作为好,这样可以对土传性病害“两黑

病”(黑胫病和根黑腐病)、根结线虫病和地下害虫小地老虎等有很好的治理作用.山地烟以种植

玉米为主,进行旱旱轮作.除了轮作以外,烤烟的前茬作物对病虫害的预防也非常重要,前茬

作物以早熟的小麦或大麦为好,土壤贫瘠的山地烟可种植豆科作物等作为前作[14].一般豆科植

物与根瘤菌有共生关系,在根部形成根瘤,具有固氮的作用.豆科作物吸收土壤中的氮素少,
并能提高土壤肥力.无论轮作或是前作都不建议种植茄科植物和蔬菜作物,因为茄科植物和大

部分蔬菜作物是烟草病虫害的中间寄主.大量研究表明,轮作能充分地利用土壤养分,提高施

肥效益,保持、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消除土壤中的有毒物质,减少病虫害,提高烟叶产量和质

量[15-19].试验研究证明,实行稻烟轮作,水旱交替,能显著提高土壤肥力,减轻病虫害的危害[20].
4.1.2 保健栽培在病虫防治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烤烟生产因受追求高产量、高产值的影响,驱使无机氮磷钾肥的用量不断增加.
早些年,烟叶产量和收益随着施肥量增加而呈现递增的情况.但是,到90年代中后期,云南大

理部分主产老烟区,烤烟移栽后便开始出现了较大面积的蹲塘不长、高矮不齐、烟株瘦弱畸形

的问题,这主要与盲目施用大量无机氮磷钾肥,使土壤中有机-无机和大量-中微量养分失去平

衡,导致烟株营养生理性失调、土地生产性能变差有关.针对此种情况,在根据化验诊断和田

间调查结果提出烤烟平衡施肥的对策和专用肥配方后,经过几年的示范推广和大面积应用,基

本恢复了烟株的健壮长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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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化学肥料的大面积使用和推广,使土壤板结和酸化问题日趋严重,土壤生物活性的降

低,营养元素利用率的下降,导致烟叶产量和品质下降[22-24].现在也有少部分烟区,有机肥匮

乏,轮作不到位,施用化肥过多,导致土壤板结,山地出现耕作层变浅问题,导致部分烟株出现

即使增施化肥,植株也得不到很好的生长,甚至出现蹲塘不长,烟草植株僵硬,叶不舒展,整齐

度差,病虫害较重的问题.秸秆还田能显著提升土壤物理性状和养分,是一项有效提升土壤肥

力、改善土壤性质,便于实施的农艺措施[25].为了让土地更加健康,要大力提倡农作物秸秆还

田,大力提倡杂草、树叶(如落地的松树松针)、打捞出的废弃水生生物等广开肥源堆捂发酵或

当厩肥,施用农家肥.对于厩肥或是堆肥最好在前作或轮作田上施用,因为烤烟属于叶用作物,
发酵不充分的农家肥不利于烟叶落黄,会影响烟叶品质.推行有机肥施用技术,要走降化肥、
增加有机肥的施肥技术路线,实现化肥施用的负增长和有机肥施用的正增长.通过有机肥替代

部分化肥,努力提高耕地质量.同时,要加强对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的试验示范工作,集成有

机肥替代部分化肥的技术规范或标准,大力推广通过无害化处理的商品有机肥技术,做到化肥

和有机肥施用协调推进,实现化肥减量增效.有机肥是完全性肥料,可预防非侵染性病害缺素

症的发生.通过增施有机肥,还可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壤的通透性,有效改善烟株

的植烟土壤环境,增加烟株的抗病性,实现大面积烟株生长健壮、整齐平衡、叶片舒展、病虫害

轻、落黄正常,使烟株具备优质烟的长势长相.
4.1.3 高水平的栽培管理是防治病虫害的基础

当烤烟前作成熟收割后,即刻对土地进行深耕深翻晒垈,此时的土壤环境不利于病原及害

虫生存,可降低病虫的发生为害.强化移栽前的捞墒打塘预整地工作,在最佳节令内集中统一

时间移栽,在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施用量的前提下,坚持“控氮减(稳)磷增钾”的施肥技术路

线,坚持测土配方施肥,在缺中微量元素烟区的配方中适当加入,以预防缺素症的发生,但也

要注意微量元素中毒症的问题,如硼中毒.
另外,实施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增加土壤的温度,营造适合根系生长、利于根系发达的最

佳生态条件,实现烟株早生快发.但是,到团棵期时,土壤温度较高不利于烟株根系发育反而

利于土传病害的发生,此时应及时揭膜回收,揭膜后及时薅草锄土、高培土,做到深沟高墒、沟

直、沟空、排水通畅.当烟株进入旺长期后,降低田间湿度,减少中下部烟叶叶斑类病害白粉

病、炭疽病、野火病甚至是赤星病等的发生.当烟株现蕾开花进入成熟期时,优化烟叶结构,清

除无利用价值的底脚叶,减少病害的侵染,适时封顶抹杈,清除细嫩烟杈,减少蚜虫的为害.适
时采摘,以免过熟的烟叶容易感染病害.
4.2 建立绿色防护体系,全面推行烟草绿色防控技术

建立病虫害的防治是需要长期治理的思想,用辩证的思想来防治病虫害,通常不是需要使

用大量农药来达到“消灭”的效果,过量使用农药会产生病虫害的抗药性,甚至会使病虫为害更

猖獗,污染环境,危害人类健康.要建立绿色植保理念,必要时科学使用化学防治.通过综合治

理,逐年减少田间的初次侵染源和再侵染源,切断病虫害发生蔓延的传染途径,逐年减轻烟草

病虫害的为害.
4.2.1 选育抗病品种

建立烟草生物育种创新高地,培养育种创新团队,采用传统育种和现代生物技术育种方

法,培育既优质又抗某种病虫害的品种,既符合卷烟品牌要求,又符合烟农增收的优良品种,
并对传统优质品种抗性改良,如培育抗烟草番茄斑萎病毒病的品种.
4.2.2 栽培中的绿色植保技术

在漂浮育苗过程中,使用对环境污染小的消毒制剂对育苗物资漂盘、池膜、工作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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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工具和鞋底进行消毒处理,如含氯消毒剂,以免病毒病类病原侵染烟苗;对出入棚内的

门和放风口要覆盖防虫网,使蚜虫、蓟马不能进入棚内危害烟苗或传播病毒.在条件适合的烟

区或苗期病毒病发病重的烟区,推广和普及不需要剪苗的漂浮育苗小苗膜下移栽技术.对于常

规的漂浮育苗,移栽前对烟苗进行TMV快速检测,对多次检测呈阳性的育苗棚进行隔离观察

管理.在移栽时,每墒的第一塘可多栽1株烟,当田中的烟株被地下害虫咬断或拔除中心病株

后造成缺塘时,它可作为补栽的健株,到团棵不需要补苗时,可以毁掉多余的烟株.烟株至旺

长初期,遇天干旱需要灌水时,可以走半沟水灌溉,特别是根茎性病害(如黑胫病)较重的烟区,
不允许串灌.在番茄斑萎病毒病较重的连片烟区,附近不要种植易受蓟马为害的蔬菜等作物,
并铲除连片烟区内的杂草,以免杂草中的蓟马转主烟草为害,传播番茄斑萎病毒病.拔除黑胫

病、丛顶病等早期发病的中心病株,特别是要快速准确识别团棵前丛顶病的发病症状,并立即

坚决拔除,以对丛顶病的蔓延扩大起到很好的遏制作用.当烟株成熟下部烟叶发生零星赤星病

时,先采除病叶烘烤,以免赤星病病原孢子扩散传播.当烟叶全部采收结束时,组织烟农及时

翻挖烟根和烟杆,彻底收集田间烟残体,并作为生物质能源使用,这样既销毁了病虫残体又可

以节约煤炭.
4.2.3 全面推进理化诱控技术和生物防治技术

烟叶生产中利用蓟马的趋蓝性、蚜虫的趋黄性在田间设诱虫蓝、黄板粘虫,减轻蓟马、蚜

虫的为害,减少烟草番茄斑萎病毒病、丛顶病等病毒病的发生,达到治(避)虫防病的目

的[13,14].利用仿生昆虫性信息素将鳞翅目害虫地老虎、烟青虫、斜纹夜蛾等成虫的雄虫引诱到

诱捕器中杀死.性信息素诱捕器放置高度以1m 为好[26].此外,有的害虫具有趋光性,利用灯

光诱杀.自然界中天敌昆虫种类较多,利用天敌生物防治害虫已经成为绿色综合防控的重要措

施之一.烟蚜茧蜂防治烟蚜是烟叶生产中较为成功的“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典范,防治方式主

要是通过放成蜂和放僵蚜,近年来主要通过投放僵蚜盒来达到防治烟蚜的目的.但是,如同蚜

茧蜂一样形成产品大面积推广而满足烟草生物防治需求的还不多,可以借鉴赤眼蜂广泛应用于

水稻、玉米和林业害虫的生物防治,建议加强对赤眼蜂防治烟草鳞翅目害虫的生物防治研究,
以期实现烟草“小虫”蚜虫用蚜茧蜂防治,“大虫”鳞翅目害虫用赤眼蜂防治.
4.3 加强病虫害的监测预报,用最少的农药达到最好的效果,实现农药减量增效

建立和完善烟草病虫害发生发展的预测预报体系,掌握主要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动态.在加

强预测预报的同时,与传统防治经验相结合,在使用绿色防控措施后,仍可能发生危险性病虫

害,应该科学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进行防治.比如,黑胫病发病较重,并种植“红花大金

元”品种的连作田或是团棵期有零星重病田发生的片区有发病流行的可能,首先应对连作田和

重病田块烟株根茎部浇淋58%甲霜灵锰锌800倍液作为重点防治,控制发病范围,必要时对片

区内的烟田进行农药交替普防,即采用重点防治和普通防治相结合的方式来控制病虫害,对于

重点防治的发病烟田块可以适当增加防治次数.对烟田勤检查,当发现有零星的烟株幼嫩部分

有烟蚜或烟青虫为害时,使用防治蚜虫或烟青虫的农药进行点喷雾,及时灭蚜或烟青虫,在蚜

虫传播的病毒病较重的烟区还要开展普遍防蚜工作.当片区内下部烟叶较早发生赤星病,并且

病害预报,成熟较早的其他烟区发病较重,应对本烟区施用多抗霉素进行统防统治.根据试验,

10%噻唑膦颗粒剂和0.5%阿维菌素乳油能有效防治烟草根结线虫病[10],在根结线虫病常发的

烟区,可进行试验示范推广.通过试验病毒抑制剂3%超敏蛋白微粒剂4000倍液和2%嘧肽霉

素水剂500倍液对番茄斑萎病毒病防治效果较好[27],可在番茄斑萎病毒病常发的烟区示范推广.
在移栽后15d,需施用化学药剂控制蓟马数量,用25%吡虫啉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25%噻虫

嗪水分散粒剂3000~5000倍液灌根[28].也可释放捕食螨防治蓟马,以虫治虫,治虫防病[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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