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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烟草靶斑病具有扩散迅速、连片发生且危害严重等特点,能大幅降低烟叶产量和

质量,该病害已成为当前阻碍烟草生产的重大问题之一,解决烟草靶斑病问题刻不容缓.本

研究基于绿色防控的理念,以健康栽培为核心,以预测预报为基础,以系统控制为支撑,强

调营养元素平衡和抗性诱导,突出精准用药,在重庆市酉阳县开展预防和精准防控相结合

的统防统治,取得了理想的防控效果.结果表明,不同生育期试验区烟株的农艺性状都显著

优于常规处理区,且常规处理区烟草靶斑病发病率及病情指数始终高于试验区,发病高峰

期相对防效达到79.13%,发病末期相对防效高达82.14%,试验区经济效益突出,与常规

处理区相比,每667m2 可增加产值963.28元,说明采用病害系统防治方案能够有效降低烟

草靶斑病的发生,同时对病毒病和其他叶斑类病害也有很好的综合防治效果,预测预报结

合实际情况精准用药能够实现绿色、生态、安全有效的病害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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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baccotargetspotdiseasehasthecharacteristicsofrapidspread,continuousoccur-
renceandseriousharm,whichcansignificantlyreducetheyieldandqualityoftobaccoleaves.
Thediseasehasbecomeoneofthemajorproblemshinderingtobaccoproduction,anditisur-
genttosolvetheproblemoftobaccotargetspotdisease.Thisstudyisbasedontheconceptof
greenpreventionandcontrol,takinghealthycultivationasthecore,predictionandforecastas
thebasis,andsystemcontrolasthesupport,emphasizingthebalanceofnutrientsandresist-
anceinduction,highlightingthepreciseuseofchemicals.Theunifiedpreventionandcontrol
withcombinedpreventionandprecisecontrolwerecarriedoutinYouyangCounty,Chongqing,
andachievedidealpreventionandcontrolresults.Theresultsshowedthattheagronomictraits
oftobaccoplantsintheexperimentalareaatdifferentgrowthstagesweresignificantlybetter
thanthoseintheconventionaltreatmentarea,andtheincidencerateanddiseaseindexoftobac-
cotargetspotdiseaseintheconventionaltreatmentareawerealwayshigherthanthoseinthe
experimentalarea.Therelativecontrolefficiencyreached79.13%atthepeakincidenceofthe
disease,and82.14%attheendoftheincidence.Theeconomicbenefitsoftheexperimentalarea
wereoutstanding.Comparedwiththeconventionaltreatmentarea,theoutputvaluecouldbein-
creasedby963.28yuanper667m2.Itshowsthatthediseasesystemcontrolschemecaneffec-
tivelyreducetheoccurrenceoftobaccotargetspotdisease,andhasagoodcomprehensivecon-
troleffectonvirusdiseaseandotherleafspotdiseases.Thepredictionandpredictioncombined
withtheactualsituationcanachievegreen,ecological,safeandeffectivecontrolofdisease.
Keywords:tobaccotargetspotdisease;predictionandforecasting;greencontrol;unifiedpre-
ventionandcontrol

  烟草靶斑病(TobaccoTargetSpot)是由瓜亡氏革菌[Thanatephoruscucumeris (Frank)

Donk]担孢子引起的一种重要的烟草叶部病害,其无性态为立枯丝核菌(Rhizoctoniasolani

Kühn)[1-3].近年来,烟草靶斑病在我国云南、广西、吉林、黑龙江、湖南、辽宁等省(区)均有发

生,具有发生面积广、病害传播迅速、病情严重等特点,严重影响了烤烟的产质量[4-6].
国内多项研究表明,适合烟草靶斑病发生与发展的环境条件是高湿度,其发生往往与烟区

连续降雨有关[7].重庆市烟区总体气候特征为温度适宜、降水量偏高[8],利于烟草靶斑病的发

生.烟草靶斑病危害烟草叶片,叶片受侵染后出现圆形水渍状斑点,如遇温度适宜、湿度大的

环境,病斑则迅速扩展形成直径2~20cm有同心轮纹的不规则斑,病斑周围有褪绿晕圈,病斑

坏死部分易碎,形成穿孔,类似枪弹射击在标靶上形成的空洞,故称为靶斑病,病斑正反两面

周围绿色组织和病斑坏死部位常见白色毡状物[9-10].
近年来,关于防治烟草靶斑病的研究并不多见[11].消毒措施对其他苗期病害十分重要,但

对靶斑病病害防治,控制效果有限[12].目前还未发现有较好抗性水平的品种资源,此外,在高

种植密度条件下,靶斑病发病率增加[13],目前我国利用拮抗细菌防治烟草靶斑病研究还比较

少[5].在抗病品种缺乏时,化学防治靶斑病依然是最主要的方法[11],但长期大量使用化学农药

促使害虫的抗药性增加,同时广谱性化学农药对害虫天敌的误杀促使害虫种群增长失去控制,

导致农药使用中“3R”(Residue,Resistance,Resurgence)效应的发生[14],因此,减少化学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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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量是降低烟叶农药残留的首要途径,也是烟草行业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提出“双减”农业

安全生产战略的重要举措[15].生物防治具有安全无公害、长效等优点,尤其是利用微生物之间

的营养竞争、生态位竞争及拮抗物质的产生等方式抑制病原菌的积累,从而减轻病害的发

生[16],目前有益微生物在烟草病虫害防治、烟草产量和品质提高等方面均取得了进展,许多微

生物农药和微生物肥料已在烟草生产实践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7].
病虫害预测预报可系统准确地监测作物病虫草害发生动态,并运用生物学、生态学、统计

学等专业知识,结合实践经验和历史资料,对病虫草害发生危害时间和数量作出预报,通过预

测预报网络,动态掌握病虫害的发生、传播途径、高峰期等规律,以达到科学防控的目的[18].
本研究在苗期使用苗强壮复合微生物菌剂进行育苗基质拌菌处理,抢占根际生态位,平衡

根际微生态,构建烟株健康微生物屏障,并在此基础上加强田间管理,构建烟株健康栽培体系

并增施抗性诱导技术等,使烟株健康生长发育并提升烟株抗病性,结合预测预报叶斑类病害发

病动态情况,采用3次叶斑类病害绿色防控技术,从而达到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的目标,实

现对烟株早生快发及叶斑类病害的绿色、生态、安全有效控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位于重庆市酉阳县两罾乡烟叶基地单元(E108°26'59″,N28°52'31″,海拔791.1m),

试验面积为13.33hm2.
选择好的地块,强化土壤基础条件的管理,避免选用酸化严重、没有深耕、有机质含量不

足的地块种烟.试验区地块尽量选择在冬前已经深耕或者有绿肥翻压处理的地块.

1.2 供试材料

供试烟草品种为“K326”,试验所用烟苗均采用漂浮育苗.移栽标准为3段式选择性移栽,

即利用烟苗移栽后的缓苗期将移栽分为3次,每隔3d移栽一次,每次抽选每盘育苗盘内1/3长

势一致的健苗壮苗,让较小的烟苗继续生长,保证烟苗的利用率和整齐度.移栽标准为苗龄

45~55,单株叶片数7~8片,茎高10~15cm,茎围1.8~2.5cm.种植密度为行距115cm,株

距55~60cm,平均每667m2 为1100株左右.所有处理小区均按相关技术标准进行统一大田

管理,中心花开放打顶,用12.5%氟节胺EC控制腋芽.

1.3 试验设计

本研究设置试验区与常规处理区:试验区每1.33hm2 设置1个定点监测点,共设置5个监

测点,共占地6.67hm2;常规处理区每1.33hm2 地设置1个定点监测点,共设置5个监测点,

共占地6.67hm2.每6.67hm2 地约1100株烟,每个定点监测点约22000株烟.

1.4 试验处理

本研究在试验区处理过程中采用了5种处理技术.

1)抗性诱导技术

在移栽时定根水中加入抗性诱导剂(水杨酸1500倍液+核黄素6000倍液+维果5号

100g),在移栽后25d分别应用叶面喷雾抗性诱导剂(0.5%SC乳油2000倍液+核黄素6000
倍液,对水15kg)、移栽后40d(水杨酸1500倍液+核黄素6000倍液+维果5号100g,对水

20kg)、移栽后60d(0.5%SC乳油2000倍液+维果7号100g,对水25kg),从根际、叶际多

方位进行抗性诱导,以加强烟株抵抗力,增加烟株营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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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培土技术

在苗子长出地面5cm左右时,采用小型培土装置或者用人工进行扩膜护茎小培土,一定

要采用烟株周围的土进行培土,保证对茎秆有呵护作用.不用垄下土和硬土块,以避免对幼嫩

的茎秆造成伤害.

3)适时抹芽和打顶技术

调控烟株的整齐度,根据肥力、留叶数及天气情况打顶,避免空茎病的发生,提升烟株的

抵抗力.

4)预测预报,病害监测技术

试验区内和常规处理区内各设立5个的固定监测点,定点调查和系统调查相结合,准确发

布病情状况,科学指导防治.
预测预报的关键要素:一是有病斑出现,当田间出现单株3个以上病斑时;二是未来3d

内有降雨过程;三是烟株氮肥偏多,本身抗性又比较弱时。出现以上3种情况应该发布防控情

报,尽快落实防控措施.

5)系统控制叶斑类病害技术(表1)

表1 试验区系统控制叶斑类病害的措施

发育期 防治对象 药剂防治 用药目的

旺长期

靶斑病、气候性

斑 点 病、野 火

病、白粉病等

①预防药剂:80%波尔多液可湿性粉剂

100g·667m-2,对水20~30kg,采

用常规喷雾技术均匀喷雾,在喷施完波

尔多液后,根据烟株长势,可叶面喷施

希植达100g·667m-2

②有病斑出现时治疗药剂:叶控1号

(重庆西农植物保护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希植达100g·667m-2+40%苯

醚甲环唑10mL·667m-2+0.5%大黄

素甲醚30mL,对水20~30kg,叶面

喷雾

现蕾期

靶斑病、棒孢霉

叶 斑 病、野 火

病、赤星病等

叶控2号(重庆西农植物保护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50%氯溴异氰尿酸可溶粉

剂50g·667m-2+8%井冈霉素可溶

液剂100g·667m-2+40%苯醚甲环

唑悬浮剂10mL·667m-2+希植达

100g·667m-2

下 部 叶

采 收 结

束后

靶 斑 病、白 粉

病、野火病、赤

星病、棒孢霉叶

斑病等

叶控3号(重庆西农植物保护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50%氯溴异氰尿酸可溶粉

剂100g·667m-2+8%井冈霉素可溶

液剂100g·667m-2+40%苯醚甲环

唑悬浮剂10mL·667m-2+磷酸二氢

钾50g·667m-2.

①50%氯溴异氰尿酸可溶粉剂为广谱

性药剂,相当于叶片消毒剂,对烟草白

粉病、野火病、赤星病、棒孢霉叶斑病、
靶斑病均有效果

②井冈霉素是可用于烟草的生物药剂,
为防治靶斑病的唯一药剂

③苯醚甲环唑对烟草赤星病、棒孢霉有

较好防效

④希植达可调节烟株营养,增加烟株抵

抗力

⑤磷酸二氢钾(冠顶,膨化速溶型)可用

于飞防、不堵塞喷头、平衡营养,促进

成熟落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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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试验过程所有小区进行合理施肥,特别注意平衡营养,减少使用氮肥,增施磷钾肥,

保证所有试验地块足够量的有机肥.

1.5 调查内容

1.5.1 烟株农艺性状调查

在试验区与常规处理区各监测点选择有代表性的5~10株烟株挂牌标记,按《烟草农艺性

状调查方法》(YC/T142—1998),定点定株在烟草移栽期、团棵期、现蕾期、打顶后7d测定烟

株的农艺性状[19],主要包括烟株的株高、茎围、有效叶片数、最大叶长、最大叶宽,并利用公式

(1)、(2)计算叶面积和叶面积系数.

叶面积(cm2)=0.6345×叶长(cm)×叶宽(cm) (1)

叶面积系数=
平均叶面积(cm2)×有效叶片数

植株占地面积(cm2)
(2)

1.5.2 病害调查

烟草病害发生情况按《烟草病虫害分级及调查方法》(GB/T23222—2008)进行调查.结合当

地的病害发生特点,对靶斑病进行系统调查,调查每个监测点烟株的发病叶片数及发病级数并

计算发病率,病害调查可与测定烟草农艺性状同步进行.根据靶斑病的发生情况,在发病初期开

始调查,每隔5d调查一次,连续调查5次以上[20].计算出发病率、病情指数和控病效果.

发病率(%)=
发病叶数

调查总叶数×100% (3)

病情指数=
∑(发病叶数×该病级代表值)
调查总叶数×最高级代表值 ×100 (4)

1.5.3 烟叶产量、品质评价

调查、计算试验区与常规处理区烟叶的产量和产值,统计中等烟和上等烟比例,并估算每

667m2地烟叶的均价.

1.6 数据处理与统计学分析

采用Excel2013对试验数据进行整理,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Duncan氏新复极差法比

较分析相关数据在p≤0.05时的差异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方法烟株农艺性状分析

本研究使用苗强壮复合微生物菌剂进行育苗基质拌菌,构建健康栽培体系、三段式选择性

移栽技术及抗性诱导等技术措施实施后的烟株均为强苗、壮苗,根系发达,苗期病害少发,烟

株自身抵抗力增强,烟株健康生长发育,且烟株在不同生育期长势整齐一致.
对试验区与常规处理区不同生育期烟株农艺性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试验区不同生育期

烟株的农艺性状均优于常规处理区.其中,在团棵期,试验区烟株株高、茎围均显著优于常规

处理区;现蕾期,试验区烟株农艺性状均显著优于常规处理区;打顶后7d,试验区烟株除最大

叶宽外,其余农艺性状均显著优于常规处理区,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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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处理方法烤烟不同生育期农艺性状比较

生育期 组别 株高/cm 最大叶长/cm 最大叶宽/cm 茎围/cm 有效叶片数/片 叶面积/cm2

团棵期

现蕾期

打顶后7d

试验区 50.96±1.00b 57.74±4.28a 31.24±1.61a 7.82±0.11b 14.6±0.57a 1143.86±139.46a
常规处理区 46.76±3.31a 53.96±3.55a 28.92±3.33a 7.10±0.16a 13.80±0.89a 989.88±157.80a

试验区 91.04±3.89b 64.72±3.71b 31.00±1.15b 9.46±0.21b 18.00±0.71b 1268.05±65.79b
常规处理区 78.74±2.10a 57.72±2.16a 26.92±1.31a 8.30±0.22a 16.80±0.84a 981.6±26.75a

试验区 103.26±1.57b 73.76±2.93b 26.77±1.27a 11.01±0.37b 20.60±1.14b 1247.42±41.62b
常规处理区 98.91±3.27a 66.98±2.26a 25.90±2.27a 9.38±0.38a 17.20±0.84a 1098.28±117.21a

  注: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不同处理方法烟株病害情况分析

应用预测预报技术,本研究制定了3次叶斑类病害统一防治的方案,从病害调查结果可

见,随着时间推移,试验区烟草靶斑病发病率及病情指数呈持续下降趋势,而常规处理区发病

率和病情指数始终高于试验区,且7月中旬以前持续上升.发病初期,试验区及时进行第1次

统一防控后,烟草靶斑病发病率及病情指数显著下降,发病率为10.16%,病情指数为1.50,常

规处理区发病率为19.01%,病情指数为2.67,相对防效达到43.82%.发病高峰期前,试验区进

行了第2次统一防控,烟草靶斑病发病率控制在9.98%,病情指数为1.29,而常规处理区烟草

靶斑病发病率高达26.65%,病情指数达到6.19,相对防效达到79.13%.发病末期,试验区进行

第3次统一防治,烟草靶斑病已是零星发生,发病率仅为3.22%,病情指数为0.47,而常规处

理区发病情况仍然严重,发病率为16.27%,病情指数为2.64,相对防效高达82.14%(图1),烟

草靶斑病发病情况见图2.

调查次数(1,2,3,4,5,6)时间分别对应6月6日、6月23日、7月7日、7月14日、7月21日和8月1日.

图1 不同处理方法烟草靶斑病病害情况

A为试验区,B为常规处理区.

图2 不同处理方法烟草靶斑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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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处理方法烟叶产质量分析

由试验区与常规处理区烟叶产量和品质统计分析结果可见,试验区烟叶总体产量显著高于

常规处理区,试验区整体品质较常规处理区相比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试

验区产量较常规处理区相比每667m2 增收了23.00kg,上等烟比例提升了7.00%,中上等烟比

例提升了11.00%,每667m2 地产值高出963.28元,与常规处理区相比达到了超产的效果(表3).

表3 不同处理方法烟叶产质量比较

组别 产量/kg·667m-2 产值/元·667m-2 上等烟比例/% 中上等烟比例/% 均价/元·kg-1

试验区 148.00±1.00b 4173.84±14.28b 75.00±1.00b 89.00±1.00b 28.20±0.29b

常规处理区 125.00±1.00a 3210.56±10.19a 68.00±1.00a 78.00±1.00a 25.69±0.29a

  注: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集成以营养调控、叶际微生态调控和减量化精准用药为核心的关键技术,加强预警

监测系统建设,完善病害测报功能,及时发布病害信息,有效指导准确防控,结果发现:

1)苗强壮复合微生物菌剂进行育苗基质拌菌处理、构建健康栽培体系及抗性诱导等技术措

施的实施,能够加强育苗环节消毒、温湿度管理,实现壮苗强苗,并使烟株自身抵抗力增强,烟

株健康生长发育,烟株长势整齐一致,不同生育期试验区烟株的农艺性状都优于常规处理区.

2)预测预报技术能够准确预测病害发生时间,帮助瞄准目标,对症下药,减少化学农药的

使用量,降低农药使用中“3R”(Residue,Resistance,Resurgence)效应的发生概率.

3)3次叶斑类病害统一防控,显著降低了烟草靶斑病的发病率及病情指数,能够绿色、生

态、安全有效控制烟草靶斑病.

4)以健康栽培为核心、以预测预报为基础、合理施用营养元素和抗性诱导剂及精准用药等

技术可以有效地提高烟叶的总体产质量,试验区整体品质与常规处理区相比得到了显著提升.
李再明等[21]的研究发现10%井冈霉素水剂、30%苯甲·丙环唑乳油(爱苗)交替使用能够

有效防治烟草靶斑病;刘斯泓等[22]研究发现50%腐霉利·恶霉灵800倍液能够有效防止烟草

靶斑病;尹秀娟等[3]发现咯菌腈与丁子香酚复配比为1∶1时能够有效防治烟草靶斑病,并且

减少化学农药用量.黄宁等[6]研究发现,S-诱抗素和水杨酸对烟草靶斑病的诱抗效果最佳,同

时可较好地促进烟株生长,以提高其抗病性.精准用药和抗性诱导能够有效防治烟草靶斑病,

并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本研究在精准用药和使用抗性诱导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保健-预警-
系统控制叶斑类病害技术,不但实现了烟株健康发育、抗性增强、品质提升、特色彰显,还有效

提高了靶斑病防治效果和烟叶产质量,并减少了化学药剂的使用,保障了烟叶生产的持续健康

发展,值得在别的地区推广应用.但需注意一些问题,例如,药剂防治一定要在病害表现出症

状的初期或者常发区移栽后发病前施用,一旦进入发病高峰期或者发病后施药,效果就比较

差;其次,药剂防治注意轮换用药,避免抗性产生和农药残留超标;田间清洁管理也至关重要,

要及时进行田间除草、消毒等农事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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