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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烟草病虫害难防原因及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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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烟叶质量水平与美国、巴西和津巴布韦等世界优质烟叶生产国相比，依然存

在着一定的差距，除土壤、气候条件和栽培调制技术等外，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差距也是

制约我国烟草农业发展和优质烟叶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烟草幼苗期、大田生长期、到

干烟叶调制和卷烟制品的贮存等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受到很多病虫害不同程度的侵染与

危害，致使烟叶及其制品产量降低，品质下降，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据报道全国每年

因病害造成的损失达10%-15%。如1989-1991年仅烟草主要侵染性病害造成的烟叶损失每

年就超过2亿公斤，产值损失超过7亿元。而到1998年，据估计全国主要病虫害所引起的

烟草产量损失为1.26亿公斤，产值损失9.92亿元（按100万公顷计）。 

  一、烟草病虫害难防原因 

  多年来，尽管我国在烟草病虫害防治方面作了较大努力，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

于病虫害的发生种类及危害程度受气候、生态环境、栽培措施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较大而

难于做到有效控制。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植烟环境新变化。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的推进，整个农村的种植结构的调

整、烟叶生产本身导致病虫害有日趋严重的趋势。全球气候的变化影响到寄主植物、传

媒、病原和烟草本身；整个农村种植结构的变化造成了大量的寄主植物和传媒，且使得

轮作制度难以实施，因此，给有效防治烟草病虫害带来困难。 

  2、烟草病虫害发生出现新变化。就目前来说，我国烟草上侵染性病害高达68种，

害虫等有害生物达600余种，并且其种类还在不断增加，病害生理小种或病毒株系日趋复

杂，优势种群不断变化尤其是对烟草造成严重危害的种类增多，且交替流行，给防治造

成困难。复合侵染特点突出，如真菌与细菌复合侵染引起的“黑杆病”、多种病毒复合

侵染、根结线虫与黑胫病的复合侵染等，给病害的诊断和防治带来困难。 

  3、抗病品种结构单一。烟叶生产本身要求种植优质抗病品种，但就目前我国已通

过全国烟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认）定品种的71个烟草品种来看，虽说都具备优质、抗

病的特性，但仅从品种抗病性种类来看，品种抗性结构较单一，烟叶生产上可选择种植

的品种仍有限，尤其缺乏特异抗性的品种。若当部分地区发生某种严重病害时，要选择

适宜当地种植的抗该病的品种是十分困难的。况且当前烟叶生产上某些抗病品种也由于

逐年种植而使抗性严重退化，而品种的抗病性特别是对病毒病的抗病性与品质性状往往

是相互矛盾的。给从选择抗病品种的角度防治病虫害造成困难。 

  4、防治研究工作滞后。往往是在某种病虫害的发生危害成灾后才开展研究，不能

及时提供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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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防治技术到位率较低。主要表现在综合防治技术落实难，往往重视病虫发生之

后的“治”而忽视发生之前的“防"。尤其是偏远烟区更为突出。 

  6、重药剂防治轻农业防治。大多较为注重农药防治，且不注意防治时期和防治指

标，出现见病（虫）打药、农药品种单一、注重农药的高效性忽视安全性等问题。单项

技术的接受率和实施率低，如在大棚集约化育苗中消毒措施的落实，近年多次出现的除

草剂药害，大量存在的使用管理规定之外的农药品种，所检测到的禁用药剂品种等问

题。 

  二、突破口 

  针对以上存在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注重和加强技术创新，针对重大危险性病虫

害开展系统研究，在测报技术、生物防治、遗传育种、降低农残等方面深化植保科技创

新，提高支撑烟叶生产有害生物控制能力。应以下几个方面为突破口，努力提升防治水

平。 

  1、病害系统调查和病原菌的保藏研究； 

  2、烟草抗性基因定位与抗病育种研究； 

  3、植保信息技术在烟草病虫害预测预报中的应用研究； 

  4、烟草病虫害的生物防治研究； 

  5、烟草病虫害的综合防治研究； 

  6、应用微生物降低烟叶中有害成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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