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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经济作物的生

产种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烤烟作为我国常

见、种植较为广泛的农业经济作物，其优质高产对于保

证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病虫害是影响烤烟

生长状态的重要因素，为了确保烤烟生产的有效性，需

要对病虫害进行精准的识别和防治，确保烤烟生长环境

的同时，使其品质、产量得到保障，才能有效确保烤烟

对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一、烤烟苗期主要病害以及防治措施

（一）病害的种类

1.野火病。野火病又被称为红火斑、火烧病，该病的

产生原因是一种细菌引起的叶斑病害。由于细菌的感染

速度较快，野火病的发病十分迅速，同时会快速传染到

其他烟苗中。该病初期表现为黑褐色的水渍状圆斑，在

发病后圆斑直径快速扩大，甚至会达到 2cm以上。同时

在圆斑周边能够明显看到黄色的晕圈，当出现野火病的

情况下，小的病斑会相互结合形成不规则的大块病斑，

并呈现出火烧的形状。该病的处理如果不及时、不彻

底，会导致病害在大田期继续传播，对烟田的影响较大。

2.炭疽病。在烤烟苗期由于真菌所引起的烟苗病害，

该病害导致的后果较为严重，严重时会导致烟苗死亡，

因此需要得到种植人员的重视。该病害的表现为叶片产

生暗绿色的水渍小点，并快速扩大到 2 ～ 5mm左右的圆

形病斑。通常情况下，炭疽病病斑的中央为黄褐色或者

白色、灰白色。但在空气湿度较低的情况下，病斑的颜

色为黄白色，同时也能够看到叶下表皮出现油色。炭疽

病发病后，病斑呈现羊皮纸状，逐渐破碎、穿孔。在空

气湿度较高的情况下，会呈现轮纹或者小黑点形状，病

害较为严重的情况下，病斑会相互结合呈现大斑块、火

烧般焦枯状态。

3.猝倒病。该病害多发生于烟苗根部，同样是由于真

菌感染所带来的病害。发病初期，幼苗茎基部出现水渍

状小点，并在病害逐渐发展的情况下呈现暗绿色的萎缩

状态。病害严重时，烟苗茎基部出现软腐、线状的萎缩

现象，最终导致烟苗死亡。通常情况下，引起该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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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烟苗生长环境温度较低、湿度较高。

4.立枯病。同样是由真菌所引起的烟苗病害，而利

枯病与猝倒病的发病原因相反，低温低湿度的情况下，

立枯病容易产生。在烟苗结膜后接触干热风的情况下，

立枯病更加常见。通常情况下，在三叶期之后绿枯病比

较常见，而该病害的病状为，初期在烟苗茎基部出现水

渍状斑点，并逐步转为褐色并扩大到周围区域。严重时

会导致烟苗茎基部出现干枯萎缩的现象，并导致烟苗死

亡。通常情况下，立枯病不会导致烟苗倒伏现象，因此

可以根据倒伏的情况来判断是猝倒病还是立枯病。

5.根黑腐病。该病由于土壤中的真菌侵害导致烟苗根

茎部出现腐烂状态，并由下到上侵入幼苗茎叶，导致幼

苗出现猝倒的现象。由于猝倒并不会引起根部发生黑腐

现象，因此可以进行有效地区别。该病发病时在烟苗大

根上出现黑斑，并在拔起幼苗时，病根断在土壤中，可

以看到少量变黑的根部、茎基部与烟苗主干相连。根黑

腐病通常不会导致烟苗死亡，但是会影响其营养吸收，

从而导致植株矮化、长势较差。

（二）病害的识别

根黑腐病、猝倒病、立枯病在病症上有诸多相似之

处，同时在苗床上培育烟苗时，可能存在混合发病的现

象，为此容易产生混淆的情况，导致治疗不及时。为此

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识别。首先，根黑腐病通常在温度

高、湿度大的烟苗培育环境中产生。同时将烟苗拔起后

能够明显看到根部的黑腐状态，会有部分根部断在土壤

中；其次，猝倒病通常发生在湿度较大、温度较低以及

烟苗受到霜冻等低温的环境下，通过观察可以看到烟苗

基部呈现湿腐状，并在接近地面的茎基部出现褐色腐

烂，犹如开水烫过，并逐步萎缩腐烂出现倒伏现象。立

枯病，则在干热条件下容易产生，特别是在较为干旱地

区的烟苗培育过程中，由于干旱的影响，导致茎基部出

现褐色腐烂、干枯的现象，但通常不会引起烟苗倒伏的

情况。

（三）病害的防治

烟苗培育期间的病害防治工作，通常采取预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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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理为辅的处理手段。

1.合理选择苗床。由于引起烟苗病害的主要原因是细

菌、真菌等微生物带来的感染现象。而这些真菌多寄生

于蔬菜类作物，在选择苗床的过程中，应当远离蔬菜种

植场所，且不能利用种植蔬菜的土壤配置苗床土壤。同

时在配置苗床土壤的过程中，需要对其进行消毒，以避

免细菌、真菌带来的影响。

2.水肥管理。苗床中的水肥条件会导致真菌滋生现象

的产生，无论过多过少都会导致相关问题的发生。为此

需要进行有效的水肥管理，进行均衡的浇水，并在采用

覆膜育苗的情况下，有效调节土壤湿度，避免相关病害

的产生。

3.病害准确诊断。快速、正确诊断烟苗存在的问题，

是治理病害的关键环节。不同的病害其病状有一定的差

别，而在多种病害共发的情况下，需要精准识别病害的

类型，才能针对性地选择药剂。

4.对症下药。在育苗的过程中，首先应当采用波尔多

液进行事先预防，通常 10d左右可以进行一次喷施，以

减少病害的发生；其次，野火病可以使用连霉素、细菌

灵每隔 7 ～ 10d喷 2 ～ 3次可以进行治理。而对于炭疽

病、根黑腐病、立枯病，则需要采用多菌灵、福美双等

药剂进行处理。猝倒病，则需要采用甲霜灵、杀毒矾进

行处理。

二、烤烟苗期主要虫害以及防治措施

（一）小地老虎

该虫在民间被称为土蚕、切根虫，在幼虫生长的过

程中会咬断植物茎部，而烟苗会受其影响产生缺苗现

象。对该虫害的防治，首先，应当彻底清除苗床的杂

草，并对其进行翻耕和翻晒，通过太阳紫外线来杀死部

分幼虫和虫蛹；其次，对于成虫则需要利用其趋光性，

使用灯光以及糖醋液进行诱杀，从而减少成虫在土壤中

的产卵现象。此外，需要积极捕捉幼虫，一方面需要在

清晨浇水前，对存在虫害的烟苗周围进行捕捉。另一方

面则需要使用药剂，在傍晚使用 10%的高效氯氟氰菊酯

或者敌杀死进行喷雾处理，从而治理地老虎幼虫。

（二）蝼蛄

该虫在民间被称为“土狗”，其成虫、若虫会在土

壤中寻找食物，从而对烤烟种子、烟苗幼根、幼茎进行

啃食，并呈现乱麻状，最终导致烟苗死亡。该虫还会在

土壤中开掘隧道，切断幼苗并导致根土分离，从而引起

烟苗枯死现象。对其的防治主要采用翻耕的方式进行处

理，并在播种前对其使用药剂熏蒸，消灭大量虫卵和成

虫。同时还可以针对该虫的趋光、趋粪性，采用黑光灯

以及骡马粪进行诱杀。

（三）野蛞蝓

该虫在民间被称“旱螺”，其外形是一种软体动物，

并在烟苗生长的过程中依附于烟叶表面进行取食，导致

烟叶呈现孔洞、缺口的现象，严重时只能看到叶脉。针

对该虫害的防治，可以采用油茶枯浸泡液进行防治，同

时也可以采用民间的方法将白菜叶、莲花叶分散作为诱

饵放在苗床上，并在早晨收集菜叶，对其进行消杀灭虫

处理。

（四）蚜虫

蚜虫是农作物常见的病虫害之一，在烟苗成长的过

程中蚜虫会依附在心叶上吸食植物汁液。蚜虫会导致烟

叶叶片卷曲现象的产生，可以通过外观直接发现是否存

在蚜虫病害。同时蚜虫病害可以通过多种烟草和植物

进行传播，极易引起虫害的流行和扩散。通常情况下可

以使用高效氯氟氢菊酯、抗蚜威等专用药剂进行喷雾杀

虫。同时杀虫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彻底处理蚜虫病害，以

避免蚜虫病害反复发生和传播。

三、烤烟生产大田种植主要病害以及防治措施

（一）病害的种类与防治

1.炭疽病。炭疽病在当前烟草生产的过程中比较常

见，需要对其引起高度重视。同时其病状、防治方法与

苗期相同。对大田土壤进行熏蒸处理，做好水肥管理的

同时，对炭疽病进行精准识别，然后根据炭疽病的处理

规范，进行有效的处理。

2.细菌病害。细菌病害主要包括青枯病、野火病、

角斑病，但是这些病害的特点在发病时间均有一定的差

异，在进行防治的过程中也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处理。首

先，野火病通常在团棵期接近地面时开始发病，通常烟

株中下方的叶片受影响较为严重；角斑病通常在烟叶成

熟中后期开始发病；而青枯病，则通常在旺长期的后期

开始发病，且在烤烟成熟期变得更加严重，同时由于该

病会对烟株带来严重的影响，在对其进行治疗的过程

中，需要采用滴灌、灌根的方式，以保护烟株的维管束。

3.病毒病害。病毒病害主要包括花叶病、黄花叶病、

黄斑病毒、蚀纹病毒等，病毒的传播速度较快、传染来

源较多，因该病导致的烟株生长问题变得愈发常见，在

对其进行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采取综合防治的策略。不

但需要加强对害虫的防治，来避免因昆虫、害虫所带来

的病毒传播。另一方面还需要对苗床、大田土壤进行良

好的灭菌处理，同时确保采用壮苗，以提升烟株的抗病

能力。为此，病毒病害的处理过程中，应当避免大田与

蔬菜地接壤，并通过土壤熏蒸等方式来消灭土壤中的害

虫和病毒。在大田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重视蚜虫的防治

工作并移栽壮苗，避免使用带病、弱苗，以防止对大田

种植带来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在旺长期，需要严格控制

烟田蚜虫种群数量，并适当提升钾肥施肥量，以提升植

株的抗病能力。

4.黑胫病。该病通常是由于卵菌引起，卵菌随着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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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带菌土壤传播到大田中，而不同的烤烟品种对齐的抗

病能力具有较大的差别，例如红花大金元、云烟 2号较

容易感染黑茎病，而云烟 85、87、G28 具有较高的抗黑

胫病能力。为此在烤烟种植的过程中应当适当选择抗病

能力较高的烤烟品种。对该病的治理，首先需要使用敌

克松拌细土，在移栽起垄的过程中，将伴有药剂的土壤

施撒至根茎处并将其覆盖，以避免药性因阳光照射而失

去效用；其次，黑茎病在发病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敌克

松液进行浇灌处理，从而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5.赤星病。该病多发于烤烟成熟期，对其经济价值

带来较大的影响。该病通常是由下往上进行发展的，在

发病初期会在叶片上形成黄褐色斑点，并随着病变逐渐

转为褐色，叶面的病斑通常为圆形或者不规则的圆形，

同时存在同心轮纹现象，对其的处理可以使用抗霉素或

者扑海因进行有效的喷涂处理。但需要注意的是，若该

病发病时期正好处于低温、多雨的情况下，应当做好对

该病的预防工作，以避免因气候所带来的治疗效果不佳

现象。

（二）病害的识别

病害的不同，其处理方法具有较大的差别，同时一

些病害具有病状上的相似之处，但需要采用的药剂和处

理方式具有较大的差别，为此需要进行明确的病害识

别，以保证防治的效果。首先，青枯病通常在打顶期后

发生，并伴随着枯萎的症状，在中午时可以看到叶片有

枯萎下垂的现象，但夜间会恢复其状态；其次，黑腐病

发病时期，植株存在脱水现象，可以看到叶片存在下垂

的现象，在将其拔起后，根部存在褐色腐烂并严重变

黑。此外，黑胫病通常发生在团棵期，通常会在根部看

到水渍状病斑，将病株拔出后，可以看到根系存在腐烂

现象，但是根系的收缩部位内部存在白色霉菌，因此可

以将其与黑腐病进行区别。

四、烤烟生产大田种植主要虫害以及防治措施

（一）地下害虫

地下害虫的防治工作通常在大田移栽初期较为常

见，害虫啃咬烤烟的根茎，建造隧道导致烟苗出现死亡

的现象。虽然地下害虫的类型较多，但处理其的方法基

本相同，通常都可以采用 90%纯度的晶体敌百虫与水进

行充分的混合，并将其喷洒在作为诱饵的菜籽饼或棉籽

饼上，将诱饵放置根苗附近，从而毒杀地下害虫。

（二）蚜虫

蚜虫处理的过程中可以参考上文苗期蚜虫的处理方

式，通过诱杀、灭杀的方式来进行治理。通过观察，发

现烟叶存在因蚜虫出现的卷曲现象时，应当使用高效氯

氟氢菊酯、抗蚜威等专用药剂进行喷雾杀虫，并定期观

察蚜虫灭杀的情况，务必确保灭杀干净，以减少蚜虫病

害的反复出现。

（三）烟青虫、斜纹夜蛾

烟青虫、斜纹叶蛾其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幼虫啃食

叶片造成叶片出现空洞。对幼虫的处理应当在其产卵期

以及低龄幼虫期进行灭杀，使用功夫乳油、敌杀死等药

剂进行喷洒杀灭幼虫，以避免其对烟叶所带来的不良

影响。

（四）烟草根结线虫

该病害主要是因为根结线虫所引起的，在大田期容

易带来更加严重的危害。在感染根结线虫的情况下，烟

株根部存在圆形或者纺锤形的根瘤，前期为白色，等发

展之后其颜色会发生变化导致根部腐烂。由于该虫会导

致其他病菌更容易感染烟株，同时作为寄生型虫类，对

其需要进行提早处理。一方面可以采用抗虫能力较高的

烤烟品种。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对土壤的熏蒸处理，并

使用铁灭克、克线磷对土壤进行消杀，同时在移栽的过

程中需要避免使用病苗，防止问题的进一步扩大。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烤烟的病虫害综合防治工作通常以预防

为主，在进行烤烟种植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土壤进行

有效的消杀处理，并杜绝外来土壤所带来的病虫害。而

在进行治理的过程中，需要快速分辨不同的病虫害，避

免混淆病虫害所带来的救治时间延迟。在确保救治方式

正确的同时，开展有效的预防处理工作，避免烤烟作物

受到病虫害的影响，从而提升烤烟生产的产量和质量，

为烤烟的经济效益提供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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