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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菌剂对烤烟脉斑病防控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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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微生物菌剂（枯草芽孢杆菌）的原始发酵菌液稀释３，４，５，６倍，对烤烟进行根施，调查其防治烤烟脉斑病
毒病的效果．结果表明，该微生物菌剂对烤烟脉斑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以原始发酵菌液稀释３倍的防治效果较
好，可达到４８５５％，且环保，无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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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报道的烟草病毒病中，将 ＰＶＹ（烟草马
铃薯Ｙ病毒）及 ＴＶＢＭＶ（烟草脉带花叶病）引起的
脉坏死症状统称为烟草脉斑病，其是马铃薯 Ｙ病毒
属成员．而烟草脉斑病造成的烤烟经济损失已在
２５％以上［１－２］．目前，对烤烟脉斑病的研究与防控虽
然已有报道［３－６］，但至今仍无一种特效的抗病毒剂

可防治烟草脉斑病．
微生物菌剂（枯草芽孢杆菌）是一种喜温性嗜

好氧气产芽孢的革兰氏阳性杆状细菌．该菌在自然
界中广泛存在，对人畜无毒无害，不污染环境，还能

产生多种抗菌素和酶，具有广谱抗菌活性和极强的

抗逆能力．拟用枯草芽孢杆菌发酵液防治烤烟脉斑
病毒病，探索其防治烤烟脉斑病的效果和田间最佳

用量，为大面生产提供科学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试验安排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北闸镇红路村

１３社，易发生烟草脉斑病连片种烟地块，海拔１９００
ｍ，年平均气温１１６℃，年降水量８３０ｍｍ．
１２　供试品种

试验品种为云烟９７．
１３　供试药剂

微生物菌剂（枯草芽孢杆菌发酵液）由云南大

学生物科学研究所提供．
１４　试验处理

试验共设５处理．处理１：微生物菌剂兑清水［Ｖ
（微生物菌剂）∶Ｖ（清水）］＝１∶３，根施；处理２：微生
物菌剂兑清水［Ｖ（微生物菌剂）∶Ｖ（清水）］＝１∶４，根
施；处理３：微生物菌剂兑清水［Ｖ（微生物菌剂）∶Ｖ
（清水）］＝１∶５，根施；处理４：微生物菌剂兑清水［Ｖ
（微生物菌剂）∶Ｖ（清水）］＝１∶６，根施；处理５：运达

Ⅱ＋克病灵，喷施；对照：清水，根施．
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第１次施药，每隔１周使

用１次，共３次．
１５　试验设计和安排

试验采用大区对比，不设重复，共６个大区，每
区栽烟４行，每行２５株，共１００株．
１６　调查方法

采取定点、定时调查，每大区１００株全部调查，
合计调查６００株烟，详细记录病株数及相对级数．计
算发病株率、病情指数和防治效果．病情基数调查在
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施药前进行，施药后分别于７月７
日，７月１４日，７月２１日进行．
１７　病害严重度分级标准

病害严重度分级标准参照２００６年辽宁省预测
预报实施方案：脉坏死病分级标准（以整株为单



位），并根据２００９年５月８日“烟草脉斑病毒病发生
规律及综合防治技术研究”项目启动会议讨论修定

的方案执行．病害程度分为以下５个级别：
０级：全株无病；
１级：全株１／４以下叶片有轻微叶脉坏死；
２级：全株１／４以下叶片叶脉坏死严重，或１／４

～１／２叶片叶脉坏死；
３级：全株有１／２～３／４叶片叶脉坏死；
４级：全株有３／４以上叶片叶脉坏死．

１８　病情计算
根据调查结果及发病级数，计算发病率、病情指

数和防治效果，计算公式如下：

发病率＝（发病株数／调查总株数）×１００％；
病情指数 ＝［Σ（发病级数 ×该级发病株数）／

（最高发病株数×调查总株数）］×１００；
防治效果＝［（对照区病情指数 －防治区病情

指数）／（对照区病情指数）］×１００％．
发病程度由轻到重分为０，１，２，３，４共５个级别．

２　结果分析

由表１～表５可知，第１次、第２次和第３次调查
的结果与施药前的病情基数对比，病株率、病情指数均

有上升趋势，但上升缓慢，说明该微生物菌剂对烤烟脉

斑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防治效果以处理１最佳，与对

表１　施药前调查结果

时间 处理
各级病株数／株

０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４级
病株率

／％
病情

指数

２０１０年
６月
３０日

处理１ ８８ １０ ２ ０ ０ １２００ ３５０
处理２ ８７ １１ ２ ０ ０ １３００ ３７５
处理３ ８８ １０ ２ ０ ０ １２００ ３５０
处理４ ８７ １０ ３ ０ ０ １３００ ４００
处理５ ８５ １２ ３ ０ ０ １５００ ４５０
对照 ８３ １５ ２ ０ ０ １７００ ４７５

照相比，达到４８５５％；其次是处理３、处理２、处理４、处
理５，防治效果分别为 ４４３７％，４１９４％，２７３２％，
２０８９％．处理１比处理５的防治效果提高了２７６６％．

表２　第１次施药后７ｄ调查结果

时间 处理
各级病株数／株

０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４级

病株率

／％
病情

指数

防治

效果

／％

２０１０年
７月
７日

处理１ ８７ １１ ２ ０ ０ １３００ ３７５ ５５８８

处理２ ８６ １１ ３ ０ ０ １４００ ４２５ ５０００

处理３ ８６ １２ ２ ０ ０ １４００ ４００ ５２９４

处理４ ８３ １２ ４ １ ０ １７００ ５７５ ３２３５

处理５ ８０ １４ ５ １ ０ ２０００ ６７５ ２０５９

对照 ７７ １４ ７ ２ ０ ２３００ ８５０

表３　第２次施药后７ｄ调查结果

时间 处理
各级病株数／株

０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４级

株率

／％
病情

指数

防治

效果

／％

２０１０年
７月
１４日

处理１ ８４ １３ ３ ０ ０ １６００ ４７５ ４４１２
处理２ ８３ １２ ４ １ ０ １７００ ５７５ ３２３５
处理３ ８２ １４ ３ １ ０ １８００ ５７５ ３２３５
处理４ ８１ １３ ５ １ ０ １９００ ６５０ ２３５３
处理５ ７７ １５ ６ ２ ０ ２３００ ８２５ ２９４
对照 ７５ １８ ５ ２ ０ ２５００ ８５０

表４　第３次施药后７ｄ调查结果

时间 处理
各级病株数／株

０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４级

病株率

／％
病情

指数

防治

效果

／％

２０１０年
７月
２１日

处理１ ８１ １４ ４ １ ０ １９００ ６２５ ４５６５

处理２ ８０ １５ ４ １ ０ ２０００ ６５０ ４３４８

处理３ ８１ １５ ３ １ ０ １９００ ６００ ４７８３

处理４ ７７ １５ ６ １ １ ２３００ ８５０ ２６０９

处理５ ８１ １３ ３ ３ ０ １９００ ７００ ３９１３

对照 ７０ １９ ７ ３ １ ３０００ １１５０

表５　无机元素液对脉斑病的防治效果

处理

　　　施药前　　　 　　第１次施药后７ｄ调查　　 　　第２次施药后７ｄ调查　　 　　第３次施药后７ｄ调查　　

病株率

／％
病情

指数

病株率

／％
病情

指数

防治效果

／％
病株率

／％
病情

指数

防治效果

／％
病株率

／％
病情

指数

防治效果

／％

处理１ １２００ ３５０ １３００ ３７５ ５５８８ １６００ ４７５ ４４１２ １９００ ６２５ ４５６５
处理２ １３００ ３７５ １４００ ４２５ ５０００ １７００ ５７５ ３２３５ ２０００ ６５０ ４３４８
处理３ １２００ ３５０ １４００ ４００ ５２９４ １８００ ５７５ ３２３５ １９００ ６００ ４７８３
处理４ １３００ ４００ １７００ ５７５ ３２３５ １９００ ６５０ ２３５３ ２３００ ８５０ ２６０９
处理５ １５００ ４５０ ２０００ ６７５ ２０５９ ２３００ ８２５ ２９４ １９００ ７００ ３９１３
对照 １７００ ４７５ ２３００ ８５０ ２５００ ８５０ ３０００ １１５０

３　小结与讨论

该微生物菌剂对烤烟脉斑病有一定的防治作

用，以处理１原始发酵菌液稀释３倍的防治效果最
好，达到４８５５％；其次是处理３、处理２、处理４、处
理５，防治效果分别为４４３７％，４１９４％，２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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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影响作用较为明显．所检测的８种有机酸指标对
卷烟香气量的影响作用都较为明显．

所采集的卷烟品牌虽然具有代表性，但数量较

少，难以涵盖卷烟行业的所有品牌香气特征，有待进

一步扩充品牌数量进行分析研究，方可得到更具广

泛涵义的结论．本文通过对国内代表性品牌卷烟有
机酸与香气特征的相关性研究，旨在探索对卷烟香

气特征有关键影响作用的主特征因素，以期为卷烟

配方维护和功能性香精香料的开发工作提供参考依

据．卷烟的内在化学成分极为复杂，非线性关系较为
明显，在今后的研究中，尚需探索卷烟常规化学成

分、致香成分、氨基酸、水溶性糖等指标中对香气特

征起关键影响作用的主特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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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８９％．处理 １比处理 ５的防治效果提高了
２７６６％．从菌剂结果可见，枯草芽孢杆菌的发酵液
对烤烟脉斑病的防效仍不够理想，尚需进一步筛选

其它的微生物菌剂；此外还需扩大该菌剂在烤烟种

植的不同生态环境、不同品种下的防治效果，考察其

药效与推广范围．
综合相关报道［１－９］，当前只有采取包括烤烟无

病毒壮苗的培育，烟蚜虫等昆虫传毒介体的物理、化

学和生物防治，以及合理使用包括本试验筛选出的

微生物菌剂在内的抗病毒制剂等综合防治措施，才

是对烤烟脉斑病防控的有效方法，也是目前烤烟生

产上治理病毒病（包括 ＴＭＶ，ＣＭＶ，ＰＶＹ，ＰＶＸ，
ＴＳＷＶ，ＴＥＶ）应采用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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