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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烤烟作为百色市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是稳定全市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解决贫困地区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百色烟区具有良好
的生态条件，造就了风格特色明显、质量稳定的优质烟叶，深受卷烟工业企
业的喜爱，成为诸多品牌的主要原料。百色烤烟素以色黄 （金黄、橘黄）、
味醇、香气质好、香气量足、烟碱含量适中、烟叶外观油润较丰满、厚薄适
中等特点，深受区内外卷烟工业企业的青睐和好评。

目前，制约百色烤烟产业发展的因素有多方面，生产中的技术因素是主
要方面之一，具体到施肥管理方面主要有：一是大部分烤烟种植区的农民缺
乏对当地的水、热、光、土等自然资源状况的理论知识、烤烟吸收矿质营养
肥料知识的了解；二是烤烟施肥养分不平衡；三是烤烟生产设施和生产条件
仍比较落后，而种植区地理因素有差异，降水在时间上、地域上分配不均
匀，造成百色烟区烤烟移栽期干旱持续，局部地区烤烟团棵期或旺长期间歇
性干旱发生频繁，制约烤烟产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四是种植比较分散，规模
化、机械化施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等都比较低，生产成本高；五是缺乏对有
关烤烟施肥管理知识的有效传播渠道。

因此，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根据烤烟的生物学特性，充分利用时、空、
光、热、水、土等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挖掘烟叶增产提质潜力，突出区域
烟叶风格和品质特色；有效传播烤烟施肥管理知识，加强烤烟施肥新理念、
新成果的集成与创新及新技术、新经验的推广与应用；科学合理地调控土壤
水分和养分条件，减少化肥用量，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生态、优
质、安全的烟草农业，提高烟叶生产水平和烟叶质量，为烤烟可持续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广西烟草学会和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重视和大力支
持，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所提供部分照片。在此，谨致谢忱！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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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百色烤烟生产概况

第一节　百色市的基本概况及自然条件

百色市是红色革命老区，因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而闻名中外。百色市位于祖
国西南边陲、广西西部、云贵高原东南缘；西与云南省毗邻，北与贵州省接壤，东与广
西首府南宁紧连，南与越南交界，全市总面积３．６３万平方千米，其中９５．４％的面积为
山区。全市辖１２个县 （区）１３５个乡 （镇、街道），是滇、黔、桂三省中心城市。总人
口３９２万人 （２０１３年），有壮、汉、瑶、苗、彝、仡佬、回等７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占总人口的８７％，其中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８０％。由于历史和地域等诸多原因，经济
发展相对滞后，在新一轮扶贫开发中，百色是全国十四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全
市１２个县 （区）中有９个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２个是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按照新的国家扶贫标准 （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００元以下），２０１３年末全市农村贫
困人口１０２万人。

百色地处东经１０４°２８′～１０７°５４′，北纬２２°５１′～２５°０７′，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均气温１９～２２．１℃，日平均气温≥１０℃，年积温６　２３０～７　８５５℃，年降水量１　１１３～
１　７１３毫米，年日照时数１　４０５～１　８８９小时，年无霜期３３０～３６３天，光热充足，雨热同
季。土壤母质为砂页岩风化物、第四纪红土，主要有赤红壤、红壤、黄红壤、石灰土、
水稻土等。宜烟区海拔大多在７００～１　２００米，与云南烟区的自然环境大致相似。烟草
大田的适宜条件：生育前期气温在２０～２４℃，到旺长期和成熟期气温在２５～２５．６℃，
且雨水丰沛，光照和煦，昼夜温差在６～１２℃。

第二节　百色烤烟生产的发展历史

百色市民间种植烟叶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种植烤烟始于 “三林” （隆林、田林、
西林）。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陆续从云南引入试种，开始零星种植，到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进一
步扩大，而把烤烟作为一项产业来培育的历史则始于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原百色
地委、行署向中组部请求委派烟草专家帮助、指导百色发展烟叶生产，受国家烟草专卖
局的委派，以冯国桢专家为组长的国家烟草专家组进驻百色，拉开了百色科技兴烟的序
幕。受基础设施条件、技术水平、市场供求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影响，烤烟生产规
模虽然起伏较大，但总体一直在不断向前稳步、健康发展。

百色烟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烟叶生产的扶持主
体是各县级政府，此期最高产年份为１９９３年，收购烟叶５　３００吨，占广西收购总量的

１０％；第二阶段是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烟叶生产扶持主体转为县烟草公司，此期最高产年
份为１９９７年，收购烟叶５　８５０．５２吨，占广西收购总量的２０％；第三阶段是１９９８年至
今，烟叶生产扶持主体为市烟草公司，烟叶产量由１９９８年的４　３００吨呈阶梯式上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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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亩＝１／１５公顷≈６６６．７平方米，亩为非法定计量单位，但考虑到本书读者的实际情况，有的表达仍需要用

亩作为面积单位。

别是跨入２１世纪后，以２００１年靖西县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烟叶标准化生产示范县为契
机，烤烟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百色烤烟生产逐步走上健康、良
性的产业发展轨道，烤烟产量、质量稳步提高。此阶段，百色市烤烟种植面积和收购量
以年增长２万亩＊和２　５００吨的速度发展，至２００６年，百色烟区迈入年收购量１５　０００吨
以上全国重点地 （市）级优质烟叶生产基地行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重点后备优质烟
叶生产基地。到２００８年收购量达到１６　６３５吨，占广西收购总量的７２％，上等烟占

３６．２０％，中上等烟达９２．６１％，烟农总收入超２．５５亿元，地方财政税收７　０００多万元，
企业效益明显增加。２００９年收购量达２１　５４５吨。２０１０年受上级 “双控”和百年不遇的
特大干旱灾害的双重影响，收购烟叶量有所下滑，为１２　３１２吨。２０１１年，收购烟叶

１２　９４０吨，全市收购上等烟比例、烟叶均价、烟叶等级合格率创历史最高水平，烟农收
入增加，种烟积极性回升。２０１２年，在遭遇前期持续低温和连日阴雨寡照、中期干旱
高温、后期暴雨洪涝等多种极端天气灾害影响下，收购烟叶１６　７６４吨。２０１３年，全市
收购烟叶１７　８７４吨，完成国家收购计划 （１７　９００吨）的９９．９％，比２０１２年的１６　７６４吨
增长１　１１０吨，增长率６．６％；中上等烟比例９５．４６％，均价２１．７元／千克，比２０１２年
的１８．７４元／千克增长２．９６元／千克，增长率１５．８％。烟农总收入约５亿元 （含补贴），
比２０１２年的３．６４亿元增长约１．３６亿元，增长率３７．４％，户均收入约４万元。烟叶销
至河南中烟、浙江中烟、广东中烟、湖南中烟、湖北中烟、云南中烟、山东中烟、上海
烟草集团、广西中烟等国内重点卷烟工业企业。

表１－１　百色市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烟叶收购数据统计表

年份
种植面积
（公顷）

总收购量
（吨）

亩交售烟叶
（千克）

上等烟比例
（％）

中上等烟比例
（％）

备注

１９９１　 ７８０．００　 ７００．０１　 ５９．８３　 １２．００　 ６３．５０

１９９２　 １　６８６．６７　 １　９００．０３　 ７５．１０　 １４．５６　 ７１．３０

１９９３　 ８　６６６．６７　 ５　３００．１０　 ４０．７７　 ２６．３０　 ７２．１５

１９９４　 １　７２６．６７　 １　３９９．９４　 ５４．０５　 １５．１２　 ７３．２５

１９９５　 １　１３３．３３　 ９９９．９４　 ５８．８２　 １３．５６　 ７０．７０

１９９６　 ２　８２６．６７　 ２　６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６．１５　 ７２．６８

１９９７　 ７　３４６．６７　 ５　８５０．５２　 ５３．０９　 ２５．３４　 ７５．４２

１９９８　 ４　８６６．６７　 ４　２９９．７０　 ５８．９０　 ２８．３０　 ７６．５２

１９９９　 ２　２２６．６７　 ３　６１４．８９　 １０８．２３　 ２１．９６　 ９０．５２

２０００　 ２　５８０．００　 ４　１９０．０５　 １０８．２７　 ２０．７３　 ７６．５１

２００１　 ３　１４６．６７　 ５　０９９．９７　 １０８．０５　 １７．６８　 ６５．１９

２００２　 ４　４７３．３３　 ６　０９９．３９　 ９０．９０　 １５．０６　 ９１．６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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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种植面积
（公顷）

总收购量
（吨）

亩交售烟叶
（千克）

上等烟比例
（％）

中上等烟比例
（％）

备注

２００３　 ４　９６６．６７　 ８　３４９．９７　 １１２．０８　 ２６．９６　 ９１．５９

２００４　 ５　３５３．３３　 １０　１９９．７０　 １２７．０２　 ３５．１４　 ９４．７５

２００５　 ８　４００．００　 １２　０９９．７８　 ９６．０３　 ３３．９０　 ８９．９４

２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００　 １４　９１０．０６　 １２１．２２　 ３１．００　 ８５．００

２００７　 ７　８６６．６７　 １６　０９５．２１　 １３６．４０　 ４３．９３　 ８７．９２

２００８　 ９　７８６．６７　 １６　６３５．００　 １３９．７９　 ３６．２０　 ９２．６１

２００９　 ９　８８６．６７　 ２１　５４５．０３　 １４５．２８　 ２９．７０　 ８６．５０

２０１０　 ６　３３３．３３　 １２　３１１．９９　 １２９．６０　 ２３．３４　 ７５．００ 特大旱灾

２０１１　 ８　１６６．６７　 １２　９３９．６８　 １０５．６３　 ５３．４９　 ９２．４９

２０１２　 １０　２６０．００　 １６　７６４．３３　 １０８．９３　 ４５．６８　 ８５．９４

２０１３　 １１　７０６．６７　 １７　８７４．３３　 １０１．７９　 ４７．１７　 ９５．４６
特 大 冰 雹 灾 害，

损失干烟４　５００吨

第三节　百色烤烟生产现状

如今驱车驶进百色南部烟区，映入眼帘的是连绵起伏的秀丽奇山，蜿蜒盘旋的柏油

公路穿村而过，道路两边林立崭新的小洋楼，在每一大片烟地间、公路旁，矗立着一座
座楼房；向烟田眺望，一条条机耕路通向沃野深处，还有一条条水渠、一座座育苗大
棚、一排排密集式烤房……筑成山村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这一切无疑让人们真切地感受
到烤烟产业在促进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感受
到烤烟产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

一、烤烟已成为烟农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百色烟叶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产区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和地方财政难以

割舍的财源。据统计，２０年来，烟农销售烟叶累计总收入达２６．６８亿元 （含补贴），烟
叶综合创税７．５亿元。许多农户靠种烟有了存款，购进了电视机、摩托车、洗衣机、电
冰箱等高档消费品，盖起了楼房，走上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一亩烟一头牛，十亩烟
一层楼”“子女上学堂，全靠烤烟来帮忙”。烤烟已成为百色市南北石山区的 “黄金”产
业。政府、企业、烟农之间已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和较为成熟的工作协调机制，这为
百色优质烟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具有较为完善的烟叶生产标准化体系

百色市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科技兴烟和标准化生产工作，修订和完善了 《烤烟综合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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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体系》，制定了 《烟叶生产户籍化管理台账》，加强烟叶标准化生产宣贯；重视科技队
伍和技术网络的建设，加强技术培训和新技术的推广及应用，从育苗、机耕、大田管
理、烘烤、基础设施建设、烟叶收购等１２个环节展开培训，并加强与科研单位的技术
合作，不断引进、推广新的技术和管理方式，生产技术得到不断更新，即选用优良品
种、选择适宜播栽期、控氮适磷增钾补硼镁锌肥平衡营养施肥、漂浮育苗、膜上移栽、
井窖式小苗移栽、病虫害综合防治、适时打顶、全面推行化学抑芽、处理不适用鲜叶、
田间成熟采收、烟夹编烟、散叶装烟、密集烘烤工艺等，生产技术体系日趋完善，生产
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２００４年靖西县通过第三批国家级烟叶标准化生产示范县验收，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烟叶生产标准化体系。

三、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经过２０年的发展，百色已经逐步培养成一支素质较高的技术队伍和经验丰富的烟
叶人才队伍。当前从事烟叶工作人员４８８人，其中，研究生学历９人，本科学历５９人；
全国烟叶分级比赛 “国手”３人，全国烘烤技术能手４人，分级技师２８人，烟叶分级
高级工１４９人，中级工２２２人，初级工４８人；农艺师１３人，高级农艺师３人。目前职
业烟农１２　０００多户，有近６万烟农从事烟叶生产。

四、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有力地推动新农村建设

“十一五”以来，百色不断加大烟叶生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特别是标准化烤房、
烟水配套工程、标准化及现代化烟叶仓库、烟叶基层站、机耕设备、喷灌设备等方面的
建设与投入，增强了烟叶生产发展的后劲。累计建设烟水、烟路、烤房、育苗设施等项
目１８　７０２个，资金总投入５．０７亿元，其中，建设烟田水利设施２　３０１个，投入资金１．３４
亿元；建设机耕路１５４条，投入资金２　２６０万元；烟叶调制设施１３　１７５个，投入资金

２．９７亿元；育苗设施１　５１０个，投入资金３　２９７．６１万元；购买农用机械１　５６２台 （套），
投入资金２　０１３．５万元。大量烟基工程的投入，改善了烟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极大地
改善了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行路难、运输难、用水难、吃水难的落后局面，有力地助
推了山区新农村建设。

五、现代烟草农业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百色大力开展现代烟草农业建设，加大烟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
了烟区劳动强度，引导烟农探索建设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推进现代烟草
农业逐步向高层次发展，提高了工作效率。当前百色市烟水配套工程建设完成基本烟田
面积１２　５５０公顷，机耕路配套工程完成基本烟田面积３　６００公顷，烤房建设可满足基本
烟田面积１３　４２０公顷，农用机械可覆盖基本烟田面积６　５００公顷，育苗设施可覆盖基本
烟田面积１０　９００公顷。目前已建成４个基地单元 （湖北中烟靖西新靖黄鹤楼基地单元、
湖南中烟隆林芙蓉王基地单元、河南中烟德保足荣基地单元及靖西化峒黄金叶基地单
元）。目前全市建立烤烟种植专业合作社１８个，有效地推动了烟叶生产方式、组织管理
模式改革，加快了烟叶生产专业化、市场化进程。烟农劳动用工大幅减少，使烟叶生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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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由原来每亩用工４０个下降到２２个左右，实现了减工、降本、提质、增效的目标。

六、具备广阔的市场空间

百色烟叶富有特色，已成功注册 “天香”烟叶品牌，烟叶供不应求，备受卷烟工业
企业青睐。多年来，百色烟区坚持 “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求生存，以管理出效益，以
服务赢客户”的理念，已与国内知名卷烟工业企业联合办烟叶生产基地或建立战略性合
作关系：与河南中烟、浙江中烟、广东中烟、湖南中烟、湖北中烟、云南中烟、山东中
烟、广西中烟和上海烟草集团等建立了业务关系。

第四节　百色烤烟生产面临的挑战

百色烤烟生产历经２０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逐步走上良性、稳步、健康发展的轨
道，生产规模逐年扩大，质量和效益有明显提高。但是，目前百色烤烟生产还面临以下
几个方面的挑战。

一、规模不够大

２０１３年百色市烤烟总产量仅有１７　８７４吨，百色烟区跟其他先进产区相比，规模仍
较小。没有规模就难以产生持续而稳定的效益，由于烟叶产量不能稳定供应，大的卷烟
工业企业只好把百色产的烟叶作为辅料烟使用，不将其作为主料烟使用，也不把百色产
的烟叶作为非用不可的选择，从而削弱了百色烟叶的市场竞争力。

二、烟区发展不平衡，布局不够合理

烟区发展不平衡仍是百色烤烟产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较大的县级产区烤烟产量
已经超过１０　０００吨，超过全市收购量的５０％，而较小县级产区烤烟产量仅有几百吨。
在较大的县级烤烟产区，由于生产规模已经形成，烟农整体素质较好，先进科学技术到
位率高，烟叶产量、质量稳步提高，种烟效益佳，烟区发展迅速。相反，在较小县级烤
烟产区，烤烟种植相对分散，点多面广，没有形成规模化种植，烟农素质较低，机械化
耕作和先进技术推广程度低，种烟效益差，烟区发展速度较慢。

三、基础设施后续管护不力，有效的灾害防御保障风险体系尚未建立

近年来，百色烟叶生产基础设施虽然得到不断改善，但是自然灾害依然频发，洪
涝、干旱、冰雹、大风等自然灾害严重制约百色烟叶产业的持续发展，有的基础设施由
于后续管护不力，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烟农抗风险能力不强等问题也亟待解
决。例如，２０１３年百色遭遇５０年未遇的冰雹，烟农损失惨重，受灾绝收面积２　０００公
顷，损失烟叶４　５００吨。烟草公司通过对受灾的烟农给予一定补偿以降低烟农的损失，
共计下发５　０００万元受灾补偿金，但与实际损失还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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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技术服务体系不够健全，整体生产水平仍需提高

经过多年的发展，百色市已经建立一支烤烟科研、生产技术队伍和服务网络，但受
经费、人才和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烤烟科研只能停留在低层次、试验性研究阶段，还不
能完全适应和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由于技术推广普及力量有限，部分技术人员组织能
力和责任心有待提高，加上工作实践经验不足，其结果是造成技术传授给农民这一环节
连贯性不好，农民掌握技术不全面或出现偏差，从而影响了技术推广的效果。

五、合作社发展缓慢

合作社建设相对滞后，运作不顺畅，专业化服务覆盖率有待提高。

六、产区政府对烟叶产业的重视和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百色烟区的地方政府有必要加强重视烟叶生产，明确政府与烟草部门的职能分工。
政府主导负责组织领导、宣传发动、考核监督；烟草部门负责技术落实、烟叶收购。政
府大力支持烟叶产业，不干涉烟草收购，并将大部分烟叶税用于扶持烤烟生产。

第五节　百色烤烟生产的远景规划及主要措施

未来几年，百色市计划建成渠成网、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保护制度健全、耕
作制度合理、轮作制度落实、用养结合、产区相对连片、粮烟协调发展的基本烟田

２４　０００公顷以上，年产优质烟叶２５　０００吨以上。

一、大力发展特色优质烟叶，突出 “天香”烟叶的风格特色

认真把握烟叶产业发展的目标、机遇和路径，在谋划 “三大课题”过程中，明确烟
叶生产的追赶目标，即由以量增效向以质增效转变，由粗放生产向精细高效生产转变，
由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转变。围绕这一目标，要继续坚持
现代设施、精良技术、低碳循环、生态有机的烟叶生产发展方向，不断提高烟叶生产质
量和技术水平，努力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打造特色优质烟叶。

（一）加强对生态资源优势的研究与利用

百色种植烟叶的生态条件优越，早在１９８８年就被中国烟草学会专家考察团称赞为
“我国西南烟区不可多得的一块宝地，可开发成为全国优质烟叶基地和出口基地”。但是
相比其他产区，如云南 “清甜香润”、贵州 “山地醇甜香”、四川 “清甜香”、湖北 “淡
雅醇香”、安徽 “焦甜香”，百色烟区对生态区域优势的研究和利用还远远不够，甚至是
明显落后，未能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生态环境优势。要依托 “广西百色典型生态植烟新
区特色优质烟叶开发”“基于ＧＩＳ的百色烤烟适应性研究”“广西百色地区优质烟叶生
产关键技术研究与推广”等科研项目，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一方面加大特色优势生态区
域开发，研究影响烟叶风格特色形成的生态因子，充分发挥百色烟区的生态优势，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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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百色烤烟生产概况

态、品种、技术等方面加强研究，完善生产技术体系；另一方面加强生态保护工作，防
止水土流失，改良土壤结构，确保可持续发展。

（二）加快优良品种选择与推广的步伐

品种彰显特色，因此，选择推广合适的优良品种对特色烟叶生产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百色烤烟品种相对比较单一，后备品种少。２０１４年起大力推广红花大金元、Ｋ３２６
等特色品种，逐步提升特色化水平。

二、坚持标准化生产不动摇

标准是基础，努力探索出一条以建立烤烟标准化示范区为突破口的烟叶生产可持续
发展之路。

（一）加强烟叶队伍的管理

一是要强化对烟技员队伍的教育和引导，提升其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创新性地开
展职业技能、职务聘任及岗位工资晋级提档工作，通过技能鉴定、业绩评定的双重引
导，实现烟技员队伍技能化。二是引导员工树立绩效意识。继续深化烟叶队伍绩效管理
改革，探索实施岗位工资考核制度，制订岗位工作考核标准。三是教育员工珍惜现有工
作，在工作中要不断自我总结，自我提升，不断创造优秀业绩，塑造自我。四是打造一
支技术过硬、敢担当、能打胜仗的 “狮子型”干部队伍，真正形成 “能者上、庸者让”
的用人用工机制。

（二）注重新技术的应用推广

一是以推广绿肥种植为突破口，大力推广生物有机肥、生物钾肥和麸肥的使用，促
进土壤修复，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品质；二是推行起大垄的高垄深栽技术，一方面
通过冬耕晒垡，起高垄，另一方面通过推行井窖式小苗移栽技术解决深栽问题；三是种
植规格调整为１．２米× （０．５～０．６）米；四是大力推广并持续改进小型多用机，逐步实
现中耕培土、植保、喷灌、采收运输全程机械化，强化推广烟夹、散叶烘烤等新的装烟
方式，减轻烟农劳动强度，提高烘烤质量；五是采用物理、生物防治病虫害，降低农药
残留，提高安全性。

三、加强烟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烤烟生产环境

继续抓好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水平。近年来百色烟叶生产基
础设施得到不断改善，但是自然灾害依然频发，洪涝、干旱、冰雹、大风等自然灾害严
重制约烟叶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仍需要稳步推进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工作，
出台激励政策和工作措施，配套完善烟叶基层站、合作社基础设施和机械化设备设施、
仓储物流中心建设，提高密集烤房、机耕路和水渠建设质量。争取及早开工建设烟区基
础设施，进一步改善全市烤烟生产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确保烟叶生产旱涝
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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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气象服务和风险保障金机制，降低自然灾害的影响，解决烟农
的后顾之忧

烟农对气象的预测完全是靠 “看云识天气”，对阴晴的判定没有十足的科学依据，
这给他们的烟叶生产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烟草公司可以协调气象局，为烟农免费赠阅
手机气象服务，让烟农足不出户就知道天气变化状况，从而能够合理、科学地安排烟叶
生产，减少低温、冰雹、大风等自然灾害天气给烟叶生产带来的危害和不利影响。此外
还要尝试由烟草公司牵头，烟农出资的种烟投保机制，实行烟叶生产农业保险，制定和
完善具体的实施办法，确定灾害等级程度和救助标准，实行社会化保障，缓解烟农因受
灾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心理恐慌，降低烟农受到的生产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程度，真正
让烟农安心、无后顾之忧地发展烟叶生产。

五、大力发展合作社

借鉴先进产区合作社建设经验，结合产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抓好专业化服务合
作社建设工作，稳步提高现代烟草农业建设水平。一是对现有的合作社进行整合，选派
协调能力强、责任心强、有威望、有水平的人担任社长，再从烟站抽调协调能力强、管
理水平高、业务水平精的烟技员脱产到合作社担任经理，薪酬仍由烟草公司负责，不在
合作社拿任何报酬，主要负责协助、引领合作社建设。二是加大对合作社建设的政策扶
持力度，将购买的农机设备移交给合作社进行管理，对重点环节或难以推进的环节加大
扶持力度，依托烟站、烘烤工场、农机、烟水、烟路等基础设施，推动专业化服务工作
开展，巩固专业化育苗，稳步推进和扩大专业化机耕、起垄和培土服务规模，探索专业
化植保和烘烤，全面推行专业化分级散叶收购，让合作社有钱赚，从而提高烟农入社的
积极性。三是制定考核措施，把合作社的建设水平纳入对烟叶站的重点考核项目，促使
烟叶站重视并积极推动合作社的建设和提高运行水平。

六、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

烟草公司要充分利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国家烟草专卖局签订 “３００亿工
程”的有利条件，向百色各级党委、政府汇报烟叶发展规划，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
协调，争取百色各级党委、政府对百色烟叶最大限度的支持、理解和配合，努力建立
市、县、乡、村组织领导机制，落实责任制，真正落实 “一把手”工程。营造更加顺
畅、良好的外部工作环境，为做大、做强百色烟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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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烤烟的生物学性状及其
对生态条件的要求

烟草为茄科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目前被植物学家确认的烟草已有６６个种。
但被用于栽培食用的只有两个种：红花烟草和黄花烟草。除北方地区有少量黄花烟草之
外，我国大部分为红花烟草。根据各种烟草的品种特性、栽培条件、调制方法、主要用
途等，我国将烟草主要分为晾晒烟、烤烟、白肋烟、雪茄烟、香料烟、黄花烟等六类。
目前，广西百色市种植的均为烤烟。烟草是由根、茎、叶、花、果实等各个器官组成的
统一体，烟株的生长就是通过烟株各个器官协调生长发育的过程。

第一节　烤烟的生物学性状

一、根

（一）根的形态

烤烟的根属圆锥根系，由主根、侧根和不定根三部分组成。侧根和不定根是其主要
组成部分，在耕层内根系分布的密度和宽度都大，其形态呈圆锥形。

烤烟种子萌发时，胚根突破种皮后直接生长而成主根，主根产生的各级大小分支都
叫侧根，由茎上发生的根都叫不定根。烟草本属直根系植物，到移栽前，主根可长达

１５厘米以上。移栽后，烟草主根由于移栽时受损伤，生长一段时间后停止生长。成长
的烟株主根不明显，侧根和不定根很发达，成为根系的主要部分。根系呈圆锥形分布，

７０％～８０％的根密集分布在地表深１６～５０厘米、宽度为２５～８０厘米的土层内。根系密
集层的深度和宽度与表土条件的好坏有关。烟草根系的生长和分布随着环境条件及农业
技术的不同而有差别。一般来说，土壤通气性良好，肥水适度，磷钾肥较多，温度适
宜，光照比较强，则根系比较发达。此外，烟草的发根能力很强，生产上利用这一生物
学特性，采取中耕、培土、打顶等措施，促使茎基部多发生不定根，不仅增加根系的吸
收面积，并且也增强了烟株的支撑能力。

根系的生长在苗期以主茎长出３～７片真叶时最快，移栽后３～４天根系恢复生长。
大田期以移栽成活至团棵期根的生长最为迅速。开花前后形成完整的根系以后，根逐渐
衰老，根系的水平生长速度一般大于垂直生长速度。到了收获期，根系的水平生长速度
小于垂直生长速度。

（二）根系的构造

烤烟根系，无论是主根、侧根或不定根，在生长过程中，内部构造所发生的一系列
变化均是相似的。按它们构造的不同，可以分成初生构造和次生构造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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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烤烟根系的初生构造
每条根的顶端在根毛生长处及其以下的一段叫根尖，是根部生长最活跃的部分。根

尖由根冠、生长点、伸长区和根毛区四个部分组成。

２．烤烟根系的次生构造
烤烟的根系在完成了初生生长后，由于形成层的发生和活动，不断地产生次生维管

组织和周皮，使根的直径增粗，这种生长过程称为次生生长。烤烟根的次生构造是在根
毛区后部开始出现的。次生生长是由维管形成层和木栓形成层两部分共同完成的。

由于形成层活动的结果，不断产生次生组织，形成层内层的细胞生长分化成为次生
木质部，外层的细胞生长分化成为次生韧皮部。但形成层向内产生的次生木质部比向外
产生的韧皮部多，一般次生木质部为次生韧皮部的３倍。次生构造形成之后，在根的中
央，初生木质部的周围分化出几层内生韧皮部。随着次生构造的增加，根也逐渐加粗。

（三）烤烟根系的生长

烤烟种子发芽时，首先伸出胚根，胚根是由种子下胚轴的下端根的分生组织形成。
种子萌发后，胚根继续伸长形成主根。随着主根的生长，开始发生各级侧根和不定根，
最后形成烟株根系。烤烟的主根不明显而侧根非常发达，主要是由于生产中烤烟采用育
苗移栽的方式，造成了主根受损停止生长，促使侧根大量发生。一般烤烟能产生多级侧
根，即主根上产生一级侧根，一级侧根上又产生二级侧根等。

烤烟的不定根一般是指在茎的基部 （地上气生部分和地下部分）产生的根。烤烟能
产生大量的不定根，主要是由于烤烟栽培过程中采用的培土的生产措施所造成的。烤烟
在团棵期进行培土，１０厘米左右的茎秆被埋在土里，这部分茎基部能生出大量的不定
根。目前生产上采用的漂浮育苗，在移栽时烟苗就有２／３的茎秆被埋在地下，这部分茎
秆产生的不定根就形成了烟株的主要根系。

（四）根的生理机能

烤烟根系除对烟株具有支撑作用外，还具有吸收水分、养分，贮存、运转和合成部
分物质等生理功能。

１．吸收功能
烤烟所需要的水分和绝大部分营养物质都是根系从土壤中吸收的。根系的吸收部位

主要是未木栓化或木质化的幼嫩根尖部分，其中吸收水分的主要是根毛区，而吸收养分
的则主要是根毛区前端的呼吸作用较强的部分。根毛的存在大大增加了根系的吸收面
积。根毛的寿命不长，一般１０～１５天死亡。当根毛区上部的根毛逐渐死亡时，下部又
不断地产生新的根毛。根系对营养元素的吸收分为被动吸收和主动吸收。

２．合成机能
烤烟根系不仅是重要的吸收器官，也是合成烟碱、部分氨基酸和植物激素等物质的

器官。烟碱是在根内合成后输送到茎和叶片中去的，约有９０％的烟碱都来自于根系。
根系中以根尖的生长活动与烟碱的合成关系更为密切。根系合成烟碱的能力受土壤条件
和栽培技术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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