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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处中、南亚热带，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给发展烟

草种植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也为烟草病害的发生与蔓延、害虫的繁衍

为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烟草病虫为害，制约了烟草产量和质量的提高，

已成为广西烟草生产的一大障碍。因此，紧密结合烟草生产，编写出版一

本系统介绍烟草病虫害及其防治的科技专著，列入了广西烟草工作的议事

日程。

1 989～l 99 5年，根据中国烟草总公司的部署，广西壮族tl治区分别于

1 98 9年和1 9 9 2年成立了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公司、广西烟草学会、广

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和原广西农业大学植保系等单位

人员组成的“广西烟草侵染性病害调查研究协作组”和“广西烟草昆虫调

查研究协作组”，分别对广西烟区烟草侵染性痛害、烟草害虫种类及其天

敌类群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调查，并对主要的病害和害虫展开了比较

系统的试验研究。与此同时，针对广西烟草病虫的发生和为害情况，实施

了大面积的病虫综合防治技术，取得了可喜成效，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为

生产力的步伐。

专著《烟草病虫害防治彩色图志》，是在作者广泛调查深入研究的基

础上，全面总结了当前烟草病虫害研究的新成果、新技术和科研实践经

验，融知识性、科学性、实用性为一体，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烟草病虫害

的种类、分布、发生规律及防治方法。本图志搜集了烟草病虫和烟草害虫

天敌种类1 5 7种，手绘彩图8 9幅，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彩图形态逼真，

实属一部富有学术价值、实用价值的好书。它的出版，是对广西乃至全国

烟草生产的一个有益贡献。

活
2001年6月于北京

(题序者潘必兴，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中国烟草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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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病虫害是烟草优质适产的主要障碍之一，及时、有效地防治烟草病虫害是烟

草生产的重要环节。然而烟草病虫害种类繁多，在烟田中除害虫外还常有不少益虫，

各种病虫特征及其发生规律和防治方法又千差万别。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

对烟草病虫害的认识日益广泛和深入，防治手段也更加先进和完善。为了使这些新的

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满足炯草生产的实际需要，自1989年起，我们在参加

全国烟草侵染性病害和烟草昆虫调查研究的同时，成立编委会，制订计划，分工合

作，进行本图志的编著、编绘工作。

本图志立足我国南方，面向全国，田间为主，烟仓为辅，其内容力争包括我国南

方烟区的全部病虫害和其他烟区的主要病虫害以及一些国内外的检疫性病虫害。此

外，还包括烟草害虫的部分常见天敌昆虫。全书计有烟草侵染性病害42种，各类非

侵染性病害18种，害虫(含软体动物)63种，天敌昆虫(含蛛形纲)34种。

为实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目的，本图志采取文图并茂方式编著和编绘。既适用

于农村基层干部和烟农，也适用于科研、教学和不同管理层次的科技人员。在各种烟

草病虫中，因主次不同，人们对它的认识深浅不一，故文字描述有长有短。彩图绝大

部分是按照实物标本，部分是根据照片或参考文献资料手绘。绘图作者均受过我国著

名昆虫绘图专家李永禧研究员的悉心培养并共事多年，作品力求生动逼真。

按编委会分工，孙恢鸿负责策划并编写大多数真菌病害和大部分非侵染性病害，

黄福新编写细菌病害、线虫病害、自然灾害年¨肥害，蔡健和编写病毒病害，周至宏编

写昆虫中的烟仓害虫与鳞翅目、同翅目、缨翅目等田间害虫及膜翅目、脉翅目、半翅

目、螳螂目的天敌昆虫，王助引编写鞘翅目的田间害虫和鞘翅目、双翅目的天敌昆

虫，周兴华编写部分真菌病害与半翅日害虫、鳞翅目中的地老虎和部分软体动物，韦

德卫、贤小勇编写直翅目的田间害虫和蛛形纲天敌，李波、艾世平编写部分非侵染性

病害。周至宏、王助引和陈可才绘制全部彩图。最后，孙恢鸿、周至宏分别统编、修

改病害和昆虫文字稿。

在本图志编著、编绘过程中，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研究所

所长朱贤朝研究员、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三F智发、河南农业大学教授谈文、中国炯草总

公司广两公司烟叶处原处长唐崇烈、高级农艺师周恩肖、农艺师吴开松、科技处原处

长李翊高级工程师，广西田林县烟办主任和农艺师吴正敏等曾予以支持、鼓励或提出

修改意见，这次出版又得到中国烟草总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公司、广两烟草学会

和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重视和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01年4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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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烟草猝倒病
(图版1)

烟草猝倒病是烟草卣床期的常见病害，如果环境条件适宜，在烟草大田期本病菌亦可使

烟株受害，并称烟葶茎黑腐病。这两种病害在各产烟省区均有分布，属零星发生病害，但在

某些烟区有时发生则较重。除烟草外，本病菌还可侵染水稻、玉米、大豆、甘蔗、亚麻及多

种蔬菜和杂草。
‘

症 状

猝倒病在幼苗生长的任何时期都可发生，但在三叶期以前幼苗出土至大十字期最易发

病。发病初期幼苗基部呈褐色水渍状软腐，真叶局部发生褐色水渍状斑发病后期茎部似沸

水烫过，呈暗绿色；然后病部腐烂并逐渐干缩，病菌猝然萎蔫折倒、干枯、死亡。天气潮湿

时，腐烂部分常产生白色菌丝。烟苗病死后，在苗床上形成“补丁状”病区，严重时整畦烟

苗所剩尤几。4～6叶期的幼苗也可被害，受病植株停止生长，叶片呈苍黄色，病莳根部发

生水渍状腐烂，皮层易自中柱剥离。如病菌从土面侵害烟株，则根不变色，但移栽后如环境

条件有利，在茎的近十面处产生褐色水渍伤痕，进而茎部破碎或皱缩干瘪。成株期受害，也

多从茎基部开始，病部表现污白色或褐色水腐状病斑，并沿十层向上、下发展，最后使茎基

部组织腐烂，引起整株枯萎。特别是在涝害之后，有时在烟株中部也可产生大块褐色块斑。

茎黑腐病易与黑胫病、根黑腐病相混淆，但茎黑腐病的病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表现为污白色

至褐色水腐，直到最后才表现出黑色，这与根黑腐病病斑初期就表现出特异性黑色不同。茎

黑腐病与黑胫病病部颜色较相近，髓部也可干缩形成碟片状，但前者能在病组织内产生卵孢

子，而后者只是产生白色绒毛状物，即菌丝体和孢予囊。

病 原

本病由多种腐霉菌(Pythium spp．)所引起。菌丝白色，无隔膜，生长茂盛，可产生厚

垣孢子。有性繁殖产生藏精器和藏卵器，二者交配形成卵孢子，无性繁殖产生孢予囊及游动

孢子。在引起猝倒病的已知腐霉中，主要是瓜果腐霉[尸aphanidermaturn(Eds．)Fitzp．]，

其次是德巴利腐霉(尸debaryanum Hesse)和终极腐霉(P ul timum Trow)。

瓜果腐霉，孢了囊粗短扁平分叉或不分叉，易与菌丝相混淆，萌发形成一个球状泡囊，

每个泡囊可内生8"--'50个甚至形成100个游动孢子。游动孢子肾形，直径为7．5～12．5口吗

侧生两条长短不一的鞭毛。藏卵器为网形，顶生或生在菌丝中间，直径22～25／。111。藏精器

可沿藏卵器的柄处形成，或白另一菌丝产生。藏精器球形，大小9～11／till×10～15m常1

或2个挤压于藏卵器上，并通过授精丝进行性结合，产生一个卵孢子。卵孢子球形，壁厚，

表面较光滑，商径17～19胁萌发产生芽管，再生孢了囊及游动孢子。

德巴利腐霉和终极腐霉与瓜果腐霉相似，但德巴利腐霉抱了囊为球形或卵形，直径15---

26蛐，每个藏卵器上的藏精器常有2个以上。藏卵器球形，光滑，直径15---,28,am。卵孢子光

滑，直径12"-20／1 hi。’终极腐霉孢子囊球形或卵形，藏精器与藏卵器紧挨着，自藏卵器柄处

长出，向上向后急转方向附着于藏卵器上，每个藏卵器上只附有1个藏精器，藏卵器直径平

均为20．6Ⅳm。

侵染循环

猝倒腐霉病菌是一种十壤习居菌，腐生性很强，主要以卵孢了和厚垣孢予在土壤及病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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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越冬。当条件适宜时，越冬孢子萌芽形成芽管或游动孢子，从烟株七面上下的部位侵染

茎根。病菌侵入后，即在皮层的薄譬组织细胞内或细胞间蔓延，并在病部表面产生孢子囊及

游动孢子，借助雨水或灌溉水传播扩大侵染，栽到大田的病笛也携带病菌。

发生条件

猝倒病和茎黑腐病发生与气候条件关系密切，低温、高湿是致病的主要因素。此病可以

发牛于适合烟草生长的任何温度。温度26～30℃时烟苗生长迅速，病害较轻；病害严重发

生则出现于炯草最适的温度以下，如数日内温度保持24。C以下，病害发展迅速。降雨过多，

空气湿度大，苗床排水不良，留苗过密，十壤水分高，前茬为菜地或过鼍施用鸡粪及其他有

机肥料，则利于病菌的传播和繁殖，从而造成病害发生流行。苗床十壤pH值5以下发病轻，

pH值5．2"--8．5时则发病严重。蛀茎虫、蝼蛄等根茎害虫为害，造成根茎部伤口多，也是成

株期病害发生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防治方法

(1)合理选择苗床并作消毒处理。茁床应选择地势较高，排水良好的新地或水田，不用

旧苗地、烟地或菜园地作苗床，并做到畦面平整，排水方便。如用旧苗地需用32．7％斯美地

水剂或70％五氯硝基苯和50％福美双或65％代森锌按1：1混合，或用溴甲烷进行苗床熏蒸消

毒。熏蒸时要求十壤温度高于15℃以上，卣床用薄膜覆盖，并用竹片支撑，使土壤与薄膜

之间有适当空隙。如用斯美地，施药前将土壤锄松、打细、整平，用清水均匀浇洒曲床(保

持土壤湿度在60％"--70％)。每平方米苗床以50ml斯美地稀释成100倍溶液均匀喷洒自床士表

面，然后用聚乙烯地膜盖严，膜四周用十压实。10天后除去地膜，将土壤表层耙松，使残

留药气充分挥发3．--,5天，待剩余药气散尽后将畦面整平，即町播种。如用五氯硝基苯和福

美双或代森锌混剂，每平方米苗床用药lOg。如用溴甲烷，每平方米苗床用药40"--609，投

药后密闭24～48小时后揭膜，让十壤通风散毒2"-5天后即可播种。

(2)推广漂浮育茁技术，培育无病壮苗。烟草漂浮育苗属于无士栽培范畴，即在温室或

塑料棚内，利用成犁膨化聚苯乙烯格盘为载体，装填以人工配制的适宜摹质，然后将苗盘漂

浮于含有完全营养的水池中，完成种曲的萌发、生长和成茁过程。其优越性在于烟苗根系发

达，移栽成活率高，培养基卫生条件好，基本消除了烟曲潜伏带病因素，烟苗大小一致，促

田间烟株整齐一致等。

(3)加强茁床管理。苗床不要过多用鸡粪、饼肥等有机质肥料，肥料要充分腐熟，撒匀。

均匀播种，控制播种密度，并及早间苗、定苗，培育壮曲，提高幼苗的抗病能力。

(4)药剂防治。从幼苗十字期开始，每隔7～10天喷一次l：1：150波尔多液，连喷3

次。当茁床发现少数病卣时，立即挖除，并先在病苗及周围用硫酸铜或70％敌克松可湿性粉

剂l 000倍液浇灌病穴，再用2．5％甲霜灵可湿性粉剂1 000倍液或58％瑞毒霉锰锌(即甲霜

灵锰锌)800倍液或50％退菌特或50％代森锌500倍液或50％甲基托布津或75％百菌清l 000倍

液喷雾，进行苗床防治。成株期发病町用58％瑞毒霉锰锌800倍液喷施或l 000倍液灌根进

行防治，每株剂量50ml，并及时做好地F害虫及蛀茎虫的防治工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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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烟草立枯病
(图版1)

烟草立枯病属常见零星发生的卣床期病害，在各产烟省区均有分布，一般小造成危害。

除烟草外，本病菌还可侵染60多科230种植物。

症 状

发病部位在茎基部。病茼茎基部最初出现褐色病斑，后逐渐扩展至茎的一侧或四周，被

害茎基渐次变细，病菌干枯、萎黄而死，甚至倒伏。死茁上密布蜘蛛网状的白色至褐色菌

丝。纵剖病茎，髓部不变黑，但纵剖面有不规则的褐色斑块，并可延伸到病部上面的叶片

上。病叶初呈褐色，其后干枯脱落。在高湿情况下也能引起烟笛大面积死亡腐烂，但在病畦

表面看不到蛛网状的菌丝体。

病 原

本病由立枯丝核菌(Rhizoctonia solani Kuhn)所引起。病菌的有性世代营腐生，在烟

草上尚未发现。为害烟草的伞为无性世代菌丝。菌丝表面粗糙，有分隔。菌丝幼嫩时无色，

菌丝交角约为45。，侧分枝与主菌丝交接处缢缩变细，老熟时棕黄色，菌丝交角变成90。，

小枝与主枝相连处也不缢缩，菌丝细胞常呈串状。在培养基上和病株上有时可发现菌核，菌

核则由桶形细胞菌丝交织而成。病菌生长温度13"--42℃，最适温度24～289C。菌核萌发的

最适温度为24℃。

侵染循环

烟草立枯菌彳i仅可以在寄主残体中长期存活，也可以荫核在十壤中长期存活，并常在未

开垦的土壤中发现。此菌不形成任何形态的孢子，而是以前核或菌丝传染。病莳也可将病菌

带入大田。立枯病菌的侵入方式：一是直接侵入；二是在根上形成菌丝层，使根变色，细胞

死亡之后从死细胞侵入；三是从自然孔口或伤口侵入。在冷湿气候条件下，病害迅速传播。

立枯病的病株死后，病组织被分解，病菌町长期在土壤中或在病残体中营腐生生活。菌核和

菌丝可由流水、病土或其他病株残体进行传播。

发生条件

烟草立枯病为害轻重受环境因素影响很大，其中最重要的是温度。当苗床温度低于20℃

时发病常较莺。中等甚至较小的土壤湿度都有利于立枯病的发生。因此立枯病与烟草猝倒病

恰好相反，常在茁床后期，特别是揭膜后，遇到干旱风，往往出现发病高峰。

防治方法

与防治猝倒病相同。

3．烟草枯萎病
(图版2)

烟草枯萎病又名镰刀菌枯萎病或镰刀菌蔫萎病、镰孢菌根腐病。本病自1916年在美国

发现后，在加拿大、荷兰、意大利、俄罗斯、南非、乌干达、印度、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均有

发生，但仅在南非危害较严重。在广西、福建、台湾、贵州、云南、湖南、湖北、安徽、河



南、山东、陕西、辽宁和黑龙江等省区亦均有零星分布，贵州省有的苗床全部幼苗被毁，大

田生长后期常有3％～5％的病株率。除烟草外，本病菌还可广泛为害多种植物。

症 状

本病在烟草全生育期均可发，圭，但由于该病菌喜高温，烟草生育中后期温度上升，有利

于病菌生长发育，病株症状更明显。本病菌从烟株根系侵入，并沿着维管束系统逐渐扩展。

最初叶片变黄、变短、主脉扭曲，烟株顶部向一侧弯曲；最后全株叶片萎蔫、枯萎。病株根

部小根大根逐渐腐朽死亡，茎基部近地表处常有新生根。如横切病根病茎甚至叶柄或剥开根

茎外皮，根茎木质部呈赤褐色、深褐色甚至黑色。但若非发病已久或另有其他微生物参与，

根茎皮层及其嫩组织仅变干腐烂。病株茎基部常有粉红色霉状物，镜检病株导管也可发现本

病菌的菌丝和分生孢子。

病 原

本病主要由半知菌哑门镰孢菌属尖镰孢菌烟草变种[Fusariu刃oxysporum(Schlecht)

f．sp．nicotianae(Johnson)Snyder et Hansen]所引起。病株茎基部粉红色霉状物即本病

菌的菌丝、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等。菌丝有分隔，呈白、粉红、玫瑰、淡紫、紫色或蓝

色。分生孢予梗短，树枝状，上生分生孢了。分生孢子有大小两型。小型分生孢了数黾较

多，多数单胞，少数双胞或三胞，无色，椭圆形，大小5～12口mX 2．5--一3 Fm。大型分生孢子

生长于分生孢子座中，有时还粘靠成分生孢予团，镰刀形，分隔多数3个，少数4一-．5个，三

分隔的大小35加×4．2 p m，五分隔大小44．3 Fm×4加，橙红色。厚垣孢了多为菌丝顶端或中

间细胞所形成，少数为大型分生孢子中细胞原生质在一定条件下浓缩而成，单胞或双胞，表

面光滑，球形，深褐色，直径6～lO．2 m平均8 Fm。荫核青黑色或橙色，无香味，可在人

工培养基上大量形成。

该病菌生长适宜温度18--一31℃，最适宜温度28"--30℃，最低7℃，最高35℃。对酸碱

度适应广，以pH值7最适宜。此菌为强烈好气性真菌，如0。浓度下降，cO。浓度增大病菌则

生长减弱。土壤或培养基中葡萄糖浓度及pH值可影响分生孢r座的产生数量。

除烟草尖镰孢菌外，国P}Armstrong和国内阮兴业、李永顺等还报导：引起本病的还有

镰刀菌中的甘薯尖镰孢[F oxysporium f．batatas(wollenweber)Snyder＆Hansen]、蚀

脉镰孢(F tasinfectum)，蔗草镰孢(F scirpi Lamb．et Fautr．)、腐皮镰孢[F solani

(Mart．)App．et Wollenw]和木贼镰孢IF．eguiseti(Corda)Sacc．]等。

侵染循环
‘

烟草枯萎病菌是土壤中习居菌，厚垣孢子在土壤中可存活8～10年或更久。病士和病残

株中的病菌为本病的初侵染源。翌年环境条件适宜时，越冬病菌孢子及菌丝的新生孢予萌发

产生侵入丝，主要由烟株根部侧根长出或其他机械损伤处的伤口侵入，并沿着木质部导管逐

渐发展，在病株导管内及茎基外侧再形成大晕菌丝和各类型孢子，借助病苗、病土、流水传

播，不断形成再侵染。病害潜育期7～10天。

发生条件

温暖潮湿天气、通气的沙土或沙壤十均适宜于病菌的生长发育。烟草连作土壤中病菌残

留最较大，根结线虫伤口有利于病菌侵入，病害常较重。气候冷凉干燥，粘土、土壤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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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气差、根结线虫少，烟稻轮作，病害则较轻。因品种不同，病害严重度也不同。

防治方法

(1)种植抗病品种。如a28、NC95、NC567、NC628、白肋11A及1lB和鄂烟2号等。

(2)实行炯稻轮作，避免连作，也不要与本病菌寄主作物连作，与非寄主旱地作物轮作

应在5--．．8年以上。

(3)进行茁床土壤消毒。可用药剂有福尔马林、溴甲烷等。

(4)注意防治根结线虫。具体防治方法见烟草根结线虫病。

(5)发病初期，采用50％多菌灵或70％甲基托布津400-一500倍液喷施或l 000 l 500

倍液淋施烟株茎基部。

4．烟草菌核病
(图版2)

烟草菌核病又称菌核疫病、颈腐病。广西1960年在平乐县农作物病虫害普查中已有发

现，近年广东、贵州、四川、湖北、安徽、吉林和黑龙江等省查明亦有分布，多为零星发

生。本病菌寄主范围很广，在栽培植物中，除烟草外，还可侵染油菜、白菜、芥菜、甘蓝、

花椰菜、红薯、马铃薯、茄、番茄、辣椒、蒿苣、黄瓜、大豆、蚕豆、豌豆、菜豆、紫云英、

胡萝卜、葱、柑、桔和香蕉等多种植物。

症 状

本病在烟草全生育期均可发生，尤以成熟期为多。主要侵染茎基部，并向上蔓延，也可

侵染叶片和蒴果。幼笛受害，茎基部病斑界限明显，黑褐色，稍凹陷，茎内产生白色菌丝。

若波及叶片，主脉呈深褐色腐烂，叶片呈深褐色云纹状。病苗生长缓慢，甚至全株凋萎死

亡。烟株生长后期，茎部病斑多出现于近士面处，椭圆形，浅褐至深褐色，组织下陷腐烂，

并横纵扩展，髓心消失成空腔，内充满白色菌丝，引起烟株断折和根腐，严重时全株死亡。

叶上病斑黄白至褐色，云纹状，圆形至不规则形。病斑常较大，靠近叶柄基部还可形成溃

疡。潮湿时，病部表面及茎秆和蒴果内侧常产生白色絮状霉层，并进一步形成黑色鼠粪状菌

核。

病 原

本病原菌属子囊菌亚门核盘菌属核盘菌[ScIerotinia sclerotiorum(Libert)de Bary]。

菌核表面最初白色，后变黄褐色、深褐色甚至黑色，内部灰白色，球形、椭圆形至不规则

形，成熟后较坚硬，大小5,--一lOmm×3--一8mm。在一定条件下，菌核萌发产生子囊盘1～7个。

予囊盘初淡黄褐色，后暗褐色，喇叭状，直径2--一3mm，表面的子实层由无数了囊和夹生在

子囊问的侧丝所组成。子囊棍棒状，无色，大小为75"-'90 pm×12．5～15 Fm，内含子囊孢子

8个。予囊孢了椭圆形，无色，单胞，大小为10．4～14．3Ⅳm×3．9"-'6．5 p m’两端各有油球1个。

侧丝无色，丝状，65--一75 Fm×5～7．5 pm。菌丝生长温度范围为5～3l℃，适宜温度154--23℃，

致死温度为44℃lO分钟。菌核萌发产生菌丝的温度范围为10～31℃，适宜温度15～29℃，

致死温度为50℃10分钟。病菌生长相对湿度范围75．5％～100％，适宜相对湿度85％'--100％。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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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病虫害防治彩色图志

菌生长pH值范围2一--8，适宜pH值5～6．5。光照有无对菌丝生长影响不明显，但对菌核形

成则有一定影响，在光照条件下菌核成熟需6天，较黑暗条件下仅需4---5天。子囊形成适

宜温度为9～16℃。子囊孢子发芽温度为5---30℃，与菌丝生长温度相似。

侵染循环

本病菌以遗落于七壤中的菌核、残存于烟草及其他寄主植物病株的菌核和菌丝体与混杂

于烟草种子中的菌核碎片越冬。次年，若温度、湿度适宜，越冬菌核产生子囊盘、子囊和子

囊孢予，子囊孢子随风雨传播，形成初次侵染。此外，残存于烟草及其他寄主植物病组织所

长出的菌丝，如与烟株接触，也可直接侵染为害。条件适宜时，病部长出的菌丝和菌核又可

形成再侵染。

发生条件

烟草连作和烟草与其他寄主植物轮作、施用未腐熟带菌堆肥、田间郁蔽高湿、排水不良，

病害常较重。在潮湿凉爽的气候条件下发病最快。高湿度有利于病害的发展，也有利于予囊

孢子萌发。菌核在潮湿t壤中易于萌发，但存活时间仅1年，在干燥十壤中虽不易萌发，但

能存活3年以上；若长期浸水，菌核存活时间则大大缩短。烟草品种不同，病害程度也有一

定的差异。

防治方法

(1)选用抗耐病品种。

(2)实行烟稻轮作，旱地种烟应与禾本科作物轮作2"--3年以上。

(3)播种前用0．5n,n细日筛筛除夹杂于种子中的荫核及荫核碎片，并用比重1．06(波美67。)

的盐水选种，再用清水漂洗后催芽。选用稻田苗床育秧则更好。

(4)深翻土地，使菌核深埋不能萌发。注意开沟排水，实行高蓬栽培，控制种植密度，

以利通风透光。有条件地区可覆盖地膜，以减少病菌传播。施用净肥，清洁田园。及时拔除

病株集中处理，病穴撒施4：l草木灰、石灰或1：20--一30硫磺、石灰粉，以控制病害蔓延。

(5)发病初期H丁用40％菌核净可湿性粉剂1 500～2 000倍液，或50％扑海因可湿性粉

剂1 000倍液，5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1 500--一2 000倍液，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一800

倍液，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l 000倍液，喷淋烟株茎基部，每隔7～10天1次，连续

2"--'3次。

5．烟草自绢病

(图版3)

烟草白绢病又称白腐病、白色茎根腐病、南方茎根腐病，是热带、温带地区的常见病害。

亚洲、非洲和美洲都有分布。在台湾、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浙江和安徽等省区

亦有发生。烟株发病迅速，黄化枯夕E。本病菌寄主范围很广，除烟草及茄科其他植物外，还

侵染菊科、豆科等55科180余种植物。

症 状

烟草笛期、大田期均可发生，多见于大田后期。病害多发生于烟株近地面的茎基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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