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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55年，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烟科所)创立至今，几经所址搬

迁，隶属关系调整，管理体制变革。任凭星移斗转，沧桑巨变，人物是非，“左”的干

扰，没有改变烟科所的职能；科技创新的挑战，没有改变烟科所的“亮剑”精神，没有

削弱烟科人员的战斗意志，勇敢地担当着发展云南烟草事业的先锋大任。实践，创

新；再实践，再创新，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烟科所似红土高原上的一株小草，没

有花香，没有树高，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顽强不息地生存

着、发展着，默默无闻地为云南烟草事业作奉献，为中国烟草事业乃至世界烟草事

业做出自己应有的不懈努力。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赶上“盛世修志，志载盛事”的

大好时光，而得于客观地记载，一座历史的丰碑跃然纸上，对逝者是安慰，对生者是

鼓励，对未来者是启迪，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有多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闪闪发光。实践经验证明：时代进步，取

决于科技创新；云南烟草事业的发展，取决于科研创新。烟科所的职工坚信“攻城

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坚持科研与生产结合，科研为生

产服务的方向，针对云南烟草科技发展战略中的关键问题和生产中亟需解决的科

技问题，实行以应用研究为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相结合，科研、开发、

推广并重，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把自己微薄力量的那“一滴水”融人到云南烟草

事业大潮中，推动着云南烟草经济迈过产品经济的坎，爬过产业经济的坡，攀上优

势支柱产业经济的高峰。哺乳出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红塔品牌、红云品牌、红河品

牌香烟，云南人常为“三大品牌”引以自豪，外人常为“三大品牌”刮目相看云南。

优质烤烟造就了品牌卷烟，品牌卷烟工业返哺农业，促进“两烟”又好又快发展，烟

草产业带动辅料产业的发展，影响和推动云南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曾在一段时

间里，云南烟草经济占地方财政70～75％的收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主要渠道，构

建云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支点。这凝聚着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对烟草产业

的厚爱，凝聚着国家烟草专卖局对云南烟草的关心，凝聚着全省各族人民对烟草产

业的钟情，凝聚着全省烟草职工对烟草事业的执着追求，凝聚着烟科人员对科技创

新的勇气和毅力，汇聚出一个伟大真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一群烟科精英鲜活的面孔展显在世人面前。半个世纪以来，烟科所的领导换

了一茬又一茬，职工换了一批又一批，千换万换，传承科技之光的职责不换，传承文

明的奉献精神不换。换来了烟科创新的步子越迈越大，烟科成果越来越多，科技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应作用越来越明显，烟科英才团队越战越强，谱写出“人民，只

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壮丽篇章。造就出褚守庄、苏占虎、杨士福等

老一辈科技专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涌现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雷永和，

云南省人民政府、国家烟草专卖局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张崇范、冉帮定、杨铭、谭彩

兰、王灿华；云南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李天飞、邵岩，西部开发突出贡献奖获得者李

永平，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后备人才卢秀萍、祝明亮、雷丽萍。沉淀出一批甘

为“人梯”、乐做“铺路石”的管理和后勤服务人员，他们头上没有桂冠，胸前没有奖

章，手中没有鲜花，但他们“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一个与时俱进的号角吹响了。我作为烟科所的一名普通职工，有幸躬耕烟科

事业，细细品读《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志》，油然而生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仿佛

感到知识爆炸、科技创新、烟草市场竞争，角逐，较量，鹿死谁手?省委、省政府期待

着烟草产业一如继往地保持全国的领军地位，全省各族人民指望着烟草产业给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来新希望，全省烟草产业盼望着烟科所在科技工作中继续起

好好“骨干”作用和“引领”作用，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仿佛感到老一辈科技英才翘

首以盼我们努力、努力、再努力，永远高举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旗帜，乘风

破浪，开拓进取；仿佛感到年轻一代科技精英高呼：“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我希望

烟科所的同仁们，与我产生共鸣，修志读志用所志，识所爱所建设所，尊重历史，珍

惜历史，创造历史，把烟科事业做精、做强、做大，无愧先人，无愧后人，无愧时代。

同仁们，有信心吗?读者朋友们，你相信吗?

①宋利民，时任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所长、党总支书记

宋利民①

2008年1 1月9日



凡 例

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系

统地记述断限期内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

三、本志上限自1999年，下限至2007年。大事记及个别事物顺延至2008年。

由于本志为续志，对上本志书未记述的重要内容负有追记、增补的责任，所以部分

内容记述的时间不受本志上限的规定。

四、本志为章节条目体，分类记事，以述、记、志、图、表、录为基本体裁，横排纵

写，按章、节、目次序排列。

五、为了精简文字，同时照顾Et常用语习惯，本志所记机构、会议和较长的专用

名词，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加注简称。再次出现时，则不用全称而用简称。“云南

省烟草科学研究所”简称“省烟科所”，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云南烟草科学研究

院农业研究所)、中国烟草育种研究(南方)中心，简称“所(中心)”，“云南省烟草科

学研究院”简称“省烟科院”，“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简称“省局(公司)”，“云

南省烟草公司”简称“省公司”。

六、本志计量单位统一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土地面积以公顷或亩同时作

为计算单位。

七、小数：凡统计数字只取小数点后面两位，按四舍五人处理。科技及实验的

数据不在此例。

八、本志数据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如缺，则以各主管单位统计的

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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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创建于1955年，1990年从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划

归云南省烟草公司领导和管理。t995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在该所育种室的基础上组

织中国烟草育种研究(南方)中心，与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合署办公；1998

年划归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领导和管理，更名为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农业研究

所；2004年烟草工商分设后恢复原名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是从事烟草育种、

栽培、植保、烘烤技术研究的科研机构，技术实力雄厚、科研条件优越。承担着

圈家科技部、国家烟草专卖局、云南省科技厅、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下达

及其它烟草企业委托的科研项目和任务。

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自建所以来，其方向任务是在国家局和省局(公司)

领导下，坚持科研来源于生产、科研必须为生产服务的宗旨，针对云南烟草科技

发展战略中的关键问题和生产中亟需解决的科技问题，以应用研究为主，基础研

究为辅，科研与推广相结合，出成果、出入才、出效益。根据中式卷烟对烟时原

料的要求，瞄准世界烟草农业先进水平，以烟草新品种选育及其配套技术研究为

重点，不断提高持续创新能力，努力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烟草农业科研

单位。

各级领导对云南省烟科所(中心)十分关心与信任，每年对烟叶生产与科技

]：作都有及时明确的要求。2001年8月15 B，为了加快和促进烟草种子市场亿

和产业化进程，由中国烟叶公司牵头，联合云南省烟草公司、云南省烟草科学研

究所、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研究所，共同投资2 000万元，在玉溪成立玉溪

中烟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烟种子公司)。它是中国唯一集烟草育种和种子

生产、加工、销售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烟草种子企业。主要负责云南及全

团南、北部分烟区的烟草种子繁殖、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等工作。云南省娲

草科学研究所为了支持和帮助中烟种子公司的运作和管理，派出技术骨干到中烟

种子公司管理部门和技术部门任职，为中烟种子公司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

用。2004年，云南省副省长程映萱、中国烟叶生产购销公司总经理赵振山、副总

经理陈江华等领导先后到该所(中心)检查指导工作，提出“科研源于生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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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生产”、”做大做强省烟科所”、“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草要求，

进一步明确了所(中心)的方向任务。国家局明确要求烟叶生产必须稳定规模、

优化结构、突出特色、提高质量；明确了“重心下移、着眼基层、突出服务、加

强基础”的烟叶工作方针和“一基四化”的现代烟草农业建设总体要求，千方百

计提高烟农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优质烟叶保障能力；2006年建所51

年，国家局局长姜成康、副局长张保振、何泽华、李克明、纪检组长潘家华等6

位领导莅临省烟科所检查指导，也是国家局局长首次来所。姜局长在座谈时作了

重要讲话，他认为：云南省烟科所代表了中国烟草农业科技的先进水平，要在提

高中国烟草总体竞争实力的科技创新工作中担负更多的重任，将科研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创新、鼓励发明。云南省政府、省局

(公司)高度重视烟叶生产科技工作，2007年全省烟叶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求

加强烟叶生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新品种选育、烟叶品质分析等核心技术研

发力度并积极转化为生产力。

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在上述方针政策指引下，1999—2007年，取得一系列

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有多项达到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或先进水平，不仅为

云南烟草产业的持续发展解决了实际问题，也为全国烟草产业作出了一定贡献。

这些研究成果中，获国家级奖励有的2项，获省部级奖励的有36项，获地厅级

奖励的的有33项，获得授权的专利共计13项。获准颁布实施的标准(省标)l

项。科技人员根据研究试验成果与实践经验，编辑烟草专著28部，发表科研论

文1 022篇，其中在国外刊物发表及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交流的15篇。选育出

“云烟85”、“云烟87”、“v2”、“云烟317”等4个烤烟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

在省内外大面积推广种植；收集、整理、鉴定、保存烟草品种资源1 150多份；

建立了7个国家烟草原种良种繁殖基地。建立了覆盖全省12个植烟地州的烟草

病虫害预测预报站。同时，十分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每年派出科技人员

在全省不同类型地区建立科技示范点，针对当地烟叶生产中存在的科技问题，综

合应用现有先进科技成果，对烟农和基层科技干部进行科技培谚H和技术指导，为

当地培养了人才，促进了示范点烟草生产的科技进步。特剐是2000年以来先后

在弥勒、宾川、宣威、宜良、华宁、姚安、腾冲、陆良等县(市)进行了10余

项科技成果转化，累计示范130万亩；在宾川、弥勒两县进行了“烤烟生产技术

标准”示范，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烤烟生产水平，为

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为“科教兴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所有这些都说讶了云

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中国烟草育种研究(南方)中心，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

取得优异的成绩，名副其实地跨入了全国烟草科技研究的先进行列。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研是该所(中心)的中心工作，是烟叶生产可持

续发展的技术支撑和依托。科技人员使命无比神圣，责任重于泰山。2007年所

(中心)下设办公室、科研管理科、财务科、育种研究中心、农艺研究中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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