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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栽培环境下的烤烟生长与品质研究

张海文
攀枝花市米易县农业农村局Ǔ四川Ǔ攀枝花Ǔ617200

摘Ȟ要：本文主要针对不同栽培环境下的烤烟生长与品质进行探究，旨在提升作物产区经济效益，带动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通过分析不同栽培方式对烤烟生长与品质的影响，通过设计对比实验，建立4块试验田，分别采用不同栽
培方式，收集烤烟生长情况、干物质积累情况并分析其经济效益，最终确定选用膜下小苗移栽方式作为主要技术。同

时优化烤烟移栽技术，做好抚育管理提升产量与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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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烤烟属于茄目，一年生或者有限多年生草本

植物，可制作成卷烟、斗烟等供人吸食，具有高经济价

值。为提升作物生长性与品质，研究不同栽培环境下的

烤烟生长情况，以期选择合适的栽植环境增强作物生长

力，满足种植人员经济增长的相关需求。

1��不同栽培方式对烤烟生长与品质的影响

1.1  覆膜方式
地膜覆盖栽培可提高烤烟生长性，使其株高增长，

茎围以及有效叶片数增加，促使生育期提前。主要的覆

膜方式包括膜上烟和膜下烟。

1.1.1  膜上烟
膜上烟移栽行距控制在110—120cm之间，每行株距

为45—50cm，每亩可栽植1100株苗。移栽时，一般使用
移栽器将其覆盖在烟畦上，定距开穴后放入配制好的营

养土。营养土配方：山表皮净土、钙镁磷、专用肥。移

栽壮苗时，深度维持在10—15cm之间。移栽之后，浇足
定根水即可。

1.1.2  膜下烟
移栽时，必须深栽烟苗，以免盖膜后烟苗叶片与地

膜紧贴，造成株苗烫伤[1]。盖膜之后，可在苗上方地膜挖

孔，透气后逐步扩大小孔，以免晴天膜内部持续高温，

导致烟苗生长性差。

与膜上深栽形式相比较，膜下移栽模式下的烤烟苗

根系、叶片、生物量更强，不同部位的叶片平均单叶重

可持续上升。覆盖地膜与不覆盖地膜相比，地膜覆盖可

有效提升土壤温度，大约可增长1.2-8.3℃，有利于保证作
物良好生长。

1.2  垄宽与垄高
1.2.1  垄宽
烟垄扩大时，可促使株苗大苗生育期延长，前期长

势缓慢，至生长后期开始旺盛。同时，花叶病、青枯病

等发病率随之降低，烟叶产量与品质可明显提升。

1.2.2  垄高
垄高增加时，作物总产值与产量明显下降。通常情

况下，田烟垄高设置为30cm最佳，可提高土壤保水性，
促进烟叶良好生长；地烟垄高设置为25cm最佳，成本下
降、品质上升，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1.3  移栽深度
深栽时需要充分考虑株苗低温抗冻害性能，一般设

定为15cm左右，此时作物生长性更为突出，还苗时间
早，且容易在短时间内进入旺长期[2]。株苗进入大田生育

期时，生长速度快，农艺性状属于较优状态，外观品质

良好，每667m2可达183.64kg。
1.4  培土方式
“小培土+清沟大培土”的方式，可有效增强叶片品

质。其中，清沟大培土高度设置为15cm为宜。通过小培
土方式，促进烟株前期生长良好，促使烟株叶片数有效

增长，达到品质栽植需求。

采用中耕培土培肥措施，强化株苗叶片光合速率。

不培肥时，也可增加一定叶片光合速率，优化叶片光合

性能[3]。大田管理中，高垄培土时间、次数、高度，均会

影响烤烟生长与品质。一般可开展三次培土措施，第一

次为小培土；第二次为大培土；第三次为高培土。

2��烤烟产区概况分析

根据烤烟栽植地的基本情况，分析不同栽植环境下

的烤烟生长与品质提升方法，增强学术参考性，为相关

产区提供技术参考。

2.1  产区现状
该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适宜大批量

栽植烤烟。由于各个产区的烤烟栽培模式不统一，造成

烤烟品质与产量受到影响。例如，烟农未采用覆膜方式

进行移栽，或者移栽过程中深浅不一，导致作物旺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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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成活率不高，且植株呈矮小状态，容易受到病虫害

影响。作物生长不均匀时，株型相对较差，且抗逆性较

低，倒伏严重。大田生育期短时，作物有机物质积累偏

少，株苗内部化学成分呈现不稳定状态，烤后烟叶品质

不佳。

2.2  解决方案
该背景下，决定建立试验区，采取数据记录与分析

模式，通过研究最佳栽培方式，解决成本高、技术乱的

问题。

3��试验分析

3.1  试验材料
3.1.1  烤烟品种
试验选择云烟87作为主要品种进行检测，母本类型

为云烟2号；父本类型为K326。株型主要为株式塔型，内
部化学成本基本呈协调状态，评吸质量为中上等。

3.1.2  土壤类型
选择典型的泥质山地黄壤，这种地块肥力中等，地

势相对平坦，整体排灌性佳。地块前茬作物为油菜，基

本理化性质如下：土壤pH值含量为6.65；有机质含量为
3.88%；全氮含量为0.215%；全磷含量为171.48%；速效
磷含量为34.38mg/k。

3.2  试验方法
3.2.1  区组试验法
本次试验共设置4块试验田，保证各个地块的土壤条

件、水分供应、光照性、温度湿度基本一致，以确保试

验结果的准确度与可参考性。

试验田一：主要采用不覆膜移栽方式；试验田二：

主要采用扣杯移栽方式；试验田三：主要采用膜下小苗

移栽方式；试验田四：主要采用常规膜上烟移栽方式。

各个地块分别栽植216株，试验共重复3次。
3.2.2  栽培管理
追加适量肥量，目前，可利用烤烟水肥一体化专业液

体肥料，包括氮磷钾含量分别为（50∶120∶130）g/L的生
根肥、（217∶70∶140）g/L旺长肥和（10∶0∶400）g/L
落黄肥等，结合烤烟在不同生育期的需肥特性，肥料的氮

磷钾配比有一定差异。完成施肥后，还需要实时浇水，

保证田间湿度。采用同样的追肥灌溉量，保证不同地块

的对比性，确保最终对比结果的可参考性。

3.2.3  测定方法
测定时，从不同地块的基本生长情况、预处理材

料、作物内在化学成分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测量。观察

生长情况时，主要从几个方面进行数据记录，包括株苗

茎围、叶片总数量、株高、最大叶面积等[4]。观察时间：

移栽后60d左右。预处理时，在不同地块中随机选择3株
烟株，烘干叶、茎、根后，记录测量数据，作为后期评

定材料。

3.3  结果与分析
3.3.1  不同地块的烤烟生长情况
试验田一：茎围为9.48cm；总叶片数量为20.2片；株

苗高度为88.78cm；最大叶片面积为1332.19cm2。

试验田二：茎围为8.78cm；总叶片数量为20.40片；
株苗高度为87.00d；最大叶片面积为1181.01cm2。

试验田三：茎围为9.92cm；总叶片数量为22.08片；
株苗高度为112.60d；最大叶片面积为1613.33cm2。

试验田四：茎围为9.40cm；总叶片数量为20.60片；
株苗高度为95.80d；最大叶片面积为1435.75cm2。

对四块试验田的烤烟生长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以

下结论：膜下小苗移栽方式（试验田三）在促进烤烟生

长方面展现出了显著优势。其茎围达到9.92cm，显示出
茎秆的粗壮，可能有助于支撑更多叶片和承受更大生物

量。同时，该试验田的总叶片数量最多，为22.08片，株
苗高度也最高，达到112.60cm，且最大叶片面积最大，
为1613.33cm²，均表明其光合作用面积大，有利于积累更
多干物质。相比之下，扣杯移栽方式（试验田二）在促

进烤烟生长方面表现较弱，其茎围最小，为8.78cm，总
叶片数量、株苗高度和最大叶片面积也相对较小。

3.3.2  不同地块的干物质积累情况
试验田一：每株株苗干重为71.55g；每株叶片干重为

156.88g；每株根干重为41.45g；全株干重为269.88g；根
干重占比为15.36%；叶干重占比为58.13%。
试验田二：每株株苗干重为80.13g；每株叶片干重为

177.66g；每株根干重为51.44g；全株干重为309.23g；根
干重占比为16.63%；叶干重占比为57.45%。
试验田三：每株株苗干重为86.02g；每株叶片干重为

194.26g；每株根干重为53.12g；全株干重为333.40g；根
干重占比为15.93%；叶干重占比为58.27%。
试验田四：每株株苗干重为83.01g；每株叶片干重为

181.92g；每株根干重为49.62g；全株干重为314.55g；根
干重占比为15.77%；叶干重占比为57.84%。
过对四块试验田烤烟的干重数据分析，发现试验田

三在叶干重占比上表现最优，达到58.27%，显示出高叶
片生物量积累；而试验田二虽然叶干重占比稍低，但其

根干重占比最高，为16.63%，表明根系发育较好。综
合来看，试验田三在促进烤烟整体生物量积累上更具优

势，试验田二则在根系方面表现突出。

3.3.3  不同地块的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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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田一：每公顷产量为1866.11kg；每千克均价为
13.98元；每公顷产值为26106.72kg。
试验田二：每公顷产量为2137.51kg；每千克均价为

14.31元；每公顷产值为30566.31kg。
试验田三：每公顷产量为2248.91kg；每千克均价为

14.13元；每公顷产值为31754.56kg。
试验田四：每公顷产量为1944.21kg；每千克均价为

13.90元；每公顷产值为27043.80kg。
3.4  结果评定
根据对不同地块烤烟生长情况、干物质积累情况以

及经济情况的综合分析，得出以下结果评定：

在生长情况方面，膜下小苗移栽方式（试验田三）

展现出显著优势，其茎秆粗壮、叶片数量多、株苗高度

高以及最大叶片面积大，均有利于积累更多干物质。相

比之下，扣杯移栽方式（试验田二）表现较弱。试验田

一和试验田四的生长数据则介于两者之间。

在干物质积累方面，试验田三的叶干重占比最高，

达到58.27%，显示出高叶片生物量积累。而试验田二的根
干重占比最高，为16.63%，表明其根系发育较好。综合来
看，试验田三在促进烤烟整体生物量积累上更具优势。

在经济情况方面，试验田三的每公顷产量和产值均

最高，分别为2248.91kg和31754.56kg，显示出较高的经济
效益。试验田二次之，试验田一和试验田四则相对较低。

4��产区栽植环境优化策略

4.1  加强移栽技术控制
针对产区试验研究，选择膜下小苗移栽方式进行栽

植。选择连片大面积地块，确保海拔高度适宜作物生

长。地块背风向阳，处于下风区域。土壤质地疏松良

好，pH值控制在5.5-7.5之间，地块呈微酸性。选择云烟
87栽植，设计300-400孔育苗盘，保证整体出苗率和成苗
率达到90%。移栽烟苗时，先向穴内注入1.5—2kg水，
趁湿将烟苗植入，并用土覆盖其根部，确保土壤紧贴茎

秆。随后，浇足浓度为0.5%的肥水作为定根水，待水完
全渗透后，用干细土覆盖湿土部分。操作过程中，需确

保烟苗生长点距土面1—2cm。为阻断土壤水分蒸发，可

使用农家肥或干细土进一步覆盖。最后，按要求覆盖地

膜，完成移栽。设置黑色聚氯乙烯塑料膜，覆盖防虫网

与遮阳网[5]。

4.2  做好抚育管理
为有效预防吊死苗、虫害死苗、肥害死苗及水煮苗

等问题，需加强烟苗的抚育管理。具体措施包括：对于

吊死苗，浇足13kg定根水后深栽，并覆盖细土以保持湿
度；针对虫害死苗，采用毒饵法防治，每亩投放1.5-2.5kg
由饵料加红糖水炒熟后拌入90%敌百虫制成的毒饵，与
绿叶拌匀，或选择灌根600-800倍敌百虫药液；对于肥害
死苗，应减少基肥施用量，并合理配比基肥与追肥，移

栽前两天进行深施穴施并确保土壤与肥料充分拌匀；最

后，为防止水煮苗，当膜下温度高于35°C时，需在烟苗
顶部及时破膜，以降温排湿。

结论：通过研究不同栽培环境下的烤烟生长与品

质，发现在作物生长期间容易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需

要根据区域特征、作物类型，选择合适的栽培方式促使

作物良好生长。例如，明确覆膜方式、垄宽与垄高、移

栽深度、培土方式等，或者结合产区实际情况选择合适

数量的试验田进行栽培研究，针对不同地块的栽培环境

数据，挑选最佳栽培方案，增强烤烟产量与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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