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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肽保”防控烟草病害的有效技术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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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在烟叶生产上有效利用植物有机诱导抗病剂“多肽保”，降低使用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２０１１年，以不
防病为空白对照，设置“多肽保”不同施用量和施用方式的１１个处理，与当前生产上采取的化学防治措施的防效
相比较．结果表明：１）“多肽保”仅苗期施用量０．１～０．２ｇ／株，有利于烟株的生长发育和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增
产、增值幅度分别达到２５．０％和３５．５％；苗期施用量达到或超过０．４ｇ／株对烟株生长及丰产会造成不利影响，在
苗期及大田期同时施用并不能改变这一结果．２）“多肽保”仅苗期施用量０．１～０．６ｇ／株，对烟草黑胫病的平均防
效为６０．１２％，而常规对照防效为５３．３７％，若在苗期及大田期同时施用也几乎不能改变这一结果；苗期施用量
达到或超过０．８ｇ／株会严重影响到防治效果．３）“多肽保”对烟草花叶病的防效，在苗期和大田期同时施用表现
为叠加效应，其防效可达到９３．４４％，而常规对照的防效仅为６１．７％；苗期施用量达到或超过０．２ｇ／株，在移栽时
不施的情况下也能表现出良好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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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烟叶生产采用化学农药与化学肥料的
栽培模式使得植烟土壤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各种烟草

病害发生呈现逐年上升、防效逐年下降、用药量逐年

递增和土壤污染日趋严重等趋势，已严重威胁到烟叶

的安全性，这不利于烟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积
极探索和应用烟草有害生物防治的新技术、新途径和



新材料，改变当前烟草有害生物防治途径单一的现

状，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在烟草等作物上开展了植物有机
诱导抗病剂“多肽保”防控烟草黑胫病、烟草花叶病、

镰刀菌萎蔫病和烟草赤星病的研究，均获得了较好的

效果［１－７］．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在烤烟品种红花
大金元种植区域专门针对植物有机诱导抗病剂“多肽

保”的施用技术有效性开展试验研究，旨在为指导大

田生产中烟草病害防控提供有效技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试验于２０１１年在嵩明县小街镇（海拔１９００ｍ）

优质烟叶生产区进行，供试烤烟品种为红花大金元，

供试药剂为生物有机诱导抗病剂“多肽保”（属于植

物诱导抗病剂，有效成分为青霉菌灭活菌丝体，由昆

明保腾生化技术有限公司生产），采用小拱棚漂浮

育苗方式培育适龄壮苗，统一于１月２５日播种，４
月２８日移栽．试验田历年发生烟草黑胫病和烟草花
叶病（ＴＭＶ）较重．施肥量及田间管理措施参照当地
优质烟栽培技术措施．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１３个处理，每个处理设３次重复，共
３３个小区，每个小区栽烟８０株，行株距１．１ｍ×０．５
ｍ．各处理详见表１．

表１　植物有机诱导抗病剂“多肽保”各处理的使用数量及方法

处理
　　 　　　　　苗期（小拱棚漂浮育苗）　 　　　　　 　　　　　　　　　　大田期　　　　　　　　　　　　

施用量／（ｇ·株 －１） 施用方法 施用次数／次 施用量／（ｇ·株 －１） 施用方法 施用次数／次

Ａ

Ａ－１
０．１ 拌基质时加入 １

０ — —

０．５ 移栽时塘施 １

Ｂ

Ｂ－１
０．２ 拌基质时加入 １

０ — —

０．５ 移栽时塘施 １

Ｃ

Ｃ－１
０．４ 拌基质时加入 １

０ — —

０．５ 移栽时塘施 １

Ｄ

Ｄ－１
０．６ 拌基质时加入 １

０ — —

０．５ 移栽时塘施 １

Ｅ

Ｅ－１
０．８ 拌基质时加入 １

０ — —

０．５ 移栽时塘施 １

Ｇ ０ — — ０．５ 移栽时塘施 １

ＣＫ１ 常规对照，即苗期及大田期，针对黑胫病和ＴＭＶ采取甲霜灵和毒消等当地常规化学防治方法

ＣＫ０ 空白对照，即苗期及大田期，不采取任何针对黑胫病和ＴＭＶ的化学药剂防控措施

　　注：Ａ至Ｇ等１１个处理，苗期及大田期不采取任何防黑胫病和烟草花叶病的其他措施．

１．３　调查记载及防效计算方法
生物学性状、病害调查及单叶质量测量标准参

照相关文献［８］，每个处理随机调查３０株烟计算平
均值．外观质量评价参照 ＧＢ２６３５—１９９２［９］，产值统
计的价格参照 ２０１１年当地的收购价（Ｃ１Ｆ２４．５０
元／ｋｇ）．防控效果计算公式：

防效＝ＣＫ０病指－处理病指ＣＫ０病指 ×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处理对大田烤烟主要生物学性状的影响
从下表２看出：１）苗期“多肽保”施用量达到

或超过０．４ｇ／株，对烟苗生长发育造成不利影响，
用量越大影响越明显；２）苗期不同用量的“多肽
保”处理移栽入大田后，田间整齐度与常规对照

（ＣＫ１）相当，且移栽时施用“多肽保”栽后２５ｄ长
势较好，这说明移栽时施用“多肽保”对烟株生长

有较好的促进作用；３）从最大腰叶长宽来看，以处
理 Ａ－１，Ｂ－１优于对应处理 Ａ，Ｂ，而其他处理不

明显，这说明苗期“多肽保”用量超过０．４ｇ／株，对
烟株的生长发育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４）从有效
叶数来看，苗期“多肽保”用量达到或超 过

０．４ｇ／株的６个处理受到一定影响，叶片数有减少
的趋势；５）由处理 Ｇ与其他处理比较可看出，苗期
不施用“多肽保”，只要在移栽时施用，对烟株的生

长发育都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由此说明，在移栽时适当施用“多肽保”对烟

株整齐度、长势、叶数和叶片发育均有较好效果，

但苗期“多肽保”用量达到或超过 ０．４ｇ／株，对烟
株的生长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甚至还会产生不

利影响．
２．２　不同处理对烟草黑胫病的防治效果

由见下表 ３可见，苗期“多肽保”施用量为
０．１～０．６ｇ／株的 ８个处理，防效均在 ３９．１５％ ～
７８０２％之间，而常规对照（ＣＫ１）的防治效果为
５３３７％；从这８个处理的平均防效来看，移栽时不
施用“多肽保”的防效为６０．１２％，对应烟苗移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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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多肽保”的防效为５８．５３％，二者差异不明显．
而苗期施用“多肽保”最高用量（０．８ｇ／株）的处理Ｅ

对烟草黑胫病的防效最差，为负值，处理 Ｅ－１也远
远低于其他处理，仅与ＣＫ１相当．

表２　各处理主要生物学性状调查结果

处理
田间整

齐度

生长势

苗期 栽后２５ｄ 栽后４０ｄ
打顶株高

／ｃｍ
有效叶数

／片
茎围

／ｃｍ

最大腰叶

长／ｃｍ 宽／ｃｍ

Ａ 较整齐

Ａ－１ 较整齐
强

中 强 ９７．２ １５．０ ９．３ ５８．６ ２１．５

强 强 ９１．０ １４．９ ９．３ ６１．７ ２２．６

Ｂ 整齐

Ｂ－１ 较整齐
强

中 强 ９７．０ １５．０ ８．３ ５９．３ ２０．１

强 强 ９９．６ １５．０ ９．７ ６１．９ ２３．７

Ｃ 较整齐

Ｃ－１ 较整齐
中

中 强 ９３．６ １４．７ １０．０ ５７．８ ２０．７

强 强 ８２．１ １４．７ ８．３ ５６．６ ２０．９

Ｄ 较整齐

Ｄ－１ 较整齐
中

中 强 ９０．４ １４．７ ７．７ ６１．４ １９．８

强 强 ９４．０ １４．７ ９．０ ５７．７ ２１．５

Ｅ 较整齐

Ｅ－１ 较整齐
弱

中 强 ９２．０ １４．３ ９．０ ５８．１ ２２．９

强 强 ９５．４ １４．９ ９．７ ５９．７ ２２．５

Ｇ 较整齐

ＣＫ１ 较整齐

ＣＫ０ 不整齐

中

强 强 ９５．９ １５．５ １０．７ ６０．７ ２３．４

中 强 ９９．０ １５．０ ８．７ ６０．９ ２３．９

弱 中 ８４．１ １５．１ ８．３ ５８．９ ２３．１

　　注：表示于打顶后调查，每个处理随机抽取３０株烟计算的平均值．

　　由此说明，苗期合理施用“多肽保”对烟草黑胫
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但若苗期施用量达到

０．８ｇ／株会导致烟苗生长受抑制，严重影响到防治
效果．而“多肽保”在苗期和大田期同时施用或单独
施用，对烟草黑胫病的防效差异不大，但以苗期施用

的防效稍好．
表３　大田期不同处理烟草主要病害调查统计结果

处理
　　　烟草黑胫病　　　 　　烟草花叶病（ＴＭＶ）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病情指数 防治效果／％

Ａ ８．９２ ６３．３５ ０．８６ ３９．０１

Ａ－１ ８．５５ ６４．８７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Ｂ ５．３５ ７８．０２ ０．２５ ８２．２７

Ｂ－１ １１．５９ ５２．３８ ０．２９ ７９．４３

Ｃ ９．７５ ５９．９４ ０．４９ ６５．２５

Ｃ－１ １０．８０ ５５．６３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Ｄ １４．８１ ３９．１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Ｄ－１ ９．４４ ６１．２２ ０．０８ ９４．３３

Ｅ ２６．１０ －７．２３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Ｅ－１ １７．４５ ２８．３１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Ｇ １２．０９ ５０．３３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ＣＫ１ １１．３５ ５３．３７ ０．５４ ６１．７０

ＣＫ０ ２４．３４ — １．４１ —

　　注：烟草黑胫病于团棵期至旺长期调查，日期为６月１８日；烟草

花叶病于下部叶成熟采烤前调查，日期为７月１８日．所有数据均为

３个重复的均值．

２．３　不同处理对烟草花叶病的防治效果
由见表３可知，苗期“多肽保”施用量为０．２～

０．８ｇ／株的８个处理，防效均在６５．２５％～１００００％
之间，远高于常规对照（ＣＫ１）６１．７０％的防治效果；
从这８个处理的防效来看，移栽时不施用“多肽保”
的平均防效为８６．８８％，对应烟苗移栽时施用“多
肽保”的平均防效为 ９３．４４％，后者优势明显．而
苗期施用“多肽保”最低用量（０．１ｇ／株）的处理
Ａ对烟草花叶病的防效最差，但处理 Ａ－１的防
效稍好．

由此说明，苗期合理施用“多肽保”对烟草花叶

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施用量达到或超过０．２ｇ／株
效果较佳，但若仅单独在苗期施用量为０．１ｇ／株，则
防效较差．且“多肽保”在苗期和大田期同时施用对
烟草花叶病的防效更佳．
２．４　不同处理对烟叶经济性状的影响

从下表４看出：１）苗期“多肽保”施用量为０．１
～０．２ｇ／株的 ４个处理，增产幅度在 ２０．０％ ～
２５８％之间，与常规对照（ＣＫ１）２１．１％的增产效果
相当；而这４个处理的增值幅度在２９．７％ ～３６．７％
之间，明显高于常规对照（ＣＫ１）２２．５％的增值效果．
２）苗期“多肽保”施用量为０．４～０．８ｇ／株的６个处
理，增产、增值效果弱于常规对照（ＣＫ１），但苗期与
大田期均施用的效果又明显优于单独在苗期施用的

效果．３）单独在大田期施用“多肽保”处理与常规对
照（ＣＫ１）相当．

由此说明，苗期合理施用“多肽保”有利于获得

良好的经济性状，但苗期施用量达到或超过 ０．４
ｇ／株会对经济性状产生不利影响．而“多肽保”在苗
期和大田期同时施用优于单独施用，其中在大田期

单独施用又优于苗期单独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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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处理烟叶经济性状的统计结果

处理

　　　　　产量　　　　　 　　 　　产值　　 　　

数值／

（ｋｇ·ｈｍ－２）

比ＣＫ０
增产／％

数值／

（元·ｈｍ－２）

比ＣＫ０
增值／％

Ａ １７７０．０ ＋２４．２ ３３４５３．００ ＋３５．７
Ａ－１ １７６４．０ ＋２３．８ ３３６９２．４０ ＋３６．７
Ｂ １７９２．５ ＋２５．８ ３３３４０．５０ ＋３５．２
Ｂ－１ １７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１９７７．００ ＋２９．７
Ｃ １６８０．０ ＋１７．９ ２９９０４．００ ＋２１．３
Ｃ－１ １６０５．０ ＋１２．６ ２９３７１．５０ ＋１９．１
Ｄ １５４５．０ ＋８．４ ２８７３７．００ ＋１６．６
Ｄ－１ １７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１６３５．００ ＋２８．３
Ｅ １４４４．５ ＋１．４ ２６２８９．００ ＋６．６
Ｅ－１ １６９３．５ ＋１８．８ ３１６６８．４５ ＋２８．５
Ｇ １７４３．０ ＋２２．３ ３１１９９．７０ ＋２６．６
ＣＫ１ １７２５．０ ＋２１．１ ３０１８７．５０ ＋２２．５
ＣＫ０ １４２５．０ — ２４６５２．５０ —

３　小结

３．１　合理施用“多肽保”能促进烟株的生长发育
“多肽保”单独在苗期施用对大田烟株生长发

育影响不明显，而在苗期施用量为０．１～０．２ｇ／株对
烟株生长发育有较好促进作用．“多肽保”苗期用量
若达到或超过０．４ｇ／株，对苗期及大田期烟株生长
均会造成不良影响，用量越大影响越明显．
３．２　合理施用“多肽保”能降低烟草黑胫病的发生

“多肽保”在苗期和大田期同时施用或单独施

用，对烟草黑胫病均有较好的防效．苗期施用量为
０．１～０．６ｇ／株的处理，单独苗期施用与苗期、移栽
期同时施用平均防效分别为６０．１２％和５８．５３％，二
者差异不明显，略优于常规对照（防效５３．３７％）；若
苗期处理施用量达到０．８ｇ／株，则会导致烟苗生长
受抑制，严重影响到对烟草黑胫病的防治效果．
３．３　合理施用“多肽保”能降低烟草花叶病的发生

“多肽保”在苗期和大田期同时施用或单独施

用，对烟草花叶病均有较好的防效．苗期施用量为
０．２～０．８ｇ／株的处理，单独苗期施用与苗期、移栽
期同时施用平均防效分别为８６．８８％和９３．４４％，后
者优势明显，且均优于常规对照（防效６１．７０％）；若
仅单独在苗期施用０．１ｇ／株，则对烟草花叶病的防
效较差．
３．４　合理施用“多肽保”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多肽保”在苗期和大田期同时施用或单独施

用，均有利于增产、增值．苗期施用量为 ０．１～０．２
ｇ／株的处理，单独苗期施用与苗期、移栽期同时施用
平均增产幅度分别为２５．０％和２１．９％，略高于常规
对照（增产２１．１％），而增值幅度分别为３５．５％和
３３．２％，明显高于常规对照（增值２２．５％）．但若苗
期“多肽保”施用量达到或超过０．４ｇ／株，则不利于
增产、增值．

总之，此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植物有机诱导抗病

剂“多肽保”具有诱导烟株产生抗逆性、促进烟株生

长发育的功能．通过对“多肽保”的施用量及施用方
式的探索，对探索其施用技术具有重要意义，为最大

限度地有效利用“多肽保”提供了科学参考．但由于
今年烟草移栽至脚叶成熟期高温、干旱、强光照及田

间小环境温湿度易造成烟草黑胫病的发生，不易造

成烟草花叶病毒的发病．因此，今后尚需在各种气候
条件下再探索其施用技术，以获得适宜性更为广泛

的技术方案，指导“多肽保”对烟草病害的有效

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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