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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许昌地区

烟草优质稳产综合技术研究

河 南省许昌地区科委 魏书庆

妇研宙引卜困叨如动们翔川屯明从动囚凌”�田叨妞月:明明如书习书

烟草是我区的 自然优势
,

是全国主要

产烟基地之一
,

许昌烟驰名中外
,

常年种

植面积 1 00 万亩
,

总产三亿斤以上
,

面积

和产量均占全省 80 %左右
。

烟叶总收入 占

地方财政总收入的60 一 70 %
。

七十年代以

来
,

烤烟品质普遍下降
,

严重影响着卷烟

工业的发展 和外贸 出口
。

因此
,

我们从

1 9 7 7年开始围绕提高烤烟 品质为中心
,

积

极开展烟草科研活动
,

试验研究的内容由

单因子到复因子
,

组织形式由单项试验发

展到全区大协作
,

行署建立了以两名副专

员为组长
,

有关委局领导同志为成员的十

一名烟草科研领导小组
。

下设烟草科研执

行组和十县科委
、

烟局和地直单位共四十

六人组成的科研协作组
。

由于许昌地委
、

行署 的重视
,

省科委 的大力支持 和全区

烟草科技人员的积极努力
,

使我区烟草科

技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

1 9 8 1年全区

种烟一百一十万亩
,

总产量四亿三千五百

万斤
,

比 1 9 8 0年二亿三千斤增产两亿斤
,

均价八角六分
,

比 1 9 8 0年七角二分七提高

一角三分三
,

经济收入为三亿七千万元
。

上等烟占5
·

3 %
,

其中中一烟四十六万八千

斤
,

比去年提高两倍多
。

一
、

调查摸清了许 昌地区烟

草品质下降的原因

根据 全区 六个县 十一个调查 材料分

析
,

由于当时烟叶缺乏
,

不能满足卷烟工

业的需要和极左路线影响
,

十年动乱
,

指

导思想上重视产量忽视质量
,

提倡
“
大水

大肥大密度
,

粮烟双超千
,

一季过长江
”

等错误 口号
,

造成烟叶色淡
,

油缺
,

叶片

薄
, 1 9 7 8年全区总面积九十三万亩

,

总产

约可调供给省内外工业生产和出口的烟叶 储存的
。

尤其是高温
、

潮湿的霉雨季节
,

四百万担左右
。

其余六百多万担需要储存 最易大批起热霉烂
。

历史上烟商曾称不复

起来
。

但全省现有仓库
、

货场最多只能存 烤的原烟为
“
黄老虎

” ,

是有一定的道理

放烟叶三百多万担
。

的
。

2. 现有复烤加工能力
。

全省现有复烤 3. 关于烟的收
、

管
。

一九八一年全国

加工能力约三百万担
,

加上新建
、

扩建的 约收购烤烟二千四百万担
,

一九 / 又二年予

烤烟厂
,

约能复烤 四百多 万担
,

年前只 计收购三千五百万担左右 ( 全国工业生产

能复烤烟叶三百万担左右
。

除去低次烟叶 需要二千二百万担 ) ,

我省占全国予计收

不需复烤外
,

还有六百万担的原烟无处加 购量的三分之一
。

根据一九八二年的烟叶

工复烤
。

国标规定的原烟含水量为百分之 生产形势
,

要注意坚持计划种植
,

主攻烟

十六至十八
,

但如不加工复烤
,

是不能长期 叶质量
,

否则
,

将无出路
。

为确保烟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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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亿六千万斤
,

_

卜等烟只 .
亏。

.

5 1 %
,

中一

烟仅5 4 0 0斤
,

均价六角二分
。

烟草内在化学成分严重失调
。

根据襄

城
、

临颖
、 一

民葛等县 1 9 5 7一 1 9 8 0年对四十

五个材料化验分析
,

总糖母在1 6 % 以下
,

蛋白质 含量偏高在 10 一 1 1
0

5 %
,

烟碱含量

偏低在 l% 以下
,

临颖县 1 9 7 8
、

1 9 7 9 两年

化验烟碱下降到O
。

63 % 以下
,

使糖碱 比值

高达5 5
.

8 3一6 3
。

9 3
,

氮碱比两年分别达到

3
.

14 和 3
。

4 4 ,

烟叶燃烧性能差
,

黑灰息火
,

吃味辛辣
,

生理强度平淡
,

烟质很差
,

失

去了应有的色
、

香
、

味
。

我 区烤烟品质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土壤

氮素含量偏高
,

磷
、

钾肥不足
,

这在所有

生态因素中是烟质不佳的重要原 因
。

根据

农业资源普查与土壤化验
,

平原灌区土壤

三要素的含量一般情况是
:

速效氮50 一 90

P p M
,

速效磷9一 1 1P P入度,

速效钾7 0一 1 0 0

P PM
。

PH 值在 8 以上
,

土壤养 分形成氮

多
、

磷少
、

钾不足
,

含量比例失调
。

其次

是品种杂
、

乱
、

多
、

退
,

大部分地区还没

确定自己的当家品种
。 一

匕十年代我区烟草

品种达三十余种
,

而且品种混杂
,

种性退

化
。

再次是种植密度
,

株型和单株留叶数

不合理
,

过去单求高产
,

每亩密度在 2 1 0 0

侏以 上
,

选用乔庄多叶
,

千斤黄等多叶型

品种
,

单株留叶在切一 50 片叶
,

因而使烤

烟品质严重下降
,

其它如育苗
、

移栽期偏

晚
,

栽培管理技术粗放
,

农药残毒严重等

都是烟质不佳的影响因素
。

二
、

研究探索烟草优质稳产

的有效途径

怎样使烟草优质稳产? 据 各地调查和

研究材料看
,

主要有三个方面
:

一是大力创

造和选择适宜烟草生长发育的生态条件
,

为实现烟草优质稳产奠定基础
。

二是提高

科学种田的水平
,

充分发挥 各项技术措施

的经济效益
。

三是烟田增施磷
、

钾肥
,

合

理施用化肥
,

降低氮素化肥用量
,

在粮食

高产区尤以控氮
,

增磷
、

钾肥更为重要
。

我们认为这是烟草优质稳产的三项基本途

径
。

肥料是烟草增质增产的基本因素
。

过

去
,

许昌烟历年多以饼肥为烟田细肥
,

五

十年代国家每年调给许 昌地区烟叶专用饼

肥 4 0 0 0一6 0 0 0 万斤
,

六十年 代初 减少到

30 0一 50 0万斤
,

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供应

饼肥
,

烟农不得不施用氮素化肥
,

造成烟

田土壤氮
、

磷
、

钾比例严重失调
,

使烟质下

合理收益和国家财产不致造成大量损失
,

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

¹ 掌握计划指导生产的原则
,

按省下

达的种植计划
,

省
、

地
、

县分别 给社
、

队
、

组
、

户订立产
、

购合同
,

无计划或超

计划种植的烟叶不予订购
。

º 签订产
、

购合同的内容
:
面积

、

产

量
、

等级质量
,

收售数量和分期分批轮流

交售的时间
、

地点等
。

合同签订后
,

双方

就应认靡髦执行
。

克服新烟上市排队拥挤
,

影响生产和收售都难的矛盾
。

» 国家拨给烟叶经营部门一批基建投

资款
,

增建烟叶复烤厂和仓库
,

扩大储存

烟叶的能力
。

¼一九八二年收购的烟叶
,

除供应 国

内工业生产和出口 外
,

到一九八三年六月

底
,

还余大批量的烟叶
,

需要长期存放
。

国

家应拨给适量的储备资金
,

储存一批上
、

中等烟叶
,

作到以丰补歉
。

防止建国以来
,

我省在烤烟生产发展中出现的
“

多 了就砍
,

少了就赶
” 三上三下的历史教训重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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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

因此
,

我 区白1 9 76年起围绕提高烟质

为中心
,

研究并探索了烟草生育期的需肥

规律和施肥技术措施
。

1. 烟田控制氮肥
,

增施磷
、

钾肥的经

济效果
。

在氮
、

磷
、

钾比例失调的平原烟区控

制氮肥
,

增施磷
、

钾肥
,

能促使烟叶增产
、

增质
,

尤以中肥和高肥烟 田更为突出
。

长

葛县烟草局于 1 9 8 0和 1 98 1年对全县三种产
·

量水平的八个公社三十一个大队 1 1 5。亩试

验田进行控氮
,

增磷
、

钾肥对比试验
,

结

果证明
,

在 300 一 4 00 斤小麦产量水平下每

亩增施硫酸钾 20 斤
,

单产 3 94
.

9斤
,

均 价

O
。

9 4元
,

亩产值3 76 元
,

比亩施复合肥9
·

2

斤的单产 30 8
·

6斤增产 8 6
.

3斤
。

均价 0
.

66 元

提高O
·

2 8元
,

亩产值2 0 4
.

7元多收入 1 7 1
.

3

元
。

在小麦50 0一6 00 斤的高肥区控氮
,

增施

磷
、

钾肥其效果更为突出
。

每亩增施硫酸

钾 2 1
.

8斤
,

磷肥2 8
.

5斤与不施磷
、

钾肥的

进行对比试验
,

结果是增施磷
、

钾肥的单

产 4 9 0斤
,

均价 0
一

9 2元
,

亩产值 4 5 1
·

5元
,

上等烟占6
.

82 %
。

而不施磷
、

钾肥的单产

3 7 5
.

9斤
,

均价0
.

6 6元
,

亩产值2 4 0
.

3元
,

上等烟占。
·

4 5 %
。

临颖县烟办室从 1 9 7 8一
1 9 8 1年连续进行烟 田增钾试验

,

钾元素对

提高烟质有明显的作用
。

在经济价值上
,

四年内施钾的亩产值增长 1 1
.

4一 2 9
.

9 %
,

上中等烟 占 0
.

8一 1 4
·

9 %
,

在化学成分上

对品质有利的总糖
,

氧化钾
,

四年内施钾

的都有增加
,

相反对品质不利的蛋白质
,

总氮和氯离子均有所下降
,

比值也是向好

的方面发展
。

因此
,

烟田控制氮肥
,

增施

磷钾肥是提高烟质的重要措施之一
。

2
.

施用复合化肥
,

促进 烟叶优质稳

产
。

为了解决 讲肥 不足的 困难
,

我区自

1 9 6 8一 1 9 7 4年参加了全国组织烤烟施用复

合化肥和饼肥对比试验
,

效果很好
。

找出

了烟草施用复合化肥需要氮
、

磷
、

钾的适

宜比例
,

肯定 了施用复合化肥对提高烟质

稳产的经济效果
。

施复合化肥的烟增产增

质
,

亩产值高
,

对烟叶品质有利的总糖
、

烟碱提高
,

施木克值适宜
,

对烟叶不利的蛋

白质
、

总氮量降低
。

评吸鉴定施复合化肥

的烟和施饼肥的烟的香气和吃味有相同的

感觉
,

所以在饼肥不足的情况下复合化肥

完全可以代替饼肥
。

3. 施用腐植酸复合肥
,

对夺 取 烟草

优质稳产也具有良好作用
。

我区腐植酸 肥料科 研所利 用本 地资

源
,

研制 成功了 腐植酸氮
、

磷
、

钾复合

肥
,

地区科委
,

腐肥办自1 9 7 6年开始在全

区四县二十一个大队二千多亩试验田和洛

阳
、

南阳
、

开封
、

周 口等四个地区进行多点

大田对比试验示范
,

已初步取得较好的效

果
,

施用腐植酸复合肥的烟质好于施复合

化肥的烟质
,

稍高于饼肥烟质 (见附表 )
。

4. 烟田叶面 喷施磷酸二 氢钾效果观

察
。

为了补充烟株机体内磷
、

钾不足
,

提

高烟质
,

今年我们在许昌县岗申大队和长

葛县王沙沃大队进行烟 田叶面喷洒试验
,

用 0
·

1 %浓度进行两次叶面喷洒
,

以不喷

肥的为对照
,

结果表明大田烟株长相不太

明显
,

而对促进黑暴烟落黄增质有显著效

果
。

三
、

选用良种 增质增收

选用 良种是烟 草优质 稳产的 内在 因

素
, 1 9 7 9至 1 9 8 1年先后在襄县

、

舞阳
、

禹

县
、

哪城
、

邦县
、

宝丰等县对现有品种长

脖黄
、

潘元黄
、

庆胜二号
、

净叶黄
、

千金

黄
、

乔庄多叶
,

襄颖一号
、

金星 6 0 0 7及卷

烟配料品种大白筋 5 9 9
、

G 一28
、

N c 一89

一 2 4 一



等分别进行了刀
.

种区试
,

引种试种和评吸

鉴定
,

刊步确定 了我区不同生态类型区的

当家品种是藩元黄
、

长脖黄两个 良种
,

适

当种植金星 6 0 0 7
、

庆胜二 号和襄颖一号等

三个搭配品种
。

潘元黄品种
,

是我区舞阳县潘元生产

队从
“
许金二号

”
中系统选育而成

,

其品

质优 良
,

易烘烤
,

烤后色金黄
,

上中等烟

多
,

耐旱
、

耐涝
,

适应性广
,

病毒少和叶

斑病较轻
; 长脖黄品种是我区临颖县

、

襄

城县一带农家品种
,

其品质好
,

色金黄
,

油分足
,

组织细
,

上等烟多
,

具有抗黑茎

病和感叶斑病较轻
,

适宜平原种植特点
。

襄颖一号是襄县新杨庄大队农民技术员冠

见木同志从
“
许金八号

”
中选育出来的良

种
,

其品质好
,

叶厚而多
,

组织细
,

色泽

油润
,

上等烟多
,

耐旱
、

抗涝
、

易烘烤
,

是我区襄县的当家品种
。

在禹县西部岗丘

厚土层区多种庆胜二号 良种
,

岗丘薄土层

区 以金星 6 0 0 7为当家品种
。

潘元黄
、

长脖黄为许昌地区的两大优

良品种
,

为迅速推开
,

1 9 7 9年在中央
,

省有

关单位支持下筹备资金十五万元
,

选定特

约繁种生产队 1 02 个
,

建立繁种田 1 2 5 0亩
,

繁殖良种 1 3 2 0 0斤
,

在全区基本普及
。

同时
,

支援本省和外省部分烟种
,

都有良好的收

效
。

1 9 8。年全区种烟 99 万亩
,

其巾潘元黄

种植面积36 万亩
,

长脖黄占32 万亩
。

由于

这两个当家品种的大面积种植
,

促进烟质

大幅度提高
,

全区单产 2 9 3斤
,

比 1 9 7 9年

2 6 7斤提高9
·

7%
,

均价 0
·

72 元
,

较 1 97 9年

O
·

6 2元提高14
·

3 %
,

上等烟 占2
·

79 %
,

比

19 7 9年0
.

71 %提高2
.

9倍
。

中一烟 10 万斤

比 1 9 7 9年 9 4 0 0斤增长 1 0倍以上
。

1 9 8 1年种

烟 1 20 万亩
,

其中潘元黄面积扩大到五十

六万五千亩
,

长脖黄面积扩大到二十七万

四千六百多亩
,

这两个品种合计达八十三

万九千六百多亩
,

占种烟总面积的70 %
。

总产四亿三千万斤
,

均价O
·

8 6元
,

上等烟 占

5
.

3 9 % 以上
,

其中中一烟收购 46
.

8万斤
。

今年全区烟叶产量和质量均创历史最高水

平
。

烟 叶 内 在 化 学 成 份 比 较 表

化验单位
:

轻工部烟科所

丁于⋯不几止刃

一
斤

一 2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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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单位
’

毓
’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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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碘
.

吮沙才
卜

呀
一

蕊厂纂会

一⋯⋯⋯— 一

—
}

—
2 0 }

{

一 2 6 一



省烟科所烟草使用腐肥
、

饼肥
、

复合化肥产盘
、

产值比较表

级指几二二
-

一
分

年 \ 耐\
一 _

数

别
、、

\ 一

料 \ \
、

项
~ ~

一~
~ ~

~ . .

目

用量
:

产量
:

斤 /亩

均价
:

元 /斤

产值
:

元 /亩

上
、

中等烟 (% )

上
{
中斤/ 亩

1 0 0 0
·

5 8 { 1
.

0 9

2 0 0

⋯。
.

7 7

⋯
3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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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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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3

·

4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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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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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36 页 ) 挪威
、

瑞典
、

芬兰等北

欧国家
,

都是有计划消除人畜共患的布氏

干菌病的病畜
,

分别于 1 9 5 2年
、

1 9 5 7年
、

1 9 6 0年消灭了人畜共患的布氏干菌病
。

以

上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

要建立健全兽医检疫制度
,

做好兽医

卫生检验工作
。

制定肉
、

乳
、

蛋及其制成

食品的卫生检验规程
。

对人畜共患病的肉

类和畜产品
,

更应加强检验
,

严格处理
。

猪囊虫病肉 (米掺肉 ) 坚决不准生销
,

必

须高温加工处理或炼工业用油
。

禁止出售

病死畜禽肉类
。

一号病 ( 猪传 染 性水 泡

病 )
、

五号病 (猪 乙型 口蹄疫 ) 的头蹄下

水等必须煮熟出售
。

乳及乳制品都要加强

卫生检验
。

由于世界范围的贸易日趋扩大
,

当前

不仅只是国内的农区和牧区
、

地区和地区

之间
,

而且国内外之间的畜禽及其产品交

易和调运也 日趋频繁
。

应授权农业 (畜牧 )

部 门作为畜禽防疫
、

检疫的主管机关
。

各

级畜牧兽医站和兽医检疫站
,

具体负责防

疫检疫工作
。

禁止从疫区调出畜禽及其产

品
,

也要做好购入和调进畜禽及其产品的

检疫
,

防止传入疫病
。

牧场引进的畜禽要

经过检疫和隔离饲养
,

无病方 可与原有畜

禽合群饲养
。

各县
、

社畜收兽医站要充实

加强兽医检疫技术力量
,

要和市场管理部

门协商
,

取得大力支持
,

开展市场交易畜

禽俭疫工作
。

检出的病畜
、

病肉应按规定

妥善处理
,

杜绝疫情扩散传播
。

一 习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