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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不同追肥量和留杈方式处理组合对受雹灾烤烟的补救效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留顶杈、追施 "!’ *+ , -." 的 /01$ 对

于雹灾烟田烟株的恢复性生长和产量、产值及上等烟比例的综合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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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龙岩市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在春夏之

交的过渡季节空气对流活跃，易发生不同程度的冰雹、

龙卷风［!］。而遭受雹灾烟田的烟叶被毁后，烟株根系

仍然存活，采用留顶杈烟或斩株留杈的办法，配以适当

追肥，烟农在受雹灾的烟田仍可获得一定产量的烟

叶［"7&］。本试验对雹灾烟田不同追肥量、留杈烟的补救

措施进行效果比较，目的是筛选能将雹灾损失降到最

低的补救措施，为烟区平稳发展积累灾后自救经验。

$ 材料与方法

$5$ 试验材料

品种为云烟 )#，追肥为智利产硝酸钾（含 0、/"1
分别为 !$(^‘、$&‘）。

$53 试验方法

小区试验地点选择在福建省武平县东留乡桂坑

村，试验田烟株于 "’’) 年 " 月 "% 日移栽，$ 月 " 日还

苗，& 月 % 日团棵，& 月 !% 日遭受雹灾。试验烟田属水

稻土，质地为中壤，前作水稻，基础肥力指标：速效氮

a’(a .+ , *+、速效磷 $#(% .+ , *+、速效钾 $$%(" .+ , *+、
有机质 ^(& + , *+、I; 值 ^()，受雹灾前施纯 0 !"#(^ *+ ,
-."，.（0）：.（P"1^）：.（/"1）b !：’()："(^，行距 !"’
L.，株距 ^’ L.。小区试验设 ) 个处理（包括对照），$
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每小区植烟 )’ 株。试验处理

见表 !。

表 ! 试验处理

处理 株高 , L. 硝酸钾 ,（*+ , -."）

E’ 斩株后留一底杈 $’ c &’ 不追肥（ T/）

E! 斩株后留一底杈 $’ c &’ "!’
E" 斩株后留一底杈 $’ c &’ &"’
E$ 斩株后留一底杈 $’ c &’ %$’
J’ 提前打顶后留一顶杈 $’ c &’ 不追肥（ T/）

J! 提前打顶后留一顶杈 $’ c &’ "!’
J" 提前打顶后留一顶杈 $’ c &’ &"’
J$ 提前打顶后留一顶杈 $’ c &’ %$’

注：留底杈处理主茎统一留叶 & 片，留顶杈处理主茎统一留叶 #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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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定项目及方法

处理后 !" #、$" # 用 %&’()$"* 叶绿素仪（杭州托

普仪器有限公司）测定杈烟自下数第 *、!、+ 位叶的叶

绿素含量［$］；处理后 $" # 杈烟自下数第 * 位叶、中间

叶、自 上 数 第 * 位 叶 的 长、宽（其 中 叶 面 积 指 数 为

",-!+$）；每小区取中间连续 ." 株挂牌烘烤，于烤后

+/ 0 测定单叶重，取株单叶重平均值；比较经济性状

（产量、产值、均价、上等烟比例）。

$ 结果与分析

$"! 生育期和长势比较

由表 * 看出，追肥处理长势强于不追肥处理，且生

育期延长，但不同追肥量处理间差异不明显；留顶杈

处理长势较留底杈处理前期长势强，但后期落黄稍快，

其总生育期差异不明显。

$"$ 杈烟叶片大小和叶绿素含量比较

表 * 各处理生育期和长势

处理 ’"（12） 3"（12） ’. 3. ’* 3* ’! 3!
现蕾 $ 月 ** 日 $ 月 .4 日 $ 月 ** 日 $ 月 .4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打顶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第 . 次采收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4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顶叶采收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5 月 * 日 5 月 * 日

处理 .$ # 长势 中 稍强 中 较强 中 较强 中 较强

处理 !" # 长势 中 中 较强 强 较强 强 较强 强

表 ! 各处理杈烟叶片长、宽及株平均单叶重

处理 有效叶数 6片
自下数 * 位叶 中间叶 自上数 * 位叶

单叶重 6 7长 6 89 宽 6 89 长 6 89 宽 6 89 长 6 89 宽 6 8
’"（12） .!,! +$,! ./,! -. .4,! -.,5 .4,! /,4
3"（12） 4 $+,5 .5,5 +5,! .$,! +*,! .. .",*

’. .!,5 $$,5 *$ $/,5 *.,! $/,! *" 4,4
3. 4,! $+ .5 +5,! .$ +*,! .! .",!
’* .-,5 $",5 .4,! $* .-,! $+ ./ ."
3* .* $* .5,$ $- .5 $. .- .",5
’! .5 $!,5 .- ++,! .!,! +",5 .",5 .",*
3! .*,$ $*,. .$,/ $/ .5,* $!,! .5,$ ..,.

由表 ! 看出，同等追肥条件下，留底杈处理的杈烟

有效叶明显多于留顶杈处理。留底杈或留顶杈处理

中，随着追肥量的增加，有效叶数增加，叶片生长加快，

且随追肥量的增加，株平均单叶重有所增加，以留顶杈

处理增加更明显。

由表 + 看出，同等追肥条件下，前期各处理的叶绿

素测定值以留顶杈处理稍高；中期后，除留底杈追肥

*." :7 6 09* 硝酸钾处理差别较不明显外，追肥处理明

显高于对照，并以留顶杈处理含量较高；总体以留顶

杈追肥 +*" :7 6 09* 硝酸钾处理测定值最高。

表 + 不同处理杈烟叶片叶绿素含量 （97 6 7 9;）

处理
$ 月 .- 日 - 月 $ 日

第 * 片 第 ! 片 第 + 片 第 * 片 第 ! 片 第 + 片

’"（对照） !,/5 !,4! +,*5 !,.5 !,+/ !,5/
3"（对照） +,/- $,.- +,/$ !,+" +,"- +,.5

’. !,/5 !,4* +,.! !,"4 !,$$ !,44
3. +,!! +,$5 +,!/ !,// +,!4 +,5+
’* +,!* +,$+ +,*" !,/- +,*- +,+-
3* +,++ +,/$ +,*- +,-" +,55 $,"4
’! +,*. +,$+ +,$5 !,$" +,./ +,+5
3! +,.5 +,$* +,-"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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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处理经济性状

处理 产量 "（#$ " %&’） 产值 "（元 " %&’） 均价 "（元 " #$） 上等烟 " (
)*（对照） +,--.-’ / ) ’’!0+.*0 / ) ++.,, 1 ) ’2.!’ 3 )
4*（对照） +-0*.2, / ) ’50*0.56 / ) +’.*5 1 ) ’!.22 3 )

)+ ’’*5.*! 1 ) 5*222.6! 3 ) +5.-’ 7 ) 5’.5+ 7 )
4+ ’’2-.! 3 ) 5’*-*.05 7 ) +6.+6 7 ) 5!.’6 7 )
)’ ’’52.!- 31 ) 5*0!5.++ 31 ) +5.0! 73 ) 55.,6 7 )
4’ ’55’.,5 7 ) 5+5--.,- 73 ) +5.62 3 ) 50.+2 7 )
)5 ’’06.6! 73 ) 5*’*6.2- 31 ) +5.’, 3 ) 5’.*’ 7 )
45 ’’2!.6! 3 ) ’-06!.5! 1 ) +5.+5 3 ) 5+.-5 7 )

注：以上产值不含各类补贴。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达 !(显著水平，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达 +(极显著水平。

!"# 经济性状比较

各处理采用 89: 软件对产量、产值、均价、上等烟

比例进行 ;:8 法多重比较。由表 ! 可见，各追肥处理

与对照之间经济性状均达到显著差异。

# 讨论

5.+ 雹灾烟田追施适量的 <=>5 能明显促进烟株生

长，提高产量和产值。其中以追施 6’* #$ " %&’ 的 <=>5

处理长势最好，产量、产值最高，以追施 ’+* #$ " %&’ 的

<=>5 处理综合效益（扣除肥料成本）最高。

5.’ 雹灾烟田留顶杈烟较斩株留底杈烟的效果好，尤

其是产值和上等烟比例提高较多。

5.5 在雹灾后的补救处理，宜早追肥、尽量多留受灾或

受损伤程度较小，组织结构相对完整、生理机能完好，且

仍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的叶片，并保持田间卫生，及时

施用防花叶病和根茎病药剂，减少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5.6 尽管烤烟冰雹灾害发生在大田生育期，但根据武

平县气候条件、日照时数、积温等综合因素，多数遭受

冰雹灾害的烟田通过不同措施的灾后生产自救，原本

基本绝收的烟田也能取得较好的产量和收益，最大限

度地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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