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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客观评价各地烤烟资源的使用价值，给烤烟品种工作提供新思路．搜集了近年来各烟区９个烤
烟品种，并与当前主栽品种ＭＳ云烟８７和红花大金元开展小区比较试验，同时借助ＤＰＳ软件进行 ｔ测验
和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表明，Ｔ８和Ｔ９属于同一类烤烟品种，云烟８７株高极显著高于 ＭＳ云烟８７，１１
个参试材料按照经济效益可分为高产、中产和低产３大类，其中：Ｔ２属于高产类品种，其产量、产值高
于ＭＳ云烟８７，并呈现极显著水平；Ｔ５（红花大金元）属于低产类品种，其产量、产值低于ＭＳ云烟８７，
并呈现显著水平；产量、产值与ＭＳ云烟８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８个烤烟品种统一归为中产类．与 ＭＳ

云烟８７相比，种植Ｔ２品种可实现产量和产值增加４６５％和４７７％；而种植红花大金元，产量和产值减
少８１％和１９２％．试验证实了推广烤烟品种间存在显著的经济效益差异，并发现 ＭＳ云烟８７与其保持
系的表型差异特征点，为烤烟基因定向改良筛选出 “底座”基因材料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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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品种纯度已经成为烟叶生产上一个比较
热门的话题，且烟草育种工作已经遇到了瓶颈．品
种单一、遗传基础狭窄、品质与抗性不能兼顾是我

国主栽烤烟品种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主栽
品种仍主要集中在 Ｋ３２６、ＮＣ８９、云烟 ８５和云烟
８７等几个品种，多数品种利用时间较短，在生产
上较难得到长期使用，而新通过审定程序的烟草新

品种在生产上得不到大面积的推广种植［１－２］．分析
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新选育的品种无论在栽培性、

烘烤性、抗逆性、产量，还是烟叶内在品质，这些

都很难超过现有品种，导致烟农、产区和工业企业

都很难接受．
其实，卷烟工业企业需要的是特色优质的烟叶

原料，商业企业和政府需要的是持续稳定的利税，

而烟农需要的则是良好的经济效益，这些都必须遵

守 “品牌导向”这一共同的市场规律，如何兼顾

这三者的利益，就要求必须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

利用全新的 “基因定向改良技术”［３－４］的方法入手

思考问题．为此，本研究从各烟区收集栽培性、易
烤性较好的烤烟材料，并从田间烟株表型特征比较

鉴别材料的异质性及经济性状，筛选出具有定向改

良潜力的目标材料，为烤烟品种育种工作变革提供

新思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参试材料与田间布局
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月，在寻甸基地开展１１个烤烟

品种 （系）的品比试验 （详见表１）．试验田土壤为
水稻土，质地中壤，轮作４ａ，采用小区试验，３次重
复，每个小区种植６０株，行株距为１２ｍ×０５ｍ．

表１　２０１８年参试材料简介

代号 品种 （系） 来源 地方名 生产年月

Ｔ１ 无 寻甸钟灵 小黄烟 ２０１４年８月

Ｔ２ 无 禄劝九龙 － ２０１７年８月

Ｔ３ 无 禄劝团街 － ２０１５年８月

Ｔ４ 无 宜良古城 － ２０１５年８月

Ｔ５ 红花大金元 南方育种中心 红大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Ｔ６ 无 禄劝则黑 － ２０１７年８月

Ｔ７ 无 晋宁双河 － ２０１７年８月

Ｔ８ 无 石林板桥 高棵烟 ２０１７年８月

Ｔ９ 无 石林板桥 高棵烟 ２０１７年９月

Ｔ１０ 云烟８７ 云烟８７自留种 云８７ ２０１０年８月

Ｔ１１ ＭＳ云烟８７ 南方育种中心 不育８７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１２　田间管理
采用小苗膜下移栽．田间施肥量对照云烟８７按

照每 公 顷 施 纯 氮 １１２５ｋｇ，氮 磷 钾 比 例 为
ｍ（Ｎ）∶ｍ（Ｐ２Ｏ５）∶ｍ（Ｋ２Ｏ）＝１０∶０５∶２８，其中，Ｔ１
至Ｔ４及Ｔ１０等５个材料按照云烟８７施肥量，其余
按照每公顷施纯氮 ５７０ｋｇ，氮磷钾的比例
为ｍ（Ｎ）∶ｍ（Ｐ２Ｏ５）∶ｍ（Ｋ２Ｏ）＝１０∶１７∶４９．

打顶和采收按品种特性进行，即各参试材料均

以其中心花开放期打顶，以各部位成熟特征进行采

收．病虫害防治等其余管理措施按照当地优质烟生
产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烟株生长势相似度调查
各参试材料田间烟株生长势调查情况见

表２．此外，通过观察发现，Ｔ８和 Ｔ９施肥不
足，且白粉病发病较重．其余施肥量适中，白
粉病发病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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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参试材料田间烟株生长势调查结果

代号
　　　　　栽后３５ｄ　　　　　 　　　　　栽后５０ｄ　　　　　 　　　　　现蕾期　　　　　
叶色 田间整齐度 生长势 叶色 田间整齐度 生长势 叶色 田间整齐度 生长势

综合相似度

Ｔ１ 正绿 整齐 强 正绿 整齐 强 正绿 整齐 强

Ｔ２ 深绿 整齐 强 深绿 整齐 强 深绿 整齐 强

Ｔ３ 正绿 整齐 中 正绿 整齐 强 正绿 整齐 强

Ｔ４ 深绿 整齐 强 深绿 整齐 强 正绿 整齐 强

Ｔ５ 正绿 整齐 强 正绿 较整齐 中 正绿 较整齐 中

Ｔ６ 正绿 整齐 强 正绿 整齐 强 正绿 整齐 强

Ｔ７ 正绿 整齐 强 正绿 整齐 强 浅绿 整齐 强

Ｔ８ 正绿 整齐 强 正绿 整齐 强 浅绿 整齐 强

Ｔ９ 正绿 整齐 强 正绿 整齐 强 浅绿 整齐 强

Ｔ１０ 正绿 整齐 中 正绿 整齐 强 正绿 整齐 强

Ｔ１１ 正绿 整齐 中 正绿 整齐 强 正绿 整齐 强

Ｔ１与 Ｔ３相似，Ｔ８与 Ｔ９
相似；Ｔ１０与 ＭＳ云烟８７
相似度最高

２２　烟株生育期相似度调查
各参试材料田间烟株生育期调查情况见表３．

将表２与表 ３相结合起来可看出，Ｔ１与 Ｔ３有区
别，主要是中心花开放期不一致；Ｔ１０（云烟８７）
与Ｔ１１（ＭＳ云烟８７）也有区别，主要表现为脚叶

成熟期不一致；而Ｔ８与Ｔ９则完全一致，可以确定
为同一个材料．
２３　烟株农艺性状相似度调查

各参试材料的烟株农艺性调查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３　各参试材料田间烟株生育期调查结果

代号 出苗期 成苗期 团棵期 现蕾期（５０％） 中心花开放期（５０％） 脚叶成熟期 顶叶成熟期

Ｔ１ ３月１４日 ４月１０日 ５月２８日 ６月２４日 ６月３０日 ７月６日 ８月２２日
Ｔ２ ３月１５日 ４月１２日 ５月２７日 ６月２２日 ６月２６日 ７月６日 ８月２２日
Ｔ３ ３月１１日 ４月１０日 ５月２８日 ６月２４日 ７月２日 ７月６日 ８月２２日
Ｔ４ ３月１４日 ４月１０日 ５月２８日 ６月２４日 ７月２日 ７月６日 ８月２２日
Ｔ５ ３月１１日 ４月１１日 ５月２８日 ６月２４日 ６月３０日 ７月２日 ８月１５日
Ｔ６ ３月１２日 ４月１０日 ５月２８日 ６月２４日 ７月２日 ７月２日 ８月１５日
Ｔ７ ３月１４日 ４月１０日 ５月２８日 ６月２４日 ６月３０日 ７月２日 ８月１５日
Ｔ８ ３月１６日 ４月１１日 ５月２８日 ６月２４日 ６月３０日 ７月２日 ８月１５日
Ｔ９ ３月１６日 ４月１１日 ５月２８日 ６月２４日 ６月３０日 ７月２日 ８月１５日
Ｔ１０ ３月１２日 ４月１０日 ５月２７日 ６月２２日 ６月２９日 ７月２日 ８月１５日
Ｔ１１ ３月１６日 ４月１１日 ５月２７日 ６月２２日 ６月２９日 ７月６日 ８月１５日

　　注：统一３月１日播种，４月１５日移栽．

表４　各参试材料田间烟株农艺性状调查结果

代号
自然株高

／ｃｍ
自然叶数

／片
打顶株高

／ｃｍ
有效叶数

／（片·株 －１）

最大腰叶长

／ｃｍ
最大腰叶宽

／ｃｍ
茎围

／ｃｍ
节距

／ｃｍ
Ｔ１ １５４４ ２４６ １３９９ ２２０ ７１７ ３１１ １０３ ６３
Ｔ２ １３６８ ２２１ １２５８ １９１ ７７２ ３２４ １００ ６２
Ｔ３ １７８５ ２５５ １５２４ ２１１ ８１８ ３０９ １０２ ７０
Ｔ４ １６９３ ２３５ １４００ ２２６ ７６０ ３６８ １１５ ７２
Ｔ５ １３５８ ２１７ １２４１ １７８ ６５８ ３０１ １０７ ６２
Ｔ６ ２１９９ ２３１ １４２６ １９６ ６９３ ２６７ ９６ ９５
Ｔ７ １３５６ ２１４ １１６９ １７０ ７５３ ３３０ １０５ ６３
Ｔ８ １７８７ ２３９ １５０６ ２２４ ７１０ ３００ １０２ ７５
Ｔ９ １７７３ ２３０ １４４３ ２１６ ７４１ ３３８ １１２ ７７
Ｔ１０ １５８８ ２４９ １３３５ ２２１ ８１３ ３２７ １０３ ６４
Ｔ１１ １５４２ ２５０ １３７１ ２２６ ７８５ ３１３ １０４ ６２

　　将生长势和生育期相似度最高的３组进行 ｔ测
验比较，以进一步甄别是否为同一个材料．从表５
看出，所考察的８项农艺性状指标中，Ｔ１与 Ｔ３有

６项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仅有效叶数和茎围２
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此可见，Ｔ１与 Ｔ３不
属于同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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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６看出，所考察的８项农艺性状指标中，Ｔ８
与Ｔ９有５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仅叶数 （包括

自然叶数、有效叶数）和腰叶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此可见，Ｔ８与Ｔ９属于同一材料的可能性很大．

从表７看出，所考察的８项农艺性状指标中，
Ｔ１０与Ｔ１１有７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仅自然
株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由此可见，Ｔ１０与Ｔ１１属
于同一材料的可能性很大．

表５　Ｔ１与Ｔ３烟株农艺性状相似度统计结果

性状 材料 株１ 株２ 株３ 株４ 株５ 株６ 株７ 株８ 株９ 株１０ 株１１ 株１２ 株１３ 株１４ 株１５ 均值±ＳＤ ＣＶ／％ Ｐ值

自然株

高／ｃｍ
Ｔ１ １６２ １５２ １５４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６８ １４８ １４２ １４８ １５４ １５２ １５６ １５６ １５４ １５０ １５４４±６４ ４２０
Ｔ３ １７８ １８０ １８２ １８５ １７９ １７４ １７６ １８２ １７９ １８０ １７２ １７６ １８２ １７８ １７４ １７８５±３６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１

自然叶

数／片
Ｔ１ ２５ ２４ ２３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４ ２６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４ ２６ ２５ 　２４６±０９ ３７０
Ｔ３ ２５ ２４ ２６ ２７ ２６ ２４ ２６ ２７ ２６ ２５ ２６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５ ２５５±１０ ３９０

００１８８

打顶株

高／ｃｍ
Ｔ１ １４１ １４０ １３９ １４２ １４３ １４６ １４７ １３３ １４８ １４９ １４３ １４２ １４６ １４５ １３９ 　１４２９±４２ ２９０
Ｔ３ １５１ １５０ １４７ １５１ １４９ １５０ １４９ １３３ １３８ １４４ １５６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４９２±７１ ４８０

０００６０

有效叶

数／片
Ｔ１ ２０ １９ １９ ２０ ２０ １９ ２２ ２０ ２２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１ 　２０９±１５ ７１０
Ｔ３ ２０ ２２ １９ ２１ ２２ １９ １９ １８ １９ １９ ２２ ２４ ２３ ２１ ２０ ２０５±１８ ８６０

０５０７８

最大腰

叶长／ｃｍ
Ｔ１ ７２０ ７５０ ８０５ ７７２ ７９０ ７５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７５２ ７３０ ７０５ ７４０ ７２０ ７３０ ７０５ 　７５１±３５ ４６０
Ｔ３ ８１０ ８６０ ７６０ ８１０ ８００ ７３０ ７４０ ７８０ ７９０ ７２５ ７８０ ８００ ７６０ ７９０ ８６０ ７８６±４０ ５１０

００１６６

最大腰

叶宽／ｃｍ
Ｔ１ ３１０ ３３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３２０ ３８５ ３７０ ３２０ ３００ ３５２ ３４０ ３３０ ３２０ ２８０ ３２０ 　３３２±３３ ９９０
Ｔ３ ３４０ ３２５ ２９０ ３３０ ３１０ ３０９ ３００ ２８０ ２９０ ２８０ ３４５ ３２２ ３０５ ３３０ ２８５ ３０９±２２ ７００

００３６３

节距／ｃｍ
Ｔ１ ６４８ ６３０ ６７０ ６４０ ６４０ ６７２ ５９２ ５９１ ５６９ ６６９ ６３０ ６２４ ６５０ ５９０ ６００ 　６３±０３ ５２０
Ｔ３ ７１２ ７５０ ７００ ６８５ ６８８ ７２５ ６７７ ６７４ ６７７ ７２０ ６６１ ７３０ ７２８ ６８５ ６９６ ７０±０３ ３７０

!

００００１

茎围／ｃｍ
Ｔ１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１０ １１５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１０ ９８ １１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５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４±０６ ５８０
Ｔ３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５ ９０ １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５ ９８ １０５ １０４±０８ ７７０

０７７９１

表６　Ｔ８与Ｔ９烟株农艺性状相似度统计结果
性状 材料 株１ 株２ 株３ 株４ 株５ 株６ 株７ 株８ 株９ 株１０ 株１１ 株１２ 株１３ 株１４ 株１５ 均值 ＳＤ ＣＶ／％ Ｐ值

自然株

高／ｃｍ
Ｔ８ １８８ １８０ １９２ １８７ １８４ １７８ １６７ １７６ １８５ １８７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７４ １６９ １６６ １７８７ ８２ ４５８
Ｔ９ １８２ １７１ １８４ １８９ １８１ １８４ １８９ １８２ １９０ １８３ １７６ １７４ １６９ １６９ １７２ １７９７ ７３ ４０７

０７４４３

自然叶

数／片
Ｔ８ ２４ ２４ ２５ ２４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４ ２４ ２５ ２５ ２３９ ０９ ３８４
Ｔ９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４ ２３ ２４ ２３ ２４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２ ２４ ２３２ ０６ ２４２

００２３０

打顶株

高／ｃｍ
Ｔ８ １４２ １４０ １４５ １４３ １５２ １６０ １５９ １５１ １４９ １５０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４９ １４５ １５４ １４９５ ５８ ３８８
Ｔ９ １４９ １４６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５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１ １５０ １４２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４３ １４５ １４６７ ３０ ２０４

０１０７８

有效叶

数／片
Ｔ８ ２１ ２１ ２３ ２２ ２２ ２３ ２２ ２２ ２３ ２２ ２３ ２２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２１ ０７ ３３６
Ｔ９ ２１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２ ２１ ２２ ２１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２ ２１ ２１１ ０９ ４３３

０００２７

最大腰

叶长／ｃｍ
Ｔ８ ７１０ ７５５ ７５０ ７２０ ７７０ ７１０ ７５０ ７００ ８００ ７２０ ７１０ ７００ ７０５ ７００ ７２０ ７２８ ３０ ４１４
Ｔ９ ７５０ ７４２ ７３０ ７１０ ７５０ ７３２ ７５２ ７５０ ７１０ ７２０ ７１０ ７００ ７１０ ７９０ ７３０ ７３２ ２４ ３２５

０６６０５

最大腰

叶宽／ｃｍ
Ｔ８ ３０５ ３２７ ３５４ ３４０ ３６５ ２７０ ３５０ ２６０ ２８０ ３１０ ３０５ ３００ ２８０ ３２０ ２９０ ３１０ ３２ １０３０
Ｔ９ ３５０ ３３６ ３２６ ３０１ ３２０ ３５０ ３１０ ３５２ ３１０ ３４０ ３２０ ３４５ ３３０ ３１０ ３６０ ３３１ １９ ５６０

００４２５

节距／ｃｍ
Ｔ８ ７８０ ７５０ ７６８ ７７９ ８００ ７７４ ７２６ ８００ ８０４ ７７９ ６９６ ７２５ ７２５ ６７６ ６６４ ７５ ０５ ６０７
Ｔ９ ８００ ７４３ ８００ ８２１ ７５４ ８００ ７８８ ７９１ ７９２ ７９６ ７６５ ７５７ ７３５ ７６８ ７１７ ７７ ０３ ３６９

００８００

茎围／ｃｍ
Ｔ８ １１０ １１５ １１４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０５ １００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０９ ０９ ８５９
Ｔ９ １１８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５ １０５ １２０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５ １１０ ０６ ５２４

０８３４３

表７　Ｔ１０与Ｔ１１烟株农艺性状相似度统计结果
性状 材料 株１ 株２ 株３ 株４ 株５ 株６ 株７ 株８ 株９ 株１０ 株１１ 株１２ 株１３ 株１４ 株１５ 均值 ＳＤ ＣＶ／％ Ｐ值

自然株

高／ｃｍ
Ｔ１０ １６４ １５２ １５８ １６３ １６２ １６０ １６１ １６０ １５７ １５３ １５８ １５５ １５８ １６２ １５９ １５８８ ３５ ２２１
Ｔ１１ １４７ １５０ １５５ １５８ １５２ １４５ １５１ １５８ １６３ １５４ １５８ １５１ １４８ １５８ １５５ １５３５ ５０ ３２５

０００２３

自然叶

数／片
Ｔ１０ ２４ ２２ ２２ ２３ ２２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７ ２７ ２６ ２６ ２７ ２４４ １８ ７４０
Ｔ１１ ２３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３ ２６ ２４ ２３ ２４ ２４ ２７ ２５ ２７ ２６ ２４ ２４３ １５ ６３４

０９１４２

打顶株

高／ｃｍ
Ｔ１０ １３６ １３５ １３１ １３２ １１４ １２１ １４０ １３６ １３１ １３６ １３５ １３０ １３８ １４５ １４２ １３３５ ７８ ５８５
Ｔ１１ １３６ １２９ １３５ １４０ １４４ １３３ １４０ １３７ 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３０ １２９ １４０ １３８ １４０ １３６７ ４６ ３３９

０１７４５

有效叶

数／片
Ｔ１０ ２２ ２０ ２０ １９ ２１ ２０ ２１ ２０ ２０ １９ ２２ ２２ ２３ ２２ ２２ ２０９ １２ ５９７
Ｔ１１ １８ ２０ ２０ １９ ２０ ２０ ２２ ２２ ２３ ２０ ２１ ２３ ２３ ２２ ２３ ２１１ １６ ７７１

０７０８０

最大腰

叶长／ｃｍ
Ｔ１０ ７６１ ８２０ ７１１ ７２５ ７００ ８００ ８５０ ７８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１２ ７８０ ８５０ ８００ ８２０ ７８７ ４６ ５８２
Ｔ１１ ８２０ ７５０ ７００ ７７２ ７１０ ７８０ ７６０ ８３０ ７５０ ８２０ ８００ ７６０ ７７０ ７５０ ８００ ７７１ ３８ ４９４

０３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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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性状 材料 株１ 株２ 株３ 株４ 株５ 株６ 株７ 株８ 株９ 株１０ 株１１ 株１２ 株１３ 株１４ 株１５ 均值 ＳＤ ＣＶ／％ Ｐ值

最大腰

叶宽／ｃｍ
Ｔ１０ ３０１ ２８２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６０ ２８０ ２８５ ２８２ ３３０ ３１０ ３２７ ２８０ ３３０ ３２０ ３４０ ２９８ ２６ ８８１

Ｔ１１ ３４０ ３６０ ３１０ ２９０ ３３０ ３０５ ２８０ ３３０ ３００ ３１２ ３００ ２９０ ３３０ ３４０ ３１０ ３１５ ２２ ７１１
００６１８

节距／ｃｍ
Ｔ１０ ６８０ ６９０ ７１８ ７０９ ７３６ ６６７ ６７０ ６６７ ６５４ ６３８ ５８５ ５７０ ６０８ ６２３ ５８９ ６５ ０５ ７７４

Ｔ１１ ６３９ ６８２ ６７４ ６５８ ６６１ ５５８ ６２９ ６８７ ６７９ ６４２ ５８５ ６０４ ５４８ ６０８ ６４６ ６３ ０４ ６９９
０２５２７

茎围／ｃｍ
Ｔ１０ １０１ １００ ９４ ９０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１０ ９５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０５ １１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４ ０７ ６９９

Ｔ１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８ ９８ ９５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４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０１ ０４ ４１５
０２８９９

２４　田间自然发病统计
借助 ＤＰＳ统计软件按照单因素随机区组试验

设计的ＬＳＤ法 （任何两两平均数之间的比较）进

行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见表８．
从表８看出，各参试材料间的发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以 Ｔ２、Ｔ４、Ｔ６和 Ｔ１１发病轻，而 Ｔ５发
病最重，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８　各参试材料烟株番茄斑萎病发病情况统计结果

处理
发病率／
％

　显著水平　
００５ ００１

处理 病指
　显著水平　
００５ ００１

Ｔ５ ８８７ ａ Ａ Ｔ５ ８８７ ａ Ａ
Ｔ１ ８３３ ａｂ Ａ Ｔ１ ６７３ ａｂ Ａ
Ｔ９ ７２０ ａｂ Ａ Ｔ９ ６３７ ａｂ Ａ
Ｔ７ ６１３ ａｂ Ａ Ｔ８ ５５３ ａｂ Ａ
Ｔ３ ５５７ ａｂ Ａ Ｔ７ ５１３ ａｂ Ａ
Ｔ８ ５５３ ａｂ Ａ Ｔ３ ４７０ ａｂ Ａ
Ｔ１１ ４４７ ａｂ Ａ Ｔ１０ ４０７ ａｂ Ａ
Ｔ１０ ４４３ ａｂ Ａ Ｔ１１ ３１０ ｂ Ａ
Ｔ２ ３３３ ａｂ Ａ Ｔ４ ２３０ ｂ Ａ
Ｔ４ ２８０ ａｂ Ａ Ｔ２ ２１０ ｂ Ａ
Ｔ６ ２２３ ｂ Ａ Ｔ６ １７３ ｂ Ａ

２５　主要经济性状统计
借助 ＤＰＳ统计软件按照单因素随机区组试验

设计的ＬＳＤ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见表９～
表１１．

由表９看出，Ｔ２表现最好，其产量、产值均
极显著高于两个对照 （ＭＳ云烟 ８７和红花大金
元），Ｔ５（红花大金元）表现最差，其产量、产值
显著低于ＭＳ云烟８７；其余参试材料的经济性状与
ＭＳ云烟８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通过分成 “高产、中产和低产”３个档次，可进
一步计算看出三者之间的产量和产值差异，结果详见

表１０．
由表１０看出，与种植 ＭＳ云烟８７相比，种植

Ｔ２产量可以增加４６５％，产值增加４７７％；而种
植红大则产量减少８１％，产值减少１９２％．
表９　各参试材料产量、产值差异显著性测验结果

　　产量／（ｋｇ·ｈｍ－２）　　 　　产值／（元·ｈｍ－２）　　

处理 均值
　显著水平　

００５ ００１
处理 均值

　显著水平　

００５ ００１

Ｔ２３２９１００ ａ Ａ Ｔ２ ６８０６７４５ ａ Ａ

Ｔ４２７３１５０ ｂ Ｂ Ｔ４ ５４０８８３５ ｂ Ｂ

Ｔ７２５５１５０ ｃ ＢＣ Ｔ３ ５１８２９９５ ｂ Ｂ

Ｔ６２４８５５０ ｃｄ ＣＤ Ｔ６ ５０３５０５０ ｂ ＢＣ

Ｔ１２４４８００ ｃｄ ＣＤＥ Ｔ８ ４９７６１００ ｂ ＢＣ

Ｔ８２４０４５０ ｃｄｅ ＣＤＥ Ｔ７ ４９７２２１５ ｂ ＢＣ

Ｔ３２３９１００ ｃｄｅ ＣＤＥ Ｔ１０４７８５７９５ ｂｃ ＢＣＤ

Ｔ１０２３２８００ ｄｅ ＤＥ Ｔ１ ４７６３３１０ ｂｃ ＢＣＤ

Ｔ９２２７８５０ ｅ ＤＥＦ Ｔ１１４６０７０２５ ｂｃ ＢＣＤ

Ｔ１１２２４７００ ｅ ＥＦ Ｔ９ ３９０６９１５ ｃｄ ＣＤ

Ｔ５２０６４００ ｆ Ｆ Ｔ５ ３７２１０２０ ｄ Ｄ

表１０　３个档次烤烟品种 （系）产量、产值性状比较

　　　　产量／（ｋｇ·ｈｍ－２）　　　　　　产值／（元·ｈｍ－２）　　

处理 均值
较ＭＳ云

烟８７±
均值

较ＭＳ云

烟８７±

Ｔ２ ３２９１００ ＋４６５％ ６８０６７４５ ＋４７７

Ｔ５ ２０６４００ －８１％ ３７２１０２０ －１９２

Ｔ１１ ２２４７００ － ４６０７０２５ －

２６　初烤烟叶外观质量描述
由表１１可知，对烟叶外观质量而言，经济性

状处于第１档次的 Ｔ２的主要缺点是叶片较厚，组
织稍密，其余外观质量特征均较好．

表１１　各参试材料初烤烟叶外观质量描述性统计
处理 颜色 成熟度 叶片结构 身份 油分 光泽 单叶质量／ｇ
Ｔ１ 桔黄 成熟 尚疏松 适中 较多 较强 １１０
Ｔ２ 深桔黄 成熟 稍密 稍厚 较多 强 １２４
Ｔ３ 桔黄 成熟 尚疏松 适中 较多 较强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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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１
处理 颜色 成熟度 叶片结构 身份 油分 光泽 单叶质量／ｇ
Ｔ４ 桔黄 成熟 尚疏松 适中 多 较强 １２５
Ｔ５ 桔黄 成熟 疏松 适中 多 较强 １２５
Ｔ６ 桔黄 成熟 尚疏松 适中 较多 较强 １１５
Ｔ７ 桔黄 成熟 尚疏松 适中 较多 较强 １３５
Ｔ８ 桔黄 成熟 疏松 适中 较多 较强 １０６
Ｔ９ 桔黄 成熟 疏松 适中 多 强 １０２
Ｔ１０ 桔黄 成熟 疏松 适中 多 较强 １２６
Ｔ１１ 桔黄 成熟 尚疏松 适中 较多 强 １１７

３　小结与讨论

３１　同源材料的探讨
从本试验分析结果看出，Ｔ８与 Ｔ９均来自同一

个地方，属于同一材料的可能性很大，由于其叶数

和腰叶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它们属于姊

妹系．Ｔ１０（云烟８７）与Ｔ１１（ＭＳ云烟８７）属于不
育系和保持系，证明了其属于 “同一材料的可能性

很大”的事实，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用不育系代替保

持系推广的可行性，但由于自然株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保持系的株高明显要高，且脚叶成熟期也提

前约４ｄ，由此说明二者还是出现了差异．
３２　同类材料的探讨

从本试验分析结果看出，１１个参试材料可以
分为３类，即高产类 （Ｔ２）、低产类 （Ｔ５）和中产
类 （其余９个材料的产出均相当于 ＭＳ云烟８７）．
但本试验是在水旱轮作条件较好的条件下进行的，

与实际生产中烤烟连作有一些出入．由于不同的烤
烟品种耐连作的能力不一致，因此，通常情况下，

耐连作的能力以红花大金元最差，Ｋ３２６次之，而
云烟８７相对较好．而在烤烟实际生产中，烟农更
愿意选择耐连作能力较强的烤烟品种．

结合农艺性状特征及烤烟栽培历史分析认为，

经济性状与ＭＳ云烟８７同 “中产”档次的这些烤

烟材料，很可能是云烟８５、云烟８７、Ｇ２８和云烟２
号等烤烟品种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推广过程中留
下的种子［５－７］，然后再经过民间留种长期自然选择

的结果，但具体遗传背景尚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３３　育种工作的探讨

长期以来，我们的烤烟育种工作主要是建立在

老一辈育种家培育的优良品种基础上进行改良，却

很少关注到民间留存的大量烟草材料，然而这些材

料经过自然变异和种植者的选择，其栽培性和烘烤

性已经毋庸置疑，甚至其中还可能有抗逆性较强的

育种材料．例如，从本试验各参试材料对番茄斑萎
病毒病 （ＴＳＷＶ）的抗 （耐）性统计结果来看，以

Ｔ５发病最重，Ｔ２、Ｔ４、Ｔ６和 Ｔ１１发病轻，其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由此说明，这其中可能有 ＴＳＷＶ
的抗 （耐）性材料，可以为解决当前盛行的番茄

斑萎病毒病问题提供借鉴．当前，我们的烟草定向
改良育种手段很成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例
如，抗病红花大金元［８］、抗病 Ｋ３２６［９］的成功选育
和示范应用．这充分说明利用基因手段可以在保持
“底座”品种的优良特征特性基础上，有效改良其

个别缺陷性状，实现定向改良和精确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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