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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给烤烟新品种的审定、布局提供科学依据．２０１４年，昆明寻甸试点以ＭＳＫ３２６为对照，针对中国烟草遗传
育种研究（北方）中心提供的６个烤烟新品系开展小区品比试验．结果表明，田间抗病性、经济性状、外观质量等
综合表现以贵烟２号和ＨＢ０６１较好，云烟１１７、云烟１１９和贵烟８号中等，ＣＦ２２６较差．而根据田间生物学数量性
状，６个新品系可分为３类：第Ⅰ类（贵烟８号）营养生长期长，植株高、叶数多、节距密、茎秆细，移栽至现蕾、中
心花开放期的时间明显推迟；第Ⅱ类（贵烟２号、云烟１１７和ＨＢ０６１）茎秆粗、叶片较长，移栽至现蕾、中心花开放
的时间中等；第Ⅲ类（ＣＦ２２６、云烟１１９和ＭＳＫ３２６）株高、叶数、节距中等，叶片较短，移栽至现蕾、中心花开放的
时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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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性评价是烤烟新品种（系）在审定、生
产应用前的一个中间环节和必需工作，旨在准

确地鉴定参试材料的需肥、栽培、田间抗逆性和

经济性状等，还会对其植物学性状、烘烤特性、

烟叶使用价值等进行初步评价［１－２］．本研究对来
自全国烤烟品种试验西南片区（云南、贵州、四

川、重庆、湖北、湖南、陕西）及山东青州所选育

的 ６个烤烟新品系进行适应性研究，鉴定它们
在云南烟区的综合适应能力，为其审定、布局提

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本试验安排在云南省寻甸县，属北亚热带低纬

高原季风气候，土壤类型为水稻土，质地为壤土，前

作水稻．２０１４年开展试验研究，共涉及对照品种
ＭＳＫ３２６和６个烤烟新品系．详见下表１．
１２　方法

试验采用随机完全区组设计，７个处理，３次重复．
行株距１２ｍ×０５ｍ，每小区７２株，区组规则、方正．



表１　２０１４年西南片区参试烤烟新品种（系）及来源

品种（系） 来源或组合 选育单位

ＣＦ２２６ Ｋ３２６×潘园黄 青州所

贵烟２号 （ＮＣ８２×ＳＰｅｉｇｈｔＧ２８）×Ｋ３２６ 贵州所

ＨＢ０６１ ＭＳ中烟１０３×Ｋ８ 湖北所

云烟１１７ 云烟８５×翠碧１号 云南院

贵烟８号 贵烟６号×毕纳１号 贵州所

云烟１１９ 云烟８７×７７０８９ 云南院

ＭＳＫ３２６ ＭｃＮａｉｒ３０×ＮＣ９５纯系的不育系 —

　　注：６个新品系由中国烟草遗传育种研究（北方）中心统一供种．

１３　田间管理
２月１１日播种，采用漂浮育苗方式统一育苗，

分品种（系）管理．４月３０日盖膜移栽，统一施肥量，
施氮量为１１２５ｋｇ／ｈｍ２，腐熟农家肥７５００ｋｇ／ｈｍ２．
现蕾期后第３ｄ打顶，分品种（系）进行打顶，有效叶
控制在２４片以内，叶数偏少的品种（系）有效叶不
低于１８片．
１４　田间数据调查标准

生物学性状调查参照 ＹＣ／Ｔ１４２—２０１０［３］及田
间病害调查参照ＧＢ／Ｔ２３２２２—２００８［４］进行，分级采
用烤烟国标４２级进行［５］，价格参照２０１４年昆明市
烤烟收购价，中桔一（Ｃ１Ｆ）价格３６７０元／ｋｇ．
１５　数据统计

数据分析［６］采用ＤＰＳ数据处理系统完成，方差
分析选择仅与对照相比较的 Ｄｕｎｎｅｔｔ对照法一尾测
验，聚类分析采用系统聚类，选项为数据标准化转

换、卡方距离、离差平方和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田间自然抗病性分析
从表２看出，田间综合抗病性最好的是ＨＢ０６１，

但要注意对番茄斑萎病毒病（ＴＳＷＶ）的预防；其次是
贵烟８号，但要注意对ＴＭＶ和ＴＳＷＶ进行防治；其余

４个新品系的ＴＭＶ和ＴＳＷＶ较重，应加强防控．
表２　各参试品种（系）田间主要抗病性表现

品种

（系）

烟草花叶病 白粉病
番茄斑萎病毒病

（病株率／％）

病株率

／％
病指

病叶率

／％
病指 ５月２６日 ７月９日

ＣＦ２２６ ２７４ ０２１ １６５ ０３４ ０５０ ５１０
贵烟２号 ４８４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９０ ２８０
ＨＢ０６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４０
云烟１１７ ５０６ ０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７９０
贵烟８号 １７４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８０ １８０
云烟１１９ ３５０ ０４１ ２３８ ０５２ ０００ ５１０
ＭＳＫ３２６ ２５０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０ １８０

　　注：番茄斑萎病毒病，早、中期发病后基本上完全死亡，病株率
就相当于病指．

２２　主要生物学数量性状表现
从下图１、表３看出，根据考察的８项生物学数

量性状，７个参试品种（系）可分为３类，贵烟８号单
独成第Ⅰ类，第Ⅱ类包括贵烟 ２号、云烟 １１７和
ＨＢ０６１，第Ⅲ类包括 ＣＦ２２６、云烟１１９和 ＭＳＫ３２６．第
Ⅰ类的主要特征是营养生长期长，植株高、叶数多、
节距密、茎秆细，移栽至现蕾、中心花开放期的时间

明显推迟；第Ⅱ类的主要特征是茎秆粗，叶片较长，
移栽至现蕾、中心花开放的时间中等；第Ⅲ类与对照
Ｋ３２６同属一类，其主要特征是株高、叶数和节距中
等，叶片较短，移栽至现蕾、中心花开放的时间较短．

表３　各参试品种（系）主要生物学数量性状表现

品种

（系）

ｘ１
（自然株高／ｃｍ）

ｘ２
（自然叶数／片）

ｘ３
（茎围／ｃｍ）

ｘ４
（节距／ｃｍ）

　　最大腰叶／ｃｍ　　 　　移栽至以下时间／ｄ　　

ｘ５
（叶长）

ｘ６
（叶宽）

ｘ７
（现蕾期）

ｘ８
（中心花开放期）

ＣＦ２２６ １５６８ ２５０ ９１ ６２７ ６６９ ３４７ ５８ ６３
贵烟２号 １８３３ ２５５ ９９ ７２３ ７７３ ３６７ ６３ ６７
ＨＢ０６１ １３４３ ２２６ １００ ５９７ ７５７ ３６２ ６３ ６７
云烟１１７ １７９８ ２５２ ９７ ７２５ ６８４ ３１３ ６３ ６７
贵烟８号 １６２９ ３３７ ８３ ４８３ ６６９ ２９７ ７０ ７３
云烟１１９ １８４９ ２７１ ９３ ６８３ ６６２ ３１１ ５４ ５８
ＭＳＫ３２６ １６２４ ２６５ ８４ ６１４ ６９４ ３１７ ５８ ６３

　　注：各参试品种（系）的有效叶数控制在１８～２４片，也相应决定了其打顶株高，所以有效叶数与打顶株高不作为考察指标．

２３　主要经济性状适应性表现
２３１　产量性状表现

由下表４可知，各品种（系）产量在 ２５２４５～

３６３９０ｋｇ／ｈｍ２之间，有 ３个新品系高于对照．其
中，ＨＢ０６１、贵烟２号和贵烟８号分列第１、第２、第３
位，但仅 ＨＢ０６１极显著高于对照．低于对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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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２２６、云烟１１７和云烟１１９分列第５至第７位，其 中云烟１１９显著低于对照．
表４　各品种（系）的产量

品种（系）
重复／（元·ｈｍ－２）

Ⅰ Ⅱ Ⅲ

平均／

（元·ｈｍ－２）
ｔ值 ｐ值 显著性

ＨＢ０６１ ３８０６４ ３５２２３ ３５８８８ ３６３９０ ４１１４５ ０００３４ 

贵烟２号 ３３６８７ ３１６０２ ３２２４４ ３２５０５ １５４３４ ０２３７５

贵烟８号 ２９９６０ ３４１００ ３１７１６ ３１９２０ １１５５２ ０３６１１

ＭＳＫ３２６ ２８８９８ ３３７１１ ２７９３６ ３０１８０ — — —

ＣＦ２２６ ２８５０９ ２９３０４ ３０２１８ ２９３４０ ０５５５２ ０４９１３

云烟１１７ ２９０５８ ２７６１４ ３１００７ ２９２２０ ０６３３１ ０４８４０

云烟１１９ ２５１５１ ２５８９６ ２４６８０ ２５２４５ ３２７２７ ００１４９ 

２３２　产值性状表现
由表５可知，各品种（系）产值在４５９９３０～

６９７０３５元／ｈｍ２之间，２个新品系高于对照．其
中，贵烟２号、ＨＢ０６１分列第１、第２位，仅贵烟２

号显著高于对照 Ｋ３２６；低于对照的贵烟 ８号、云
烟１１７、云烟１１９和 ＣＦ２２６分列第４～第７位，其
中云烟 １１９显著低于对照，ＣＦ２２６极显著低于
对照．

表５　各品种（系）的产值

品种（系）
重复／（元·ｈｍ－２）

Ⅰ Ⅱ Ⅲ

平均／

（元·ｈｍ－２）
ｔ值 ｐ值 显著性

贵烟２号 ７５０３６３ ６６９０５６ ６７１７００ ６９７０３５ ２６０２５ ００４７６ 

ＨＢ０６１ ７４０１０３ ６５１５５５ ６７０９４３ ６８７５４０ ２３５８３ ００７１６

ＭＳＫ３２６ ５６０５８０ ６９１２４７ ５３５３６２ ５９５７２５ — — —

贵烟８号 ５３１１６４ ５７２１２４ ５８１７２６ ５６１６７５ ０８７４９ ０４４１５

云烟１１７ ５５６４１６ ５１０９４８ ５１６２０１ ５２７８５０ １７４３６ ０１８２５

云烟１１９ ４５２２３２ ５２９８９６ ４３６８２９ ４７２９８０ ３１５３１ ００１８４ 

ＣＦ２２６ ４４２５７５ ５０３５８０ ４３３６２５ ４５９９３０ ３４８８６ ００１０２ 

２３３　上等烟性状比例
由表 ６可知，各参试品种（系）上等烟比例在

１５５％～４４６％之间，仅贵烟２号高于对照．低于对

照的云烟１１７、云烟１１９、ＨＢ０６１、贵烟８号和ＣＦ２２６分
列第３～第７位，其中贵烟８号显著低于对照，ＣＦ２２６
极显著低于对照，其余与对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６　各品种（系）的上等烟比例

品种（系）
重复／％

Ⅰ Ⅱ Ⅲ
平均／％ ｔ值 ｐ值 显著性

贵烟２号 ４６１３ ４６４４ ４１１８ ４４６０ １５９３０ ０２２３１

ＭＳＫ３２６ ２９１７ ４５２１ ３５２７ ３６６０ — — —

云烟１１７ ３００２ ２６９８ ２７６５ ２８２０ １６５２５ ０２０６４

云烟１１９ ２１１７ ３９０２ ２４２７ ２８２０ １６６５１ ０２０３０

ＨＢ０６１ ２３０２ ２０２５ ３０３２ ２４５０ ２３８３６ ００６８７

贵烟８号 ２７０５ １９０４ １７４６ ２１２０ ３０４７２ ００２２１ 

ＣＦ２２６ ２１３３ １４９０ １０３０ １５５０ ４１７２３ ０００３１ 

２３４　单叶质量性状表现
从下表７可知，各参试品种（系）单叶质量在

１０８～１５５ｇ之间，４个新品系高于对照．高于对
照的贵烟 ２号、ＨＢ０６１、云烟 １１７和 ＣＦ２２６分列

第１～第４位，均极显著高于对照．低于对照的贵
烟８号和云烟１１９分列第６、第７位，云烟１１９极
显著低于对照，贵烟 ８号与对照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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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各品种（系）的单叶质量

品种（系）
重复／ｇ

Ⅰ Ⅱ Ⅲ
平均／ｇ ｔ值 ｐ值 显著性

贵烟２号 １５５ １５６ １５４ １５５ ４５４２０７ ＜００００１ 

ＨＢ０６１ １４２ １４３ １４１ １４２ ３１０１９０ ＜００００１ 

云烟１１７ １２９ １２９ １３１ １３０ １７３５５９ ＜００００１ 

ＣＦ２２６ １３１ １２９ １２９ １３０ １７３５５９ ＜００００１ 

ＭＳＫ３２６ １１３ １１５ １１４ １１４ — — —

贵烟８号 １１４ １１３ １１５ １１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００

云烟１１９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０７ １０８ ６６４６９ ００００１ 

　　注：单叶质量，是原烟腰叶１００叶质量的换算值．

２４　初烤烟叶外观质量评价
从表８看出，７个参试品种（系）原烟外观质量

以贵烟２号最好，云烟１１７、贵烟８号与对照相当，
其余３个新品系不同程度差于对照．其中，ＣＦ２２６油
份较差、颜色偏淡，ＨＢ０６１的叶片结构稍密、身份稍
厚，云烟１１９油份均较差．

表８　各参试品种（系）的原烟外观质量表现

品种（系） 颜色 成熟度 叶片结构 身份 油分 色度

ＣＦ２２６ ＬＦ 成熟 疏松 适中 稍有 中

贵烟２号 桔黄 成熟 疏松 适中 有 强

ＨＢ０６１ 桔黄 成熟 稍密 稍厚 有 中

云烟１１７ 桔黄 成熟 疏松 适中 有 中

贵烟８号 桔黄 成熟 疏松 适中 有 中

云烟１１９ 桔黄 成熟 疏松 适中 稍有 中

ＭＳＫ３２６ 桔黄 成熟 疏松 适中 有 中

　　注：原烟外观质量是针对中部烟叶烤后质量特点所做评价．

３　小结与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表明，７个参试品种（系）可从下
几方面进行评价．

根据田间生物学数量性状，可将７个参试材料
分为３类．第Ⅰ类（贵烟８号）的主要特征是营养生
长期长，植株高、叶数多、节距密、茎秆细，移栽至现

蕾、中心花开放期的时间明显推迟；第Ⅱ类（贵烟２
号、云烟１１７和ＨＢ０６１）的主要特征是茎围粗，叶片
较长，移栽至现蕾、中心花开放的时间中等；第Ⅲ类
（ＣＦ２２６、云烟１１９和 ＭＳＫ３２６）的主要特征是株高、
叶数和节距中等，叶片较短，移栽至现蕾、中心花开

放的时间较短．

田间综合抗病性是烤烟新品种在推广过程中应

重点关注的问题［１］，参试的 ６个烤烟新品系中，
ＨＢ０６１应注意对ＴＳＷＶ的预防，贵烟８号应注意对
ＴＭＶ和ＴＳＷＶ进行预防，贵烟２号、云烟１１７、ＣＦ２２６
和云烟１１９应对ＴＭＶ和ＴＳＷＶ重点加强防控．

各品种（系）经济性状以贵烟 ２号、ＨＢ０６１表
现较好，云烟１１７、云烟１１９和贵烟８号次之（与对
照相当），ＣＦ２２６较对照差．原烟外观质量以贵烟２
号最好，云烟１１７、贵烟８号次之（与对照相当），其
余３个新品系不同程度差于对照．外观质量与烟
叶品质密切相关［７］，而经济性状可能与鲜烟叶的

烘烤性密切相关，在经济性状和外观质量综合表

现较差的烤烟品系 ＣＦ２２６则很难在生产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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