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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烟草论文集 

几个烤烟品种在昆明烟区的适应性表现 

摘 要 采用多年多点品种比较试验，对Ｋ３２６、红大、Ｇ２８、Ｋ３５８、云烟８５、

Ｃｏｋｅｒ３７１Ｇｏｌｄ、ＮＣ８２、Ｋ３４６、ＲＧ１１、云烟８７在昆明市进行适应

性鉴定，统计产量、产值、上等烟、上中等烟、抗逆性等主要指标，并取样进行化学成分分

析及评吸鉴定。结果表明，在１０个参试品种中，从经济性状看，云烟８７、Ｋ３５８、Ｋ

３２６、Ｇ２８四个品种在昆明市各生态区适应性较广，稳定性较好；而从评吸结果看，红

大、云烟８７、云烟８５、Ｋ３５８得分较高。综合各个品种的主要经济指标及内在质量，

昆明市适宜大面积种植的品种除红大和Ｋ３２６外，可搭配种植云烟８７、云烟８５、Ｋ３

５８，而对参试的其它品种则不宜大面积种植，但考虑到品种搭配，可根据各个品种独特的

适应性，把它安排在其最适宜区，从而更好地发挥其遗传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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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烟品种是烟叶生产的基础，对烟叶的产质量有较大的影响，而烟叶生产同时又受生态

条件的影响［１］，所以要想充分利用好品种资源，只有对各个品种进行不同生态环境下的

适应性鉴定，才能更好地挖掘其品种的遗传潜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品种特性在其卷烟工业中

的作用［２］。品种适应性鉴定，主要是进行不同生态区产量和质量变化规律研究，以筛选

适应昆明烟区种植的烤烟品种，为全市烤烟品种的合理布局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品种 

    Ｋ３２６、红大、Ｇ２８、Ｋ３５８、云烟８５、Ｃｏｋｅｒ３７１Ｇｏｌｄ、ＮＣ８

２、Ｋ３４６、ＲＧ１１、云烟８７，其中Ｋ３２６为主对照，红大为副对照。全部品种都

由中国烟草育种（南方）中心提供。 

    １．２ 试验地点 

    试验包括石林县路美邑乡、石林县石林镇、宜良县古城镇、嵩明县杨林镇、嵩明县白邑

乡、晋宁县宝峰镇、禄劝县屏山镇共７个点。试验点能比较好地代表昆明烟区的总体生态情

况，首先，从海拔上，试验点的海拔从１ ５７０ｍ至２ ０００ｍ，这一海拔段是我市烟区

的主要分布区域；其次，从方位上，试验点分布在全市的东、东南、南、北几个方向，也是

我市主要烟区的分布地域。各试验点的具体情况如表１所示。 

    １．３ 试验方法 

    按照品种区域试验的方法，采用多年多点试验。随机区组排列，３次重复。施肥和管理

方法按当地优质烟生产水平进行。烘烤期间，每个试点每个品种定株２０株，烘烤后，取９

～１３叶位进行化验分析及评吸鉴定。 



    １．４ 统计分析 

    各参试品种的生产水平、品种稳定性、品种适应性取３年的平均产量、产值、上等烟、

上中等烟均值及变异系数进行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经济性状 

    ２．１．１ 品种主效分析 

    ２．１．１．１ 产量 

    从表２可以看出，在参试品种中，对照Ｋ３２６的产量为１３５．３６ｋｇ／６６７ｍ

２，效应为８．６０。在所有参试品种中，没有一个品种产量超过对照；Ｋ３５８居第二

位，产量为１３３．２２ｋｇ／６６７ｍ２，效应为６．４６；居第三位的是Ｇ２８，产量

为１３０．７５ｋｇ／６６７ｍ２，效应为３．９９。在所有参试品种中，产量最低的是Ｒ

Ｇ１１，其产量为１０８．９６ｋｇ／６６７ｍ２，效应为－１７．８０；Ｋ３４６居倒数

第二位，产量为１２０．２６ｋｇ／６６７ｍ２，效应为－６．５０；ＮＣ８２产量也较

低，其值为１２１．８２ｋｇ／６６７ｍ２，效应为－４．９４。其它几个品种产量表现中

等。 

    ２．１．１．２ 产值 

    表２表明，在所有参试品种中，对照Ｋ３２６的产值为５０２．５８元／６６７ｍ２，

效应为５２．６５，产值位居第二的是Ｋ３５８。其它品种产值都低于Ｋ３２６，产值比较

低的是ＲＧ１１和Ｋ３４６，其中ＲＧ１１的产值最低，为３２４．７６元／６６７ｍ２，

效应为－１２５．１７；Ｋ３４６的产值为３４９．２６元／６６７ｍ２，效应为－１０

０．６７。 

    ２．１．１．３ 上等烟 

    对照Ｋ３２６的上等烟比率为３１．２５％（表２），效应为３．２９；上等烟比率超

过对照的有两个品种：ＮＣ８２和云烟８５，但两个品种的上等烟比率相差不大，上等烟分

别为３２．８８％和３２．８７％，效应分别为４．９２和４．９２。上等烟比率最低的是

Ｋ３４６，上等烟仅为１６．２５％，效应为－１１．７１；位居倒数第二的是ＲＧ１１，

上等烟为１９．１９％，效应为－８．７７。 

    ２．１．１．４ 上中等烟 

    上中等烟比率也是反映品种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表２结果表明，主对照Ｋ３２６的上

中等烟为７０．１９％，效应为－０．３１；低于主对照的有Ｋ３４６、ＲＧ１１和红大３

个品种，其中以Ｋ３４６中最低，上中等烟仅为５８．６３％，效应为－１１．８７；ＲＧ

１１的为５９．１１％，效应为－１１．３９；红大的为６８．２５％，效应为－２．２

５。其它品种上中等烟比率均超过主对照Ｋ３２６。上中等烟比率最高的是云烟８５，占７

９．７７％，效应为９．２７；其次是云烟８７，上中等烟为７５．４０％，效应为４．９

０。 



    ２．１．２ 品种稳定性及适应性分析 

    根据品种在各个环境下产量和产值的总体平均值以及它们的平均变异系数，将４个经济

性状的坐标系分别划分为４个部分，得出各品种的稳定性评价图（图１）。从图１可以看

出，Ｋ３５８、Ｋ３２６、Ｇ２８稳定性较好，各项经济指标都比较好；从表３也可以看

出，这３个品种在各地表现都不错，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云烟８７也比较稳定，但产量、产

值等经济指标不如Ｋ３５８、Ｋ３２６、Ｇ２８高。稳定性较差的是Ｃｏｋｅｒ３７１、Ｎ

Ｃ８２、ＲＧ１１。其中，ＮＣ８２在路美邑和屏山等低海拔点表现较好，而在高海拔地区

表现较差，说明其对低温比较敏感；Ｃｏｋｅｒ３７１在屏山、宝峰表现尚好，在其它地方

相对较差；而ＲＧ１１各项经济指标都比较差，在屏山、白邑两个点表现稍好。其它几个品

种各项经济指标接近平均稳定水平。 

    ２．２ 原烟外观质量 

    各参试品种的原烟外观质量如表４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品种原烟颜色为桔

黄色，只有Ｋ３２６、红大、Ｇ２８、Ｋ３５８、云烟８５有少量柠檬黄，其中，红大和Ｋ

３５８还有少许微带青；成熟度除红大、Ｇ２８、ＲＧ１１外，均为成熟；结构除ＮＣ８

２、Ｃｏｋｅｒ３７１和ＲＧ１１外，其它几个品种的大部分原烟均为疏松；绝大多数品种

原烟身份为中等，Ｇ２８和Ｃｏｋｅｒ３７１稍薄的较多；油分最多的是云烟８７，其次是

Ｋ３２６和红大，较少的是Ｃｏｋｅｒ３７１；色度以Ｇ２８和红大较强，较弱的是ＲＧ１

１和ＮＣ８２。从总体上看，云烟８７原烟外观质量最好，其次是Ｋ３２６、Ｇ２８和Ｋ３

５８，ＮＣ８２和ＲＧ１１较差。 

    ２．３ 化学成分 

    ２．３．１ 各品种化学成分的差异 

    原烟的化学成分分析了总糖、还原糖、总氮等共９个指标，各个品种化学成分的平均数

和变异系数如表５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参试品种中，从总体上看，化学成分相对最协

调的是Ｋ３５８，其次是Ｇ２８、Ｋ３２６。从表中也可以看出，在所有参试品种中，云南

省选出的品种含糖量都比较高，如云烟８７、云烟８５，而国外引进的品种糖含量相对较

少。 

    表５的结果也表明，不同生态条件下，烤烟含氯量差异比其它指标都大，不过其含量都

没有超标。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烤烟施木克值的变化也较大。 

    ２．４ 评吸鉴定 

    评吸鉴定进行了两年，２０００年对农艺性状、经济性状表现较好的４个品种：红大、

云烟８５、Ｋ３５８、Ｋ３２６进行评吸鉴定，结果表明，不同海拔高度，均以Ｋ３５８的

得分最高（见表６）。该品种在两个点都是在香气质、余味、杂气、燃烧性这４个指标上占

优势。云烟８５的评吸得分在石林点居第二，而在白邑点居第三。对照Ｋ３２６在两个点的

评吸结果都不如这两个品种。 

    ２００１年的评吸结果如表７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路美邑点几个参试品种评吸得分

都超过主对照Ｋ３２６，以Ｋ３５８得分最高，每支得分８０．３，其它品种评吸得分高低

依次是红大、Ｋ３４６、云烟８７、云烟８５、ＲＧ１１。宝峰点参试品种的评吸得分高低

顺序依次为：红大、ＲＧ１１、云烟８５、云烟８７、Ｋ３５８、Ｋ３２６、Ｋ３４６。古

城点几个品种评吸得分高低依次是：红大、云烟８７、云烟８５、Ｋ３４６、Ｋ３２６、Ｋ



３５８、ＲＧ１１。综合几个点的情况（表８），几个品种中评吸得分最高的是红大，平均

得分８１．３３，其次是云烟８７，云烟８５排第三位，Ｋ３５８位居第四位，其它依次是

Ｋ３４６、ＲＧ１１和Ｋ３２６。 

    ２．５ 品种抗逆性 

    主要调查了各品种对病害的自然抗性，如表９所示。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烤烟对病害

的抗性在年度间差别比较大，如在１９９９年没有一个品种感花叶病，这主要与当年的气候

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从赤星病的病情指数看，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都是红大和Ｋ３５８

发病较重，而在２００１年，发病最重的却是Ｋ３２６，Ｇ２８对赤星病的自然抗性较好；

从野火病看，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都是Ｇ２８最重，２００１年最重的是Ｋ３２６，３

年的调查情况都表明，红大和Ｋ３５８对野火病的自然抗性较好；从ＴＭＶ看，ＲＧ１１和

云烟８７发病较重，云烟８５相对较轻。 

    ３ 小结与讨论 

    ３．１ 对参试品种的综合评价 

    根据品种丰产性、稳定性、适应性分析结果，现对参试品种综述如下。 

    Ｋ３２６和红大：这两个品种是昆明市的当家品种，也是本试验的对照品种。对Ｋ３２

６来说，产量和产值都比较稳定，适应性较广。两个品种化学成分都较协调。从田间观察情

况看，红大抗旱性比较好。 

    Ｋ３５８：该品种产量和产值都较高，均超过平均水平，而且稳定好，适应性较广，原

烟外观质量较好，化学成分相对最协调，从评吸结果看，该品种得分最高，超过对照Ｋ３２

６，从田间自然发病情况看，该品种对野火病抗性较好，对赤星病抗性稍差。因此，建议在

昆明市适当扩大Ｋ３５８的示范面积，并进行工业验证。 

    云烟８５：产量和产值较高，上中等烟比例也是比较高的，但稳定性不如Ｋ３２６和Ｋ

３５８，从田间自然发病看，对花叶病抗性较好，但总糖和还原糖都比较高。 

    Ｇ２８和Ｃｏｋｅｒ３７１Ｇｏｌｄ：Ｇ２８产量较高，超过平均水平，产值接近平均

水平，田间自然发病情况表明，该品种易感野火病，化学成分较协调。对Ｃｏｋｅｒ３７１

来说，产量和产值都较低，而且稳定性不好，抗旱性极差。 

    ＮＣ８２：在所有参试品种中，为表现较差的一个品种。产量、产值比较低，外观质量

也较差，而且稳定性最差，对低温较敏感。综合质量相对较差。 

    云烟８７：云烟８７产量不如云烟８５，与其它品种比较，产量也相对较低，但上中等

烟比率比较高，所以均价较高。而且原烟外观质量比较好，油分最多。从田间自然发病看，

该品种对ＴＭＶ抗性较差。该品种糖含量也较高。 

    Ｋ３４６：产量中等，产值较低，上等烟及上中等烟比率在所有参试品种中都是最低

的，稳定性和适应性表现中等，原烟外观质量表现中等，化学成分相对较协调。 

    ＲＧ１１：该品种产量、产值、上等烟比率、上中等烟比率在所有参试品种中都是最差

的，稳定性较差、适应范围较窄，同ＮＣ８２一样，对低温较敏感。原烟外观质量也较差。

不抗花叶病。化学成分不协调。 



    ３．２ 对我市品种选择的建议 

    通过３年的田间试验，从经济性状看；云烟８７、Ｋ３５８、Ｋ３２６、Ｇ２８四个品

种，适应性较广，稳定性较好，但综合评吸结果及内在质量，我市适宜大面积种植的品种除

红大和Ｋ３２６外，可搭配种植云烟８７、云烟８５、Ｋ３５８。而对其它品种则不宜大面

积种植，但考虑到品种搭配，可根据各个品种独特的适应性，把它安排在其最适宜区，从而

更好地发挥其遗传潜力。不同品种在昆明市各烟区的适宜种植区域划分将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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