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方法具有更低的检测限和更宽的线性范围，并且实

验过程简单，对操作人员和环境的污染小。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说，本检验方法有利于简便而准确的评定大

量样品的品质和可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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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合体植株对白肋烟内的烟碱向降烟碱转换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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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 %&(&#)* R"）中现有的可将烟碱转化为降烟碱的转化株都不够理想。目前的认知水平对这一

特性在白肋烟中的表现也知之甚少。研究就非稳定植株的遗传特性对其后代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并对可能造成

这种遗传非稳定性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田间种植经挑选的亲本植株后代，每株采集一片烟叶样本，用乙烯处理以求最大程度转化，经调制后分析其

烟碱和降烟碱。亲本植株来自 F 个品种：RE、MV(&、-Q( 和 \D*&(，并且包括非转化株、低转化株、中转化株及高

转化株。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对经挑选的品系和植株进一步采样，采样对象为变化显著的或一致的品系植株，

以及相对一致的品系的非典型植株，包括转化株和非转化株。采样方法为按平均间隔从每棵植株上采集 E 片烟

叶。

就那些一致的品系而言，无论是高处或低处的烟叶样本，其转化率水平均大体相似。而那些高度可变性的以

及表现非典型性的植株，其叶片在每一株植株上经常都会表现出很大差异。对这类植株，经常会出现如按这一叶

片分类，该植株为转化株，而按照另一叶片分类，则为非转化株的情况。正如 ]" D" ^5249<74 所述，这种随叶片

位置不同而表现的变异性表明，在某些植株内存在嵌合体。

就非稳定性倾向和嵌合体倾向来说，不同品种中存在着大量的变种。这些变种中的极端不稳定植株倾向于

产生更多的嵌合体植株，而极端稳定性植株所产生的嵌合体植株则为数极少或者没有。这种变异在随后几代中

表现明显。RE 品种（稳定，非嵌合）比 \D*&(（非稳定，嵌合）转化率低且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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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测定卷烟主流烟气中的氰化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