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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烟草种质资源是烟草新品种选育、遗传理论研究、生物技术研究和烟叶生产的宝贵资源和重要战略物资ꎬ也是我国

烟草行业能否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ꎮ 本文详细统计分析了 １９８３ － ２０１４ 年这 ３２ 年间我国烟草种质资源的分发利用情况ꎬ
尤其是自 ２００７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正式启动“中国烟草种质资源平台建设”专项以来我国烟草种质资源的利用效果ꎮ 阐述了

当前我国烟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利用研究上存在的问题ꎬ并提出了今后加强完善我国烟草种质资源工作的相关对策ꎮ 旨

在为我国烟草种质资源的进一步收集、保存以及更加全面充分的利用提供理论和应用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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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种质资源既是现代烟草育种工程的强大支

柱ꎬ更是今后整个烟草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ꎬ是发

展新型烟草制品的原料保障ꎬ其在烟草理论探讨和

实际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我国烟

草种质资源分发利用方面的研究工作因涉及年代较

早ꎬ内容繁琐ꎬ工作量大ꎬ因此相关研究一直未见报

道ꎬ但我们对种质资源的分发利用工作相当重视ꎬ不
仅成立专门机构掌管ꎬ而且对每一次的分发都有详

细的登记案底ꎮ 本文详细整理统计了 １９８３ － ２０１４
年这 ３２ 年的烟草种质资源分发利用情况ꎬ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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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用种名称、用种日期、用种目的和用种份次等ꎬ
并加以归纳分析ꎬ以期从中发现我国烟草种质资源

的利用趋势、规律、效果以及在研究利用上存在的问

题ꎬ从而为以后我国烟草种质资源更全面深入的研

究利用提供参考ꎬ为我国烟草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贡献一点力量ꎮ

１　 １９８３ － ２０１４ 年我国烟草种质资源
分发概况

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自成立以来ꎬ其种质

资源科室一直负责向全国烟草公司、科研院所及大专

院校分发烟草种质资源以供研究利用ꎬ现就 １９８３ 年

以来的烟草种质资源分发情况作以下归纳分析ꎮ
１ １　 我国烟草种质资源分发数量变化情况

从 １９８３ 年开始ꎬ我国烟草种质资源的分发一直

登记入烟草种质资源分发簿中ꎮ 经笔者详细地统计

归纳ꎬ在 １９８３ － ２０１４ 这 ３２ 年中ꎬ共有 ２３８５ 份不同

种质资源至少被分发过 １ 次ꎬ占到库存资源总数的

４５ ２８％ ꎮ 有 ２７ 个烟草种质分发次数在 ５０ 次以上

(表 １ )ꎬ包括 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２８、 Ｓａｍｓｕｎ、 Ｋ３２６、 ＮＣ８２、
Ｂｕｒｌｅｙ２１、ＮＣ８９、小黄金 １０２５、红花大金元、革新三号

和 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１４０ 等ꎬ其中 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２８ 的用种次数

最多ꎬ为 １７４ 次ꎮ 在这 ２７ 个烟草种质中有 ２ 个为地

方种质ꎬ８ 个为选育种质ꎬ１７ 个为引进种质ꎮ 除 Ｂｕｒ￣
ｌｅｙ ２１ 和 Ｋｙ１４ 为白肋烟种质、Ｎ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Ｎ ｇｌａｕｃａ
和 Ｎ ｒｅｐａｎｄａ 为野生烟、Ｓａｍｓｕｎ 和 Ｂａｓｍａ Ｌｌｏｖｉｎａ 为

香料烟及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６０９ 为马里兰烟种质外ꎬ其余均

为烤烟种质ꎮ 这些种质均是我国烟草产业发展史上

的“有功之臣”ꎬ如金星 ６００７ꎬ利用它系统选育出了

许多优良品种ꎬ如偏筋黄、安农 １ 号等ꎬ用它作杂交

亲本又选育出了春雷 １ 号、辽烟 １２ 号、中烟 １４
等[１]ꎮ 净叶黄则在抗病育种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ꎬ
用作亲本培育出了中烟 ９８、许金 ４ 号等 １８ 个抗病

优质品种[２]ꎮ 我国选育的红花大金元以及从美国

引进的 Ｋ３２６ 等优质烤烟品种现在仍在我国烟叶生

产种植中占据着主要地位ꎬ对烟叶产量的稳定、烟叶

表 １　 ２７ 个用种份次超过 ５０ 的烟草种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２７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

总排名

Ｒａｎｋｉｎｇ
品种名称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ａｍｅ
类型

Ｃｕ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种质类型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分发总份次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年分发份次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近 ８ 年排名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ｓｔ
８ ｙｅａｒｓ

排名变化幅度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１ 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２８ 烤烟 引进 １７４ ３７ ３ － ２
２ Ｓａｍｓｕｎ 香料烟 引进 １２８ ２３ １３ － １１
３ Ｋ３２６ 烤烟 引进 １２５ ４１ ２ １
４ ＮＣ８２ 烤烟 引进 １２３ ２４ １１ － ７
５ Ｂｕｒｌｅｙ ２１ 白肋烟 引进 １１７ ２４ １１ － ６
６ ＮＣ８９ 烤烟 引进 １１５ ３３ ４ ２
７ 小黄金 １０２５ 烤烟 地方 １１１ ２９ ７ ０
８ 红花大金元 烤烟 选育 １０９ ４３ １ ７
９ 革新三号 烤烟 选育 １０４ ２７ ８ １
１０ 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１４０ 烤烟 引进 １０３ １８ １９ － ９
１１ Ｎ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野生烟 引进 １００ １９ １７ － ６
１２ 大白筋 ５９９ 烤烟 选育 ８４ ２１ １５ － ３
１３ Ｂａｓｍａ Ｌｌｏｖｉｎａ 香料烟 引进 ７４ ２５ ９ ４
１３ 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８０ 烤烟 引进 ７４ ３１ ６ ７
１５ 长脖黄 烤烟 地方 ７１ ２０ １６ － １
１６ Ｃｏｋｅｒ ３１９ 烤烟 引进 ７０ １６ ２０ － ４
１７ 金星 ６００７ 烤烟 选育 ６９ ２３ １３ ４
１８ ＮＣ ９５ 烤烟 引进 ６６ ２５ ９ ９
１９ 净叶黄 烤烟 选育 ６３ １６ ２０ － １
２０ Ｋｙ１４ 白肋烟 引进 ５４ １５ ２３ － ３
２０ 中烟 ９０ 烤烟 选育 ５４ ３３ ４ １６
２２ 中烟 １５ 烤烟 选育 ５２ １５ ２３ － １
２３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６０９ 马里兰烟 引进 ５１ １２ ２７ － ４
２３ Ｎ ｇｌａｕｃａ 野生烟 引进 ５１ １４ ２５ － ２
２３ Ｎ ｒｅｐａｎｄａ 野生烟 引进 ５１ １３ ２６ － ３
２３ 中烟 １４ 烤烟 选育 ５１ １６ ２０ ３
２７ Ｋ３９４ 烤烟 引进 ５０ １９ １７ １０

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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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品质的提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ꎮ 而分发数

量最多的 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２８ 因其品质较佳ꎬ综合表现

良好ꎬ除在生产上大量应用外ꎬ在育种方面充当

杂交亲本先后选育出了 １０ 多个优异品种ꎬ其在

我国育成的烤烟品种中占有重要位置ꎮ ３２ 年中

的总分发数量达到 １３６３５ 份次ꎮ 其中每年的分

发数量(份)详见图 １ꎮ 从这 ３２ 年的分发数量变

化情况可见ꎬ我国烟草种质资源的分发情况ꎬ在前

２４ 年中ꎬ除 １９８６、１９９５ 和 ２００６ 年这 ３ 年增加较多

外ꎬ其余各年份间变化不明显ꎬ但是自 ２００７ 年开

始ꎬ烟草种质的年分发数量急速上升ꎮ 年分发数

量由之前的平均 ２４１ 份上升到 ９８２ 份ꎬ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年这 ８ 年的总分发数量达 ７８５７ 份次ꎬ占总分

发数量的 ５７ ６２％ ꎮ

图 １　 １９８３ －２０１４ 年我国烟草种质资源分发数量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ｉｎ １９８３ －２０１４

１ ２　 我国不同类型烟草种质资源分发情况

在 ２３８５ 份被分发种质中ꎬ按调制类型分类ꎬ其
中有烤烟 １３０５ 份ꎬ占总数的 ５４ ７２％ ꎬ晒烟 ７１１ 份ꎬ
占 ２９ ８１％ ꎬ白肋烟、黄花烟、香料烟、雪茄烟、野生

烟及 马 里 兰 烟 分 别 占 ４ ４０％ 、 ４ ７８％ 、 ２ ４７％ 、
２ ０１％ 、１ ５１％和 ０ ２９％ (表 ２)ꎮ 可见烤烟种质仍

在我国烟草行业利用中占据着主要地位ꎬ而作为我

国资源数量最丰富的晒晾烟资源ꎬ其分发利用数量

却相对较少ꎮ “中国烟草种质资源平台建设”启动

以来的 ８ 年间ꎬ烤烟、晒烟、黄花烟和雪茄烟的利用

份次数均占到总利用份次数的 ６０％ 以上(表 ２)ꎬ白
肋烟、香料烟、野生烟及马里兰烟的利用份次数也占

到总利用份次数的 ３０％ 以上ꎬ充分说明“中国烟草

种质资源平台建设”启动以来各种类型资源利用效

率均显著提高ꎮ 按种质类型分类ꎬ其中地方品种

１１３３ 份ꎬ占 ４７ ５１％ ꎬ引进品种 ６２７ 份、选育品种 ４４２
份和遗传材料 １８３ 份ꎬ分别占 ２６ ２９％ 、１８ ５３％ 和

７ ６７％ (表 ３)ꎮ 很明显地方品种和引进品种利用研

究较多ꎬ而选育品种和遗传材料利用情况较差ꎮ 进

一步分析可知ꎬ这些遗传材料均是在“中国烟草种

质资源平台建设”期间编目的ꎬ是利用远缘杂交获

得的药用烟草ꎬ将在新型烟草制品研发中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ꎮ 特别分析了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年这 ８ 年我

国种质资源的分发情况ꎬ各烟草种质的平均年分发

数量均显著上升ꎬ其中黄花烟、晒烟的利用情况大大

好转(表 ２)ꎬ是前 ２４ 年平均年分发数量的 ４ ９ ~ ５ ９
倍ꎬ雪茄烟利用效率也明显提高ꎬ这些也反映了我国

生产混合型卷烟的发展趋势ꎻ地方和选育品种利用

效率提高(表 ３)ꎬ其中地方品种的年平均分发数量

是前 ２４ 年平均年分发数量的 ６ ９ 倍ꎮ 就分发数量

较多的 ２７ 份种质(表 １)来看ꎬ其中中烟 ９０、Ｋ３９４、
ＮＣ９５、红花大金元和 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８０ 的年平均分发数

量较前 ２４ 年有较大的提高ꎬ 而 Ｓａｍｓｕｎ、 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１４０及 ＮＣ８２ 的利用效率有较大的下降ꎮ

２　 烟草种质资源的利用效果

从对 １９８３ － ２０１４ 年这 ３２ 年期间我国烟草种质

资源分发利用情况的分析来看ꎬ２００６ 年是一个明显

的分界点ꎬ在 ２００７ 年开始之后的 ８ 年中ꎬ我国烟草

种质资源的研究利用情况得到了迅猛的发展ꎬ资源

利用率不断提高(表 １、表 ２ 和表 ３)ꎮ “中国烟草种

质资源平台建设”这项工作的启动极大促进了我国

烟草种质资源利用率的提高[３]ꎮ 现就其在不同方

面的利用情况和效果作以下概述ꎮ

９０５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７ 卷

表 ２　 烟草不同调制类型的用种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类型

Ｃｕ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品种种类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ｎｕｍｂｅｒ
占总数的百分比(％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总份次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年分发份次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近 ８ 年分发份次占总份

次百分比(％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ｉｎ ｌａｓｔ ８ ｙｅａｒｓ

烤烟

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 ｔｏｂａｃｃｏ
１３０５ ５４ ７２ ８００８ ４８７４ ６０ ８６

晒烟

Ｓｕｎ / Ａｉｒ￣ｃｕｒｅｄ ｔｏｂａｃｃｏ
７１１ ２９ ８１ ２７３９ １８１６ ６６ ３０

白肋烟

Ｂｕｒｌｅｙ
１０５ ４ ４０ ９０１ ２７９ ３０ ９７

黄花烟

Ｒｕｓｔｉｃａ
１１４ ４ ７８ ３６５ ２２７ ６２ １９

香料烟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ｔｏｂａｃｃｏ
５９ ２ ４７ ５３２ １６８ ３１ ５８

雪茄烟 Ｃｉｇａｒ ４８ ２ ０１ ２５１ １６０ ６３ ７５

野生烟 Ｗｉｌｄ ｔｏｂａｃｃｏ ３６ １ ５１ ７５７ ３０７ ４０ ５５

马里兰烟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７ ０ ２９ ８２ ２６ ３１ ７１

表 ３　 烟草不同种质类型的用种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ｔｙｐｅｓ

类型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品种种类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ｎｕｍｂｅｒ
占总数的百分比(％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总份次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年分发份次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近 ８ 年用种份次占总份

次百分比(％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ｉｎ ｌａｓｔ ８ ｙｅａｒｓ

地方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１１３３ ４７ ５１ ４１６６ ２８９８ ６９ ５６

选育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４４２ １８ ５３ ２７２４ １５６６ ５７ ４９

引进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６２７ ２６ ２９ ５９７４ ２６２２ ４３ ８９

遗传材料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ｔｏｃｋｓ

１８３ ７ ６７ ７７１ ７７１ １００ ００

２ １　 在重要性状鉴定评价等方面的利用

随着“中国烟草种质资源平台”的建设ꎬ近 ８
年来 １６ 家平台单位利用国家烟草种质中期库所

提供的 １６１４ 份各类烟草种质资源ꎬ对其 ７ 种病害

２ 种虫害抗性进行了全面系统鉴定ꎬ共筛选出抗性

优异种质 １４０６ 份ꎬ其中抗黑胫病 ３８８ 份、青枯病

２１８ 份、根结线虫病 ２９３ 份、赤星病 ３２２ 份、ＴＭＶ
２２４ 份、ＣＭＶ ２３７ 份、ＰＶＹ １１２ 份、烟蚜虫 ３０５ 份、
烟青虫 ２７ 份[３] ꎮ 在鉴定的 １６１４ 份种质中ꎬ共筛

选出抗性综合优异种质 ４６０ 份ꎬ其中 １ 级抗性综合

优异种质 ７５ 份(兼抗 ４ 种以上病虫害)ꎬ２ 级抗性

综合优异种质 １９５ 份(兼抗 ３ 种以上病虫害)ꎬ３ 级

抗性综合优异种质 １９０ 份(兼抗 ２ 种病虫害)ꎮ 这

些资源为相关省份及全国的烟草育种工作的进一步

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此外ꎬ１６ 家平台单位还利

用国家烟草种质中期库所提供的种质筛选出 ４２３ 份

优异种质ꎬ其中经济性状优异种质 １８５ 份ꎬ原烟外观

品质优异种质 ２６９ 份ꎬ感官评吸指标优异种质 １５３
份ꎮ 通过化学成分特异性分析ꎬ筛选出 ２９１ 份内在

品质特异种质ꎬ特别是高钾、低焦油的特异性种质ꎬ
为我国烟草行业钾高效、低危害等重大专项研究提

供了重要物质基础ꎮ
２ ２　 在育种方面的利用

３２ 年来为全国 ５０ 多个育种和教学单位提供各

类烟草种质 １３６３５ 份次(图 １)ꎬ用作亲本选育出了

新品种 ８５ 个 (表 ４ )ꎬ 占同期审定品种总数的

７１ ０３％ ꎬ通过国家审定大面积推广种植ꎬ并育成一

批表现优良的高代品系ꎬ现正在试验中ꎮ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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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利用提供的种质培育的品种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Ａ ｌｉｓ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ｂｒ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ｎａｍｅ

类型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完成单位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ｕｎｉｔ

审定(认定)时间

Ｔｉｍｅ ｏｆ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使用资源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ｕｓｅｄ

推广面积

(万亩)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１ 中烟 １４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１９９２ 金星 ６００７、Ｇ￣２８
２ 中烟 ９０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１９９３ 单育２ 号、Ｇ￣２８、净叶黄 ３ ５０
３ 广遵 ２ 号 烤烟 广东经作所 １９９５ ＭＳＧ２８
４ 辽烟 １５ 号 烤烟 丹东市辽东农业科学研究所 １９９５ ＭＳＧ２８
５ 中烟 ９２０３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１９９５ ＭＳＧ２８、红花大金元 ７ １０
６ 鄂烟 １ 号 白肋烟 建始县烟科所等 １９９５ ＭＳＢｕｒｌｅｙ２１
７ 广遵 ４ 号 烤烟 广东经作所、遵义烟草分公司 １９９６ ＭＳＧ２８、ＮＣ８２
８ 吉烟 ５ 号 烤烟 吉林延边农科所 １９９６ 净叶黄、Ｃｏｋｅｒ８６
９ 豫烟 ２ 号 烤烟 河南烟草所 １９９６ Ｇ￣７０
１０ 遵烟 １ 号 烤烟 遵义县烟草公司 １９９６ Ｇ￣２８
１１ 贵烟 １１ 号 烤烟 贵州省烟草科学研究所 １９９７ ＮＣ８９ ５ １６
１２ 吉烟 ７ 号 烤烟 延边农科院烟草所 １９９７ Ｇ￣２８ １５ ２９
１３ 龙江 ９１５ 烤烟 黑龙江省烟草所 １９９７ 中烟 ９０ ３ ００
１４ 云烟 ３１７ 烤烟 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 １９９７ Ｋ３２６ １６ ８１
１５ 云烟 ８５ 烤烟 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 １９９７ Ｋ３２６ ４３０９ ０３
１６ 鄂烟 ２ 号 白肋烟 恩施烟叶复烤厂、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

烟草所

１９９７ Ｌ￣８

１７ 中烟 ９８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１９９９ ８２￣４０２７、２０２８
１８ 龙江 ９１１ 烤烟 黑龙江省烟草所 ２０００ ＣＶ９１
１９ 云烟 ８７ 烤烟 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 ２０００ Ｋ３２６ ５１８２ ４９
２０ 中烟 ９９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２０００ ８０￣４００９、中烟 ８６
２１ 贵烟 ４ 号 烤烟 贵州农业大学 ２００２ ＭＳＧ２８、中烟 ９０
２２ 秦烟 １ 号 烤烟 陕西省烟草所 ２００２ ＭＳＧ２８、ＮＣ８９
２３ 中烟 １００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２００２ ９２０１、ＮＣ８２
２４ 中烟 １０１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２００２ Ｇ￣８０、红花大金元

２５ 中烟 ２０１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２００４ ＭＳＫ３２６、中烟 ９８
２６ 达白一号 白肋烟 四川省烟草公司、达州烟草科研所 ２００４ Ｋｙ１４
２７ 鄂烟 ３ 号 白肋烟 湖北省烟草公司建始县公司、中国烟草

白肋烟试验站

２００４ ＭＳＴＮ８６、ＬＡ Ｂｕｒｌｅｙ２１

２８ 鄂烟 ４ 号 白肋烟 中国烟草白肋烟试验站 ２００４ Ｋｙ１４
２９ 秦烟 ９５ 烤烟 陕西省烟草公司烟草研究所 ２００６ 净叶黄、ＮＣ８９ ３３ ５７
３０ 云香巴斯玛一号 香料烟 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云南烟草

保山香料烟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６ 克撒锡巴斯玛

３１ 中烟 １０２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２００７ 红花大金元、ＮＣ８９ ４ ７７
３２ 中烟 １０３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２００７ 红花大金元 ３８ ７８
３３ 云烟 ９８ 烤烟 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 ２００７ Ｇ７０、ＣＶ８９ ２ ０１
３４ 豫烟 ５ 号 烤烟 河南农业大学 ２００７ Ｇ２８、红花大金元 ６ ４７
３５ 闽烟 ７ 号 烤烟 福建省烟草所 ２００７ Ｃｏｋｅｒ３４７ ０ ２１
３６ 粤烟 ９６ 烤烟 广东南雄烟草所 ２００７ Ｋ３２６ ８８ ８３
３７ ＹＮＢＳ１ 白肋烟 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 ２００７ Ｋｙ９０７ ０ ４０
３８ 晚花 Ｋ３２６ 烤烟 贵州省烟草科学研究所 ２００７∗ Ｋ３２６ １１ ６６
３９ 云烟 ９７ 烤烟 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 ２００８ ＣＶ８７ １２４９ ３５
４０ 中烟 １０４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２００８ 红花大金元

４１ 秦烟 ９６ 烤烟 陕西省烟草研究所、中国烟草总公司青

州烟草所

２００８ Ｇ２８、净叶黄 １９４ １１

４２ 辽烟 １７ 烤烟 丹东市辽东农业科学研究所 ２００８ ＣＦ２０ ３５ ５２
４３ 中烟 ２０２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２００９ ＭＳ 中烟 ９０、ＣＴ１０７ ９ ５９
４４ 湘烟 ２ 号 烤烟 长沙卷烟厂技术中心 ２００９ ＭＳ 中烟 ９０ ０ １８
４５ 豫烟 ６ 号 烤烟 河南农业大学 ２００９ ＭＳＫ３２６ ３７ ５３
４６ 鄂烟 １０１ 白肋烟 中国烟草白肋烟试验站 ２００９ Ｋｙ８９５９
４７ 云白 ２ 号 白肋烟 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 ２００９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１４、Ｂｕｒｌｅｙ６４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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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续)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ｎａｍｅ

类型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完成单位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ｕｎｉｔ

审定(认定)时间

Ｔｉｍｅ ｏｆ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使用资源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ｕｓｅｄ

推广面积

(万亩)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４８ 韭菜坪 ２ 号 烤烟 贵州省烟草科学研究所 ２００９∗ Ｇ２８ ４６ ８９
４９ 贵烟 ２０１ 烤烟 贵州省烟草科学研究所 ２００９∗ ＭＳＫ３２６ ２ ８３
５０ 龙江 ９２５ 烤烟 黑龙江省烟草科学研究所 ２０１０ Ｋ３２６ １４ ６５
５１ 龙江 ９３５ 烤烟 黑龙江省烟草科学研究所 ２０１０ ＭＳＮＣ８９ ６ ６８
５２ 闽烟 ３８ 烤烟 福建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所 ２０１０ Ｋ３２６、Ｃｏｋｅｒ１７６ ０ １０
５３ 湘烟 ４ 号 烤烟 长沙卷烟厂技术中心 ２０１０ 中烟 ９０ ４ ５４
５４ 中烟 ２０３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２０１０ ＭＳ 中烟 ９８、Ｄ５１０３ ８ １９
５５ 蓝玉一号 烤烟 福建省烟草公司三明市公司 ２０１０∗ Ｋ３２６
５６ 闽烟 ３５ 烤烟 福建省烟科所龙岩分所 ２０１０∗ ＭＳＣＢ￣１
５７ 龙江 ９８１ 烤烟 黑龙江省烟草科学研究所 ２０１１ ＣＶ８７ ３４ ７２
５８ 辽烟十八 烤烟 辽宁省丹东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 ２０１１ ＭＳＧ８０
５９ ２２８０４ 白肋烟 中国烟草白肋烟试验站 ２０１１ ＭＳＢｕｒｌｅｙ２１、Ｋｅｎｔｕｃｋｙ１６
６０ 五峰 １ 号 晒烟 湖北宜昌市烟草公司 ２０１１ 马里兰 ６０９
６１ 鲁烟 １ 号 烤烟 山东潍坊烟草有限公司ꎬ中国烟草烟草

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２０１２∗ Ｋ３２６ １８ ３７

６２ 中烟 ２０５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２０１２∗ 抗 ８８、Ｋ３２６
６３ 鲁烟 ２ 号 烤烟 山东潍坊烟草有限公司、中国烟草总公

司青州烟草研究所

２０１２∗ 中烟 ９８

６４ ＣＦ９０８７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研究所ꎬ山东

潍坊烟草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ＭＳＣＦ９０、ＣＦ８７ ０ ２３

６５ 云烟 １０５ 烤烟 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 ２０１２ 中烟 １００ ８ ４５
６６ 秦烟 ９７ 烤烟 陕西省烟草研究所 ２０１２ ＣＶ７０ ０ ９９
６７ 秦烟 ９８ 烤烟 陕西省烟草研究所 ２０１２ ＣＶ７０ １ ６５

６８ 闽烟 ９ 号 烤烟
福建省烟草专卖局烟草农业科学研

究所
２０１２ ＲＧ１２

６９ 闽烟 ５７ 烤烟 福建省烟草公司龙岩市公司 ２０１２ Ｋ３２６
７０ 川烟 １ 号 烤烟 四川省烟草公司凉山州公司、中国农业

科学院烟草研究所

２０１２ ＭＳ 中烟 １００、云烟 ８５

７１ 云白 ３ 号 白肋烟 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云南烟草

宾川白肋烟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９０、Ｋｅｎｔｕｃｋｙ８９５９

７２ 安烟 ２ 号 烤烟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 ２０１３ Ｋ３４６、中烟 ９８
７３ 豫烟 １１ 号 烤烟 河南农业大学 ２０１３ ＭＳＫ３２６
７４ 云白 ４ 号 白肋烟 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云南烟草

宾川白肋烟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 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９０、Ｂｕｒｌｅｙ６４

７５ 五峰 ２ 号 马里兰烟 湖北省烟草公司宜昌市公司 ２０１３ Ｍｓｍｄ６０９、Ｍｄ８７２
７６ 云晒 １ 号 晒烟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

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

２０１３ 公会晒烟

７７ 翠碧二号 烤烟 福建省烟草公司三明市公司 ２０１４ Ｃｏｋｅｒ１７６
７８ 湘烟 ５ 号 烤烟 中国烟草中南农业试验站、湖南省烟草

公司永州市公司

２０１４ Ｋ３２６

７９ 中烟 ２０６ 烤烟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研究所 ２０１４ ＭＳ 云烟 ８７ × Ｄ５１０３
８０ 贵烟 ２０２ 烤烟 贵州大学、贵州省烟草公司安顺市公司 ２０１４ Ｖａ１１６
８１ 金神农 １ 号 烤烟 湖北省烟草科学研究院 ２０１４ ＭＳＫ３２６ × Ｋ８
８２ 辽烟 １９ 号 烤烟 丹东市辽东农业科学研究所ꎬ中国烟草

总公司青州烟草所

２０１４ Ｍ８７ × ９８２１

８３ 川白 ２ 号 白肋烟 四川省烟草公司达州市公司烟草科

研所

２０１４ ＭＳＶａ１０６１

８４ 鄂烟 ２１３ 白肋烟 中国烟草白肋烟试验站 ２０１４ ＭＳＫｅｎｔｕｃｋｙ８９５９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５２８
８５ 鄂烟 ２１５ 白肋烟 中国烟草白肋烟试验站 ２０１４ ＭＳＢｕｒｌｅｙ２１ ×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５０９

推广面积是指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底的累加面积ꎻ带∗号的为省级审定品种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３ꎬ∗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ｐａ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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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１　 烤烟育种　 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研究

所利用优质源红花大金元、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２８、ＮＣ８９ 等ꎬ
抗源 ＣＴ１０７、Ｄ５１０３、净叶黄等选育出中烟 ９０、中烟

１００、中烟 １０２、中烟 １０３、中烟 １０４、中烟 ２０２、中烟

２０３、中烟 ２０４ 及中烟 ２０５ 等ꎻ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

研究院利用优良品种 Ｋ３２６ 育成云烟 ３１７、云烟 ８５
和云烟 ８７ 等ꎬ进而利用云烟 ８５ 和云烟 ８７ 等 ＣＶ 系

列选育出云烟 ９８、云烟 ９７ 和云烟 １０５ 等ꎻ河南省农

业科学院和河南农业大学利用 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７０、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２８ 等育成豫烟 ２ 号、豫烟 ５ 号、豫烟 ６ 号和豫烟

１１ 号等ꎻ吉林省延边烟草所利用赤星病抗源净叶

黄、优质亲本 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２８ 等育成吉烟 ５ 号和吉烟 ７
号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从 Ｋ３２６ 系选出粤烟 ９６ꎬ利用

优质不育系 ＭＳ Ｇ２８ 培育广遵 ２ 号和广遵 ４ 号等杂

交种ꎻ贵州省烟草科学研究院从 Ｋ３２６ 和 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２８ 中分别系选出晚花 Ｋ３２６ 和韭菜坪 ２ 号等ꎻ黑
龙江省烟草研究所利用中烟 ９０、ＣＶ９１、ＣＶ８７ 等选育

出龙江 ９１５、龙江 ９１１、龙江 ９２５、龙江 ９３５ 和龙江

９８１ 等ꎻ湖南省利用 ＭＳ 中烟 ９０、中烟 ９０ 等先后育

成湘烟 ２ 号和湘烟 ４ 号ꎻ辽宁省丹东农业科学院烟

草所利用 ＭＳ Ｇ￣２８、ＣＦ２０、ＭＳ Ｇ￣８０ 等配置杂种一

代ꎬ育成辽烟 １５、辽烟 １７ 和辽烟 １８ꎻ福建省烟草研

究所利用 ＲＧ１２、Ｋ３２６ 等育成闽烟 ７ 号、闽烟 ３８、闽
烟 ３５、闽烟 ９ 号、闽烟 ５７ 及蓝玉一号等ꎮ
２ ２ ２　 白肋烟育种　 中国烟草白肋烟试验站利用

优质源 ＭＳ Ｋｙ１４、ＭＳＴＮ８６、ＭＳ Ｂｕｒｌｅｙ２１ 不育系和黑

胫病 抗 源 Ｌ￣８、 优 异 种 质 ＬＡ Ｂｕｒｌｅｙ２１ / Ｋｙ１４ 和

Ｋｙ８９５９ 等杂交ꎬ培育成优质抗病高产的新品种鄂烟

１ 号、２２０８４、鄂烟 ２ 号、鄂烟 ３ 号、鄂烟 ４ 号及鄂烟

１０１ 等ꎻ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利用 Ｋｙ９０７、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１４、Ｂｕｒｌｅｙ６４、ＴＮ９０、Ｋｙ８９５９ 等培育出 ＹＮ￣
ＢＳ１、云白 ２ 号、云白 ３ 号和云白 ４ 号ꎻ此外ꎬ四川省

烟草所利用优质源 Ｋｙ１４ 培育出了达白一号ꎮ 以上

新品种已大面积种植推广ꎬ极大地促进了白肋烟育

种工作的发展ꎮ
２ ２ ３　 香料烟、马里兰烟及晒烟育种　 云南省烟草

农业科学研究院从优良种质克撒锡巴斯玛中系统选

育出了云香巴斯玛一号ꎬ该品种各性状明显优于当

地主栽品种ꎬ有良好的推广前途ꎮ 湖北宜昌烟草公

司从马里兰 ６０９ 中系统选育出的五峰 １ 号ꎬ利用不

育源 Ｍｓｍｄ６０９ 和优质源 Ｍｄ８７２ 培育了五峰 ２ 号ꎬ这
些品种的培育成功ꎬ突破性地扭转了我国在 ３０ 多年

里马里兰烟栽培品种单薄的历史ꎬ对建设国内特色

型烟叶生产基地和保持马里兰烟优质原料的稳定来

源具有非凡的意义ꎮ 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从

公会晒烟中系选出云晒 １ 号ꎬ这是云南省利用国家

烟草种质中期库提供的资源培育的第 １ 个晒烟

品种ꎮ
以上品种先后通过国家审定或省审定ꎬ在国内

烤烟区大面积推广ꎬ累计超过 １１４００ 万亩ꎬ产生了巨

大的经济效益ꎮ
２ ３　 在科研上的利用

２ ３ １　 生物技术领域应用　 烟草作为模式作物在

生物技术研究领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自 ２００７
年资源平台正式启动以来ꎬ由国家烟草种质中期库提

供的种质在生物技术研究中取得多次突破性进展ꎮ
首先在基因研究方面ꎬ郭兆奎等[４]将拟南芥中编码高

亲和性 Ｋ ＋ 的载体蛋白基因 ＡｔＫｕｐ１ 导入烟草品种龙

江 ９１１ 和 Ｋ３２６ 中ꎬ结果使转基因烟草烟叶含钾量提

高了约 ４５％ꎮ 牛颜冰等[５] 应用 ＲＮＡ 沉默技术获得

了抗 ＣＭＶ 和 ＴＭＶ 的转基因烟草ꎮ 这些为创造其他

转基因作物走出了第一步ꎮ 其次在远缘杂交方面ꎬ魏
治中等[６]采用无性嫁接和有性杂交结合的方法ꎬ选育

出了曼陀罗烟、罗勒烟、紫苏烟等 ６ 个新型药烟品种ꎬ
是我国独有的十分珍贵的遗传创新材料ꎬ这不仅仅为

我国的烟草资源添加了新型种质ꎬ而且对今后新型烟

草制品研发指明了方向ꎬ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ꎮ 最后

在烟草基因组计划及特色烟项目方面ꎬ提供了包括野

生种等各类种质资源达 ４００ 余份ꎮ 其中所提供的

Ｎ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林烟草)、Ｎ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ｉｆｏｒｍｉｓ (绒毛状烟

草)和红花大金元ꎬ已经由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

草所完成了精细图谱的绘制ꎬ标志着对烟草的研究

已经上升到了基因组时代的高度ꎮ 为我国于 ２０１１
年启动的“特色优质烟叶开发”专项提供了 １００ 余

份低焦油品种及低焦油种质资源ꎬ有力保障了该项

目的顺利实施ꎮ
２ ３ ２　 在功能成分研究方面的利用　 随着时代和

科学的发展ꎬ人们对于烟草的认识愈加客观ꎬ烟草除

了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ꎬ还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益

的功能成分ꎬ烟草种质资源在提取对人体有益的功

能成分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ꎮ 中国烟草总公司

青州烟草研究所利用所提供的 ７ 大类型烟草种质ꎬ
进行了多种功能成分的研究ꎮ 研究发现ꎬ不同类型

烟草中有益功能成分存在较大差异ꎮ 白肋烟可作

为烟草西柏烷二萜的重要资源ꎮ 晒烟、烤烟、雪茄

烟中含有较高的茄尼醇ꎮ 雪茄烟、晒烟、烤烟、香
料烟绿原酸、芸香苷含量较高ꎬ具有利用价值ꎮ 所

提供的吉烟 ９ 号、龙江 ９１１、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１０６１ (白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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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ＫＹ１６(白肋烟)、夏湾那(雪茄烟)种质ꎬ其西柏

烷二萜的含量大于 １ ２％ ꎬ可作为烟草西柏烷类物

质的优异资源ꎮ 所提供的大白筋 ５９９、沂水大弯筋、
翠碧一号、Ｈａｖａｎａ２１１、道真柳叶烟茄尼醇的含量均

在 ５％以上ꎬ可作为烟草茄尼醇的优异资源ꎮ 野生

烟资源 Ｎ Ｌａｎｇｓｄｏｒｆｆｉｉ、Ｎ ａｌａｔａ 绿原酸含量分别达

３ ２％ 、４ ６％ ꎬ红花大金元、龙江 ９２５、龙江 ９１１ 绿原

酸含量也大于 ３％ ꎬ可作为绿原酸的优异资源ꎮ Ｃｏ￣
ｋｅｒ １７６ 烟叶中芸香苷含量可达 ２ ５％ ꎬ可作为芸香

苷的优异资源ꎮ 烟草花中西柏烷类化学物含量丰

富ꎬ可作为西柏烷化合物的提取材料ꎮ 烟草叶片可

作为绿原酸、芸香苷、茄尼醇、西柏烷类化合物的提

取材料ꎮ
２ ３ ３　 在其他研究方面的利用　 蒋彩虹等[７] 利用

高抗赤星病和黑胫病的种质 Ｂｅｉｎｈａｒｔ １０００￣１ꎬ发现

了与其连锁的 ＳＳＲ 分子标记ꎬ为抗赤星病和黑胫病

标记辅助选择育种 (ＭＡＳ)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Ｙ Ｈ Ｌｉｕ 等[８] 利用 ＮＣ８９ 获得了对于 ＴＭＶ 的环介

导恒温扩增(ＬＡＭＰ)的快速检测体系ꎬ获得了国家

专利ꎬ并参加了国际学术交流ꎮ 蔡长春等[９] 利用

Ｂｕｒｌｅｙ３７ 和 ＬＡＢｕｒｌｅｙ２１ 构建的 ９４ 个 ＤＨ 系为作图

群体ꎬ构建了国内第一张白肋烟遗传连锁图谱ꎮ 以

上工作均促进了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ꎮ 此外ꎬ据统

计ꎬ“资源平台”启动以来ꎬ利用国家烟草种质中期

库所提供的种质出版的著作有 １２ 部(表 ５)ꎬ发表论

文达 ２００ 余篇(图 ２)ꎬ涉及内容广泛ꎬ极大促进了烟

草学术交流ꎮ 从图 ２ 中可见ꎬ近几年烟草分子水平

上的研究成为热点ꎬ利用资源进行的育种和常规研

究也占据了较大的比例ꎬ对资源的植保鉴定研究方

面需要进一步加强ꎮ

表 ５　 发表著作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Ａ 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ｗｏｒｋ

编号

Ｎｏ
著作名称

Ｗｏｒｋｓ ｎａｍｅ
主编

Ｃｈｉｅｆ ｅｄｉｔｏｒ
出版社、年、月

Ｐｒｅｓｓꎬｍｏｎｔｈꎬｙｅａｒ

１ 烟草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 王志德ꎬ王元英ꎬ牟建民 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 烟草远缘杂交育种 魏治中ꎬ魏克强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 贵州烟草品种资源(卷一) 杨春元 贵州科技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４ 烟草种质资源图鉴(上、下册) 许美玲ꎬ李永平 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５ 云南晾晒烟栽培学 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６ 中国烟草白肋烟种质资源图谱 中国烟草白肋烟试验站、湖北省烟草科研所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贵州烟草品种资源(卷二) 杨春元ꎬ吴春 贵州科技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烟草种质资源 ＤＮＡ 指纹图谱 任学良ꎬ王仁刚ꎬ王轶 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贵州自育烤烟种质资源 任学良等 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烟草种质资源及其创新技术研究 任学良 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中国烟草核心种质图谱 王志德、张兴伟、刘艳华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２ 广东烟草种质资源(卷一) 陈俊标 广东科技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

图 ２　 ２００７ 年以来利用烟草种质发表论文情况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２ ４　 支撑各地方烟草种质资源库的建设

云南烟草种质资源库(以下简称云南库)和贵

州烟草种质资源库(以下简称贵州库)的建设得到

了国家烟草种质中期库(以下简称中期库)的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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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ꎬ历史上曾经多次从中期库引入资源ꎮ 据«烟
草种质资源图鉴» [１０￣１１]介绍ꎬ云南库现在保存各类

烟草种质 １４７７ 份ꎬ其中 １２４１ 份与中期库的资源具

有相 同 的 全 国 统 一 编 号ꎬ 占 其 资 源 总 份 数 的

８４ ０２％ ꎻ据«贵州烟草品种资源» [１２￣１３]介绍ꎬ贵州

库现在保存各类烟草种质 ８２１ 份ꎬ其中 ６４７ 份与中

期库的资源具有相同的全国统一编号ꎬ占其资源总

份数的 ７８ ８１％ ꎮ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云南库和贵州

库在上述几本书里记载的野生烟草资源则全部来自

于中期库ꎮ 中国烟草白肋烟试验站的种质资源在中

国烟草总公司青州所帮助下全部备份保存ꎻ陕西所

的种质资源由于地址变迁、人员变动等原因ꎬ几乎全

部丧失发芽率ꎬ在青州所支持下ꎬ资源失而复得ꎻ广
东农科院作物所的种质资源在资源平台启动以前只

有 ７００ 余份ꎬ通过资源平台项目实施ꎬ现保存数量已

超过 １０００ 份ꎮ

３　 存在问题及相应对策

３ １　 我国烟草种质资源的引进收集工作仍需加强

积极从国外引进新的烟草种质资源ꎬ同时加强

国内烟草种质资源的收集与考察ꎮ 我国目前保存的

５２６７ 份烟草种质资源中ꎬ从国外引进的资源只有

７９９ 份ꎬ可见我国保存的种质国内资源占多数

(８４ ８３％ )ꎬ而国外资源(１５ １７％ )较少ꎮ 国外资源

虽然较少ꎬ但在利用次数最多的 ２７ 份种质中ꎬ国外

资源却占到利用总数的 ６６ ５２％ (表 １)ꎬ可见国外

烟草种质资源对于中国烟草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ꎮ 其次ꎬ我国还尚未收集全一些有非凡

研究意义的来自于国外的烟草种质材料ꎬ如全套的

烟草单体种质ꎮ 单体是指比该物种的正常合子染色

体数(２ｎ)少 １ 个染色体的遗传学材料ꎬ对于定位烟

草基因有直接的指导意义[１４]ꎮ 在 ２７ 份利用次数最

多的种质中ꎬ有 ２ 份地方种质在我国的烤烟育种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ꎬ其中小黄金 １０２５ 是著名的优质

源ꎬ长脖黄于 １９８８ 年通过品种审定ꎬ成为全国推广

品种ꎬ更是从其中系选出赤星病抗源净叶黄ꎮ 但在

当今我国烤烟发展迅速的大背景下ꎬ国内很多地方

种质资源临近灭绝ꎬ如吉林省蛟河市的白花铁矮子ꎻ
大量的地方种质资源急需抢救性考察和收集ꎬ因为

一旦一个品种消失ꎬ它所特有的优异基因资源也将

随之消失ꎬ这将是一种无法挽救的重大损失ꎮ
在烟草种质资源的收集、引进方面ꎬ我们应该向

美、日等发达国家学习ꎬ积极走出国门ꎬ开展世界范

围的收集工作是很有必要的ꎮ 由于我国不是烟草起

源中心ꎬ因此更要把对外引种视为完善我国种质资

源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式ꎮ 此外ꎬ在今后我国的地方

种质资源收集方面ꎬ应全面参与“第三次全国农作

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ꎬ本着“全面撒网ꎬ重
点搜集”的原则ꎬ先对国内资源濒危地区和分布较

密集的地区进行科学性考察和收集ꎬ把重点放在抢

救性收集特色、罕有、古老的晒晾烟品种上ꎬ同时也

不能忽视一些品质优良的其他品种ꎮ
３ ２　 烟草种质资源利用结构尚待优化

从 ３２ 年的种质分发利用总体情况来看ꎬ我国的

种质资源累计利用率仅有 ４５ ２８％ ꎬ还有大量的种

质资源被闲置ꎮ 其中 ２７ 个种质运用比较频繁ꎬ这种

情况带来了一些问题ꎮ 一方面是在烟叶生产上ꎬ如
ＮＣ８２、ＮＣ８９、Ｋ３２６、Ｓｐｅｉｇｈｔ Ｇ￣２８ 都是被大量利用的

烤烟品种ꎻ但其优质源都来自 Ｈｉｃｋｓꎬ易烤性都来自

Ｃｏｋｅｒ１３９ꎬ这种遗传基础狭窄的现象潜伏着巨大危

机ꎬ常常无法抵御突来的流行性病虫害或自然灾

害[１５]ꎮ 另一方面说明在我国烟草育种上ꎬ育种亲本

范围比较集中ꎬ这会致使育成品种的遗传基础不断

地渐趋狭窄ꎬ给突破性和特色化育种工作造成难度ꎮ
从我国烟草种质资源不同类型分发情况看ꎬ与烤烟

相比较ꎬ我国资源数量丰富的晒晾烟资源尚未得到

充分的利用ꎬ香料烟、雪茄烟的利用率也极低ꎬ这与

现代卷烟工业对多样化的优质原料越来越大的需求

是极不适应的ꎮ 此外ꎬ我国烟草种质资源的利用还

存在地方和引进种质利用较多ꎬ选育品种运用较少

的问题ꎬ说明我国烟草育种工作效率较低以及我们

在种质资源评价鉴定工作上还存在不足ꎮ
晒晾烟资源对于我国烟草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深刻意义ꎮ 一方面以目前的保存数量上看ꎬ晒晾

烟和烤烟相差不大ꎬ但我国尚有众多晒烟品种如珍

珠般散失民间ꎮ 据估计ꎬ我国的晒烟资源拥有量约

为 １００００ 份ꎬ而我国的地方烤烟资源几近收集殆

尽[１６]ꎮ 另一方面从遗传基础方面来讲ꎬ大面积的规

范化栽培ꎬ使得我国烤烟品种的遗传变异日渐窄小ꎬ
而我国晒烟栽培史比烤烟多了 ３００ 余年ꎬ加之其零

散分布于各地ꎬ因此形成了众多特色的类型ꎬ有着广

泛的遗传基础ꎬ其中特异种质异常多ꎬ如塘蓬、大宁

旱烟籽、黄冈千层塔等ꎬ是遗传育种中不可多得的优

良材料ꎮ 其次ꎬ传统晒晾烟中存在很多低沸点、高香

气、高烟碱的种质ꎬ可以预见在新型烟草制品即将迅

猛发展的大背景下ꎬ传统晾晒烟必将迎来发展的春

天ꎮ 另外ꎬ晒晾烟中有很多评吸后表现为显著的雪

茄风格ꎬ充分挖掘筛选这些资源ꎬ培育具有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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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质茄衣、茄套及茄心品种ꎬ对于发展烟草制品中

的“贵族”———雪茄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因此

要大力发掘各种类型尤其是我国地方晒晾烟的优异

种质ꎬ以供育种家培育新的特色烟草品种ꎬ逐渐改变

烤烟一枝独秀的现状ꎮ
３ ３　 烟草种质资源平台条件建设尚需完善

从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年这 ８ 年以来我国烟草种质资

源的利用效果(表 ２ 和表 ３)来看ꎬ近 ８ 年烟草种质

资源利用效率极显著提高ꎬ说明烟草种质资源平

台项目的开展是完全正确的ꎬ而且完全有必要继

续坚持下去ꎮ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ꎬ一是目前的资

源保存条件不能满足长期保存的需求ꎻ二是针对

资源分发数量较多的种质还缺少完整的保存、繁
殖及利用程序ꎻ三是在烟草种质重要性状鉴定水

平上还未达到精准鉴定ꎻ四是在烟草种质资源生

活力及遗传完整性的无损自动监测系统建设上还

存在较大差距ꎻ五是在烟草种质资源种质创新系

统建设上尚需完善ꎮ
“工欲善其事ꎬ必先利其器”ꎬ因此首先要根据

实际需求ꎬ补充配置各类设施ꎬ建设温湿可控的专

业冷库ꎻ针对分发份次较多的种质ꎬ建立相关管理

程序ꎬ构建应用核心种质ꎬ这部分种质单独保存ꎬ
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优先繁殖ꎬ加强种质登记及利

用效果反馈ꎻ拟利用近红外光谱检测或电子鼻检

测等技术加强对库存种质生活力及遗传完整性的

无损监测ꎮ 其次要针对品质、抗性等重要性状ꎬ结
合烟草基因组计划的最新研究成果ꎬ在分子水平

上进一步深化研究ꎬ以期对种质资源达到精准鉴

定的水平ꎬ为烟草育种工程提供更加有效的种质

支持ꎮ 最后ꎬ要在已有核心种质和微核心种质[１７]

的构建工作基础上ꎬ优先考虑开展完善烤烟和晒

晾烟资源的新核心种质研究工作ꎬ加深对这两者

的核心种质的评价分析和遗传多样性研究工作ꎮ
这样就能大大减少工作量和资金的耗费ꎬ在极大

便利优异基因筛选的同时ꎬ及时满足当前烟叶生

产和烟草理论研究对种质的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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