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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筛选适合吉林省烟叶生产的烤烟新品种，在吉林省敦化市以吉烟 9号为对照，对 6个烤烟新品种龙烟 101、
PVH1452、NC102、云烟 301、JY2108、JY2105的农艺性状、经济性状、化学成分及评吸质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

JY2108、云烟 301、JY2105表现较好，可在吉林省烟区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示范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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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creen new tobacco varieties suitable for tobacco planting and production in Jilin Province, the
adaptation of six new tobacco varieties (Longyan101, PVH1452, NC102, Yunyan301, JY2108, JY2105) was carried
out in the tobacco planting base of Dunhua City, Jilin Province. For analysis, Jiyan9 was used as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ative indicators include agronomic properties, economic properties,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quality evalua‐
tion of flue-cured tobacco. The results show that JY2108, Yunyan301 and JY2105 perform well in the tobacco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and can be further promoted and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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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的品种特性决定其农艺性状和内在品

质，优良的烤烟品种对提高烟叶质量具有重要的

作用，也是影响烟叶内在品质的主要因素 [1-4]。不

同品种烤烟的产量与质量潜能均存在差异，并与

自然条件及栽培调制技术密切相关。为充分发挥

优良烤烟品种在生产上的潜力，必须充分考虑品

种特性及适宜的自然生态条件。在相同的生态条

件下，选用适宜的烤烟品种，对提高烤烟的适应

性、改善烟叶内在质量、提高经济效益等至关重

要 [5-7]。敦化市位于吉林省东部长白山北麓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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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属中温带湿润季风气候中的温凉区，光能资

源丰富，雨量充沛，雨热同季，烟草生长旺盛期昼夜

温差大，十分有利于烟草的生长发育[8]，是吉林省重

要的烟叶生产区。吉林省烟区栽培的主要烤烟品

种吉烟 9号，适宜吉林省各个烤烟种植区种植，但

已种植 10多年，烤烟品种单一的问题较为突出，急

需品种的更新换代。为此，本研究以吉烟 9号为对

照，对 6个烤烟新品种的农艺性状、经济性状、化学

成分和评吸质量进行比较分析，以筛选适合吉林省

烟区种植的优良后备烤烟新品种。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参试品种共 7个，以吉烟 9号为对照。品种及

来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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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设计

试验在延边州敦化市贤儒镇保安村进行。随

机区组设计，每个品种 2行，行长 10 m，3次重复。

试验田行距 1.2 m，株距 0.6 m。3月 12日播种，5
月 17日大田移栽，施用烟草专用复合肥作基肥，

氮磷钾比例 1∶1.2∶3，纯氮肥 60 kg/hm2，磷肥 72
kg/hm2，氮磷肥在揭膜前施入，钾肥揭膜前施 135
kg/hm2，揭膜后结合铲蹚追施纯钾45 kg/hm2。

田间调查项目：在烟株打顶期测量株高、茎

围、叶片数、最大叶长及最大叶宽 [9]。

烤后经济性状测算：烟叶采收烘烤时每个小

区单收、单编、单称重，计算产量、产值、上等烟比

率、均价、单叶重 [9]。

主要化学成分测定：本试验选取 C2L等级烤

后烟叶（吉林省烤烟大多数为 C2L等级，柠檬黄）

测定淀粉、总糖、还原糖、总氮、蛋白质、烟碱、氯、

钾等含量。

烤后烟叶主要化学成分测定方法：总糖含量

采用苯酚比色法测定 [10]；还原糖含量采用 3, 5-二
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 [10]；淀粉含量采用苯酚法

测定 [11]；蛋白质含量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稀释热

法测定 [11-12]；烟碱含量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烟草中的游离烟碱 [13]；总氮含量采用凯氏定氮法

测定 [14]；氯含量采用莫尔法测定 [15]；钾含量采用乙

酸铵浸提法测定 [16]。

评吸鉴定委托吉林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

术研发中心进行。

化学成分的协调分值和评吸鉴定结果的感官

质量分值参考《中国烟草种植区划》[17]。

1.3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2016 进行数据汇总整理，采用

SPSS 19.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艺性状分析

在 7月 20日（打顶之后，采收之前）测量各品

种的农艺性状，结果见表 2。各品种在株高、叶片

数、叶宽上存在差异显著性。云烟 301株高最高，

其次是吉烟 9号，NC102最矮；云烟 301叶片数最

多，吉烟 9号最少；龙烟 101比吉烟 9号茎围粗，都

在 10 cm以上，其他品种（品系）茎围比吉烟 9号
细；几个参试品种（品系）的叶长无显著差异，在

65~70 cm之间；叶宽表现较好的是龙烟 101，与其

他品种（品系）存在显著差异。从农艺性状上看，

云烟 301、龙烟 101和 JY2105表现较好。

表 1 供试烤烟品种及来源

品种（品系）

吉烟9号（对照）

云烟301
NC102
PVH1452
JY2108
JY2105
龙烟101

来 源

延边农科院烟草所选育

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

美国Northup King Seed Company选育，由云南中烟工业公司引进

巴西品种，由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引进

延边农科院烟草所选育的优良品系

延边农科院烟草所选育的优良品系

黑龙江省烟草公司牡丹江烟草所选育

备 注

2006年通过全国审定

2018年通过全国审定

2010年通过全国审定

2012年通过全国审定

2020年通过全国审定

表 2 各品种农艺性状的综合表现

品种（品系）

吉烟9号
PVH1452
NC102
云烟301
JY2108
JY2105
龙烟101

注：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株高/cm
89.50±4.82a
86.33±12.58ab
76.00±2.00b
91.30±0.51a
89.00±1.00a
86.56±2.31ab
87.43±9.92ab

叶片数/片
12.67±0.76b
12.90±1.01b
14.00±0.00ab
15.00±0.00a
13.00±1.00b
13.90±1.01ab
12.83±0.76b

茎围/cm
10.35±0.45a
9.00±0.00a
8.38±0.64a
9.70±0.30a
9.00±0.00a
9.80±0.20a
10.70±0.30a

最大叶

叶长/cm
69.87±0.23a
65.57±2.14a
65.25±3.07a
70.00±3.61a
69.9±2.15a
69.23±3.91a
66.67±3.06a

叶宽/cm
31.75±0.66ab
28.17±0.47c
24.67±1.53d
27.00±0.00cd
25.32±1.30d
29.58±2.10bc
32.53±2.7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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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性状分析

根据表 3可知，各品种在经济性状上存在差

异显著性。NC102产量最高，其次是 PVH1452，其
他品种（品系）产量都高于吉烟 9号，吉烟 9号产

量最低；JY2108产值最高，其次是 JY2105，这两个

品系在产值上明显高于吉烟 9号，且差异显著，其

他品种间差异不显著，但产值都高于吉烟 9号；云

烟 301上等烟比率最高，可达 27.68%，龙烟 101和
PVH1452上等烟比率在 20%以上，NC102上等烟

比率最低，低于吉烟 9号；NC102中等烟比率最

高，高于吉烟 9号，其他品种（品系）中等烟比率都

低于吉烟 9号；上中等烟比率所有品种（品系）都

高于吉烟 9 号，其中 PVH1452 最高；单叶重

PVH1452和 NC102的中部叶、上二棚和上部叶高

于吉烟 9号。从各品种（品系）经济性状的综合表

现上看：PVH1452、云烟 301、JY2108和 JY2105表
现较好。

表 3 各品种经济性状的综合表现

产量/kg·hm-2

产值/元·hm-2

上等烟比率/%

中等烟比率/%

上中等烟比率/%

单

叶

重

/g

中部叶

上二棚

上部叶

吉烟9号
1 434.27±
63.97c

18 838.11±
3 279.83b
14.59±
4.58b
69.45±
5.97a
84.04±
1.39b
13.30±
0.26a
16.97±
0.21ab
17.30±
0.10b

龙烟101
1 568.13±
159.72bc
25 588.17±
9 270.76ab
22.99±
18.52a
66.57±
17.50ab
86.57±
2.05ab
12.20±
0.36b
16.87±
0.25bc
17.43±
0.25b

PVH1452
1 700.94±
251.93a
29 212.27±
4 847.27ab
24.50±
13.24a
64.02±
13.52ab
88.51±
2.05a
13.37±
0.49a
17.13±
0.21ab
17.67±
0.31ab

NC102
1 701.87±
327.10a
23 687.22±
5 084.57ab
13.18±
6.02b
72.74±
5.73a
85.92±
1.26ab
13.43±
0.72a
17.37±
0.15a
17.87±
0.25a

云烟301
1 670.38±
156.12ab
29 548.37±
2 475.98ab
27.68±
18.21a
57.09±
19.86b
84.77±
1.66b
11.87±
0.58b
15.50±
0.26d
16.30±
0.26c

JY2108
1 637.98±
104.25ab
33 088.23±
7 838.74a
17.50±
0.53ab
68.39±
2.42ab
85.89±
2.53ab
12.13±
0.31b
16.50±
0.30c
18.03±
0.12a

JY2105
1 601.86±
142.84b
31 488.21±
8 669.39a
18.76±
1.54ab
67.78±
1.73 ab
86.54±
0.89ab
13.30±
0.10a
16.90±
0.17bc
17.70±
0.10ab

2.3 主要化学成分分析

各品种（品系）中部叶的化学成分分析见表

4，其中淀粉、还原糖、总糖含量存在差异显著性，

只有 JY2105淀粉含量高于吉烟 9号，其他品种

（品系）淀粉含量都低于吉烟 9号，云烟 301淀粉

含量最低；还原糖含量 JY2108最高，其次是龙烟

101，两者都高于吉烟 9号，其余品种都低于吉烟 9
号；总糖含量 JY2108最高，可达 32.72%，云烟 301、

表 4 各品种中部叶化学成分分析

淀粉/%
还原糖/%
氯/%
烟碱/%
总糖/%
总氮/%
蛋白质/%
钾/%
糖碱比

氮碱比

钾氯比

协调分值

吉烟9号
3.87±0.38a
27.13±1.17ab
0.25±0.00a
2.29±0.72a
29.79±0.89ab
1.57±0.14a
9.85±0.88a
1.73±0.24a
11.85
0.69
6.92
82.29

龙烟101
3.79±0.96a
27.53±0.29ab
0.22±00.0a
2.34±0.18a
31.31±0.32ab
1.45±0.16a
9.06±0.97a
1.76±0.30a
11.76
0.62
8.00
79.51

云烟301
1.92±0.67c
24.43±0.79c
0.26±0.00a
2.29±0.58a
28.11±1.63b
1.38±0.33a
8.75±2.21a
1.70±0.36a
10.67
0.60
8.50
84.85

PVH1452
2.84±0.12b
24.25±0.24c
0.24±0.03a
2.26±0.13a
28.13±0.34b
1.29±0.32a
8.09±1.97a
1.79±0.30a
10.73
0.57
7.46
83.07

NC102
3.36±0.36ab
26.94±0.49b
0.27±0.01a
2.51±0.33a
30.04±1.21ab
1.25±0.55a
7.83±3.41a
1.67±0.27a
10.73
0.50
6.19
81.7

JY2108
3.54±0.71ab
28.75±0.47a
0.26±0.07a
2.83±0.34a
32.72±1.67a
1.39±0.11a
8.70±0.70a
1.78±0.31a
10.16
0.49
6.85
79.69

JY2105
4.07±0.01a
26.04±2.79bc
0.25±0.01a
2.66±0.85a
30.17±3.36ab
1.65±0.43a
10.31±2.68a
1.75±0.28a
9.79
0.62
7.00
8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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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H1452总糖含量较少，低于吉烟 9号，其他品种

（品系）总糖含量都高于吉烟 9号。

各品种（品系）上二棚部叶的化学成分分析见

表 5，其中还原糖、氯、总糖含量存在差异显著性，

龙烟 101、JY2108以及 JY2105还原糖含量都高于

吉烟 9号，云烟 301、PVH1452、NC102还原糖含量

较少，都低于吉烟 9号；氯含量最高的品种是龙烟

101，达 0.29%，其他品种间差异不显著，其中

PVH1452氯含量与吉烟 9号相同，其他品种（品

系）氯含量都高于吉烟 9号；龙烟 101、JY2108总
糖含量较高，都高于吉烟 9号，其他品种 (品系 )
总糖含量都低于吉烟 9号。

表 5 各品种上二棚部叶化学成分分析

淀粉/%
还原糖/%
氯/%
烟碱/%
总糖/%
总氮/%
蛋白质/%
钾/%
糖碱比

氮碱比

钾氯比

协调分值

吉烟9号
4.09±0.30a
29.41±0.90a
0.20±0.01b
2.63±0.27a
32.54±1.76a
1.29±0.28a
8.10±1.79a
1.71±0.24a
11.18
0.49
8.55
79.23

龙烟101
4.27±0.04a
30.03±1.06a
0.29±0.01a
2.37±0.13a
33.14±0.10a
1.70±0.13a
10.63±0.79a
1.68±0.27a
12.67
0.72
5.79
79.69

云烟301
4.62±0.67a
26.55±0.36c
0.22±0.01b
2.74±0.09a
29.12±0.89c
1.45±0.34a
9.09±2.14a
1.74±0.34a
9.69
0.53
7.91
86.26

PVH1452
3.87±0.04a
25.61±0.25c
0.20±0.04b
2.63±0.36a
29.73±0.25bc
1.06±0.04a
6.67±0.26a
1.77±0.28a
9.74
0.40
8.85
83.75

NC102
3.81±0.29a
27.36±0.98b
0.24±0.06ab
2.80±0.05a
31.6±1.29ab
1.33±0.42a
8.30±2.62a
1.73±0.22a
9.77
0.48
7.21
81.9

JY2108
4.53±5.35a
30.41±0.37a
0.24±0.05ab
2.77±0.13a
33.34±1.13a
1.42±0.43a
8.90±2.69a
1.75±0.31a
10.98
0.51
7.29
77.27

JY2105
4.12±0.45a
29.42±0.68a
0.25±0.01ab
2.55±0.47a
32.16±1.72a
1.34±0.32a
8.34±2.01a
1.69±0.24a
11.54
0.53
6.76
78.15

各品种上部叶的化学成分分析见表 6，其中

淀粉、还原糖、氯、总糖含量存在差异显著性，淀

粉含量只有云烟 301、JY2105高于吉烟 9号，其他

品种（品系）都低于吉烟 9号，龙烟 101淀粉含量

最少；还原糖含量较高的品种（品系）有 JY2105、

吉烟 9号、龙烟 101、JY2108，其他品种（品系）还

原糖含量差异不显著；云烟 301氯含量最低，低于

吉烟 9号，其他品种（品系）氯含量都高于吉烟 9号；

吉烟 9号总糖含量最高，龙烟 101、JY2108、JY2105
含量较高，其他品种（品系）间差异不显著。

表 6 各品种上部叶化学成分分析

淀粉/%
还原糖/%
氯/%
烟碱/%
总糖/%
总氮/%
蛋白质/%
钾/%
糖碱比

氮碱比

钾氯比

协调分值

吉烟9号
4.12±0.12ab
28.02±0.71a
0.21±0.02bc
2.66±0.46a
31.75±1.07a
1.59±0.07a
9.94±0.41a
1.68±0.24a
10.53
0.60
8.00
82.14

龙烟101
2.45±0.59c
27.96±0.70a
0.33±0.03a
3.09±0.09a
30.03±1.94a
1.48±0.41a
9.27±2.55a
1.69±0.25a
9.05
0.48
5.12
76.27

云烟301
4.22±0.65a
24.25±0.20b
0.19±0.01c
2.89±0.13a
28.01±0.40b
1.52±0.28a
9.49±1.70a
1.67±0.29a
8.39
0.53
8.79
85.27

PVH1452
3.30±0.54b
24.32±1.48b
0.25±0.05bc
3.00±0.09a
26.82±0.80b
1.26±0.40a
7.86±2.51a
1.68±0.24a
8.11
0.42
6.72
82.55

NC102
4.04±0.35ab
24.52±0.59b
0.23±0.02bc
3.17±0.26a
26.44±0.21b
1.01±0.42a
6.31±2.64a
1.71±0.25a
7.74
0.32
7.43
77.8

JY2108
3.82±0.02ab
28.44±0.15a
0.23±0.07bc
2.69±0.39a
30.98±0.47a
1.59±0.09a
9.93±0.58a
1.70±0.27a
10.57
0.59
7.39
82.23

JY2105
4.18±0.35a
28.09±1.24a
0.26±0.01b
2.60±0.43a
31.30±1.78a
1.46±0.09a
9.12±0.62a
1.71±0.24a
10.8
0.56
6.58
80.2

由表 4、表 5、表 6可知，各品种（品系）淀粉含

量在 1.92%~4.62%，除个别品种（品系）表现较高

外，大部分品种（品系）在适宜范围之内，NC102、
龙烟 101及 PVH1452上部叶的烟碱含量在 3%以

上，高于吉烟 9号，其他各品种（品系）在 2%~3%；
还原糖含量除云烟 301、PVH1452的中部叶和上

部叶、以及 NC102的上部叶表现在适宜范围之内，

其余品种（品系）还原糖范围都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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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王彦亭等 [17]的方法，计算各品种不同部

位的协调分值。各化学成分权重为：烟碱 0.17、总
氮 0.09、还原糖 0.14、钾 0.08、淀粉 0.07、糖碱比

0.25、氮碱比 0.11、钾氯比 0.09。协调分值：P =
∑Ci∙Pi，P代表烤烟化学成分协调性综合指数；Ci
为第 i个化学成分值；Pi为第 i个化学成分指标相对

权重。化学成分协调分值在中部叶、上二棚部叶及

上部叶的各化学成分协调分值较高的是云烟 301、
PVH1452、JY2105、JY2108以及对照品种吉烟9号。

2.4 评吸质量分析

参考王彦亭等 [17]的方法，对各品种的评吸质

量进行分析，各项指标权重为：香气质（A）0.3、香
气量（B）0.3、杂气（C）0.08、刺激性（D）0.15、余味

（E）0.17。感官质量分值：
T = ( A × 0.3 + B × 0.3 + C × 0.08 + D ×

0.15 + E × 0.17) × 11.11
经评吸鉴定（表 7），合计分数顺序是：JY2108>

JY2105>NC102、PVH1452>吉烟 9号>云烟 301>龙

表 7 各品种评吸鉴定结果（C2L）

香气质

香气量

浓度

杂气

劲头

刺激性

余味

燃烧性

灰色

合计

感官质量分值

吉烟9号
5.00
5.00
5.00
5.00
5.00
6.00
6.00
6.00
6.00
49.00
59.11

龙烟101
5.00
4.75
5.25
4.75
4.75
5.75
5.88
6.00
6.00
48.13
57.44

NC102
5.13
5.00
5.00
5.13
5.13
5.78
6.00
6.00
6.00
49.17
59.33

PVH1452
5.13
5.13
5.13
5.00
5.00
5.78
6.00
6.00
6.00
49.17
59.66

云烟301
5.13
5.00
5.00
5.13
5.00
5.88
5.88
5.88
6.00
48.88
59.22

JY2105
5.13
5.13
5.13
5.00
5.00
5.88
6.00
6.00
6.00
49.27
59.77

JY2108
5.13
5.25
5.13
5.00
5.00
6.00
6.00
6.00
6.00
49.51
60.33

烟 101。感官评价分值按顺序为：JY2108>JY2105>
PVH1452>NC102>云烟 301>吉烟 9号>龙烟 101，
总体来看 JY2108略好于其他品种。

3 讨论与结论

云烟 301是由云烟 87自 2010年开始改良培

育，2018年通过审定的品种，有一定的抗马铃薯 Y
病毒病的作用，抗病性明显增强，并且主要农艺

性状具有株高较高，茎秆粗壮，叶片较长而且宽

等特点，经济性状明显好于原品种 [17-19]，在本研究

中，云烟 301在经济性状上表现优异，产量、上等

烟比率最高，产值也较高，这可能由于叶片长而

且宽，可以充分吸收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这与刘

勇 [20]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烤烟的化学成分影响着烟叶的感官质量，是

筛选烤烟品种的关键指标，主要化学成分含量在

适宜范围内，烟叶才会具有较高品质 [20-21]。云烟

301协调分值较高，认为其品质较好，这与前人研

究结果一致 [22]，但云烟 301在延边州种植总氮含

量普遍偏低，低于 1.6%，可以通过改良施肥比例、

优化栽培技术、改善烘烤技术 [23]等方法提高总氮

含量。云烟 301感官质量分值高于对照吉烟 9号，

可能由于理化性质与感官质量的关系相对密切，

这与王鹏等 [24]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JY2105和 JY2108皆为延边州农科院选育的

优良品系，二者农艺性状、经济性状、理化性质以

及感官评价皆较好，可通过进一步区域试验进行

验证。

综上所述，结合农艺性状、经济性状、主要化

学成分分析及质量评吸的结果来看，云烟 301、
JY2105、JY2108表现较好，需要在延边州进一步

扩大种植面积示范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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