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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云南烟草品种工作尚存弊端及对策探讨

徐兴阳
（云南省烟草公司昆明市公司 烟叶生产技术中心，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５１）

摘要：针对当前云南省烟草品种工作尚存在的一些问题，从田间试验条件、田间试验示范方法、新品种选育制约

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改善我省烟草品种工作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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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是全国最大的优质烟产区．近年来，烤烟
产量约占全国 ４０％，还种植了少量白肋烟和香料
烟．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云南烟草品种工作一直
走在全国前列，所培育的烤烟品种云烟８５、云烟８７
在全国范围内分布最广、面积最大［１］，同时也是烤烟

良种不育化推广和普及时间最早的省份［２］．在过去
近２０ａ时间里，云南省烟草种植曾受到其他优势作
物、持续干旱等的强烈冲击，但通过持续提高优质烟

叶供给能力、稳定种植规模、牢牢把握“质量生命

线”等有效措施［３－６］，烟草种植经受住了严峻的考

验．我省烟草品种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从中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拟就当前我省
烟草品种工作中尚存弊端及对策开展一些探讨，以

期对完善和提高我省烟草品种工作提供参考．

１　田间试验条件有待进一步完善

１）品种区域试验的田（地）块得不到有效保障．
烟草品种区域试验地点要求选点得当、具有一定规

模、且相对固定等，这样对品种选育、评价才具有延

续性和科学性．而我省各地烟草试验站数量有限、分
布不广，且没有配套政策的支持和保护，因此能够固

定试验地点的就相对更少．
２）品种区域试验基层科技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烟草品种区试工作对育种人员的知识要求十分全

面，从常规管理到专业知识、从主观判断到客观记

载、从表面现象到本质分析等多方面知识和技能都

必须掌握．若设计与管理不当、观测方法不科学、记
载不綦详、分析不客观，最终反映在数据和结果上就

不能正确评价参试品种（系）的真实性和遗传潜力，

更不能在生产应用及推广过程中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依据，从而容易给种植者和经营者造成损失．造成这
一现状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基层科技人员缺乏、

人员不稳定、待遇偏低等，甚至存在试验的直接执行

者属于临时工、实习生，甚至是烟农．
３）区域试验田（地）频频遭遇干旱、冰雹、涝灾

等自然灾害袭击．近几年来，“十年九灾”现象在烟
草品种区域试验中累次上演，每年均有试验点因此

而报废．究其原因，除了与选点不当、试验点防灾能
力不强、防灾减灾装备（如技术、设备等）缺乏等有

关外，还与相关研究、选点机制、防范意识等不到位

密切相关．

２　田间试验示范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

１）品种区域试验中育苗方法对培育无毒壮苗
严重不利．烟草品种区域试验中育苗方法要求统一
参照“烟草集约化育苗技术规程”，这就为试验的成

功埋下了安全隐患．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多个承试点试验
受烟草花叶病的影响频频发生，给试验结果造成较



大影响，对正确评估参试品种（系）严重不利．烟草
集约化育苗方式一日得不到进一步改善，对品种区

域试验永远就是一个隐患，甚至威胁到全行业烟叶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７－８］．
２）品种区域试验中烘烤方法不利于特殊用途

或特色品种的筛选．不同类型的烟草品种及种内不
同基因型之间的烟草品种的田间落黄特性有差异，

烟叶的调制特性、变黄速度、定色难易程度等是不一

样的．由于烟草品种区域试验中每个品种（系）的种
植面积仅１２０～９００ｍ２，加之配套烘烤设备跟不上，
将这些品种（系）均采用同时采收、同炉烘烤，所选

育出来的品种（系）均具有趋同性，将诸如红花大金

元、翠碧一号等特色品种类型拒之门外，不利于特需

或特色品种（系）的筛选．
３）示范推广进程受到多方限制．一方面，当前

烟草品种区域试验阶段的经费虽有所保障，但每年

几乎没有成果转化经费或配套政策保障．另外，管理
部门之间职能不明确、相互存在推诿行为．从表面上
看，各地（州、市）公司烟叶生产技术中心和烟叶生

产经营部都是新品种示范的实施主体，而实际上均

处于尴尬境地，对新品种特性及栽培技术了解的技

术部门没有决策权，有决策权的经营部门又缺乏新

品种特性及配套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识和意识．再者，
新品种应用推广的风险保障体制机制不完善．一项
新产品、新成果的应用，不总是幸运的，而常常伴随

很大风险，这就需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做其坚强的

后盾，才能确保这一环节永远处于活跃状态，也才能

有利于产品、技术的更新换代．

３　新品种选育制约因素多，推陈出新速度慢，尤其
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种

　　１）烟草品种完全推广良种不育化，截断了系统
选育“优中选优”的最佳途径，这就降低了选育出

“多抗、优质”突破性品种的几率，从而就经常出现

抗病的品种（系）不优质或适应性不广，优质的品种

（系）又不抗病等情况发生．如近几年局部地区危害
程度上升的病害 ＰＶＹ、番茄斑萎病毒病属（简称
ＴＳＷＶ）、老缅瓜黄、青枯病和根结线虫病等，当前推
广的Ｋ３２６、云烟８７、云烟９７等品种抗病能力不强，
而兼抗ＴＭＶ，ＰＶＹ，ＴＥＶ的不育杂交种 ＮＣ１０２，又受
到根结线虫病的不利影响，且其区域适应性也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２）受烟草品种区试中对品种（系）使用价值的

评价体系不健全制约．育种工作迫切需要实现“低
成本、高效率育种”．由于品种区试评价体系存在薄
弱环节，从而导致选育和审定的品种很难迈出试验、

示范田，或很难走出育种点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审定

品种的数量逐年上升，但真正应用到生产上的却很

少，甚至品种布局单一现象还很突出［９－１０］，从而造成

了大量的人力、时间和资金的浪费．选育出的烟草品
种（系），其烟叶质量表现到底如何，缺乏使用客户

的有效评价，尤其种植面积相对较小的白肋烟和香

料烟，其销售渠道主要是通过烟叶进出口公司这个

中间商来完成，种植者或生产经营者要得到客户评

价更是难上加难．这样，使育种工作者也就无法知道
所选育的品种（系）是否具有市场前景，是否具有市

场竞争力，也就无法实现“高效育种”．
３）育种工作与工业衔接尚不通畅．烟叶的用途

很单一，生产出的烟叶能够被市场所接受、符合卷烟

工业配方需求的烟草品种（系）才有市场．目前，烟草
育种工作还停留在重视品种抗病性和经济性状表现

的层次，尚未上升到关注“工业可用性”的高度，所选

育出的品种（系）也就不具有影响力．现行对新品种
的工业可用性评价还仅限于品种区试、示范阶段进

行，在育种的前中期工业部门的介入很少，这是严重

制约新品种选育效率和成效的一个关键问题［１１］．
４）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要真正将烟草品种工

作做好，及时推陈出新，这绝不是某一个人能够完

成，也不是某一个团队能够完成，而是需要一群人、

多个团队、多个梯队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当前，
尽管这些人、团队基本形成，但尚没有一个有效的激

励机制来运作，就好像仅拥有了尚未被串起来的一

颗颗散落的珍珠．

４　改善我省烟草品种工作的对策

综上所述，面对这些弊端或困难，并非束手无

策，可通过以下办法解决．
１）可以通过完善体制机制、科研立项、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产前投入、基地单元建设等方法来

解决．
２）可以通过对各地（州、市）试验条件的科学评

价，重点从人员素质、基础条件、执行效果等方面连

续开展综合评价，建立“优秀、良好、合格”３级试验
基地或试验单元，并实行每年“优秀”级别授牌等方

式，以激励各地各级科技管理者和科技人员的积极

性和创造热情．
３）可以通过加强育种队伍建设［１１－１２］，利用“省

（院）、市、县”３级及地方工业企业的现有资源，整
合科研力量，注重部门配合，努力组建一支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吃苦的育种创新团队．
４）充分挖掘区试数据资源，增加公开透明

度［８］．品种区试就是参试品种（系）一次接受挑选的
过程，育种者有挑选的权利、评审专家有挑选的权

利、烟区使用者有挑选的权利、卷烟企业更有挑选的

权利，因此每年的区试及示范数据（包括田间综合

表现、室内抗性鉴定、烟叶品质分析等）都应该是公

开、透明的．对工业评价表现好的新品系，如ＮＣ１０２，
ＮＣ２９７，ＫＲＫ２６等，应该在试验示范阶段根据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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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点的表现，在生产推广应用过程中针对可能出

现的问题采取配套生产措施．这就需要育种主持单
位必须制定相应措施，鼓励区试承担单位和执行人，

充分挖掘区试数据资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能

回避出现的问题．尤其是病害，室内抗性鉴定是有限
的，田间多年、多点发生的病害必须得到重视，并有

针对性地进行配套生产技术研究．
５）还可以通过反复培训、继续深造、交流学习、

激励自学和岗位技能竞赛等措施，为从事此项工作

的人员搭建一个利于个人发展成才的平台，促进这

支队伍迅速成长，将他们打造成为服务于“两烟”事

业各岗位的行家里手，加快推进我省“两烟”生产健

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１］徐安传，胡巍耀，李佛琳，等．中国烤烟种植品种现状分析与展望
［Ｊ］．云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２６（１２）：１０４－１０９．

［２］马文广，郑昀晔，李永平．烤烟雄性不育系在我国烟叶生产中的
应用与前景［Ｊ］．浙江农业科学，２００９（１）：２２－２５．

［３］张锐，张炯雪．云南提高优质烟叶有效供给能力工作会议在昆召
开［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１０－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４］刘锡红．云南省２０１２年将安排烤烟指导性种植面积 ７４７万亩
［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ｄａｉｌｙ．ｃｏｍ．

［５］李继红．云南加快烟叶生产发展方式转变 ［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１１
－０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ｄａｉｌｙ．ｃｏｍ．

［６］禾西．云南中烟 “卷烟上水平”工商协同座谈会在昆明举行
［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１１－０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ｔｓｔｉ．ｃｏｍ．

［７］杨丽琼，徐兴阳，董家红，等．昆明烟区苗期烟草普通花叶病的现
状分析及对策研究［Ｊ］．昆明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３３（３）：３９－４１．

［８］徐兴阳．昆明烟区品种更新现状及区试工作改进思考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２－０８－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ｔｓｔｉ．ｃｏｍ．

［９］卢秀萍．中国烟草品种现状及育种对策［Ｊ］．西南农业学报，
２００６，１９（增刊）：４００－４０４．

［１０］李永平．云南烤烟育种策略探讨［Ｊ］．福建农业科技，２００９（１）：
１２－１４．

［１１］徐兴阳．做好烤烟良种区试的意见与建议 ［ＥＢ／ＯＬ］．［２０１２－
０９－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ｔｓｔｉ．ｃｏｍ．

［１２］陈顺辉，巫升鑫，程崖芝，等．福建省烤烟育种工作现状及展望
［Ｊ］．海峡科学，２００９（１２）：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３－５．

（上接第１７页）

１）Ａ（Ｎ１）∈Ｄ（α１），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ｓｄｉ＞０（ｉ∈Ｎ１），ｓｕｃｈｔｈａｔ

ａｋｋｄｋ ＞α（∑
ｊ∈Ｎ１，ｊ≠ｋ

ａｋｊｄｊ）＋（１－α）（∑
ｊ≠ｋ
ａｊｋｄｋ ）（ｋ∈Ｎ１）；

２）ｍａｘ
ｋ∈Ｎ１

ｒ{ }
ｋ ＜ｍｉｎｋ∈Ｎ２

ａｋｋ ＋（α－１）∑
ｊ≠ｋ
ａｊｋ

α
－∑
ｊ∈Ｎ２，ｊ≠ｋ

ａ[ ]
ｋｊ
∑
ｊ∈Ｎ１
ａｋｊｄ( )ｊ

－{ }１ ．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ｔｈｅｐｒｏ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ｍ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１　ＬｅｔＡ＝

３ ２ ２ １
０５ ５ ５ １
０５ １ ９ ９









１ １ １ ８５

ａｎｄα＝０５，ｔｈｅｎＮ１ ＝ １，２，{ }３ ，Ｎ２ ＝{ }４ ．

Ｌｅｔｄ１ ＝ｄ２ ＝ｄ３ ＝１，Ａ（Ｎ１）ｄｉａｇ｛ｄ１，ｄ２，ｄ３｝ｉｓａｓｔｒｉｃｔｌｙα１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ｌｙ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ａｎｄｌｅｔε＝０３，

ａ１１ｄ１ ＝３＞０５ ∑
ｊ∈Ｎ１，ｊ≠１

ａ１ｊｄ( )ｊ
＋０５∑

ｊ≠１
ａｊ１ｄ( )１

＝２５０，

ａ２２ｄ２ ＝５＞０５ ∑
ｊ∈Ｎ１，ｊ≠２

ａ２ｊｄ( )ｊ
＋０５∑

ｊ≠２
ａｊ２ｄ( )２

＝４２５，

ａ３３ｄ３ ＝９＞０５ ∑
ｊ∈Ｎ１，ｊ≠３

ａ３ｊｄ( )ｊ
＋０５∑

ｊ≠３
ａｊ３ｄ( )３

＝４２５，

ａ４４ ＝８５＞０５∑
ｊ∈Ｎ１
ａ４ｊｄｊ ｍａｘｋ∈Ｎ１

ｒ{ }
ｋ ＋( )ε＋∑

ｊ∈Ｎ２，ｊ≠４
ａ４( )ｊ

＋０５∑
ｊ≠４
ａｊ( )４

≈７５３８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ＣＶＥＴＫＯＶＩＣＬ．Ｈ－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ｖｓ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ＮｕｍｂｅｒＡｌｇｏｒ，２００６，４２：２２９－２４５．
［２］ＧａｏＦＳ．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Ｃｈｉｎａ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３］ＬＩＵＪｉａｎｚｈｏｕ，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ｑｕａｎ．Ｓｏｍ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ｎｏｎ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Ｈ－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３０（３）：２１－２９．
［４］ＤＵＹｏｎｇｅｎ，ＬＵＱｕａｎ，ＸＵ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ｌｙ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α－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ｌｙ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Ｗｏｒｌ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１３第６期　　　　　　　　　　　　徐兴阳：当前云南烟草品种工作尚存弊端及对策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