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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离子诱变后代筛选材料的性状鉴定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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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N 离子束诱变处理的烤烟N C89 和 K326 后代 (已经过两代筛选) 变异材料M 1 和M 2 进行了性

状鉴定。结果表明,M 1 和M 2 在主要植物学及农艺性状上发生了较多的优良稳定变异,M 1 株型优化,M 2 产量提高,

M 1、M 2 烟碱含量、钾氯比均优于对照, 而抗病性有待进一步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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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子诱变是近年用于植物育种研究的一门新技

术。作为一种新的诱变源, 已被成功地应用于水稻、

棉花、小麦等作物的诱变育种实践, 并在生物效应和

遗传改良研究中取得了瞩目成就[1～ 5 ]。离子注入诱

变因其可以在低剂量、损伤较轻的情况下获得高的

突变率和突变谱而有利于筛选出新的突变型。本试

验对N 离子束处理的诱变第三代筛选材料M 1 和

M 2 进行了主要性状鉴定, 旨在进一步探讨其发生的

遗传变异效果及育种潜力。

1　材料与方法

材　料　试验材料为N C89、K326、M 1 和M 2,

其中N C89 和 K326 为对照品种 (CK) ,M 1 和M 2 为

N 离子束诱变处理的第三代优选材料。M 1 来源于

N C89,M 2 来源于 K326。离子束辐照在中国科学院

等离子体物理所进行, 采用脉冲式间断辐射, 能量

30 000 eV , 脉冲剂量为 1015 N + öcm 2。

田间设计　供试土壤为中国科技大学经济技术

学院实验站烟田。地势平坦, 前茬烟草, 黄棕壤, 耕层

有机质 13. 8 gökg, 碱解氮 75. 8 m gökg, 有效磷

(P 2O 5) 20. 4 m gökg, 速效钾 110 m gökg, pH (H 2O )

6. 5, 品种排列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行株距 1 m ×0. 5

m , 小区面积 20. 00 m 2, 重复 3 次。

肥料配施　N、P、K 肥分别为俄罗斯三元复合

肥 (16∶16∶16) , 磷酸二铵 (18∶46∶0) , 普钙 (0∶

12∶0)及硫酸钾 (0∶0∶50)。全田肥料分 2 次施入,

基肥用普钙和磷酸二铵穴施, 后用复合肥配硫酸钾

双钩条施, 追肥用复合肥配硫酸钾在烟苗移载后 20

d 穴施。肥量比为N ∶P 2O 5∶K2O = 1∶2. 4∶3, 总

施纯氮75 kgöhm 2。

田间管理与统计　烟苗同一天移栽后用银色薄

膜覆盖, 大田生育期间按常规栽培措施统一管理, 隔

日记载主要性状, 统计几种主要病害的田间自然发

病率, 烤后烟叶送中国青州烟草所分析中心进行化

学成分分析。田间获得的各性状数据, 均采用 q 测验

进行方差分析[6 ]。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生育期性状

　　从表 1 可见, 经N 离子束诱变处理后,M 1 和其

对照品种N C89 在主要生育期性状上表现相似, 而

M 2 与其对照品种 K326 比较, 现蕾和开花期推迟

7 d左右。

2. 2　植物学性状

由表 2 可看出, 在株型上,M 2 保持了亲本 K326

的筒形特征, 而M 1 则由亲本N C89 的塔形变异为

筒形; 在叶形上,M 1 和M 2 均发生了变异, 为长卵圆

形, 茎叶角度也由中型变异为小型; 花序和花色基本

无变异, 而在茎围和节距上,M 1 和M 2 均分别大于

亲本, 达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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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烤烟离子诱变后代的生育期性状

T able 1　Character exp ression in grow th period

材　料
P lan t
lines

移栽期
T ransp lan ting

period

移栽至现蕾öd
T ransp lan ting to

budding

移栽至中心花开放öd
T ransp lan ting to

cen tral flow er

始采烤期
F irst harvest

t im e

终采烤期
L ast harvest

t im e

大田生育期öd
Grow th duration
after transp lan t

N C89 05205 42 ab 49 ab 07207 08216 103 a
K326 05205 37 a 45 a 07207 08220 107 a
M 1 05205 41 ab 48 ab 07207 08215 102 a
M 2 05205 45 b 52 b 07207 08218 105 a

　　注: 数字后英文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性, 差异水平a= 0. 05。下表同。

N o te: T he letter fo llow ing figures stands fo r differen tiation, a= 0. 05. T he sam e as below.

表 2　植物学性状调查

T able 2　T he bo tan ical character su rvey

材　料
P lan t
lines

株　型
P lan t
type

叶形
L eaf
shape

茎叶角度
L eaf angle

related to stem

茎围öcm
Stalk

circum ference

节距öcm
In ternode

length

花序
Inflo re2
scence

花色
F low er
co lo r

N C89 塔
Tow er

长椭圆
L ong ellip se

中
M edium

6. 82 a 5. 15 a
集中

Concen tration
红色
Red

K326 筒
Cylinder

长椭圆
L ong ellip se

中
M edium 7. 05 a 5. 67 a

较集中 Sligh t
concen tration

粉红
P ink

M 1
筒

Cylinder
长卵圆

L ong round
小

Sm all
9. 05 b 6. 27 b

集中
Concen tration

红色
Red

M 2
筒

Cylinder
长卵圆

L ong round
小

Sm all 8. 45 b 6. 08 b
集中

Concen tration
粉红
P ink

2. 3　农艺性状鉴定

由表 3 可见,M 2 在株高和叶片数上显著大于其

他参试材料, 而M 1 和M 2 腰叶长度均优于N C89 和

K326。在腰叶宽度、叶面、叶色、叶片厚薄及烤后叶

片颜色上,M 1、M 2 同其亲本比较变异不大。此外, 平

均单叶重M 1 和M 2 均优于对照, 产量性状M 2 则显

著优于其他, 表现较高的产量潜力。

表 3　主要农艺性状鉴定

T able 3　T he agronom ical character iden tificat ion

材料
P lan t
lines

株高öcm
P lan t
heigh t

叶片数
L eaf

num ber

腰叶长öcm
Cutters
length

腰叶宽öcm
Cutters
w idth

叶面
L eaf

su rface

叶色
L eaf
co lo r

叶片厚薄
L eaf

th ickness

烤后颜色
F lue2cured
leaf co lo r

平均单叶重ög
W eigh t
per leaf

产量ö
(kg·hm - 2)

Yield

N C89 113. 25 a 20. 5 a 50. 22 a 28. 45 b 稍平 Sligh t
smoo th

深绿 H eavy
green

较厚 Sligh t
th ink

金黄
Go lden

5. 45 a 2 233. 8 a

K326 116. 51 a 21. 5 a 45. 42 b 22. 38 a
较皱 Sligh t

w rink le
绿

Green
适中

M oderate
金黄

Go lden
5. 36 a 2 304. 15 a

M 1 119. 5 a 19. 0 a 54. 05 c 31. 17 bc 稍平 Sligh t
smoo th

绿
Green

适中
M oderate

金黄
Go lden

6. 21 b 2 359. 2 a

M 2 152. 7 b 23. 5 b 53. 79 c 24. 34 a
较皱 Sligh t

w rink le
绿

Green
适中

M oderate
金黄

Go lden
6. 05 b 2 842. 65 b

表 4　烟叶化学成分分析

T able 4　A nalysis of leaf chem ical compo sit ion m g·g- 1

材　料
P lan t
lines

总糖
To tal
sugar

还原糖
Reducing

sugar

总氮
To tal

n itrogen

蛋白质
P ro tein

烟碱
N ico tine

施木克值
Schm uckθs

value

钾氯比
K2O öC l

还原糖ö烟碱
Reducing

sugarön ico tine

总氮ö烟碱
To tal n itrogenö

n ico tine

N C89 71. 3 51. 8 21. 2 115. 0 15. 5 6. 4 30. 0 3. 34 1. 36
K326 101. 8 72. 1 21. 0 112. 0 16. 9 9. 7 31. 7 4. 26 1. 24
M 1 67. 3 51. 0 21. 6 116. 0 17. 4 5. 8 38. 3 2. 93 1. 24
M 2 110 74. 2 21. 4 114. 0 17. 9 9. 6 32. 3 4. 15 1. 19

2. 4　烟叶化学成分

取烤后中部叶片进行化学成分分析, 结果 (表
4) 显示, 经离子束处理的后代材料M 1 和M 2, 其总
氮含量基本未变, 在烟碱含量上M 1 和M 2 分别较其
亲本N C89 和 K326 略有提高。同时, 钾氯比M 1 和
M 2 高于对照, 总氮ö烟碱值低于对照, 从而显示M 1

和M 2 具有较好的内在化学成分上的协调性。

2. 5　抗病性调查

在田间自然感染条件下初步观察鉴定了各材料

对几种主要烟草病害的抗性表现 (表 5)。由表 5 可

见,M 1 和M 2 对烟草黑胫病的发病率稍高于对照,

烟草花叶病 (TM V 和CM V ) 发病率与对照相当, 此

外,M 1 对气候斑似乎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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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几种病害田间发病率调查

T able 5　F ield survey of infection rat io %

材料
P lan t lines

黑胫病
B lack shank

花叶病
Tobacco mo saic

气候斑
W eather fleck

N C89 15. 6 8. 7 4. 5
K326 17. 8 10. 2 2. 4
M 1 38. 9 9. 1 0
M 2 23. 3 9. 4 2. 6

3　讨　论

几十年来, 我国烟草育种者在品种改良和选育

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目前我国烟草生产上

大部分主栽品种还是引进品种。因此, 我国烟草优良

品种的选育研究一直未有较大的突破。离子注入是

80 年代中期用于金属表面材料改性研究的一项新

技术, 该技术已被成功地应用于水稻、棉花、小麦等

多种农作物的育种实践[1～ 5, 7 ]。在烟草上, 林国平[8 ]

报道了烤烟 S7921 和 K399 种子经离子注入后, 促

进了发芽出苗, 生长势强, 提高了烟叶内外观质量。

孙光玲等[9 ]报道了氮离子束辐照可显著促进种子萌

发和提高烟苗突变频率。由于离子束辐照能导致种

子表面细胞损伤, 引起种子中分子结构变化和碱基

破坏, 造成DNA 单链和双链断裂, 从而在诱发新的

突变类型、培育新品种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5 ]。离子

注入作物引起突变, 损伤轻、突变率高、突变谱广, 为

农业生产提供优质、高产、多抗的基因型材料或基因

种质, 而且由于离子注入的高激发性、剂量集中性和

可控性, 能进行细胞的定位刻饰, 成为基因工程的一

个有效手段[10, 11 ]。

本试验中M 1 和M 2 是优良烤烟品种N C89 和

K326 经N 离子注入处理后, 从后代分离材料中筛

选出来的两个品系。本研究对这两个突变材料的植

物学性状、农艺性状及内在化学成分等进行了客观

鉴定与分析。结果表明,M 1 株型发生改变, 表现出较

好的产量潜力,M 2 在株高和叶片数上较对照增多;

M 1 和M 2 茎叶角度变小, 茎围和节距增加, 腰叶长

度及单叶重均优于对照; 突变材料M 1 和M 2 烟碱含

量提高, 钾氯比及总氮ö烟碱值更加协调。这些均使

M 1 和M 2 具备极大的育种潜能, 值得进一步培育。

同时, 抗病性调查显示出M 1 和M 2 对目前重要烟草

病害黑胫病和花叶病等抵抗力欠佳, 这无疑将是下

一步研究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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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iden t if ica t ion of the m ateria ls tha t screened
fo rm the N + ion im p lan ta t ion p rogeny

HUANGW en -chuan ,W ANG L en -ru, ZHOU J i-heng
(Colleg e of E conomy and T echnology ,U niversity of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of Ch ina, H ef ei,A nhu i 230052, Ch ina)

Abstract: T he character iden t if ica t ion of M 1 and M 2 w ere studied in the field (M 1 and M 2 w ere m u tat ion

p rogeny of N C89 and K326 that w ere trea ted by N + ion beam ).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M 1 and M 2 had ex2
cellen t and steady varia t ion s of bo tany characters and agronom ical characters. T he p lan t type of M 1 has
been imp roved in shape, the yield of M 2 has been ra ised. E ither of them w as bet ter than CK in the n ico t ine

con ten t and the K2O öC l ra t io.

Key words: N + ion imp lan ta t ion; character iden t if ica t ion; tobacco

6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29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