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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法再造烟叶烟草提取液醇沉净化处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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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一种针对造纸法再造烟叶烟草提取液净化提质

的醇沉处理方法#通过在烟草提取液预浓缩后加入
/-1

乙醇

进行沉淀处理#再进行离心去除沉淀杂质#去除烟草提取液

中果胶和蛋白质等不利于感官品质的大分子物质#考察了预

浓缩固形物含量(醇浓度(醇沉时间等工艺参数对醇沉效果

和提取液感官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将造纸法再造烟叶烟

草提取液预浓缩至固形物含量为
"$1

#加入占预浓缩液体积

浓度
0$1

的
/-1

乙醇#处理
/$GCJ

后#在
0$$$=

%

GCJ

转速

下离心处理
-GCJ

#去除沉淀后浓缩至固形物含量为
0$1

#

得到烟草浓缩液感官品质最佳#香气质和烟气浓度显著提

高#杂气和刺激性明显降低#整体感官评吸得分最高可提高

"

分&相比未醇沉的原生产工艺条件下烟草提取液#蛋白质

和果胶去除率可达
--)#,1

和
0.)/-1

$

关键词!再造烟叶&烟草提取液&醇沉&净化&感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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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法再造烟叶是利用造纸的工艺!将烟梗#碎片#低次

烟叶#卷包烟末等!经过提取挤浆实现固液分离后!烟草纤维

经过磨浆处理!加入填料调配后抄造成片基!提取液经净化#

精制和浓缩后!按配方调配成涂布液!涂布液和片基经过涂

布工序后!干燥#分切!得到最后的再造烟叶成品.

#2"

/

"由于

再造烟叶原料经过上述一系列物理#化学的分离和重组操

作!有害成分可以根据产品设计的目标进行去除!焦油含量

明显低于卷烟叶组配方组分!已经成为卷烟不可或缺的重要

原料之一"

目前!中国再造烟叶产品!由于加工工艺的限制!在感官

吸味方面普遍存在着木质气显露#灼烧感强#刺激性大等缺

陷!影响着再造烟叶在卷烟中应用比例的进一步增加!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烟草提取液中的一些有害前体物质不能

得到有效去除和分离!残留于提取液中进入后面工序直至进

入最终的产品!影响到再造烟叶感官吸味的提升.

!20

/

"烟草

中的果胶物质含量过高时会使烟草燃烧不完全!产生甲醇!

对烟草吸味及安全性不利"烟草中蛋白质含量过高!在燃吸

时会产生如同燃烧羽毛的臭味!同时还会产生辛辣#苦涩的

感觉!降低烟草制品的燃烧性!使烟气中的许多有害成分如

氢氰酸等含量增加!影响到再造烟叶的品质和安全性.

-

/

"因

此!有必要采用针对性分离去除提取液中蛋白质和果胶的技

术!以降低烟草提取液中果胶和蛋白质的含量!净化提升再

,/#



造烟叶提取液的品质!最终达到提高再造烟叶感官品质的

目的.

%

/

"

水提醇沉!由于操作简单#处理方便!去除蛋白质和果胶

等大分子效率高!在中药制取工业中!尤其是在多糖#单糖的

分离纯化过程中应用广泛.

.2/

/

"有文献.

#$

/报道在再造烟叶

提取液的处理过程中运用醇沉技术!但直接对烟草提取液直

接加入数倍体积的乙醇!乙醇的用量大!回收成本高!或是为

了改善再造烟叶产品外观色泽!并未涉及到醇沉后提取液的

感官品质变化"本研究拟考察提取液预浓缩固形物含量#醇

沉浓度#醇沉时间等工艺参数对再造烟叶提取液醇沉效果的

影响!以此优化醇沉技术净化处理再造烟叶烟草提取液!提

高再造烟叶成品的感官品质"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与仪器

/-1

乙醇'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再造烟叶烟草提取液'湖北新业烟草薄片开发有限

公司&

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

8aF#$#7

型!郑州英峪予

华仪器有限公司&

精密电子天平'

VE%#"FO

型!德国
7@=>'=CAB

公司&

低速离心机'

O8-F"3

型!北京京立离心机有限公司&

旋转蒸发仪'

:F"#$

-

"#-

型!瑞士
?[DT6

公司&

恒温恒湿箱'

T9hF#%$,7TF

3

型!上海新苗医疗器械制

造有限公司"

#)"

!

试验过程

#)")#

!

预浓缩固形物含量对醇沉效果的影响
!

取生产线在

线的烟草提取液!于离心机
0$$$=

-

GCJ

转速下离心处理

-GCJ

!移去上清液!搅匀后分别取
0$$

!

!$$

!

"$$

!

#$$GO

离

心后的烟草提取液!在
.$\

和真空度
$)$/!U9@

下浓缩至

原体积的
#

-

0

!

#

-

!

!

#

-

"

!

#

-

#

!得到醇沉前预浓缩至固形物含

量分别为
0$1

!

!$1

!

"$1

!

#$1

(烘箱法实测预浓缩后的固

形物含量分别为
!%),01

!

"/)0%1

!

"#)!.1

!

#$)0%1

)"边搅

拌边分别在以上预浓缩液中加入
!$GO

的
/-1

乙醇(醇-提

取液 体 积 比
!$

-

#$$

)!室 温
#0 \

下 静 置
/$ GCJ

!在

0$$$=

-

GCJ

转速下离心处理
-GCJ

!上清液浓缩至
0$1

左右

的固形物含量!浓缩液同时检测常规化学指标和蛋白质#果

胶含量"按
!-1

的涂布率!将浓缩液涂布在再造烟叶基片

上!制样打烟!组织评委进行感官评价"

#)")"

!

醇浓度对醇沉效果的影响
!

将再造烟叶提取液预浓

缩至固形物含量为
"$1

!分别加入占预浓缩液浓度为
"$1

!

!$1

!

0$1

!

-$1

的
/-1

乙醇(体积分数)!醇沉处理时间为

/$GCJ

!处理温度为浓缩后出液的温度
-$\

!于
0$$$=

-

GCJ

转速下离心处理
-GCJ

!取上清液浓缩到
0$1

左右的固形物

含量!按
!-1

的涂布率刷片#打烟!进行感官评价!同时上述

0

种浓缩液分别检测其果胶和蛋白含量"

#)")!

!

醇沉处理时间对醇沉效果的影响
!

将再造烟叶提取

液预浓缩至固形物含量为
"$1

!分别加入占预浓缩液浓度为

0$1

的
/-1

乙醇(体积分数)!醇沉处理时间分别为
!$

!

%$

!

/$

!

#"$

!

#-$GCJ

!温度
-$\

!于
0$$$=

-

GCJ

转速下离心处

理
-GCJ

!取上清液浓缩到
0$1

左右的固形物含量!上述
-

种

浓缩液分别检测其果胶和蛋白含量"

#)!

!

分析方法

醇沉净化处理前后的再造烟叶烟草浓缩液!其固形物含

量按照烘箱法检测!即烟草浓缩液在
#$-\

下烘箱内烘
"I

至绝干!按式(

#

)计算固形物含量&蛋白质和果胶含量按标准

方法进行检测!蛋白质含量按
5?-$$/)-

*

"$#$

进行检测!

果胶含量按
5?

-

V#$.0"

*

"$$,

进行检测"

固形物含量
b

烘后绝干质量

洪前浓缩液质量
#̂$$1

" (

#

)

醇沉净化前后的再造烟叶浓缩液!其常规化学指标总

糖#还原糖#总植物碱#硝酸盐和氯的含量!分别按
]D

-

V

#-/

*

"$$"

#

]D

-

V #%$

*

"$$"

#

]D

-

V "/%

*

"$$/

和
]D

-

V

#%"

*

"$##

进行检测"

再造烟叶浓缩液经醇沉与未经醇沉处理的样品经制样

打烟!由公司感官评吸委员会组织专业评委进行感官评价!

按照湖北中烟企业标准
g

-

T?e] )̀e],$$$"

*

"$#%

+再造

烟叶产品感官质量评价方法,进行对比评价"

"

!

结果与讨论
")#

!

不同预浓缩固形物含量的醇沉效果

由表
#

可知'预先浓缩至固形物含量
"$1

!

0$1

再进行

醇沉#浓缩!其主要化学成分如总糖#总植物碱#氯和硝酸盐

等!无明显变化"对预浓缩液进行醇沉处理后再浓缩!浓缩

液的蛋白质和果胶含量有明显的降低!其中预浓缩
"$1

后醇

沉浓缩液!相比未醇沉的浓缩液和未预浓缩*醇沉浓缩液!

蛋白质含量分别下降了
-#)#.1

!

!")$/1

!果胶含量分别下

降了
00)-"1

!

!!)$%1

"随着预浓缩固形物含量的增加!蛋

白质和果胶含量趋于稳定"这表明!醇沉处理再造烟叶烟草

提取液!可以基本不改变浓缩液的主要化学成分的分布!显

著降低蛋白质和果胶的含量!达到选择性降低影响浓缩液感

官品质的前体物质如蛋白质和果胶的含量的目的"对烟草

提取液进行预浓缩处理!可以有效减少醇沉处理时乙醇的用

量"预浓缩固形物含量越高!加入相同比例的乙醇后!醇沉

除去的蛋白质和果胶会越多!但超过
!$1

的预浓缩固形物含

量后!浓缩液的蛋白质和果胶含量趋于稳定"以上浓缩液样

品经制样打烟后!由专业人员评吸认为!预浓缩后醇沉样品

相比未醇沉处理样品!香气量充足!烟气浓度明显增加!成团

性好!刺激性无明显增加!余味较舒适(感官评吸结果见

表
"

)"根据表
#

浓缩液醇沉处理后主要化学成分的变化!结

合表
"

中感官评吸的结果!进行醇沉处理最佳的预浓缩固形

物含量为
"$1

"

")"

!

醇浓度对醇沉效果的影响

表
!

是不同醇浓度下醇沉后浓缩液的蛋白质和果胶含

量分布"由表
!

可知!相比未醇沉处理的浓缩液!不同醇浓

度下醇沉处理后的浓缩液!蛋白质和果胶含量有着显著的下

降!其中
"$1

醇沉浓缩液和
!$1

醇沉浓缩液的蛋白质分

别下降了
!$)0!1

!

-#)#.1

!果胶含量分别下降了
"#)/"1

!

//#

开发应用
!

"$#%

年第
##

期



表
#

!

再造烟叶浓缩液主要化学成分的变化

V@;(<#

!

DI@J

K

<'P>I<G@CJHI<GCH@(H'G

Q

'BC>C'J@;'A>>';@HH'H'JH<J>=@><NB'(A>C'J 1

样品 固形物含量 还原糖 总糖 总植物碱 氯 硝酸盐 蛋白质 果胶

未醇沉浓缩液
0$)$, ,),# /)%$ #)"0 $)0/ $)$%$ ")// #)0%

未预浓缩*醇沉浓缩液
!/)%# /)0! #$)". #)!" $)-" $)$%" ")#- #)"#

预浓缩
"$1

*醇沉浓缩液
0$)$" /)-! #$)0/ #)", $)-! $)$%- #)0% $),#

预浓缩
!$1

*醇沉浓缩液
0$)0, /).$ #$)%0 #)!$ $)-! $)$%. #)0! $).,

预浓缩
0$1

*醇沉浓缩液
0$)!! #$)$- #$).$ #)". $)-! $)$.! #)0$ $).-

表
"

!

预浓缩固形物含量对再造烟叶感官质量的影响

V@;(<"

!

VI<CJP(A<JH<@;'A>

Q

=<FH'JH<J>=@>C'JH'J><J>'P>';@HH'H'JH<J>=@><NB'(A>C'J'J>I<

B<JB'=

LM

A@(C>

L

'P=<H'JB>C>A><N>';@HH'

样品
评价指标

香气 烟味 杂气 灼烧感 干燥感 残留
总分

未醇沉处理液
#")$ "$)$ #")$ #")$ #")$ #")$ ,$)$

未预浓缩*醇沉处理液
#")- "$)$ #")$ #")$ #")$ #")$ ,$)-

预浓缩
"$1

*醇沉处理液
#!)$ "#)$ #")$ #")$ #")$ #")$ ,")$

预浓缩
!$1

*醇沉处理液
#")- "$)$ ##)$ #!)$ #")$ #")- ,#)$

预浓缩
0$1

*醇沉处理液
#")$ "#)$ #")$ ##)$ #")$ #")- ,$)-

00)-"1

"随着醇加入量的增加!即醇浓度的提高!醇浓度提

高到
0$1

!蛋白 质 和 果 胶 含 量 分 别 下 降 了
--)#,1

和

0.)/-1

"当醇浓度增加到
-$1

!蛋白质和果胶含量的下降

幅度不再增加"由表
0

可知!随着醇浓度的增加!醇沉后的

浓缩液制样打烟!相比未醇沉处理样品!香气量和烟气浓度

随之提高!刺激和杂气减小!综合感官评分提高!这与浓缩液

中蛋白质和果胶含量下降的规律是一致的"这是由于乙醇

添加比例的加大!沉降去除了更多的大分子蛋白和果胶等有

害前体成分!提高了浓缩液的感官品质"综合浓缩液蛋白质

和果胶含量的数据!结合感官评吸的结果!最佳的醇沉处理

的醇浓度为
0$1

"

表
!

!

不同醇浓度下醇沉浓缩液的蛋白质和果胶分布

V@;(<!

!

9='><CJ@JN

Q

<H>CJ'P>';@HH'NCB>=C;A>C'JH'JH<JF

>=@><NB'(A>C'JAJN<=NCPP<=<J>H'JH<J>=@>C'J'P@(F

H'I'( 1

样品 蛋白质含量 果胶含量

未醇沉浓缩液
")// #)0%

"$1

醇沉浓缩液
")$, #)#0

!$1

醇沉浓缩液
#)0% $),#

0$1

醇沉浓缩液
#)!0 $).%

-$1

醇沉浓缩液
#)!! $).#

表
0

!

醇沉浓度对再造烟叶感官质量的影响

V@;(<0

!

VI<CJP(A<JH<'P@(H'I'(H'JH<J>=@>C'J'J>I<B<JB'=

LM

A@(C>

L

'P=<H'JB>C>A><N>';@HH'

样品
评价指标

香气 烟味 杂气 灼烧感 干燥感 残留
总分

未醇沉样品
#")$ "$)$ #")$ #")$ #")$ #")$ ,$)$

"$1

醇沉处理样品
#")- "$)$ #")$ #")$ #")$ #")$ ,$)-

!$1

醇沉处理样品
#!)$ "#)$ #!)$ #")$ #")$ #")$ ,#)$

0$1

醇沉处理样品
#")- "$)$ #")$ #!)$ #")$ #")$ ,")-

-$1

醇沉处理样品
#")$ "#)$ #")$ #")$ #")$ #")$ ,#)$

")!

!

醇沉处理时间对醇沉效果的影响

由图
#

可知'醇沉静置的作用时间!从
!$GCJ

增加到

/$GCJ

!浓缩液的蛋白质和果胶含量呈迅速下降的趋势!时

间增加至
#"$

!

#-$GCJ

!浓缩液中蛋白质和果胶含量降低不

明显"这可能是由于烟草提取液中蛋白质和果胶分子!溶于

乙醇水溶液两相中的乙醇!在
/$GCJ

左右已达到饱和"后

续再增加时间!成团絮聚的蛋白质和果胶分子部分开始解聚

溶于上清液中.

##2#"

/

!最后得到浓缩液中蛋白质和果胶的含

量有微量上升"故宜选择醇沉处理的时间为
/$GCJ

"

!

!

结论
(

#

)通过醇沉处理!在烟草提取液中加入乙醇!使得烟

草提取液中的水溶性蛋白质和果胶!由于极性的变化导致溶

解度降低!变成沉淀析出!达到分离去除蛋白质和果胶等大

分子的目的!同时基本不改变提取液中原有的总糖#还原糖

和烟碱等组分的含量!经过预浓缩后再进行醇沉处理!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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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不同醇沉处理时间下浓缩液蛋白质和果胶含量的变化

aC

K

A=<#

!

VI<HI@J

K

<'P

Q

='><CJ@JN

Q

<H>CJ'PAJN<=NCPP<=<J>

@(H'I'(

Q

=<HC

Q

C>@>C'J

Q

='H<BBCJ

K

>CG<CJ>';@HH'

H'JH<J>=@><NB'(A>C'J

的用量少!同时回收乙醇的能耗也相应减少!可有效降低经

济成本"

(

"

)通过试验筛选!再造烟叶提取液的醇沉净化处理最

佳工艺为!将烟草提取液预浓缩至固形物含量为
"$1

!加入

占预浓缩液体积浓度
0$1

的
/-1

乙醇!处理
/$GCJ

后!在

0$$$=

-

GCJ

转速下离心处理
-GCJ

!去除沉淀后浓缩至
0$1

固形物含量的烟草浓缩液"

(

!

)醇沉技术!可有效应用于再造烟叶生产过程中!通

过添加乙醇醇沉净化处理再造烟叶提取液!果胶和蛋白质的

去除率在
-$1

左右!香气质和烟气浓度显著提高!杂气和刺

激性明显降低!相比未处理样品感官品质有显著提升"

(

0

)本研究进行的是影响再造烟叶浓缩液醇沉效果的

单因素筛选试验!将在下一步进行正交试验的研究!以考察

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优化出最佳的再造烟叶浓缩液醇沉

处理的最佳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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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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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酶解时间为
")$I

!料水质量比为
#

"

"$

!微波时间为
-GCJ

!胰蛋白酶浓度为
#)-1

"

由于该条件组合不在正交试验中!故需做验证实验"验

证结果为'在该组合条件下红枣多糖得率和含量为
#$)/.1

!

%!)0,1

!综合得分
#$"

!平行实验的重现性好"因此!红枣多

糖最佳提取条件为胰蛋白酶浓度
#)-1

!酶解时间
"I

!料水

质量比
#

"

"$

!微波时间
-GCJ

"

!

!

结论
本研究采用胰蛋白酶协同微波辅助提取红枣中的多糖!

确定了红枣多糖提取的最优条件!用
#)-1

的胰蛋白酶

(

Q

T,)$

)!以料水质量比
#

"

"$

于
!.\

酶解
")$I

!中火微波

提取
-GCJ

!红枣多糖得率为
#$)/.1

"但提取的粗多糖中多

糖含量为
%!)0,1

!仍含有较多杂质!可以通过层析法等方式

对其进行纯化!以提高红枣多糖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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