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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酰乙酰化纤维素材料的合成及在降低卷烟主流

烟气中醛类化合物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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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选择性降低卷烟主流烟气中醛类化合物的释放量%

以微晶纤维素作为底物合成了乙酰乙酰化纤维素材料%根据

材料的降醛效果优化合成条件%并将材料添加于卷烟滤嘴中

考察降低醛类化合物的性能$结果表明&

$

乙酰乙酰化纤

维素的最佳合成条件为&纤维素离子溶液质量百分比浓度为

:̂

%衍生化试剂摩尔比为双乙烯酮
$

纤维素
]$

$

&

%反应时

间
#1

%反应温度
&&%_

%催化剂为
R\'̀

'

%

将乙酰乙酰化

纤维素材料以
#%,

3

(

9.

3

添加量制备成二元复合滤棒应用

于卷烟后%卷烟主流烟气中醛类化合物释放量降低了

$&6"̂

%而烟气常规及感官质量变化较小%表明所制备的材

料对卷烟主流烟气中的醛类化合物有良好的选择吸附性能$

关键词!卷烟'烟气'选择性减害'醛类化合物'乙酰乙酰化纤

维素

34-56785

&

Z2 =E87EC=D7/79C.K7/

G

E78497C17E7/7-D7-,=42C=B

-/871

G

879=,

@

=428D.2,-.2DCE7-,9.

3

-E7CC7D,=H7

%

C17-97C

G

/-C78

-97C

G

/-C7897//4/=D7J-DD

G

2C17D.078=2C17I-D7=B,.9E=9E

G

DC-//.27

97//4/=D76'99=E8.2

3

C=C17-/871

G

87E7849C.=27BB79C

%

C17D

G

2C17D.D

9=28.C.=2DJ7E7=

@

C.,.078

%

-28C172C17D

G

2C17D.078,-C7E.-/J7E7

-8878.2C179.

3

-E7CC7B./C7EC.

@

6Y7D4/CD

"

&

#

A17=

@

C.,4,D

G

2C17D.D

9=28.C.=2D=B-97C

G

/-C78-97C

G

/-C7897//4/=D7J7E7

&

97//4/=D7.=29=2+

972CE-C.=2:̂

%

87E.K-C.0-C.=2E7-

3

72C,=/-EE-C.==B8.H7C727

$

97//4+

/=D7]$

$

&

%

C17E7-9C.=2C.,7#1

%

E7-9C.=2C7,

@

7E-C4E7&&% _

%

R\'̀ -D9-C-/

G

DC6

"

$

#

W172C17-97C

G

/-C78-97C

G

/-C7897//4/=D7,-+

C7E.-/ J7E7 -8878 - 84-/+B./C7E =B9.

3

-E7CC7 -CC17 -,=42C =B

#%,

3

(

9.

3

%

C17E7/7-D7=B-/871

G

879=,

@

=428D.2C17,-.2DCE7-,

D,=H7J-DE784978I

G

$&6"̂

%

J1./79=2K72C.=2-/,-.2DCE7-,D,=H7

.287F7D-28D72D=E

Gd

4-/.C

G

2=C91-2

3

78=IK.=4D/

G

%

J1.91D1=J78

C1-CC17,-C7E.-/1-8

@

7EB79C/

G

D7/79C.K7/

G

-8D=E

@

C.=2-/871

G

879=,+

@

=428D.2,-.2DCE7-,9.

3

-E7CC7D,=H76

9:

;

<=6>-

&

9.

3

-E7CC7

'

D,=H7

'

-/871

G

879=,

@

=428D

'

D7/79C.K7-8D=E

@

+

C.=2

'

-97C

G

/-C78-97C

G

/-C7897//4/=D7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越来越

重视吸烟与健康问题%醛类化合物作为卷烟烟气中的主要

组分之一)

&

*

$被列入
S=BB,-2

名单)

$

*中%烟气中的巴豆醛

已被列为卷烟主流烟气中主要有害物质之一)

#N;

*

%卷烟中

的醛类化合物在卷烟抽吸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刺激人体的

呼吸系统和感觉器官$长期吸入会对人体造成较严重的危

害)

:

*

%近年来$在降低主流烟气中挥发性醛类化合物的功能

材料开发方面$国内外研究者进行了很多研究$例如阳离子

交换树脂改性研究)

"

*

$

V

型分子筛改性研究)

(

*

$三氧化二铝

改性研究)

!

*

$活性炭改性研究)

)

*等%然而$在卷烟中应用这

些材料时$虽然能有效降低卷烟主流烟气中的挥发性羰基化

合物释放量$但卷烟烟气中焦油含量和卷烟的吸味同时也发

生了改变$最终导致卷烟感官品质的变化%因此$在保持卷

烟的吸味和抽吸品质不变的前提下$选择性地降低卷烟烟气

中的有害成分已成为烟草行业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利用

功能材料选择性降低卷烟烟气中的有害成分是烟草科学研

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

&%N&$

*

%

在有机化学中活性亚甲基的定义为邻位具有羰基的亚

甲基结构$活泼亚甲基中氢原子非常活泼$容易离去$形成稳

定的负碳离子作为强亲核试剂$非常容易与醛类化合物发生

亲核加成反应%纤维素是可再生资源$也是最古老(最丰富

的天然高分子资源%纤维素材料比表面积大$而且富含大量

羟基$便于活泼亚甲基的引入$并且相对于卷烟滤棒而言$纤

维素与卷烟滤棒的材料醋酸纤维具有一定的结构相似性$因

$)&



此$在纤维素中引入活泼亚甲基进行改性后$与烟气中醛类

化合物反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本试验以微晶纤维素作为底物$在纤维素的活性羟基位

上进行乙酰乙酰化反应$制备相应的活泼亚甲基纤维素材

料&&&乙酰乙酰化纤维素$通过红外光谱(核磁氢谱进行结

构表征$结合卷烟滤嘴添加剂减害性能模拟评价装置)

&#

*进

行材料合成条件优化$并应用于卷烟产品中%旨在为选择性

降低卷烟主流烟气中的醛类化合物提供技术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6&

!

材料与试剂

微晶纤维素"食品级$上海迈瑞尔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

二甲氨基吡啶!

R\'̀

#"分析纯$北京中科拓展化学

技术有限公司+

双乙烯酮"工业级$上海速博化学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无水
Q.M/

"分析纯$天津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

$

++

二甲基乙酰胺!

R\'9

#"分析纯$天津市天利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

对甲基苯磺酸"分析纯$上海迈瑞尔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6$

!

仪器与设备

直线型吸烟机"

?\;:%

型$英国
M7E4/7-2

公司+

高效液相色谱仪"

'

3

./72C&&%%

型$美国
'

3

./72C

公司+

气相色谱仪"

'

3

./72C"!)%

型$美国
'

3

./72C

公司+

电子天平"

'Q+$%;+ZM

型$瑞士
\7CC/7EA=/78=

公司+

真空干燥箱"

RcO"%$%

型$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

公司+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XP?+;(%

型$美国
>.9=/7C

公司+

超导核磁共振仪"

LE4H7ER̀ X;%%

!

;%%\S0

#型$德国

LE4H-E

公司+

全功 能 综 合 测 试 台"

iA\[̀ M!#:P(Q7

型$英 国

M7E4/7-2

公司+

卷烟滤嘴添加剂减害性能模拟评价装置见图
&

%

&6

卷烟
!

$6

夹持器
!

#6

模拟评价装置
!

;6

玻璃容器
!

:6

连接管口

!

"6

捕集器
!

(6

剑桥滤片
!

!6

脱活玻璃棉
!

)6

吸附剂
!

&%6

磨砂玻璃

接口
!

&&6

吸烟机

图
&

!

卷烟滤嘴添加剂减害性能模拟评价装置示意图

O.

3

4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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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6#6&

!

乙酰乙酰化纤维素材料的制备
!

在装有温度计(机械

搅拌器(通氮气的
$:%,Q

四口圆底烧瓶中加入
&%% ,Q

R\'9

$开动搅拌%在
>

$

保护下升温至
&:%_

$保温
#%,.2

+

降温至
!% _

加入
:

3

微晶纤维素$升温至
&"% _

$保温

#%,.2

+降温至
!%_

$加入
$6:

3

无水
Q.M/

$加入后
!%_

反应

$1

$即成浅黄色透明黏稠状纤维素离子液体$室温搅拌过夜%

加热纤维素离子液体至
!%_

$加入
(:,

3

R\'̀

$用恒

压滴液漏斗滴加
;6:,Q

双乙烯酮$滴加时间为
&%,.2

$滴加

完毕后反应
#1

%关闭电源和
>

$

$冷却至室温%量取反应液

体积
&:

倍的蒸馏水于大烧杯中$在不断搅拌的情况下$缓慢

将反应液滴入烧杯中$析出产品%将产品过滤$用大量的水

清洗$

:%_

真空干燥
;!1

$得到乙酰乙酰化纤维素材料产

品%将乙酰乙酰化纤维素材料粉碎(过筛$选取
;%

"

"%

目颗

粒$备用%

&6#6$

!

反应条件的影响
!

采用单因素试验方法$考察不同反

应条件!如纤维素离子溶液浓度(衍生化试剂比例(反应温

度(反应时间#对所制备的乙酰乙酰化纤维素降醛效果的影

响$根据材料在模拟评价装置!添加量为
#%,

3

'支$粒径为

;%

"

"%

目#中的降醛效果$确定合成乙酰乙酰化纤维素材料

的最佳反应条件%

!

&

#纤维素离子溶液浓度的选择"固定微晶纤维素质量

:

3

(催化剂
(:,

3

;+

二甲氨基吡啶(衍生化试剂摩尔比为双

乙烯酮
$

纤维素
]$

$

&

(反应时间
#1

(反应温度
&&%_

$分

别考察纤维素离子溶液质量百分比浓度为
$6:̂

$

:6%̂

$

(6:̂

$

&%6%̂

时所制备的乙酰乙酰化纤维素降醛效果%

!

$

#衍生化试剂比例的选择"固定微晶纤维素质量
:

3

(

催化剂
(:,

3

;+

二甲氨基吡啶(纤维素离子溶液质量百分比

浓度
:̂

(反应时间
#1

(反应温度
&&%_

$分别考察衍生化试

剂双乙烯酮与微晶纤维素的摩尔比为
&6%

$

&

$

&6:

$

&

$

$6%

$

&

$

#6%

$

&

时所制备的乙酰乙酰化纤维素降醛效果%

!

#

#反应时间的选择"固定微晶纤维素质量
:

3

(催化剂

(:,

3

;+

二甲氨基吡啶(纤维素离子溶液质量百分比浓度

:̂

(衍生化试剂摩尔比为双乙烯酮
$

纤维素
]$

$

&

(反应温

度
&&% _

$分别考察在滴加衍生化试剂后反应时间为
&6%

$

&6:

$

$6%

$

#6%

$

;6%1

时所制备的乙酰乙酰化纤维素降醛效果%

!

;

#反应温度的选择"固定微晶纤维素质量
:

3

(催化剂

(:,

3

;+

二甲氨基吡啶(纤维素离子溶液质量百分比浓度

:̂

(衍生化试剂摩尔比为双乙烯酮
$

纤维素
]$

$

&

(反应时

间
#1

$分别考察了反应温度为
:%

$

!%

$

&&%

$

&$%

$

&;%_

时所

制备的乙酰乙酰化纤维素降醛效果%

!

:

#催化剂的选择"固定微晶纤维素质量
:

3

(纤维素离子

溶液质量百分比浓度
:̂

(衍生化试剂摩尔比为双乙烯酮
$

纤

维素
]$

$

&

(反应时间
#1

(反应温度
&&% _

$分别使用

R\'̀

(对甲基苯磺酸作为催化剂制备乙酰乙酰化纤维素$

考察催化剂对所制备的乙酰乙酰化纤维素降醛效果的影响%

&6;

!

材料表征

&6;6&

!

乙酰乙酰化纤维素红外光谱表征
!

样品经
ULE

压片

后进行红外光谱分析$波长范围
;%%%

"

;%%9,

N&

%与原料

#)&

开发应用
!

$%&(

年第
)

期



微晶纤维素相比$乙酰化纤维素材料是在羟基上引入乙酰基

团$主要通过比较两者红外光谱图上在
##%%

"

#:%%9,

N&

左右的&

[S

基伸缩振动峰(

&(%%9,

N&左右乙酰基的双羰

基峰强度变化$确定其反应程度%

&6;6$

!

乙酰乙酰化纤维素核磁氢谱表征
!

对样品进行核磁

共振氢谱分析%通过氢谱的表征结果$比较葡萄糖糖环和乙

酰乙酰基上氢的积分比$按式!

&

#计算乙酰乙酰基的取代度%

@D

''

A

#

''

B

(

#

'TP

B

:

$ !

&

#

式中"

@D

''

&&&乙酰乙酰基取代度+

#

''

&&&乙酰乙酰基上氢的积分+

#

'TP

&&&葡萄糖糖环上氢的积分%

&6:

!

材料降醛性能的模拟评价

采用图
&

所示的卷烟滤嘴添加剂减害性能模拟评价装

置$评价不同材料对卷烟主流烟气中醛类化合物的选择性吸

附功能%以不添加吸附剂的卷烟模拟评价醛类释放量为对

照$分别对微晶纤维素原料和乙酰化纤维素材料使用模拟评

价装置!添加量
#%,

3

'支$粒径
;%

"

"%

目#的降醛效果进行

比较%卷烟主流烟气醛类化合物释放量的测定按
VM

'

A

$:;

&

$%%!

执行$每个样品重复检测
:

次%

&6"

!

卷烟应用试验

采用二元复合滤棒的形式将乙酰乙酰化纤维素材料应

用于卷烟$二元复合滤棒规格为长
&%%,,

(材料的添加量为

#,

3

'

,,

$单支卷烟滤嘴由
&%,,

加料段和
&:,,

正常醋

纤段组成$以正常醋纤滤嘴卷烟为对照%为保证试验卷烟和

对照卷烟的一致性$卷烟样品的卷制采用相同辅材(同一卷

烟机组(同一操作人员%

将样品卷烟在温度!

$$a&

#

_

(相对湿度!

"%a$

#

^

的

条件下平衡
;!1

$采用全功能综合测试台测试样品卷烟的吸

阻(重量等物理参数%选取质量为!平均质量
a%6%$

#

3

和吸

阻为!平均吸阻
a:%

#

-̀

的卷烟进行烟气分析%卷烟主流烟

气中醛类化合物释放量测定按
VM

'

A$:;

&

$%%!

执行$烟气

常规成分测定分别按
TL

'

A&)"%)

&

$%%;

(

TL

'

A$##::

&

$%%)

(

VM

'

A&:(

&

$%%&

和
TL

'

A$##:"

&

$%%)

执行$每个样

品重复检测
:

次$考察材料在卷烟中的实际减害效果%

$

!

结果与讨论

$6&

!

反应条件影响

$6&6&

!

纤维素离子溶液浓度对材料降醛效果的影响
!

由

表
&

可知$不同浓度的纤维素离子溶液制备得到的乙酰乙酰

化纤维素取代度均在
&6"

左右%浓度对产率影响较大$浓度

在
:̂

时$产率为
!:̂

$随着浓度继续增加$产率有所降低$

可能是随着纤维素离子溶液浓度增大$溶液黏度增大$滴加

的乙酰乙酰化试剂不易及时分散$局部剧烈放热$导致部分

产物分解%综合考虑反应产率和降醛效果$选择最佳的纤维

素离子溶液质量百分比浓度为
:̂

%

$6&6$

!

衍生化试剂比例对材料降醛效果的影响
!

由表
$

可

知$不同衍生化试剂比例$对乙酰乙酰基团取代度的影响较

表
&

!

纤维素离子溶液浓度对降醛效果的影响

A-I/7&

!

*BB79C=B97//4/=D7.=2D=/4C.=29=2972CE-C.=2=2

-/871

G

87D87

3

E-8-C.=2

纤维素离子

溶液浓度'
^

乙酰乙酰基

取代度
产率'

^

醛类化合物总量

降低率'
^

$6: &6:# !( $$6:

:6% &6"$ !: $;6#

(6: &6:; (; $#6#

&%6% &6:& "( $;6&

表
$

!

衍生化试剂比例对降醛效果的影响

A-I/7$

!

*BB79CD=B

@

E=

@

=EC.=2D=B87E.K-C.0-C.=2E7-

3

72CD=2

-/871

G

87D87

3

E-8-C.=2

双乙烯酮与微晶

纤维素摩尔比

乙酰乙酰基

取代度
产率'

^

醛类化合物总量

降低率'
^

&6%

$

& %6!) !( &$6:

&6:

$

& &6#& !; &)6;

$6%

$

& &6"$ !: $;6#

#6%

$

& &6(& !# $:6)

大$对产率影响不大%随着衍生化试剂比例的增加$产品的

乙酰乙酰化程度也增加%醛类化合物总量的降低率随着乙

酰乙酰基团取代度的增加呈增长趋势%综合成本和降醛效

果$选择最佳的双乙烯酮与微晶纤维素的摩尔比为
$

$

&

%

$6&6#

!

反应时间对材料降醛效果的影响
!

由表
#

可知$随着

反应时间的延长$产品的乙酰乙酰基团取代度不断增加$并

呈现出先快后慢的趋势%醛类化合物总量的降低率随着乙

酰基团取代度的增加呈增长趋势%依据效率(产率和降醛效

果$选择最佳反应时间为
#1

%

表
#

!

反应时间对降醛效果的影响

A-I/7#

!

*BB79C=BE7-9C.=2C.,7=2-/871

G

87D87

3

E-8-C.=2

反应时间'

1

乙酰乙酰基

取代度
产率'

^

醛类化合物总量

降低率'
^

&6% %6!( !$ &&6!

&6: &6$! !( &!6;

$6% &6:) !# $#6)

#6% &6"$ !: $;6#

;6% &6"; !" $;6:

$6&6;

!

反应温度对材料降醛效果的影响
!

由表
;

可知$当反

应温度
#

&&%_

时$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产品的乙酰乙酰

基团取代度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当反应温度
"

&&% _

后$乙酰乙酰基团取代度基本保持不变$但产率有所降低%

在试验中发现$当反应温度超过
&&%_

$反应体系的颜色会

明显加深$甚至会变成红棕色$可能与反应温度过高$引起产

物分解或者其他副反应产生有关%醛类化合物总量降低率

随温度的升高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依据产率和降醛效果$

选择最佳的反应温度为
&&%_

%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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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反应温度对降醛效果的影响

A-I/7;

!

*BB79C=BE7-9C.=2C7,

@

7E-C4E7=2-/871

G

87D

87

3

E-8-C.=2

反应温度'
_

乙酰乙酰基

取代度
产率'

^

醛类化合物总量

降低率'
^

:% %6;: !$ (6#

!% %6): !( &#6$

&&% &6"$ !: $;6#

&$% &6:( !$ $#6!

&;% &6:$ () $&6"

$6&6:

!

催化剂对材料降醛效果的影响
!

由表
:

可知$当不使

用催化剂时$反应也会照常进行$当使用催化剂时$乙酰乙酰

取代度会有所提高%但随着催化剂用量的增加$乙酰乙酰取

代度基本不变%使用对甲基苯磺酸的乙酰乙酰取代度略低

于使用
R\'̀

的%依据降醛效果$选择
R\'̀

作为催化

剂$用量为
&:,

3

'

3

2纤维素%

表
:

!

催化剂对材料降醛效果的影响

A-I/7:

!

*BB79CD=B9-C-/

G

DCD=2-/871

G

87D87

3

E-8-C.=2

催化剂
催化剂用量'

!

,

3

2

3

N&

2

97//4/=D7

#

乙酰乙酰

基取代度

产率'

^

醛类化合物总

量降低率'
^

R\'̀ % &6;( !( $&6"

R\'̀ &% &6:; !# $#6&

R\'̀ &: &6"$ !: $;6#

R\'̀ $% &6"& !; $;6$

R\'̀ $: &6"# !" $#6)

对甲基苯磺酸
&: &6:( !; $$6!

$6$

!

降醛效果比较

由表
"

可知$与对照相比$微晶纤维素对醛类化合物基

本无降低效果$乙酰乙酰化纤维素材料的巴豆醛降低率为

$%6!̂

$醛类化合物总量降低率为
$;6#̂

%改性后的乙酰乙

酰化纤维素材料对主流烟气中的挥发性醛类化合物均具有

较高的降低效果%

表
"

!

模拟评价结果

A-I/7"

!

Y7D4/CD=B?.,4/-C.=27K-/4-C.=2

样品

甲醛

释放量'

!

#

3

2

9.

3

N&

#

降低率'

^

乙醛

释放量'

!

#

3

2

9.

3

N&

#

降低率'

^

丙烯醛

释放量'

!

#

3

2

9.

3

N&

#

降低率'

^

丙醛

释放量'

!

#

3

2

9.

3

N&

#

降低率'

^

对照
!!!!!!

&%;6: "$;6" "#6; ;!6#

微晶纤维素
!!!

&%$6; $6% "&!6( %6) "$6! %6) ;)6; N$6#

乙酰乙酰化纤维素
:!6% ;;6: ;!#6: $$6" :&6) &!6& #!6$ $%6)

样品

巴豆醛

释放量'

!

#

3

2

9.

3

N&

#

降低率'

^

丁醛

释放量'

!

#

3

2

9.

3

N&

#

降低率'

^

总量

释放量'

!

#

3

2

9.

3

N&

#

降低率'

^

对照
!!!!!!

$%6( $!6% !!)6;

微晶纤维素
!!!

$%6! N%6: $(6: &6! !!&6! %6)

乙酰乙酰化纤维素
&"6; $%6! $:6" !6" "(#6" $;6#

$6#

!

卷烟应用试验

由表
(

可知$试验卷烟与对照卷烟相比除每支试验卷烟

的质量增加了
#&,

3

以外$其他物理参数基本一致%由于设

计的乙酰乙酰化纤维素材料每支卷烟滤嘴中的添加量为

#%,

3

$因此试验卷烟与设计要求相符%

!!

卷烟烟气常规指标检测结果!表
!

#表明$与对照卷烟相比

试验卷烟的主流烟气常规成分释放量和抽吸口数基本保持一致%

!!

卷烟烟气中醛类化合物释放量的测试结果!表
)

#表明$

添加乙酰乙酰化纤维素材料后醛类化合物释放量明显降低%

与对照卷烟相比$试验卷烟的甲醛选择性降低率
;$6;̂

$乙

醛选择性降低率
$%6;̂

$巴豆醛选择性降低率
&!6:̂

$醛类

化合物总量选择性降低率
$&6"̂

%试验卷烟与对照卷烟的

评吸结果!表
&%

#表明$试验卷烟无异味$刺激略有增加$其整

体风格和总体感官质量均与对照卷烟保持一致%

表
(

!

样品卷烟的物理参数

A-I/7(

!

1̀

G

D.9-/

@

-E-,7C7ED=B9.

3

-E7CC7D-,

@

/7D

样品 质量'!

,

3

2

9.

3

N&

# 圆周'
,,

长度'
,,

吸阻'
-̀

对照卷烟
)$( $;6; !;6$ !)&

试验卷烟
):! $;6: !;6$ )%&

表
!

!

样品卷烟的常规烟气指标

A-I/7!

!

M=2K72C.=2-/,-.2DCE7-,D,=H7.287F7D=B9.

3

-E7CC7

样品
烟气总粒相物'

!

,

3

2

9.

3

N&

#

焦油'

!

,

3

2

9.

3

N&

#

烟碱'

!

,

3

2

9.

3

N&

#

M[

'

!

,

3

2

9.

3

N&

#

水分'

!

,

3

2

9.

3

N&

#

抽吸口

数'口

对照卷烟
&%6) )6# %6! )6( %6! "6:

试验卷烟
&%6! )6: %6! )6; %6( "6(

:)&

开发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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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卷烟样品主流烟气挥发性醛类化合物的释放量

A-I/7)

!

Y7/7-D7=B-/871

G

879=,

@

=428D=B,-.2DCE7-,

D,=H7

#

3

#

9.

3

样品 甲醛 乙醛 丙烯醛 丙醛 巴豆醛 丁醛 总量

对照卷烟
((6& :#)6& :!6( ;&6: $;6# $;6% (";6"

试验卷烟
;;6; ;$)6& ;)6( #;6# &)6! $$6# :))6"

表
&%

!

样品卷烟感官质量评价结果

A-I/7&%

!

Y7D4/CD=BD72D=E

Gd

4-/.C

G

7K-/4-C.=2=B

9.

3

-E7CC7D-,

@

/7D

样品 光泽 香气 协调 杂气 刺激 余味 总分

对照卷烟
;6:% $(6)! ;6)# &%6## &(6#! $&6(" !"6)

试验卷烟
;6:% $(6); ;6): &%6$( &(6$& $&6!$ !"6(

#

!

结论
通过单因素分析法和模拟评价$确定了降醛效果最佳的

乙酰乙酰纤维素材料的合成条件+采用二元复合滤棒的形式

将乙酰乙酰化纤维素材料应用于卷烟产品$将试验卷烟与对

照卷烟相比$主流烟气常规成分无明显差异$巴豆醛选择性

降低率
&!6:̂

$醛类化合物总量选择性降低率
$&6"̂

$试验

卷烟整体风格和总体感官质量均与对照卷烟保持一致%表

明乙酰化纤维素材料能够较好地选择性吸附卷烟主流烟气

中的醛类化合物$可以为低有害成分释放量卷烟设计提供有

力的技术支持$在卷烟生产中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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