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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丝形态对细支卷烟加工及综合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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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不同形态梗丝与叶丝的混合均匀程度%掌握不

同形态梗丝对细支卷烟综合质量的影响%对比研究了丝状梗

丝和片状梗丝与叶丝在加工过程中的混合均匀性%以及
$

种

梗丝对细支卷烟物理!烟气!有害成分释放!感官!燃烧等方

面及质量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与片状梗丝相比%丝状

梗丝在混丝!卷制工序与叶丝的混合均匀度高%稳定性好$

与掺配片状梗丝的细支卷烟相比%掺配丝状梗丝的细支卷烟

物理质量稳定性好%但单支重量!吸阻稍大%可能与丝状梗丝

结构偏小%长丝率低有关'掺配丝状梗丝的细支卷烟烟气指

标更稳定%卷烟危害指数较低%感官质量稍好%抽吸口数和烟

气烟碱较高'掺配丝状梗丝的细支卷烟具有更好的燃烧稳定

性%且卷烟抽吸过程中的燃烧温度低于掺配片状梗丝细支卷

烟
&!_

左右$

关键词!梗丝形态'丝状梗丝'混合均匀度'质量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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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烟草科技工作者就梗丝对常规卷烟质量的影

响)

&N#

*以及梗丝分布形态对其掺配均匀度的影响)

;N"

*等方

面开展了相关研究%汪涛等)

(

*研究了不同形态梗丝掺入常

规卷烟叶丝中$烟丝的物理指标(卷烟的物理指标(烟气成分

和感官质量变化情况%为了解决常规卷烟中梗丝掺配不均

匀且与设定比相差较大的问题$陈景云等)

:

*对梗丝分布形态

与梗丝掺配均匀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找出了常规烟支中

最佳的梗丝形态%廖晓祥等)

"

*研究了微波膨胀梗丝和薄压

气流梗丝(正常气流梗丝对细支烟品质稳定性的影响$得出

微波膨胀梗丝与烟丝的混合均匀度(吸阻稳定性(烟支密度

分布以及卷烟焦油和一氧化碳较其他
$

种梗丝要好%目前

有关梗丝形态对掺配均匀性和卷烟质量影响的研究大多是

在常规烟支中进行$而对细支卷烟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细

支卷烟销量快速持续的增长$对于细支烟降焦和成本控制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梗丝由于具有高填充值(高燃烧性(低焦

油释放量和成本较低等特点$是较为理想的烟丝掺配物$并

且已经在爱喜等国外细支卷烟中得到了应用$因此梗丝对中

()&



国细支卷烟质量影响的研究也亟待进行%烟草科技工作者

常将目前的梗丝通俗地称为丝状梗丝和片状梗丝$本研究用

更科学的方法检测评价梗丝的形态$并对不同形态梗丝对烟

丝混配(卷烟物理(烟气(感官质量和燃烧特征进行了研究$

以期找出不同形态梗丝对细支卷烟加工及综合质量的影响$

为细支卷烟中梗丝的添加使用提供指导%

&

!

材料与方法
&6&

!

材料与仪器

黄金叶配方烟梗(黄金叶某二类细支烟叶丝"河南中烟

黄金叶制造中心+

烟丝宽度测定仪"

MWA$%%

型$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

筛分仪"

cR+A$:

型$德国
S-K7EkL=79H7E

公司+

电子天平"

Q̀$%#

型$感量
%6%%&

3

$瑞士
\7CC/7A=/78=

公司+

图像分析软件"

Z,-

3

7+̀E= /̀4D"6%

型$美国
\78.-M

G

+

I7E27C.9D

公司%

&6$

!

方法

&6$6&

!

梗丝制备工艺
!

通过调整压梗厚度和切梗丝宽度$形

成
$

种梗丝$即丝状梗丝和片状梗丝%制梗丝工艺流程"备

料
%

烟梗分选
%

一次回潮
%

一次贮梗
%

二次回潮
%

二次贮

梗
%

烟梗增温
%

压梗
%

切梗丝
%

梗丝加料回潮
%

梗丝膨胀

与干燥
%

梗丝加香%其中片状梗丝不压梗(切丝宽度

%6&:,,

$丝状梗丝压梗厚度
%6!,,

$切丝宽度
%6%!,,

+梗丝

膨胀与干燥工序采用闪蒸
f

流化床干燥$其工艺参数见表
&

%

&6$6$

!

试验方法
!

将梗丝在细支烟叶丝!叶丝宽度
%6!,,

#

干燥工序后按照
:̂

比例在线掺配入叶丝$经加香(柜式混丝(

卷制工序%分别在加香出口
&,

处(混丝柜出口每隔
:,.2

取

样
#%H

3

$共取
:

次$所取烟丝样品分别经正常风送至卷烟机$

在卷制跑条后每隔
:,.2

取跑条烟丝
#%%

3

$共取
:

次%

表
&

!

梗丝膨胀与干燥工序参数

A-I/7&

!

?C7,J.E77F

@

-2D.=2-288E

G

.2

3@

E=97DD

@

-E-,7C7ED

物料流量设定值'

!

H

3

2

1

N&

#

闪蒸工作蒸汽流量'

!

H

3

2

1

N&

#

干燥一区

温度设定值'
_

压力设定值'
\̀ -

干燥二区

温度设定值'
_

压力设定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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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6!% "%

"

(% %6::

"

%6(:

&6#

!

检测方法

&6#6&

!

梗丝形态检测
!

按照文献)

!

*的方法$采用图像分析

软件对
MMR

相机获取的梗丝二维图像进行处理$梗丝均匀

性系数和特征宽度的计算"

?

!

<

#

A

7F

@

!

V

L<

3

#$ !

&

#

;

A

7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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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L

#

3

*$ !

$

#

式中"

<

&&&区间下限$

,,

+

?

!

<

#&&&

'

<

的梗丝宽度之和占总宽度的比例!即样

品宽度区间限上累积百分比#$

^

+

L

&&&方程参数+

3

&&&均匀性系数+

;

&&&梗丝特征宽度$

,,

%

采用梗丝特征宽度(占比最高的梗丝宽度区间
$

项指标

定义梗丝形态$并将梗丝划分为丝状(片状(近丝状和近片状

;

种$见表
$

%

&6#6$

!

梗丝与叶丝混合均匀性检测
!

按行业标准)

)N&$

*

执行%

表
$

!

梗丝形态定量表征指标

A-I/7$

!

i4-2C.C-C.K7M1-E-9C7E.0-C.=2B=EDC7,D1-

@

7

梗丝形态 特征宽度'
,,

占比最高的梗丝宽度区间'
,,

丝状
!

;

-

&6$ %6"

"

&6$

近丝状

近片状
&6$

#

;

#

&6!

%6)

"

&6:

&6$

"

&6!

片状
!

;

'

&6!

! "

&6!

&6#6#

!

卷烟质量指标检测

!

&

#烟支物理指标"按照文献)

&#

"

&;

*的方法进行

测定%

!

$

#烟气指标以及化学成分检测"分别从制备好的掺配

有不同形态梗丝的卷烟样品中随机取出
&:%%

支$各自分为

&:

组样品$按照行业标准方法)

&:N&)

*检测烟气指标及化学

成分%

!

#

#感官质量评价"按照卷烟感官技术要求)

$%

*

$组织评

委对各梗丝卷制样品进行感官评吸并给出评分%

&6#6;

!

卷烟燃烧特性检测
!

采用卷烟自由燃烧速度测定仪

自动测量卷烟自由燃烧速率$每个样品每次
&%

支$测
#

次$

计算平均值及标准偏差%包灰性能"点燃卷烟后$将卷烟插

入自制包灰测试箱的烟支座上$使卷烟纸的搭口背对照相机

方向$锁上箱门%让其自燃至卷烟长度的
$

'

#

以上$形成竖

直烟灰柱%光源白炽灯$调整相机对焦$待图像稳定清晰后$

拍下照片$成像方式为手动成像%每个样品拍取
&%

张照片$

对比评价卷烟包灰能力%

&6#6:

!

热塌陷检测方法
!

按行业标准方法)

$&

*执行%

&6#6"

!

卷烟燃烧温度检测
!

采用红外热像仪测量卷烟燃烧

过程中的温度$并记录其抽吸过程中的最高温度$选取
:

支

卷烟样品抽吸温度的平均值作为其燃烧温度%

$

!

结果与分析
$6&

!

梗丝形态及物理特性比较

根据相关加工参数制得的梗丝实物见图
&

%图
&

中
&

6

样品梗丝形态为细长条状$宽度接近叶丝$没有大片状梗丝$

丝状梗丝整体尺寸较小$结构更均匀+

$

6

样品梗丝为片状结

构$与叶丝结构差别较大$且梗丝结构不如丝状梗丝均匀%

!)&

开发应用
!

$%&(

年第
)

期



图
&

!

不同加工参数制得梗丝外观图

O.

3

4E7&

!

R.BB7E72C

@

E=97DD.2

3@

-E-,7C7ED,-87=BD./HK.7J

!!

由表
#

可知$

&

6

样品特征宽度
;

]&6%%,,

(梗丝宽度

在
%6"

"

&6$,,

的占比高达
!:̂

$即丝状梗丝占大多数$因

此
&

6

样品属于丝状梗丝+

$

6

样品特征宽度
;

]$6#$,,

(

梗丝宽度
"

&6!,,

的占比为
(!̂

$因此
$

6

样品属于片状

梗丝%

$

种形态梗丝物理质量检测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

丝状梗丝的整丝率比片状梗丝低
&%̂

$其中主要是长丝率低

了
&:̂

$而中丝率和短丝率分别高于片状梗丝
:̂

和
!̂

$碎

丝率高于片状梗丝$可以看出丝状梗丝整体长度偏短$结构

偏低$这与丝状梗丝加工强度大(过程造碎多有关$因此建议

丝状梗丝在掺配使用前进行筛分$减少碎丝%两者的填充值

差异不大%

$6$

!

梗丝与叶丝混合均匀度比较

由表
:

可知$丝状梗丝和片状梗丝在加香(混丝(预供丝

和卷制
;

个工序中的掺配比例无显著性差异%

对干燥后烟丝与各掺配物之间特性值进行方差分析$发

现其特性值在显著性水平为
%6%:

的条件下有显著差异$故

适宜进行烟草混合均匀度的测定%

对各掺配混合环节梗丝与叶丝混合均匀度的检测结果

见表
"

$对表
"

中
$

种形态梗丝掺配物样品的混合均匀度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

%

表
#

!

梗丝宽度区间所属形态及分布占比

A-I/7#

!

A17

@

E=

@

=EC.=2-288.DCE.I4C.=2=BC17J.8C1=BC17D./HJ.8C1.2C7EK-/

样品

编号

特征宽度

;

'

,,

各宽度区间梗丝所占比例'
^

%6"

"

&6$,, %6)

"

&6:,, &6$

"

&6!,,

"

&6!,,

&

6

&6%% !:6% :)6& &%6%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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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梗丝物理质量检测结果

A-I/7;

!

i4-/.C

G

C7DCE7D4/CD=BD./H

样品名称 整丝率'
^

长丝率'
^

中丝率'
^

短丝率'
^

碎丝率'
^

填充值'!

9,

#

2

3

N&

#

丝状梗丝
!$6( :;6% $!6( &:6% $6# )6$$

片状梗丝
)$6: ")6; $#6& (6& %6; )6&!

表
:

!

各工序下不同形态梗丝比例方差分析

A-I/7:

!

'2-/

G

D.D=B<-E.-297=B8.BB7E72C,=E

@

1=/=

3G

.28.BB7E72C

@

E=97DD7D^

!!!

项目
加香

丝状 片状

混丝

丝状 片状

预供丝

丝状 片状

卷制

丝状 片状

均值
;6)( ;6)) :6%& ;6)) :6% :6%& ;6)" ;6)!

标准偏差
%6$# %6$; %6$: %6$: %6# %6$) %6$! %6#

` %6"" %6(% %6:; %6(;

(((((((((((((((((((((((((((((((((

表
"

!

混合均匀度测定结果h

A-I/7"

!

\.F.2

3

42.B=E,.C

G

E7D4/CD ^

!

样品编号
加香

丝状 片状

混丝

丝状 片状

预供丝

丝状 片状

卷制

丝状 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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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6$" ):6(& ):6;" )$6):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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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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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6() ):6)# ):6#% )$6!% )$6;; )$6"% )$6#;

" ):6!: ):6)$ ):6!% ):6#! )$6(: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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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6"$ ):6(: ):6;# )$6("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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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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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

丝状表示掺配有丝状梗丝的烟丝+片状表示掺配有片状梗丝的烟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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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混合均匀度方差分析h

A-I/7(

!

'2-/

G

D.D=BK-E.-297=B,.F7842.B=E,.C

G

^

项目
加香

丝状 片状

混丝

丝状 片状

预供丝

丝状 片状

卷制

丝状 片状

均值
):6:# ):6"# ):6() ):6$: )$6!: )$6:& )$6;! )$6$$

标准偏差
%6$: %6$% %6&# %6&" %6&; %6&! %6&# %6&:

` %6#; &6!%*N%( %6%;% :6%%*N%;

(((((((((((((((((((((((((((((((((

!!!!!!!!!!!

h

!

丝状表示掺配有丝状梗丝的烟丝+片状表示掺配有片状梗丝的烟丝%

!!

由表
(

可知"

!

&

#由混合均匀度均值和标准偏差可以看出$加香工序

片状梗丝与叶丝的混合均匀度略高$稳定性较好+混丝工序$

丝状梗丝与叶丝的混合均匀度比片状梗丝高
%6:;̂

$稳定性

也较好+卷制跑条后$丝状梗丝与叶丝的混合均匀度比片状

梗丝高
%6$!̂

$稳定性较好%

!

$

#由方差分析
`

值可以看出$加香后
$

种梗丝与叶丝

的混合均匀度无显著差异+混丝和卷制跑条后
$

种形态梗丝

与叶丝的混合均匀度具有显著差异%

!

#

#从混丝到卷制工序$梗丝与叶丝的混合均匀度比加

香后降低了
#̂

$说明在经过风力送丝和卷烟机流化床时$由

于梗丝与叶丝形态及物性不同造成其悬浮速度的差异$导致

了二者混合均匀性的下降%

!

;

#由混丝到卷烟机预供丝工序$梗丝与叶丝的混合均

匀度降低了
$6!:̂

$预供丝到卷制工序混合均匀度降低了

%6#̂

$故认为混合均匀性的下降是由风力送丝起主导作用%

这就要求在卷烟加工过程中$为了保证具有不同组分烟丝的

均匀性$应减少风送过程中的离析%

$6#

!

梗丝形态对卷烟综合质量影响

$6#6&

!

混丝后烟丝物理指标
!

由表
!

可知$掺配
$

种形态梗

丝的烟丝物理指标并无显著性差异$可能与梗丝掺配比例较

小有关%

表
!

!

混丝后烟丝物理指标

A-I/7!

!

A17

@

1

G

D.9-/.287F=BC=I-99=-BC7E,.F78D./H ^

项目
含水率

丝状 片状

填充值

丝状 片状

整丝率

丝状 片状

碎丝率

丝状 片状

纯净度

丝状 片状

平均值
&$6;" &$6;( ;6:! ;6:" ()6$% ()6&% $6"$ $6:% ))6:% ))6$%

标准偏差
%6$% %6$% %6&% %6&; &6#% &6$% %6:%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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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6$

!

卷烟物理质量比较
!

由表
)

(

&%

可知"丝状梗丝卷烟

的含末率和端部落丝要比片状梗丝卷烟的小$且差异显著+

丝状梗丝卷烟的单支质量标偏(吸阻标偏和硬度标偏都要比

片状梗丝卷烟的小$且差异显著$说明丝状梗丝的卷烟物理

质量更稳定+丝状梗丝卷烟的单支质量比片状梗丝卷烟的

大$与文献)

;

*()

(

*中描述的梗丝形态对常规卷烟物理指标

影响的结论一致$可能是丝状梗丝整体结构偏小$在烟支中

填充较为紧密造成的%

表
)

!

卷烟物理质量检测结果h

A-I/7)

!

1̀

G

D.9-/

d

4-/.C

G

C7DCE7D4/CD=B9.

3

-E7CC7D

卷烟样品
单支质量'

3

单支质量

标偏'
3

吸阻'

H̀-

吸阻标偏'

H̀-

硬度'
^

硬度标偏'

^

圆周'

,,

长度'

,,

含末率'

^

端部落丝'

!

,

3

2

9.

3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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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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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

?

卷烟表示掺配丝状梗丝的细支卷烟+

`

卷烟表示掺配片状梗丝的细支卷烟%

表
&%

!

卷烟物理质量指标方差分析h

A-I/7&%

!

'2-/

G

D.D=BK-E.-297=B

@

1

G

D.9-/

d

4-/.C

G

.287F=B9.

3

-E7CC7

项目
单支质量

?

卷烟
`

卷烟

含末率

?

卷烟
`

卷烟

端部落丝

?

卷烟
`

卷烟

单支质量标偏

?

卷烟
`

卷烟

吸阻标偏

?

卷烟
`

卷烟

硬度标偏

?

卷烟
`

卷烟

平均值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标准偏差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 %6%; %6%# %6%: %6%# %6%$ %6%;

(((((((((((((((((((((((((((((((((((((((((((((((

!!

h

!

?

卷烟表示掺配丝状梗丝的细支卷烟+

`

卷烟表示掺配片状梗丝的细支卷烟%

%%$

开发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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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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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

卷烟烟气指标比较
!

由表
&&

(

&$

可知"

!

&

#总粒相物(水分(焦油量和
M[

量的
`

值均
"

%6%:

$表

明掺配
$

种形态梗丝卷烟的总粒相物(水分(焦油量和
M[

量

无显著差异%抽吸口数和烟碱量
`

值
#

%6%:

$说明掺配
$

种形

态梗丝细支卷烟的抽吸口数和烟碱有显著差异%

!

$

#与片状梗丝相比$掺配丝状梗丝卷烟的抽吸口数较

高(烟碱含量较大%

!

#

#掺配丝状梗丝卷烟的抽吸口数(总粒相物(水分和

焦油量标准偏差均较小$烟碱释放量的标准偏差相当$说明

丝状梗丝掺配样品的抽吸口数(总粒相物(水分和焦油量等

指标具有更好的稳定性%丝状梗丝卷烟的总粒相物和水分

均大于片状梗丝卷烟的$与文献)

(

*的结论一致%

$6#6;

!

有害成分分析
!

不同梗丝形态卷烟样品的烟气有害

成分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卷烟烟气质量检测结果

A-I/7&&

!

M.

3

-E7CC7D,=H7

d

4-/.C

G

C7DCE7D4/CD

卷烟样品 项目
抽吸口数'

9.

3

N&

总粒相物'

!

,

3

2

9.

3

N&

#

水分'

!

,

3

2

9.

3

N&

#

焦油量'

!

,

3

2

9.

3

N&

#

烟碱量'

!

,

3

2

9.

3

N&

#

M[

量'

!

,

3

2

9.

3

N&

#

?

卷烟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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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偏
%6%( %6#! %6%" %6## %6%& %6#%

`

卷烟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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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偏
%6&# %6:# %6&& %6:% %6%& %6$$

表
&$

!

卷烟烟气质量方差分析

A-I/7&$

!

'2-/

G

D.D=B9.

3

-E7CC7?,=H7

d

4-/.C

G

K-E.-297

差异源 抽吸口数 总粒相物 水分 焦油量 烟碱量
M[

量

离均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

组间

组内

组间

组内

组间

组内

?

值
(((((((

`

值

?

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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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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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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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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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6%% :$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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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6&)"% ;6&)"% ;6&)"%

表
&#

!

卷烟烟气有害成分检测结果

A-I/7&#

!

M.

3

-E7CC7D,=H71-0-E8.2

3

E78.72CC7DCE7D4/CD

卷烟样品
氢氰酸'

!

#

3

2

9.

3

N&

#

>>U

'

!

2

3

2

9.

3

N&

#

氨'

!

#

3

2

9.

3

N&

#

苯并芘'

!

2

3

2

9.

3

N&

#

苯酚'

!

#

3

2

9.

3

N&

#

巴豆醛'

!

#

3

2

9.

3

N&

#

一氧化碳'

!

,

3

2

9.

3

N&

#

危害性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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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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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表
&#

可知$掺配有丝状梗丝的卷烟与掺配有片状梗

丝的卷烟相比$除巴豆醛略有增加以外$其他有害成分均有

所降低%综合卷烟危害性指数分析可得$相比于掺配片状梗

丝$掺配丝状梗丝卷烟的有害成分释放量更低%

$6#6:

!

感官质量比较
!

由表
&;

可知$与掺配片状梗丝的卷

烟相比$掺配丝状梗丝卷烟的感官评吸结果在香气(杂气(刺

激性和余味等指标方面稍好$整体感官质量高
%6(

分%

表
&;

!

卷烟感官评吸结果

A-I/7&;

!

M.

3

-E7CC7DD72D=E

G

7K-/4-C.=2E7D4/CD

卷烟样品 光泽 香气 协调 杂气 刺激性 余味 总分

?

卷烟
:6% $!6)" :6% &%6)" &(6!) $$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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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梗丝形态对卷烟燃烧特性影响

$6;6&

!

燃烧速率(热塌陷和包灰性能对比
!

由表
&:

可知$掺

配丝状梗丝卷烟燃烧速率!

%6#&

#大于掺配片状梗丝卷烟

!

%6$:

#%热塌陷均值
?

卷烟!

&6&)

#

"

`

卷烟!

&6%#

#%掺配丝

状梗丝卷烟燃烧速率小$与
$6#6$

中其主流烟气抽吸口数较

多相一致%

由图
#

可知$掺配片状梗丝包灰松紧度较疏松$0炸灰1

现象严重$灰分粗糙$掺配丝状梗丝卷烟包灰较紧$外翻灰片

较少$持灰能力较好%

$6;6$

!

卷烟燃烧温度对比
!

由图
;

可知$片状梗丝卷烟抽吸

过程中燃烧温度可达到
(!!6(_

$丝状梗丝卷烟抽吸过程中

燃烧温度可达到
((%6"_

%由此可知$相比于掺配片状梗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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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烟支燃烧特性检测结果

A-I/7&:

!

?,=H7I4E2.2

3

91-E-9C7E.DC.9D=BC17C7DCE7D4/CD

卷烟样品

燃烧速率

均值'

!

,,

2

,.2

N&

#

标准偏差'

!

,,

2

,.2

N&

#

热塌陷

均值'

,,

标准偏差'

,,

?

卷烟
:6": %6#& &6&) %6#:

`

卷烟
:6:" %6$: &6%# %6#"

图
$

!

卷烟包灰性能对比

O.

3

4E7$

!

M=,

@

-E.D=2=B9.

3

-E7CC7

@

-9H-D1

@

7EB=E,-297

图
#

!

掺配不同梗丝形态卷烟燃烧温度对比

O.

3

4E7#

!

M=,

@

-E.D=2=B9=,I4DC.=2C7,

@

7E-C4E7=B

8.BB7E72C9=2972CE-C789.

3

-E7CC7

掺配丝状梗丝的卷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低的卷烟燃烧

温度%

#

!

结论
为了探讨不同梗丝形态对细支卷烟综合质量的影响$本

试验对比研究了不同形态梗丝与叶丝的混合均匀性以及不

同形态梗丝对细支卷烟物理(烟气(感官等方面及质量稳定

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丝状梗丝与叶丝的混合均匀性要好于

片状梗丝+丝状梗丝细支卷烟的主要卷烟物理指标及烟气指

标的稳定性能要好于片状梗丝+丝状梗丝卷烟具有更加稳定

的燃烧速率和较小的热塌陷值$且包灰性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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