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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叶后浓香型烤烟不同尺寸片烟质量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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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深入研究打叶后不同尺寸片烟的质量特点$细分不

同尺寸片烟在产品配方中的使用方向$以中国河南浓香型烤

烟中上部配打模块为材料$从常规化学成分#中性致香物质

含量和感官质量三方面考察打叶后不同尺寸片烟的质量变

化特征(结果表明%

(

总糖#还原糖#钾#烟碱含量#糖碱比#

氮碱比#香气质#香气量#浓度#细腻程度#余味#杂气的得分

和感官质量总得分在不同尺寸片烟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或极

显著水平&

)

尺寸
$1*"

#

"$*%==

片烟具有高糖#高糖碱比#

低蛋白质的特点$常规化学成分综合评价得分#中性致香物

质总量和感官质量总得分均高于其他尺寸以及混合片烟$有

望作为高等级原料的替代品&

*

尺寸
$*!.

#

.*!1==

片烟

的化学成分综合评价得分#中性致香物质总量以及感官评吸

总得分均最低$筛除该尺寸片烟可提高片烟整体质量&

+

尺

寸
#

"$*%==

片烟钾含量和钾氯比最高$整体质量仅次于

$1*"

#

"$*%==

片烟&

,

将片烟筛分后得到不同尺寸的片烟

进行分类使用$能够进一步拓宽烟叶原料的使用范围$提升

整体使用价值(

关键词$尺寸&片烟&化学成分&中性致香物质&感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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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烟结构是衡量打叶质量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影响烟

丝结构的主要因素.

#-$

/

!而烟丝结构又是决定空头率.

!

/

$单

支重量.

"-1

/

$烟支密度.

1

/

$端部落丝量.

.

/等卷接质量和成品

卷烟内在质量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打叶后不同片烟尺寸的

形成既与打叶工艺参数有关!也与烟叶自身力学特性有关!

而化学成分是决定烟叶内在品质和物理性状的物质基础%

目前!打叶过程中工艺参数的变化对片烟尺寸分布特征的影

响已有较多研究.

/-&

/

!而打叶后不同尺寸片烟的内在质量特

征评价及差异性分析鲜见报道%仅邱承宇等.

2

/报道了筛分

前后片烟质量变化!以筛除身份薄$油分少的低等级烟叶的

%1



碎片和小片!提高在中$高档卷烟配方中的可用性%

本研究以河南浓香型烤烟原料为基础!从常规化学成

分$中性致香物质含量和感官质量三方面考察打叶后不同尺

寸片烟的质量变化情况!以期找出不同尺寸片烟的质量变化

规律!彰显不同尺寸片烟的质量特性!为下一步细分不同尺

寸片烟在产品配方中的使用定位!也为提升烟叶原料整体使

用价值提供理论依据%

#

!

材料和方法
#*#

!

材料及仪器

#*#*#

!

片烟样品

选取河南中烟
$%#.

年
"

个中部和上部浓香型烤烟模块

打叶后的片烟!分别为许昌
Z

$许昌
9

$许昌
R

$三门峡
X

%

#*#*$

!

主要试剂

二氯甲烷$萘"色谱纯!北京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

无水硫酸钠等"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

!

主要仪器

振动分选筛"

h_<!

型!郑州嘉德机电公司&

气质联用仪"

Z

F

?)DEO.&2%YR

#

12/!̂ \

型!美国
Z

F

?)DEO

公司%

#*$

!

方法

#*$*#

!

片烟筛分
!

将采集的样品均匀置于振动分选筛的输

送皮带上!经叶片振动分选筛的筛分!分别获得以下
1

层筛

网上的烟叶"

#

"$*%%

!

$1*"%

#

"$*%%

!

#$*/%

#

$1*"%

!

.*!1

#

#$*/%

!

$*!.

#

.*!1==

%

#*$*$

!

常规化学成分的测定
!

化学成分测定指标包括烟碱$

总氮$总糖$还原糖$钾$氯$蛋白质!并计算氮碱比$糖碱比$

钾氯比!测定方法参考王瑞新.

#%

/的方法%

#*$*!

!

中性致香物质含量的测定
!

准确称取
$1*%%

F

烟末

至圆底烧瓶!加入
1%%=J

蒸馏水和内标化合物萘!用电热

套加热&另一端接盛有
!%=J

二氯甲烷的
#%%=J

烧瓶!将

该端烧瓶置于
.% `

的恒温水浴锅中加热!同时蒸馏萃取

$C

&将二氯甲烷萃取液用无水硫酸钠干燥后浓缩至
#=J

%

浓缩液采用气#质联用仪进行分析!结果采用内标法计算!校

正因 子 为
#

%致 香 物 质 的 定 性 测 定 采 用 计 算 机 谱 库

+

+4\62&

!

7?)D

Q

$/1

,检索!并用峰面积归一化法对各致香物

质进行半定量分析+

M\X

"

10

,%

YR

#

\̂

分 析 条 件"毛 细 管 柱
[:<1̂ \

+

!%*%% =b

%*$1==

!

%*$1

%

=

,&载气为
[D

&流速
#=J

#

=?E

&进样口温度

$.%`

&进样量
%*1

%

J

&分流比
$1

%

#

&接口温度
$&%`

&离子

源为
;4

&电子能量
/%D'

&离子源温度
$!%`

&扫描范围
!1

#

"11>=H

%程序升温"初温
1%`

!保持
#=?E

&以
&`

#

=?E

升

至
#.% `

!保持
$ =?E

&再以
& `

#

=?E

升至
$&% `

!保持

#1=?E

%

#*$*"

!

感官质量的评价
!

将烟叶切丝+切丝宽度
#*%==

,!

相同的卷制条件下制成烟支规格+

$%3."

,

==b$"*1==

的烟支样品!在温度+

$$e#

,

`

!相对湿度+

.%e$

,

0

的恒温

恒湿箱中平衡
"&C

后!由河南中烟
1

名专业评吸人员进行评

价!评定指标包括香气质+

(

,$香气量+

R

,$浓度+

>

,$细腻程

度+

,

,$余味+

"

,$杂气+

!

,$刺激性+

$

,!各项指标均按
2

分

制打分!感官评吸总分+

)

,按式+

#

,计算"

)a

+

(3R

,

b$@!3>b#@13,3"3!3$

% +

#

,

#*$*1

!

统计分析方法
!

描述统计分析$灰色关联分析$单因

素方差分析采用
;ABD)$%#%

和
\:\\#/*%

软件.

##

/进行%

$

!

结果与分析
$*#

!

不同样品片烟尺寸分布

对筛分后不同尺寸片烟的占比情况进行统计%由表
#

可知!

"

个模块的不同尺寸片烟占比基本一致!其中
$1*"%

#

"$*%% ==

片 烟 占 比 最 大!为
"$*2$0

!其 次 为
#$*/%

#

$1*"%==

片 烟!占 比 为
$1*.#0

!

.*!1

#

#$*/% ==

和

#

"$*%==

的片烟占比接近!分别为
#"*!"0

和
#"*!#0

!

$*!.

#

.*!1==

片烟占比最小!为
$*&$0

%

$*$

!

不同尺寸片烟常规化学成分变化特征

由表
$

可知!总糖$还原糖$钾$烟碱含量和氮碱比在不

同尺寸片烟间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糖碱比的差异达到显

著水平!其中总糖和还原糖含量均以
$1*"%

#

"$*%%==

的最

高!以
$*!.

#

.*!1==

的最低!且显著低于其他尺寸&糖碱比

以
$1*"%

#

"$*%%==

的最高!与其他尺寸之间差异不显著!

但是显著高于
$*!.

#

.*!1==

的&钾含量以
#

"$*%%==

烟

片最高!且显著高于
#$*/%

#

$1*"%==

和
.*!1

#

#$*/%==

的!其他尺寸之间差异不显著&烟碱含量以
.*!1

#

#$*/%==

的最高!且显著高于其他尺寸!以
$*!.

#

.*!1==

的最低!除

与
#

"$*%%==

差异不显著外!显著低于其他尺寸&氮碱比以

$*!.

#

.*!1 ==

的氮碱比最高!以
.*!1

#

#$*/% ==

和

$1*"%

#

"$*%%==

的最低!且显著低于
$*!.

#

.*!1==

和

#

"$*%%==

的%蛋白质$氯$总氮和钾氯比在不同尺寸间的

差异不显著%

!!

为进一步明确各项化学成分指标的协调性!采用灰色关

联分析法对不同尺寸片烟常规化 学 成 分 进 行 综 合 评

价.

#$-#!

/

%总糖$还原糖$钾和钾氯比属于在适宜范围内越大

越好的指标!取各指标检测值中的最大值作为最优参考值!

表
#

!

各样品不同尺寸片烟占比统计表

6>P)D#

!

6CD

N

G(

N

(GO?(E(TI?TTDGDEOS?@DO(P>BB(SOG?

N

S

样品
#

"$*%%== $1*"%

#

"$*%%== #$*/%

#

$1*"%== .*!1

#

#$*/%== $*!.

#

.*!1==

许昌
Z #"*$# "$*.$ $"*/& #"*2$ !*"&

许昌
9 #"*$" "$*/! $.*%$ #"*#1 $*&1

许昌
R #"*.! "!*2% $1*"% #"*%2 #*2/

三门峡
X #"*#1 "$*"! $.*$" #"*#& !*%%

均值
#"*!# "$*2$ $1*.# #"*!" $*&$

''''''''''''''''''''''''''''''''''''''''

#1

基础研究
!

$%#&

年第
##

期



表
$

!

不同尺寸片烟常规化学成分的描述统计和多重比较m

6>P)D$

!

6CDSO>O?SO?BS>EI=H)O?

N

)DB(=

N

>G?S(E(TG(HO?EDBCD=?B>)B(=

N

(EDEOS>=(E

F

I?TTDGDEOS?@DS

尺寸#
==

总糖#
0

还原糖#
0

蛋白质#
0

钾#
0

氯#
0

混合
$$*"$e$*!$

P

#2*/#e$*".

P

##*"%e#*$"

>

#*.$e%*#!

>

#*%!e%*"$

>

!! #

"$*%% $$*#2e#*2#

P

$%*$2e#*#$

P

##*"$e#*!1

>

#*..e%*#2

>

#*%#e%*".

>

$1*"%

#

"$*%% $"*#&e#*2%

>

$#*"1e#*2%

>

##*%#e#*$1

>

#*1!e%*#2

P

%*2.e%*""

>

#$*/%

#

$1*"% $!*%/e$*!&

>P

$%*!/e$*$&

P

##*"$e#*$2

>

#*"2e%*#!

B

%*2$e%*!2

>

.*!1

#

#$*/% $$*!!e$*"#

P

#2*..e$*##

P

##*!"e#*1!

>

#*"/e%*#1

B

%*2"e%*""

>

$*!.

#

.*!1 $%*%%e$*!"

B

#/*#.e$*$$

B

##*/1e#*%!

>

#*12e%*#1

>P

#*%.e%*"$

>

!

值
#/*&$$ $$*1%2 #*11& ##*#"2 %*/&%

'''''''''''''''''''''''''''''''''''''''''''

:

值
%*%%% %*%%% %*#/! %*%%% %*1.1

尺寸#
==

总氮#
0

烟碱#
0

糖碱比 氮碱比 钾氯比

混合
$*!"e%*$"

>

$*2#e%*!1

>PB

/*&.e#*.%

>P

%*&#e%*%1

P

#*&/e%*21

>

!! #

"$*%% $*$/e%*$1

>

$*&1e%*!/

PB

/*2.e#*.%

>P

%*&%e%*%"

P

$*#$e#*"$

>

$1*"%

#

"$*%% $*$$e%*$$

>

$*2!e%*$1

>PB

&*!$e#*$2

>

%*/.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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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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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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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

#

.*!1

$*!$e%*$%

>

$*/&e%*!!

B

/*!$e#*.%

P

%*&"e%*%"

>

#*&$e#*#%

>

!

值
#*112 !*&/$ $*1&#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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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 %*%%$ %*%$/ %*%%% %*&!$

!!!!

m

!

同列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达到
%*%1

显著水平%

蛋白质$氯为越小越好的指标!取最小值为最优参考值!总

氮$烟碱$糖碱比和氮碱比属于适中指标.

#"

/

!分别取
$*$10

!

$*1%0

!

#%*%%

!

%*2%

作为最优参考值.

#1

/

!经计算氮碱比$糖碱

比$还原糖$总糖$钾$钾氯比$总氮$氯$蛋白质$烟碱的权重

分别为
%*$"

!

%*#/

!

%*##

!

%*#%

!

%*#%

!

%*#%

!

%*%&

!

%*%1

!

%*%"

!

%*%#

!由评价结果+图
#

,可知!常规化学成分综合评价得分在

不同尺寸间表现为"

$1*"%

#

"$*%%==

+

%*&#

,

#

"$*%%==

以

上+

%*&%

,

#

#$*/%

#

$1*"%==

+

%*.2

,

#

混合+

%*..

,

#

.*!1

#

#$*/%==

+

%*."

,

#

$*!.

#

.*!1==

+

%*12

,%

$*!

!

不同尺寸片烟中性致香物质含量变化特征

对不同尺寸片烟中性致香物质含量变化进行统计!统计

结果见表
!

$

"

和图
$

%由图
$

可知!美拉德反应产物$苯丙氨

酸类降解产物$和新植二烯含量均以
$1*"%

#

"$*%%==

最高!

图
#

!

不同尺寸片烟常规化学成分综合评价得分

5?

F

HGD#

!

R(=

N

GDCDES?,DD,>)H>O?(ESB(GD(TG(HO?ED

BCD=?B>)B(=

N

(S?O?(E(TI?TTDGDEOS?@DS

而类西柏烷类降解产物以
$1*"%

#

"$*%% ==

的最低!以

#$n/%

#

$1*"% ==

的最高!除新植二烯含量以
.*!1

#

#$*/%==

最低外!其他各类中性致香物质均以
$*!.

#

.*!1==

的最低%中性致香物质总量表现为"

$1*"%

#

"$*%%==

+

.&"*%&

%

F

#

F

,

#

"$*%%==

以上+

..$*.%

%

F

#

F

,

#

混合+

.12*"$

%

F

#

F

,

#

#$*/%

#

$1*"% ==

+

.1$*.2

%

F

#

F

,

#

.*!1

#

#$*/%==

+

.!%*2&

%

F

#

F

,

#

$*!.

#

.*!1==

+

.$.*1#

%

F

#

F

,%

$*"

!

不同尺寸片烟感官质量变化特征

由图
!

$

"

可知!香气质$香气量$浓度$细腻程度$余味$

杂气的得分和总得分在不同尺寸间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刺激性的得分差异不显著%整体来看!随着片烟尺寸的降

低!各个感官指标得分+除细腻程度,和总得分均为先增加后

降低的趋势%

$1*"%

#

"$*%%==

片烟的香气质$香气量$杂气

图
$

!

不同尺寸片烟中性致香物质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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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尺寸片烟中性致香物质含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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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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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DEOS>=(E

F

I?TTDGDEOS?@DS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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糠醛#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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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糠醇#

+

%

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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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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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甲醛#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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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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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乙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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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乙醇#

+

%

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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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酮#

+

%

F

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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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茄二酮#

+

%

F

0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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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1$ #*21 $/*&$ $*/$

!! #

"$*%% #%*!1 $*./ %*2$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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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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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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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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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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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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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尺寸片烟各类中性致香物质含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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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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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拉德反应产物#

+

%

F

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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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丙氨酸类降解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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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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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西柏烷类降解产物#

+

%

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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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胡萝卜素类降解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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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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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植二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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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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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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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 #.*%" !1*1# .%%*!1

#$*/%

#

$1*"% ##*#! &*2# !#*2/ $1*"1 1/1*$!

.*!1

#

#$*/% #%*2# /*$. $2*$% $!*#& 1.%*"$

$*!.

#

.*!1 #%*!% &*#2 $1*$# $#*.2 1.#*#$

得分和总得分均最高!且显著高于
.*!1

#

#$*/%==

和
$*!.

#

.*!1==

片烟&

$*!.

#

.*!1==

片烟的香气质$香气量$浓度$

余味$杂气得分和总得分均最低!且香气质和杂气的得分显

著低于其他所有尺寸的片烟%总得分在不同尺寸间表现为"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达到
%*%1

显著水平

图
!

!

不同尺寸片烟感官质量各指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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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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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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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以上

+

."*%2

,

#

#$*/%

#

$1*"% ==

+

.!*22

,

#

.*!1

#

#$*/% ==

+

.!*".

,

#

$*!.

#

.*!1==

+

.#*/%

,%

!!

结合不同尺寸片烟常规化学成分综合评价得分和中性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达到
%*%1

显著水平

图
"

!

不同尺寸片烟感官质量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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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物质总量变化数据可见!感官质量得分与其变化并不完

全一致!可能是感官评吸除受常规化学成分$中性致香物质

影响外!还受其他香味物质含量$

N

[

值等的影响.

#1-#.

/

!但总

体上讲!均以
$1*"%

#

"$*%%==

片烟质量最高!且该规格片

烟制成的烟丝结构优$填充性能好.

!

/

!

.*!1

#

#$*/%==

和

$n!.

#

.*!1==

片烟整体质量最低!且
$*!.

#

.*!1==

片烟

成丝性能较差!经制丝工序后大部分转变为碎末及尘土.

#/

/

%

!

!

结论
浓香型烤烟打叶后不同尺寸片烟的主要化学成分$中性

致香物质含量和感官质量均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尺寸为

$1n"%

#

"$*%%==

片烟的综合质量最好!有望作为高等级原

料的替代品&尺寸
#

"$*%==

的内在质量仅次于
$1*"%

#

"$n%%==

的&尺寸为
$*!.

#

.*!1==

的内在质量较差!因此

在打叶复烤时尽量将该尺寸规格的片烟筛除!并作为再造烟

叶的原料!不仅减少制丝卷制过程原料损耗!而且能够提高

打叶复烤后片烟的整体质量%总体而言!将片烟筛分后得到

的不同尺寸片烟进行分类使用!能够进一步拓宽原料的使用

范围!提升烟叶整体使用价值%本次试验选取的材料是河南

上部和中部烟叶模块!所得结论对不同地区其他部位烟叶的

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

/余娜!夏艺丰!朱文魁!等
*

叶片结构与叶丝结构关系模型研

究.

L

/

*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

,"

$"<$&*

.

$

/唐军!邱昌桂!周冰!等
*

不同尺寸片烟及不同长度成品烟丝化

学成分的变化.

L

/

*

烟草科技!

$%#.

!

"2

+

##

,"

"$<11*

.

!

/罗登山!曾静!刘栋!等
*

叶片结构对卷烟质量影响的研究进

展.

L

/

*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

$1

+

$

,"

#!<#/*

.

"

/堵劲松!申晓锋!李跃锋!等
*

烟丝结构对卷烟物理指标的影

响.

L

/

*

烟草科技!

$%%&

+

&

,"

&<#!*

.

1

/申晓锋!李华杰!王锐亮!等
*

烟丝结构与卷烟单支重量和烟支

密度及其稳定性的灰色关联分析.

L

/

*

中国烟草学报!

$%%2

!

#1

+

.

,"

$!<$.*

.

.

/李善莲!申晓锋!李华杰!等
*

烟丝结构对卷烟端部落丝量的影

响.

L

/

*

烟草科技!

$%#%

+

$

,"

1</

!

#%*

.

/

/蔡联合!邹克兴!孙建生!等
*

打叶框栏尺寸对烤烟打叶过程中

叶片结构及出片率的影响.

L

/

*

湖南农业科学!

$%#/

+

&

,"

/&<&%*

.

&

/徐大勇!李新锋!范明登!等
*

复烤温度对片烟收缩率及大小分

布的影响.

L

/

*

烟草科技!

$%#!

+

!

,"

#$<#.*

.

2

/邱承宇!管仕栓!褚智国!等
*

片烟筛分提质试验研究.

L

/

*

安徽

农学通报!

$%#$

!

#&

+

#2

,"

#&/<#&&*

.

#%

/王瑞新
*

烟草化学品质分析法.

^

/

*

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

#222

"

"!<#$%*

.

##

/陈胜可
*\:\\

统计分析从入门到精通.

^

/

*

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

$%#%

"

#&/<#2#*

.

#$

/刘思峰
*

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

^

/

*&

版
*

北京"科学出版社!

$%#/

"

1"#<1/&*

.

#!

/陈征!任志广!范艺宽!等
*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的烟叶化学

成分评价研究进展.

L

/

*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

!

#2

+

1

,"

#$2<#!/*

.

#"

/王彦亭!谢剑平!李志宏!等
*

中国烟草种植区划.

^

/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

!<"*

.

#1

/江厚龙!陈涛!马红辉!等
*

重庆烟区烤烟感官品质主要影响因

子分析.

L

/

*

烟草科技!

$%#"

+

.

,"

&/<2$*

.

#.

/邵惠芳!郑聪!许自成!等
*

西南烟区烤烟
N

[

分布特点及与感

官品质的关系.

L

/

*

中国烟草科学!

$%#%

!

!#

+

!

,"

#&<$$

!

!$*

.

#/

/李新学
*

降低烟叶损耗 提高经济效益.

L

/

*

烟草科技!

#22%

+

1

,"

"*

!上接第
$!

页"

.

&

/

84;ZE<

F

H(

!

\]+X><UDE

!

i[]iC?<UD?

!

DO>)*+(EIDSOGHBO?,D

D̂>SHGD=DEOS(T5GDD@?E

F

:>G>=DODGS(T5G(@DE:(GB?ED D̂>OP

Q

+4M[

QN

DGS

N

DBOG>)4=>

F

?E

F

.

L

/

*5((Ig9?(

N

G(BDSS6DBCE()(

FQ

!

$%#.

!

2

+

2

,"

#"""<#"1"*

.

2

/杨昆程!郭培源!刘硕!等
*

高光谱技术在腊肉亚硝酸盐含量检

测的应用.

L

/

*

科技通报!

$%#.

!

!$

+

##

,"

/%</"*

.

#%

/邹小波!李志华!石吉勇!等
*

高光谱成像技术检测肴肉新鲜

度.

L

/

*

食品科学!

$%#"

!

!1

+

&

,"

&2<2!*

.

##

/

J4]hH<UD?

!

\]+X><UDE

!

R[;+YLHE<CH

!

DO>)*[

QN

DGS

N

DB<

OG>)?=>

F

?E

F

SDES?E

F

(TBC>E

F

DS?E=(?SOHGDB(EODEO>EIB()(G(T

PDDTIHG?E

F

=?BG(U>,DCD>O?E

FN

G(BDSS

.

L

/

*5((I ZE>)

Q

O?B>)

D̂OC(IS

!

$%#&

!

##

+

2

,"

#<#!*

.

#$

/温斯颖
*

不同种类动物肌肉蛋白质消化产物比较研究.

X

/

*

南

京"南京农业大学!

$%#1

"

""<1%*

.

#!

/李诗义!诸晓旭!陈从贵!等
*

肉和肉制品的营养价值及致癌风

险研究进展.

L

/

*

肉类研究!

$%#1

!

$2

+

#$

,"

"#<"/*

.

#"

/李祥睿
*

西餐中肉类的烹调成熟度及其辨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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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中肉类烹调程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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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粒子群优化的非线性系统最小

二乘支持向量机预测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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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理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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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冷藏过程中猪肉的光谱特性研究及其品质的快速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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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处理对牛肉蛋白质组分及其

降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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