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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香型卷烟风格特征的修饰强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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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清香型成品卷烟代表品牌为研究目标$首先对空白

叶组&加香加料卷烟及成品卷烟进行了感官评吸$结果表明"

叶组加香加料后其感官评吸各指标都有大幅度提升$趋近于

成品卷烟$但是在清香&花香&酸甜香属性上还不及成品卷

烟!对加香加料卷烟及成品卷烟的烟丝进行了
OY*IZ

分

析$结果发现"有
($

个挥发性成分未在加香加料卷烟中检测

出$这些成分大多具有花香&甜香香气!在该基础上$通过调

香技术$强化和修饰了其清香型特征$电子鼻分析结果表明$

经过修饰强化后的叶组与成品卷烟接近一致!

关键词!清香型卷烟%挥发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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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燃烧后产生的香气和吃味构成了卷烟的风格特

征)

"

*

&目前%中国的卷烟产品按照其风格特征可基本划分为

浓香型-中间香型和清香型三大类&以云南卷烟为代表的清

香型卷烟因其突出的怡人香气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

*

&

卷烟的风格特征主要取决于烟叶的品质)

!

*

&近年来%随着市

场对卷烟产品需求的不断攀升%优质烟叶的种植量和市场需

求量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不断加大薄片和梗丝调配比例的

情况下%卷烟特有的香味风格特征也不断地被削弱%因此卷

烟风格特征的保持和强化显得尤其重要)

N

*

$M&

&目前%调香技

术是保持和强化卷烟风格特征的主要方法之一)

%

*

&在烟丝

中添加不同香原料按照一定比例调配而成的表香配方%可以

直接有效地对卷烟的风格特征进行修饰和强化&

本研究室前期利用
OY*IZ

与电子鼻指纹图谱技术对清

香型卷烟进行了品质和风格特色质量分析%构建了清香型卷

烟的致香物质标准指纹图谱和电子鼻雷达指纹图谱)

'

*

%为本

研究提供了技术理论支撑&

本研究拟以某品牌清香型卷烟及某叶组配方为研究对

象%通过感官评价并结合
ZV)

(

OY*IZ

方法对烟丝的香味成

分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叶组进行加香加料试验%以期为

清香型卷烟风格特征的修饰和强化提供理论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6"

!

试验材料

=

品牌卷烟"清香型%云南红塔集团$

=

品牌卷烟的叶组"实验室自制$

正十七烷内标"纯度
"

&&P

%美国
Z-

>

+,

公司$

二氯甲烷"色谱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氯化钠-无水硫酸钠"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6(

!

试验仪器

OY*IZ

"

=

>

-.74/$:&#=*%&$%Y

型%美国安捷伦公司$

同时蒸馏萃取装置"

GR*hQ

型%天长市长城玻璃仪器制

造厂$

旋转蒸发仪"

T)*%(&&

型%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分析天平"

RZ("NZ

型%德国
Z,C/0C-51

公司$

水浴锅"

GG*"

型%南京晓晓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电热套"

[<Ge*@@

型%上海越众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



吸烟机"

TI(#G

型%德国
R0C

>

D,.8/hY

公司$

电子鼻"

WJgN###

型%法国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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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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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方法

"6!6"

!

加香加料样品的制备
!

称取
(

份品牌卷烟的叶组

!

(##

>

(份#%一份作为空白样品%另一份作为加香加料样品&

加料"按照
(##

>

叶组重量的
"6%P

称取底料%用水稀释

至
(#

>

%均匀地喷洒在叶组表面%充分混合后密封储存
(A

$

烘箱设置
""# ]

%将加料烟丝进行适度烘干%叶组含水率

"!P

左右%待用&

加香"按照
(##

>

叶组重量的
"P

称取表香%用
:#P

酒精

稀释至
N

>

%均匀地喷洒在已加料的叶组表面&

将制备好的加香加料样品置于湿度
'#P

-

((]

的恒温

恒湿箱内平衡
N:A

&

"6!6(

!

样品的感官评吸
!

选取
:

名经过专门培训与筛选%对

香气标准样品非常熟悉的感官评价员%建立专门的感官评价

小组)

N

*

&

&按照
OR

(

K"'NN$

'

(##N

调节卷烟样品的水分%制

备样品&利用香味轮廓分析法%采用
:

分制对
!

个卷烟样品

的
$

个品质指标余味-飘逸-绵长-柔和细腻-清香-花香-酸

香进行感官评定&

"6!6!

!

ZV)

(

OY*IZ

分析

!

"

#

ZV)

处理"参照文献)

$

*%修改如下"称取烟丝样品

重量为
(%

>

!精确至
#6#"

>

#%同时蒸馏萃取后萃取液直接于

旋转蒸发仪中旋干%加入
"+?

二氯甲烷复溶%过
#6((

"

+

滤

膜于进样瓶中%再加入
"#

"

?&6&:+

>

(

+?

的十七烷内标%混

匀%进行
OY*IZ

分析$

!

(

#

OY*IZ

分析"色谱柱"

VR*%IZ

!

QUe "((*%%!(

"

!#+b(%#

"

+b#6(%

"

+

#$分析条件参照文献)

:

*&

"6!6N

!

烟丝的电子鼻分析
!

参照文献)

&

*&

"6N

!

数据处理

运用
)i97.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

!

结果与讨论
(6"

!

卷烟的感官评吸结果

按照
"6!6"

的方法进行卷烟的加香加料%同时对空白叶

组-加香加料卷烟及成品清香型卷烟进行感官评吸%结果见

图
"

&结果表明%与空白叶组相比%加香加料后的卷烟在各项

感官属性上都有提升%尤其在飘逸感官属性上几乎完全接近

成品卷烟%其次为余味-绵长属性&说明空白叶组的加香加

料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图
"

可以看出%加香加料的卷

烟尤其在清香-花香-酸甜香属性上还不及成品卷烟%因此仍

需要在加料或加香环节进行进一步修饰补偿&

(6(

!

烟丝挥发性成分含量分析

本研究将加香加料烟丝和成品烟丝进行了挥发性成分

分析%结果见表
"

&根据成品烟丝和加香加料卷烟烟丝挥

发性成分中各物质的含量划分为
!

组&

=

组"成品卷烟的

含量高于加香加料卷烟%包含
%#

个组分$

R

组"成品卷烟与

加香加料卷烟的含量无显著性差异%包含
"&

个组分$

Y

组"

成品卷烟的含量低于加香加料卷烟%包含
"N

个组分&通过

感官评吸结果可知加香加料卷烟在余味-绵长及柔和细腻属

图
"

!

卷烟的感官评吸结果

W-

>

5C7"

!

KA717410C

2

7H,.5,/-04C715./0B9-

>

,C7//7

性仍不及成品卷烟%所以重点分析
=

组化合物含量的变化

情况&

由表
"

可知%与成品卷烟相比%有
($

个成分未在加香加

料卷烟中检测出%包括
(*

吡啶甲醛-苯甲醛-甲基环戊烯醇

酮-壬醛-

-*

甲基吡咯
*(*

甲醛-烟酸甲酯-薄荷醇-一缩二乙

二醇单丁醚-四甲基茚满-苯乙酸乙酯-紫罗烯-洋茉莉醛-

!*

氧代
*

#

*

紫罗兰醇-肉豆蔻醛等&这些成分大多数都具有一

定的香气特征%常用在香精的调配中&如苯甲醛具有苦杏

仁-樱桃及坚果香$甲基环戊烯醇酮具有咖啡似的焦糖样愉

快香气$薄荷醇具有薄荷香气并有清凉的作用$苯乙酸乙酯

有浓烈而甜的蜂蜜香气$洋茉莉醛有清甜的豆香兼茴清香

气$三乙酸甘油酯有微弱果香-甜的味道$肉豆蔻醛具有果

香$苯甲酸苄酯具有清淡的类似杏仁的香气$苯乙酸苯乙酯

具有玫瑰-海仙花-蜂蜜样极甜的香气和甜的水果味$苯乙醛

具有强烈的花香$苯乙醇具有清甜柔和的玫瑰花和蜂蜜样香

气$巨豆三烯酮具有烟草甘甜香气%改善烟香%柔和丰满%掩

盖杂味%也是烟草重要挥发成分$

!*

氧代
*

#

*

紫罗兰醇经燃吸

裂解成巨豆三烯酮%赋予烟草甘草样的特征香气%有利于卷

烟香气的保存-香型的协调%能增强烟香%改善吸味%调和烟

气%增加丰满度%减少杂气-刺激性-干燥感%提高香气质-增

加香气量&

在成品卷烟中%这些组分可能来自于加香环节所添加的

烟草香精%也可能部分来源于成品卷烟叶组的某些烟丝中%

而加香加料卷烟的叶组缺乏这些烟丝组成&

另外%加香加料卷烟中检测到的具有显著风味特征的化

合物%其含量也明显低于成品卷烟%如苯乙醛具有类似风信

子的香气%稀释后具有水果的甜香气%存在于烤烟烟叶-白肋

烟烟叶-香料烟烟叶中%常用于烟草香精中%其在加香加料卷

烟中的含量为
!6%:

"

>

(

>

%是成品卷烟中含量的
'%6:#P

$巨

豆三烯酮具有烟草甘甜香气%可改善烟香%柔和丰满%掩盖杂

味%是卷烟的重要香气成分%也常用于烟草香精中%

N

种同分

异构体在加香加料卷烟中的含量为
!:6((

"

>

(

>

%是成品卷烟

中含量的
:'6"(P

&

通过上述分析%加香加料卷烟中的确缺失一些香气成

分%这些化合物基本呈现出甜香及花香香气&前期的研究结

果表明卷烟的清香风格除与清香属性相关外%还与花香及酸

香感官属性相关)

"#

*

&因此在后续香气修饰上可以进行强化

修饰&

#(

基础研究
!

(#"$

年第
:

期



表
"

!

加香加料卷烟和成品卷烟的烟丝挥发性成分分析^

K,F.7"

!

=4,.

2

1-10BH0.,/-.790+

E

054810B17+-*B-4-1A78,48B-4-1A789-

>

,C7//71

组别 化合物
含量(!

"

>

.

>

M"

#

加香加料卷烟 成品卷烟

=

组

环戊烯二酮
"6'Nc#6"# "6&&c#6"%

(*

乙酰基呋喃
#6!!c#6#N #6'#c#6#!

(*

吡啶甲醛
48 #6"(c#6#(

%*

甲基糠醇
#6($c#6#( #6NNc#6#"

苯甲醛
48 #6!$c#6#(

(*

戊基呋喃
#6"!c#6#" #6((c#6#"

甲基环戊烯醇酮
48 #6!:c#6#"

苯甲醇
"6:'c#6"N %6'!c#6(:

苯乙醛
!6%:c#6(N %6NNc#6"!

壬醛
48 #6%'c#6#&

苯乙醇
"6'(c#6#' (6%#c#6#(

-*

甲基吡咯
*(*

甲醛
48 #6"%c#6#"

烟酸甲酯
48 #6$"c#6#!

薄荷醇
48 ((6N!c#6:!

一缩二乙二醇单丁醚
48 !6$"c#6!#

#

*

松油醇
#6"Nc#6#! #6"&c#6#"

四甲基茚满
48 #6"%c#6#"

苯乙酸乙酯
48 #6$%c#6#!

紫罗烯
48 #6%&c#6#(

去氢白菖烯
#6"#c#6#( #6":c#6#"

洋茉莉醛
48 #6!!c#6#"

三乙酸甘油酯
48 !6$%c#6(#

三甲基苯基丁二烯
(6!'c#6"# N6%Nc#6":

三甲基苯基丁二烯!异构体#

(6N'c#6"" !6&&c#6"N

!

*

二氢大马酮
"6#!c#6#% "6NNc#6""

乙酸肉桂酯
48 #6!Nc#6#"

(*

甲基香豆满
48 #6N'c#6#(

(

%

N*

二叔丁基苯酚
48 #6$&c#6#(

巨豆三烯酮
, (6$:c#6#$ !6N!c#6"#

巨豆三烯酮
F "%6'#c#6%$ "$6%:c#6!%

!*

羟基
*

!

*

大马酮
#6$%c#6#! #6&#c#6""

巨豆三烯酮
9 (6':c#6"N (6$'c#6"(

巨豆三烯酮
8 "$6"'c#6(% (#6'"c#6N%

!*

氧代
*

#

*

紫罗兰醇
48 #6!(c#6#!

三甲基丙烯基萘
48 #6(!c#6#"

肉豆蔻醛
48 #6((c#6#"

肉豆蔻酸甲酯
#6N&c#6#( #6$'c#6#(

苯甲酸苄酯
48 "6N$c#6#'

十六碳三烯酸甲酯
48 #6&(c#6#(

苯乙酸苯乙酯
48 #6$#c#6#"

棕榈酸甲酯
""6(!c#6!# (#6""c#6!N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6!!c#6#% "6$$c#6#$

组别 化合物
含量(!

"

>

.

>

M"

#

加香加料卷烟 成品卷烟

=

组

黑松醇
#6N(c#6#& "6(&c#6#&

棕榈酸乙酯
48 (6NNc#6#$

亚油酸甲酯
!6!:c#6"& %6N"c#6%N

亚麻酸甲酯
'6%#c#6"N ""6("c#6N(

油酸甲酯
48 "6(%c#6"%

硬脂酸甲酯
!6!'c#6(( N6#!c#6"(

N

%

:

%

"!*

杜法三烯
*"

%

!*

二醇
48 "6"%c#6#%

二十酸甲酯
48 #6"Nc#6#"

R

组

甲基庚烯酮
#6!#c#6#( #6"&c#6#(

芳樟醇
#6:%c#6#: #6$Nc#6"N

烟酮
#6((c#6#! #6"$c#6#(

十二烷
#6((c#6#( #6"%c#6#(

N*

乙烯基愈创木酚
N6'Nc#6!$ (6'(c#6((

香叶基丙酮
"6&Nc#6"( "6$:c#6"(

!

*

紫罗兰酮环氧化物
(6N&c#6"! "6'$c#6#&

二氢猕猴桃内酯
!6!Nc#6!% (6":c#6(!

(

%

!*

联吡啶
(6'%c#6(% (6#$c#6(!

肉豆蔻酸
%6N(c#6N! "6%:c#6"!

螺岩兰草酮
!6"#c#6($ (6(%c#6($

新植二烯
%(!6%(c!#6&! ('$6!&c(&6%&

金合欢基丙酮
N6':c#6!" (6%$c#6(&

植物呋喃
!6$#c#6(: !6#"c#6(:

棕榈酸
"#$6:#c&6!! N:6$'c&6%(

亚麻酸
!$6:!c"6N# "(6!Nc(6&"

油酸酰胺
"(6$!c#6'$ (6%%c#6!N

二十七烷
(6:&c#6"N "6:$c#6!(

角鲨烯
#6''c#6%# #6!'c#6"(

Y

组

!*

吡啶甲醛
#6"!c#6#! #6"!c#6#!

!

?

%

?

#

*(

%

N*

庚二烯醛
#6"!c#6#" #6"(c#6#!

吲哚
#6:"c#6#N #6$:c#6#%

反式
*

!

*

紫罗兰酮
#6!$c#6#N #6!#c#6#(

二十五烷
#6:%c#6#' #6::c#6#N

(*

乙酰基吡咯
"6'(c#6"( "6':c#6"!

藏红花醛
#6"&c#6#( #6"$c#6#!

乙基甲基马来酰亚胺
#6(:c#6#! #6("c#6#(

大马酮异构体
#6":c#6#" #6":c#6#"

茄酮
(#6#:c#6$" "&6%"c#6&:

十八烷
#6%:c#6#! #6'#c#6"#

尼古丁
#6#:c#6#" #6#&c#6#"

%*

甲基糠醛
#6'%c#6#( #6'&c#6#"

三甲基四氢萘
#6!:c#6#! #6N(c#6#"

!!

^

!

48

表示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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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卷烟的修饰强化及感官评吸

根据感官评价结果%需要在叶组的加香加料环节进行香

气的修饰或强化使之在清香-花香-酸甜香属性上加强%通过

烟丝的
OY*IZ

对比分析%可以先增加缺失的一些化合物%通

过感官评吸再逐步进行调整%其感官评价结果见表
(

&

表
(

!

添加不同香料后卷烟的感官评吸结果

K,F.7(

!

Z7410C

2

7H,.5,/-04C715./10B,88-4

>

8-BB7C74/

BC,

>

C,4971

配方!每
"

>

烟丝添加量# 感官描述

秘鲁浸膏
!#

"

>

烟气甜润感增加%香气自然飘

逸%余味干净

!

*

二氢大马酮
"#

"

>

烟香中的清甜感有提升%余味

干净

苯乙酸苯乙酯
(#

"

>

增加烟气中的花香-蜜甜香

韵%与烟香谐调性较好

秘鲁浸膏
"#

"

>

_

!

*

二氢大马酮

"#

"

>

_

苯乙酸苯乙酯
(#

"

>

_

巨

豆三烯酮
"#

"

>

_

苯乙醛
%

"

>

卷烟的花甜香增加%清香透

发%香气自然飘逸%余味干净

!!

由于秘鲁浸膏呈新鲜香膏的清甜香气%也是该卷烟叶组

所欠缺的香气%所以首先选择在加香加料卷烟中补加秘鲁浸

膏%添加后烟气甜润感增加%香气自然飘逸%余味干净$另外%

又考察了分别添加烟丝分析中所缺失的化合物以后的感官

评吸结果%添加
!

*

二氢大马酮的卷烟其烟香中的清甜感有提

升%余味干净$添加苯乙酸苯乙酯的卷烟其烟气中的花香-蜜

甜香韵增加%与烟香谐调性较好&因此%又对以上香料进行

了复配添加%添加后卷烟的评吸结果显示卷烟的花甜香明显

增加%清香透发%余味干净&

(6N

!

电子鼻分析结果

电子鼻是通过气体传感器阵列的响应曲线来实现对气

体的识别%其可以对样品的气体信息进行对比分析%通过电

子鼻分析可以准确快速地反映不同样品的整体风味轮廓&

采用电子鼻对经加香加料并修饰强化的烟丝样品-成品卷烟

及空白对照进行分析%结果见图
(

&由图
(

可知"烟丝样品在

传感器上响应值修饰强化卷烟和成品卷烟显著强于空白样

品&修饰强化卷烟和成品卷烟相比%虽然成品卷烟的风味轮

图
(

!

各烟丝的电子鼻雷达图谱

W-

>

5C7(

!

KA77.79/C04-940178,/,0B8-BB7C74/9-

>

,C7//71

廓仍稍强于修饰强化卷烟%但二者的风味轮廓基本一致%接

近于重叠&且经过修饰强化的卷烟在抽吸品质上可以与成

品卷烟相媲美&

!

!

结论
本试验通过对空白叶组-加香加料卷烟及清香型代表品

牌成品卷烟香气风格的分析发现%相比于成品卷烟%加香加

料卷烟在清香-花香-酸甜香属性方面存在明显缺陷&采用

OY*IZ

对烟丝挥发性成分进行进一步分析%明确了加香加

料卷烟中缺失的
($

种卷烟特征香气成分&在此基础上%通

过调香技术强化和修饰其清香型特征&电子鼻分析结果表

明%经过修饰强化后的叶组与成品卷烟接近一致&

因此%对主产区烟叶%可通过调香技术强化和修饰其清

香型特征%从而降低优质清香型原料的使用比例&而后续对

于非主产区烟叶%可通过香气前体物的补偿和调香技术%弥

补烟叶原料的风格缺陷%从而保障清香型卷烟的原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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