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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标准选取糖碱比与钾的乘积作为掺配均匀性

评价标志指标$以
(""

个烟丝%

(""

个梗丝%

!("

个再造烟

叶丝和
#"

个生产线配方烟丝样品为研究对象$通过采集

样品的近红外光谱信息和测定标志指标$利用模式识别

和校正模型的建立$系统构建烟丝%梗丝和再造烟丝掺配

均匀性评价方法&结果表明(

+

;<:D.1

模式识别分析

&

种烟丝样品的近红外光谱整体信息存在较大差异性'

,

烟丝%梗丝和再造烟叶丝掺配均匀性指标的均值分别

为
!")+&*

$

!A#)%$*

$

#")&"*

$梗丝样品掺配均匀性指标

值和波动范围均大于烟丝和再造烟丝样品'

-

掺配均匀

性指标值以
("

为分类阈值时$

#

种烟丝样品近红外光谱

的
;21D0.

呈明显的分类现象$并以
("

为分类阈值建立

了
#

种烟丝的分段校正模型'

.

将未参与建模的
&

种烟

丝和配方烟丝样品通过
;21D0.

模式识别$判定适宜的

分段模型验证后$利用分段模型预测其标志指标$含量与

实际测定结果无显著性差异&该研究建立了烟丝掺配均

匀性的快速评价方法$分析结果稳定性和准确性均较好&

关键词$掺配均匀性'近红外'烟丝'梗丝'再造烟叶丝'校

正模型'判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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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生产过程中按产品配方设计将烟丝&梗丝和再

造烟丝准确掺配!是实现产品中烟丝组分含量稳定的关

键工序!对卷烟减害降焦及改善理化和感官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1

$'&

2

$陈帅伟等1

(

2研究发现!烟碱&焦油&一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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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总粒相物&烟支重量及卷烟吸阻等受再造烟丝&梗丝&

膨胀烟丝掺配比例影响较大!掺配再造烟叶可有效降低

卷烟一氧化碳释放量!膨胀烟丝能有效降低卷烟重量且

提高卷烟吸阻!梗丝对降低卷烟烟碱&焦油和总粒相物具

有积极作用$王兵等1

+

2研究发现!卷烟感官质量受膨胀

梗丝及锟压法再造烟叶含量的影响较为显著$烟丝&梗

丝和再造烟丝混合掺配均匀性直接影响卷烟产品感官质

量的稳定性1

A'%

2

!原料配方的均匀和卷烟产品的稳定已

成为烟草行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据报道!原料掺配均匀性的评价多采用掺配后烟丝

感官指标&物理指标1

9'$"

2

&化学成分1

$$'$!

2及特征性标记

物1

$!'$#

2的差异性进行评价!这些方法多存在前处理及分

析时间较长!难以及时表征原料配方的均匀性!为卷烟稳

定性的评价存在滞后性$近年来!随着近红外光谱分析

技术的不断提升!已有采用近红外光谱快速&无损优点构

建烟叶原料掺配的模式识别模型及定量校正模型!用于

评价卷烟掺配均匀性的报道$如陈小明1

$&

2采用近红外光

谱分析技术快速预测烟丝中"三丝#的百分比表征其掺配

均匀性$由于原料在掺配过程中受产地&年限&品种&等

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且"三丝#在近红外光谱整体信息

上存在一定差异!该方法多通过同一模型预测烟丝中"三

丝#比例!其模型稳定性和准确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李

瑞丽等1

$(

2采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快速预测不同配比烟

丝的多种化学组分及衍生指标主成分得分!具有一定的

创新性!但该方法推广应用的准确性易受主成分分析模

型稳定性的影响$目前!烟草行业制订了以总糖&总植物

碱和钾含量计算试样的特征值法来评价混合均匀度的标

准1

$+

2

!糖碱比和钾在梗丝和再造烟叶中的含量与其在烟

丝中的含量差异较大1

$A'$%

2

!因此上述两个指标与梗丝&

再造烟叶丝掺配比例呈显著相关性1

$9

2

!可有效评价烟丝

掺配的均匀度1

!"

2

$常规流动分析法分别测定烟草总糖&

烟碱和钾含量需对大量样品进行含量测定!耗时!反馈时

效性降低$

鉴于上述标准和近红外光谱技术反馈快速等特点!

试验拟通过选取烟丝&梗丝和再造烟丝化学指标中糖碱

比与钾含量的乘积作为掺配均匀性评价标志指标!系统

构建烟丝&梗丝和再造烟丝的模式识别模型和标志物校

正模型!客观评价配方烟丝的均匀性!以期为烟丝&梗丝

及再造烟丝掺配均匀性的快速评价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个烟丝样品&

(""

个梗丝样品&

!"(

个再造烟叶丝

样品&

#"

个生产线配方烟丝样品(随机挑选烟丝样品

&!"

个&梗丝样品
&!"

个和再造烟叶丝样品
$+"

个作为偏

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

;<:D.1

/定性识别模型1

!$

2

&主成分

分析+马氏距离.

;21D0.

/判别模型1

!!

2和均匀性评价指

标近红外光谱定量分析模型的建模集!余下样品作为上

述模型的外部验证集!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毕节

卷烟厂$

$)!

!

方法

$)!)$

!

近红外光谱采集及预处理
!

参照
.d=&9A

+

!"$#

进行样品前处理$采用
5GP?@NL1QLFRGK44

型傅立叶变换

近红外光谱仪.

=INRE?5GP?@NL

!

\:1

/的漫反射模块采集

样品近红外光谱$参数设置为(光谱扫描范围
$""""

!

&"""PE

'$

!分辨率
%PE

'$

!扫描次数
+&

次$样品采集

前!开机预热仪器
!I

$每个采集样品前自动采集背景光

谱$为消除粉末样品颜色&粒径和仪器硬件性能对近红

外光谱基线漂移和噪声的影响!采用多元散射校正

.

0:2

/

k

二阶求导.

!.

/

k5?RRGK

.

(

!

(

/平滑算法1

!#

2对近

红外光谱进行预处理!计算过程由
=h1QF@

X

KL9)#

软件

.

=INRE?5GP?@NL

!

\:1

/完成$

$)!)!

!

均匀性评价指标测定及分析
!

分别参照
82

0

=

$(9

+

!""!

&

82

0

=$+"

+

!""!

&

82

0

=!$A

+

!""A

和
_d

0

=

!9%(%

+

!"$#

对烟草及烟草制品中的总糖&总植物碱&钾

含量以及糖碱比与钾含量的乘积进行测定$采用
:;::

$!)"

软件分别对烟丝&梗丝&再造烟叶丝和生产线配方烟

丝样品的均匀性评价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

!

;<:D.1

判别模型的建立及评价
!

基于烟丝&梗

丝和再造烟叶丝建模集样品的近红外光谱数据!采用

:4021D;

k

$$)(

.

\06=742:

!

:WNONQ

/软件中
;<:D.1

算法建立上述
#

种类型烟丝的定性识别模型!并基于模

型内部参数和外部验证集样品验证结果对模型进行

评价$

评价模型内部参数1

$+

2

(解释能力.

O

!

W

/&累计解释能

力
O

!

W

.

PME

/&特征值
6G

T

NQSF@MNK

&交叉有效性.

H

!

/&累

计交叉有效性
H

!

.

PME

/和显著性$其中(

H

!

$̀'

EO#55

/

55

/'$

! .

$

/

式中(

EO#55

/

&

55

/'$

+++在
/

和
/'$

主成分下模型预

测残差平方总和$

当
EO#55

/

55

/'$

$

")9(

!时!增加主成分可显著改善模型

的预测能力!当
EO#55

/

55

/'$

#

")9(

!时对模型的预测精度无

明显改善$因此可利用该参数的显著性检验优选最优的

主成分数1

!&

2

$

$)!)&

!

;21D0.

判别模型的建立
!

针对均匀性评价指标

的不同范围!采用其样品近红外光谱分别建立其
;21D

0.

定性判别模型$并预测出外部验证集样品在不同判

别模型中的马氏距离$

$(!

开发应用
.6>6<-;065= / 1;;<421=4-5

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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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红外校正模型的建立及评价
!

基于烟丝&梗丝

和再造烟叶丝建模集样品的近红外光谱数据!采用
=h

1QF@

X

KL9)#

软件.

=INRE?5GP?@NL

!

\:1

/分别建立不同范

围均匀性评价指标的
;<:

定量分析模型!并基于模型内

部参数和外部验证集样品验证结果对模型进行评价$

评价模型内部参数1

$&'$9

2

(决定系数.

O

!

/&交互验证

均方根误差.

70:62>

/&校正误差均方根.

70:62

/'模

型外部 验 证 结 果(外 部 验 证 集 的 预 测 误 差 均 方 根

.

70:6;

/和配对
@

检验结果参数$

!

!

结果与讨论
!)$

!

;<:D.1

定性识别模型的建立

&

种不同类型烟丝样品的近红外光谱如图
$

!

&

所

示!

#

种不同类型烟丝近红外光谱
;<:D.1

定性识别模型

图
$

!

烟丝样品近红外光谱

,G

T

MRN$

!

5NFRGQJRFRNOK

U

NPLRME?JL?VFPP?KFE

U

@N

图
!

!

梗丝样品近红外光谱

,G

T

MRN!

!

5NFRDGQJRFRNOK

U

NPLRF?JKLNEJG@FENQLKFE

U

@NK

参数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当模型的主成分数为
(

时!累计交叉有效性
H

!

.

PME

/为
")9+#

!特征值为
!$)(

$

基于
H

!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最优主成分数为
(

时!模型具

有较好的分类效果$

!!

由图
(

&

+

可知!

#

种类型烟丝样品近红外光谱从二维

.第
$

&

!

主成分得分/和三维.第
$

&

!

&

#

主成分得分/空间

均能分开$

!"(

个外部验证样品均能
$""*

准确识别$

说明
#

种烟丝样品的近红外光谱整体信息存在一定的差

异!为利用近红外光谱信息快速预测掺配均匀性指标奠

定了基础$

!)!

!

掺配均匀性评价指标的测定

由表
!

可知!

&

种不同类型烟丝掺配均匀性指标中烟

图
#

!

再造烟叶丝样品近红外光谱

,G

T

MRN#

!

5NFRGQJRFRNOK

U

NPLRME?JRNEFQMJFPLMRNO

L?VFPP?@NFJKG@aKFE

U

@NK

图
&

!

生产线配方烟丝样品近红外光谱

,G

T

MRN&

!

5NFRDGQJRFRNOK

U

NPLRME?JL?VFPP?

U

R?OMPL

@GQNJ?REM@FKFE

U

@N

表
$

!

不同主成分数下
;<:D.1

定性模型参数结果

=FV@N$

!

;FRFENLNRRNKM@LK?JOGJJNRNQL

U

RGQPG

U

F@P?E

U

?QNQLK?J;<:D.1

g

MF@GLFLGSNE?ON@

主成分数
解释能力

.

O

!

W

/

累计解释能力

O

!

W

.

PME

/

特征值
交叉有效性

.

H

!

/

累计交叉有效性

H

!

.

PME

/

显著性

$ ")!A%" ")!A% !A%)" ")("$ ")("$

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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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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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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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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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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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的平均值最小!其次是再造烟叶丝!最大的为梗丝

.

!%!)"#

/'再造烟叶丝和烟丝的标准差最小!梗丝的最大

.

$A()9"

/'再造烟叶丝含量波动范围最小!梗丝的最大$

梗丝均匀性指标大是因为其烟碱含量低!钾含量高$

!!

由图
A

可知!烟丝掺配均匀性指标多集中于
(

!

&!

!

再造烟叶丝掺配均匀性指标多集中于
$#

!

&$

!梗丝掺配

均匀性指标多集中于
A(

!

A!(

$为提高定量模型的稳定

图
(

!

#

种不同类型烟丝近红外光谱
;<:D.1

识别模型

第
$

%

!

主成分得分分布图!含外部验证集"

,G

T

M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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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MQO$FQO!?JLIRNNOGJJNRN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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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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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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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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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种不同类型烟丝近红外光谱
;<:D.1

识别模型

第
$

%

!

%

#

主成分得分分布图!含外部验证集"

,G

T

MRN+

!

:P?RN?JP?E

U

?MQO$

$

!FQO#?JLIRNNOGJJNRN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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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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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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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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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种不同类型烟丝掺配均匀性指标描述性

统计分析结果

=FV@N!

!

.NKPRG

U

LGSNKLFLGKLGPF@FQF@

X

KGKRNKM@LK?J&OGJD

JNRNQLL

XU

NK?JL?VFPP?V@NQOGQ

T

MQGJ?REGL

X

GQD

ONYNK *

类型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范围

烟丝
!!!!!

("" !")+&

!

%)9+ ()("

!

++)$"

!

梗丝
!!!!!

("" !A#)%$ $A")%& (!)&9

!

$"%A)((

再造烟叶丝
!!

!"( #")&" +)&" A)A%

!

&!)&#

生产线配方烟丝
#" #!)99 $A)!" $9)$!

!

A%)(9

性!应使样本集的基础数据均匀分布在建模范围内!试验

拟选取掺配均匀性指标
("

为建模阈值!

(

("

的范围涵盖

大多数的烟丝和全部再造烟叶丝样本!

#

("

的范围涵盖

全部的梗丝样品和极少数烟丝样本$采用分段建模可以

有效提高
#

种类型烟丝掺配均匀指标校正模型的适

配性$

!)#

!

;21D0.

判别模型的建立及预测

为进一步探析上述分段阈值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以

近红外光谱整体信息为依据!建立了
&

种烟丝光谱的

;21D0.

判别模型$由图
%

可知!所建立的判别模型以

("

为阈值呈明显的两类差异!并以
!#(

个外部样品进行

验证!验证样品识别准确率为
$""*

!表明选取
("

为分段

建模的阈值较为合理$

!)&

!

近红外校正模型的建立及评价

根据上述分段阈值!分别建立
&

种烟丝掺配均匀性

评价指标的近红外校正模型!模型参数见表
#

!模型外部

验证结果见表
&

!建模效果见图
9

!

$"

$由表
#

可知!两个

定量校正模型的决定系数分别为
")9+(!

!

")9+&(

!最优主

成分数分别为
$&

!

$"

!校正误差均方根分别为
!)#"*

!

#()+"*

!交互验证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9

!

#9)+"

!预测范

围分别为
()("*

!

&9)$&*

!

(A)9!*

!

A#9)%!*

$

图
A

!

&

种不同类型烟丝均匀性评价指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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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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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NSF@MFLG?QGQONYNK

?J&OGJJNRNQLL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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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烟丝近红外光谱
;21D0.

判别模型

,G

T

M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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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NFRGQJRFRN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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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种不同范围烟丝掺配均匀性指标近红外光谱模型参数

=FV@N#

!

;FRFENLNRK?JL?VFPP?V@NQOGQ

T

MQGJ?REGL

X

GQONY547E?ON@?JL?VFPP?V@NQOGQ

T

GQLW?OGJJNRNQLRFQ

T

NK

模型名称 决定系数 最优主成分数 校正误差均方根0
*

交互验证均方根误差0
*

预测范围0
*

均匀性评价指标.

(

("

/

")9+(! $& !)#" !)+9 ()("

!

&9)$&

均匀性评价指标.

#

("

/

")9+&( $" #()+" #9)+" (A)9!

!

A#9)%!

表
&

!

!

种不同范围烟丝掺配均匀性指标近红外

光谱模型外部验证结果

=FV@N&

!

6YLNRQF@SF@GOFLG?QRNKM@LK?JL?VFPP?V@NQOGQ

T

MQGJ?REGL

X

GQONY 547 E?ON@K GQ LW?

OGJJNRNQLRFQ

T

NK

外部验证

样品类型

预测误差

均方根0
*

@

值 显著性

烟丝
!!!

$)(& $)A!% ")"%%

梗丝
!!!

!9)"$ '")9"! ")#A"

再造烟叶丝
$)&$ '$)9&( ")"(%

配方烟丝
!

&)(# $)&+$ ")$((

图
9

!

烟丝%梗丝和再造烟叶丝掺配均匀性

评价指标建模效果图!

(

("

"

,G

T

MRN9

!

1PLMF@SF@MNSNRKMKPF@PM@FLNOSF@MN?JV@NQOGQ

T

MQGJ?REGL

X

NSF@MFLG?QGQONY ?JPMLL?VFPP?

$

KLNEL?VFPP?FQORNP?QKLGLMLNOL?VFPP?

!

(

("

"

图
$"

!

烟丝%梗丝和再造烟叶丝掺配均匀性

评价指标建模效果图!

#

("

"

,G

T

MRN$"

!

1PLMF@SF@MN SNRKMK PF@PM@FLNO SF@MN ?J

V@NQOGQ

T

MQGJ?REGL

X

NSF@MFLG?QGQONY?JPML

L?VFPP?

$

KLNEL?VFPP?FQORNP?QKLGLMLNOL?D

VFPP?

!

#

("

"

!!

模型外部验证结果如图
$$

所示$由表
&

可知!针对

烟丝&梗丝&再造烟叶丝和配方烟丝的预测误差均方根分

别为
$)(&*

!

!9)"$*

!

$)&$*

!

&)(#*

$样品实测值和模型

预测值间配对
@

检验表明!在
!

`")"(

水平!两组值间均

无显著差异$由模型内部参数和外部验证结果表明!建

立的
#

种烟丝掺配均匀性指标分类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定

性和准确性$

图
$$

!

烟丝%梗丝和再造烟叶丝掺配均匀性

评价指标外部验证效果

,G

T

MRN $$

!

6YLNRQF@ SF@GOFLG?Q NJJNPL ?J V@NQOGQ

T

MQGJ?REGL

X

NSF@MFLG?QGQONYNKJ?RL?VFPP?

$

KLNEFQORNEFQMJFPLMRNOL?VFPP?@NFSNK

#

!

结论
试验通过对烟丝&梗丝和再造烟叶丝样品近红外光

谱信息结合
;<:D.1

的差异性识别和
#

种类型样品糖碱

比乘钾掺配均匀性指标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
#

种类型

样品在近红外光谱整体信息和掺配均匀性指标范围中均

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主成分分析结合马氏距离优选出

建立掺配均匀性指标的近红外快速预测模型的分类阈值

为
("

$基于上述差异和近红外校正模型分类阈值!分别

建立和评价了糖碱比乘钾掺配均匀性指标近红外快速预

测模型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实际生产应用中!如何将试

验方法应用于直接测定丝状样品!从而实现烟草均匀度

在线监测!仍需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

2谢金栋!黄朝章!吴清辉
)

卷烟叶组配方对主流烟气氨的影

响研究1

C

2

)

中国农学通报!

!"$!

!

!%

.

!&

/(

!(+D!+")

'(!

"

>?@)#+

"

5?)$$

赵科文等$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的烟丝掺配均匀度测定



1

!

2黄志!陶立奇!沙云菲!等
)

梗丝掺配对卷烟主流烟气粒相

物中香味成分的影响1

C

2

)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9

!

&A

.

!

/(

((D+")

1

#

2范红梅!喻赛波!谭海风!等
)

不同梗丝微观结构和燃烧特

性差异及其对卷烟的影响1

C

2

)

烟草科技!

!"$A

!

("

.

A

/(

A+D%$)

1

&

2丁美宙!刘欢!刘强!等
)

梗丝形态对细支卷烟加工及综合

质量的影响1

C

2

)

食品与机械!

!"$A

!

##

.

9

/(

$9AD!"!)

1

(

2陈帅伟!胡苏林!崔宁!等
)

"三丝#掺配比例对卷烟理化指

标的影响研究1

C

2

)

西南农业学报!

!"$(

.

+

/(

!A&!D!A&()

1

+

2王兵!马永亮!申玉军!等
)

"三丝#对卷烟烟气特性及感官

质量的影响1

C

2

)

烟草科技!

!""&

.

%

/(

$#D$()

1

A

2刘栋
)

烟丝混合均匀性研究1

.

2

)

郑州(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

烟草研究院!

!"$$

(

+")

1

%

2靖德军!邓志斌!刘刚!等
)

干法再造烟叶掺配量对卷烟品

质的影响1

C

2

)

河南农业科学!

!"$(

.

#

/(

$+!D$++)

1

9

2刘栋!陈越立!李华杰!等
)

取样量&取样次数对烟丝混合均

匀性检测的影响1

C

2

)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

/(

&(D&9)

1

$"

2李斌!蔡佳校!何邦华!等
)

一种基于热分析技术测定烟丝

中梗丝含量的方法(

$"A!A$#$!d

1

;

2

)!"$9D"+D!$)

1

$$

2杜启云!蔡继宝!陈广平!等
)

化学常规指标评价烟丝掺配

均匀性的研究1

C

2

)

化学工程与装备!

!"$"

.

(

/(

$D&)

1

$!

2杨乾栩!王猛!雷声!等
)

基于总糖0纤维素的配方烟丝均

匀度评价方法建立及应用1

C

2

)

食品与机械!

!"$9

!

#(

.

!

/(

$A%D$%&)

1

$#

2温若愚!赵维一!曾建!等
)

卷烟加料工序均匀性的测定方

法1

C

2

)

江西农业学报!

!"$"

!

!!

.

&

/(

#+D#%)

1

$&

2陈小明
)

烟丝掺配均匀性的近红外光谱识别1

C

2

)

福建分析

测试!

!"$!

.

!

/(

(9D+!)

1

$(

2李瑞丽!刘玉叶!李文伟!等
)

利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快速检

测配方烟丝掺配均匀性1

C

2

)

食品与机械!

!"$9

!

#(

.

(

/(

%#D%A)

1

$+

2国家烟草专卖局
)

烟草及烟草制品 烟草在制品混合均匀度

的测定(

82

0

=&!+

+

!"$!

1

:

2

)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

(

$D!)

1

$A

2刘帅东!徐磊!潘广乐!等
)

基于均匀试验设计的常规化学

成分与掺配比例相关性研究1

C

2

)

河南科技!

!"!"

.

$$

/(

$$!D$$()

1

$%

2丁伟!闫洪喜!陆扬!等
)

掺配比例对烟丝主要化学成分含

量及指标值的相关性研究1

2

200

!"$"

年中国烟草学会工业

专业委员会烟草工艺学术研讨会
)

青岛(中国烟草学会!

!"$"

(

$!(D$#")

1

$9

2王军!纪朋
)

在线混丝均匀性监控方法研究1

C

2

)

安徽农学通

报!

!"$+

!

!!

.

$+

/(

$$#D$$&)

1

!"

2高晓华!易斌!温亚东!等
)

叶组片烟切丝长度控制对卷烟

加工质量特性的影响1

C

2

)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

!"$9

!

&$

.

+

/(

$""AD$"$$)

1

!$

2刘秀明!段焰青!彭丽娟!等
)

基于
;<:D.1

的卷烟品质特

征差异的二维化学指纹图谱表征1

C

2

)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9

!

&$

.

#

/(

(%#D(%9)

1

!!

2黄扬明!田旷达!张吉雄!等
)

中红外技术结合
;21D0.

用

于烟用香精香料定性研究1

C

2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

#%

.

$"

/(

$!9D$#")

1

!#

2李劲!杨盼盼!唐文旭!等
)

基于波长优选的小柴胡颗粒黄

芩苷近红外校正模型建立1

C

2

)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

.

$%

/(

A!DAA)

1

!&

2李伟!冯洪涛!周桂圆!等
)3?LN@@GQ

T

=

!结合多组分
547

校正模型在卷烟生产过程质量监测中的应用1

C

2

)

烟草科

技!

!"$&

.

A

/(

(D9)

! " #

西班牙通过)西班牙食品产业链法*修订草案

!!

!"!"

年
$$

月
#

日!西班牙议会二审通过了,西班

牙食品产业链法-修订草案!该修订草案扩大了,西班

牙食品产业链法-的适用范围!对书面合同!禁止新的

不公平商业行为以及制裁措施进行了修订!并通过保

护处于弱势的经营者!提高价格透明度!促进贸易发

展!从而使食品产业链的各方面更加公平公正$

西班牙农渔食品部部长
<MGK;@FQFK

称!该修订草

案获得批准后!现已启动其议会程序!计划在
!"!$

年

$$

月
$

日生效!以使该部门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新法$

西班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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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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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发布皇家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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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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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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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农业与食品紧急措施法-!为完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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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政府将欧盟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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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农业和食品

供应链中企业间不公平商业行为的规定纳入其中!扩

大了适用范围!并制定了强化措施以增强其效力$

食品产业链的不平衡问题并非西班牙所独有!而

是欧盟所有成员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西班牙政府

致力于解决经营者之间的不平衡因素!保护弱势经营

者!由此激发市场活力!推动附加产值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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