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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复烤加工后烟叶分切方式对烘后烟丝质

量指标的影响#方法!取某规格的配方烟叶平均分成

&

份!经不同的分切处理后制丝!取烘后烟丝测定烟丝结

构"填充值"石油醚提取物含量"香味成分总量#为消除

不同质量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利用主成分分析对烘后烟

丝质量指标进行降维处理!最后对不同分切方式下的烘

后烟丝进行感官质量评价#结果!

"

不同的烟叶分切方

式下烘后烟丝结构"填充值"石油醚提取物含量"香味成

分 总 量 存 在 差 异$

#

主 成 分
"

可 反 映 短 烟 丝

&

#

'3#--

'"填充值"石油醚提取物含量"香味成分总量

的信息!主成分
!

可以反映整丝&

'3#

%

&3$--

'的信息!

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

D

工艺处理条件&筛分出
'

(

!

大于

&'--

的超大烟片进行分切处理'下主成分
"

结果最优!

明显优于其他工艺处理条件!

R

工艺处理条件&筛分出大

于
&'--

的超大片烟叶进行分切处理'下主成分
!

的结

果最优!

D

工艺处理次之!明显优于其他两个工艺处理条

件$

$

感官评价的结果表明%

T

&对照样!不做分切处理'

与
D

工艺处理条件下烘后烟丝香气质"香气量"口感表现

较好!明显优于其他两个工艺处理条件#结论!不同的烟

叶分切方式可以改变烘后烟丝的品质!因此可以通过烟

叶分切来控制烘后烟丝的结构!进而减少烟叶原料的浪

费!提升卷烟品质#

关键词!分切方式$烘后烟丝$质量指标$主成分分析$感

官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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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烟结构指的是打叶复烤后烟片的尺寸分布,

"

-

!

&

'*3!--

为大片率*

"'31

%

'*3&--

为中片率*

%3!*

%

"'31--

为小片率*

#

%3!*--

为碎片率#&烟丝结构指

的是切丝后不同尺寸烟丝所占的比例,

'

-

&片烟结构是影

响烟丝结构的重要因素%而烟丝的结构则与卷烟物理质

量密切相关,

!

-

%同理%不同的片烟结构会对卷烟加工过程

产生一系列影响%进而影响烘后烟丝的化学质量乃至感

官品质&打叶复烤后制丝投料前须对片烟进行不同的分

切处理%研究不同的分切方式对烘后烟丝品质的影响十

分必要&

刘志平等,

&

-通过研究发现
&

"'31 --

的片烟与

!3'--

以下的烟丝密切相关%

#

%3!*--

的片烟则对

#

"3&--

的烟丝有显著影响$

Z9/8<

,

*

-的研究结果与刘

志平类似%发现如果增加
%3!* --

片烟的比例%则

"3!--

以下烟丝的比例也会随之增加$袁行思,

%

-指出%

当片烟尺寸
#

*3$--

时%随着片烟尺寸的减小%制丝产

生
"3*--

以下短烟丝的比重增加极快%当片烟尺寸在

*3$

%

"$3$--

时随着片烟尺寸减小%产生
"3*--

以下

碎烟丝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上述研究结果均说明投料

前烟叶结构的改变直接影响加工后烟丝的结构%而烟丝结

构的改变则会对卷烟的理化品质乃至感官质量造成不同

程度的影响&周冰等,

1

-通过研究发现烟丝长度由小到大%

绿原酸*芸香苷及石油醚提取物等物质呈先降低后增大的

规律%莨菪亭则呈逐渐减小的趋势$孙东亮等,

#

-指出%烟丝

结构能够直接影响卷烟烟支的轴向密度%进而影响卷烟烟

支的物理指标和卷烟烟气指标%罗登山等,

)

-则通过相关研

究直接指出不同结构的片烟组合会对烟丝结构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卷烟的物理品质$余娜,

"$

-搭建了基于图像法的片

烟结构测试平台%通过测试构建了片烟与烟丝结构的
\,M

粒度分布预测模型%该模型对单等级的烟叶结构与烟丝结

构关系的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卷烟配方是一个复

杂的混合体系%故该模型并不能直接用于工业生产&

上述研究均表明烟叶结构与烟丝结构存在密切的关

系%烟叶结构的改变势必会导致烟丝结构的变化%进而影

响卷烟的物理化学品质及感官质量&但目前的研究多是

在单等级烟叶基础上得出来的%而卷烟配方是由不同产

地*年份*不同等级烟叶原料混配而成的复杂体%与单等

级烟叶原料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直接应用到生产实

践中存在一定的困难&鉴于此%试验拟以某规格的配方

烟叶为试验原料%在投料前%采用不同的切分方式%改变

其片烟结构%利用方差分析*多重比较*主成分分析等方

法研究不同片烟结构对烘后烟丝结构*理化品质及感官

品质的影响%旨在为提升卷烟加工水平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3"

!

仪器与材料

"3"3"

!

试验仪器

叶片振动分选筛"

WRM

型%郑州烟草研究院*郑州嘉

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烟丝振动分选筛"

Wf,!

型%郑州烟草研究院*郑州嘉

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烟丝填充值测定仪"

W\R*%$

型%郑州烟草研究院*郑

州嘉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筛分仪"

TM&$$4578=50

型%弗尔德!上海#仪器设备

有限公司$

烘箱"

RP\,)%'!

型%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旋转蒸发仪"

V,'"*

型%瑞士
YJ49/

公司$

同时蒸馏装置"自制$

\D

(

CM

联 用 仪"

K=.4< \D 0̀8=.,6Mf

型%美 国

K9<=-5F/:9<=M4/<78/>/4

公司$

粉碎机"

VR,#$$F

型%荣事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目筛网"浙江上虞市道墟张兴沙筛厂&

"3"3'

!

试验材料

某品牌全配方叶组
&$$B

?

&

"3'

!

试验方法

"3'3"

!

烟 叶 样 品 前 处 理
!

试 验 主 要 考 察 超 大 片

!

%

&'--

#烟叶含量对烘后烟丝品质的影响&取某规格

全配方叶组
&$$B

?

作为试验样品%将样品混合均匀后平

均分成
&

份%在投料前进行不同分切处理%不同的分切工

艺分别用
T

*

Y

*

D

*

R

表示&

T

工艺"对照样%不做分切处理$

Y

工艺"筛分出
"

(

!

的超大烟片!

&

&'--

#%用剪切

刀将筛出的超大烟沿中间部位分切$

D

工艺"筛分出
"

(

!

的超大烟片!

&

&'--

#%用剪切

刀将筛出的超大烟沿中间部位分切$

R

工艺"筛分出超大烟片!

&

&'--

#%用剪切刀将筛

出的超大烟沿中间部位分切&

分别将经
T

*

Y

*

D

*

R

工艺处理过后的烟叶放入预混

柜平铺
!

次%充分混合均匀后于恒温恒湿间!

!*i

%

1*̂

#

暂存备用&

"3'3'

!

烟片结构分布测定
!

分别将经
T

*

Y

*

D

*

R

工艺处

理过后的样品上叶片振动分选筛%测其叶片尺寸分布具

体见表
"

&

#!"

"

X503!1

"

U53#

靳
!

毅等!复烤后烟叶分切方式对烘后烟丝品质的影响



表
"

!

不同处理条件下片烟的结构

K.I0<"

!

K9<85I.445:8=J48J=<J7G<=G/>><=<788=<.8-<78457G/8/57:

处理条件
&

!$3$$-- '*3&$

%

!$3$$--"'31$

%

'*3&$-- %3!*

%

"'31$-- '3!%

%

%3!*--

#

'3!%--

T ""3#' ')3)% !#3$) "*3)1 !3%& $3*'

Y )31* '#3"1 !#3*1 "#3*% &3&& $3*$

D 13&$ '%3%% &$3)) '$3$* &3'! $3%#

R &3%' '*3!1 &"3!# ''3&& *31" $3&)

"3'3!

!

烟叶制丝处理
!

参照正常的工艺流程及参数分别

对
T

*

Y

*

D

*

R

工艺处理后样品进行制丝&烘丝工序后
T

*

Y

*

D

*

R

各工艺处理条件下烟丝分别取样
*

次%根据文献

,

""N"&

-检测烘后烟丝结构*填充值*石油醚提取物含

量*香味成分总量&

分别取烘丝工序后
T

*

Y

*

D

*

R

工艺处理条件下烟丝

*$$

?

%平衡含水率!

"'3*j$3*

#

^

%卷制&依据
\Y*%$%3

&

'

'$$*

对卷烟的香气*协调*杂气*刺激性*余味
*

个指

标进行打分%并取总分&

"3!

!

数据处理

使用
C/4=5:5>8+L4<0'$"$

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使

用
MOTMM")3$

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多重比较和主成分

分析%作图使用
E=/

?

/7'$"1

软件&

'

!

结果与分析
'3"

!

不同处理条件下烘后烟丝质量指标方差分析

表
"

为不同处理条件下片烟结构数据&由表
"

可知%

T

*

Y

*

D

*

R

工艺处理条件下%片烟结构中
&

'*3&$--

的烟

叶所占的比例呈降低的规律%

'3!%

%

'*3&$--

的烟叶所占

的比例呈增大的规律%

#

'3!%--

的烟叶所占的比例变化

不大&将各样品按照正常的工艺流程及参数进行制丝%在

烘丝后取样%各样品分别取样
*

次%按上述方法依次检测

烟丝结构*填充值*石油醚提取物含量*香味成分总量%并

对其进行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结果如表
'

所示&

由表
'

可以看出%不同的处理条件%烘后烟丝各品质

指标的标准偏差都比较低%说明试验各指标的重复性较

好$不同处理条件下
M#

*

M)

*

M"$!

个烟丝结构以及填充

值%石油醚提取物含量%香味成分总量等指标差异性较

大%

M"

*

M!

*

M%

*

M1

*

M""*

个烟丝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

M'

*

M*'

个烟丝结构无差异%说明不同的处理条件对
M#

*

M)

*

M"$!

个烟丝结构分布以及填充值*石油醚提取物含量*

香味成分总量等的影响较大%对
M"

*

M!

*

M%

*

M1

*

M""*

个烟

丝结构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对
M'

*

M*'

个烟丝结构无

影响&

'3'

!

不同处理条件下烟丝结构主成分分析

对烘后烟丝而言质量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且单个质量指标无法有效地反映不同处理条件对烘后烟

丝品质的综合影响%鉴于此%可以对不同处理条件下烘后

烟丝质量指标!因不同处理条件下
M'

*

M*'

个烟丝结构几

乎无差异%故不对该层烟丝作分析#进行主成分分析%将

原来相关的指标重新组合%形成一系列无相关的综合指

标代替原来的指标&

使用
MOTMM''3$

软件对不同处理条件下烘后烟丝

质量指标作主成分分析%并进行
eCE

与
Y.=80<<8

检验%

该检验的
eCE

值为
$3%#$

%

Y.=8/<88

球形度检验的
M/

?#

$3$$"

%说明该组数据适合作主成分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

不同处理条件下烘后烟丝质量指标多重比较结果k

K.I0<'

!

CJ08/

;

0<45-

;

.=/:57=<:J08:5>

2

J.0/8

H

/7G<L<:5>G=/<G4J885I.445J7G<=G/>><=<788=<.8-<78457G/8/57:

处理条件
烟丝结构比层率(

^

M" M' M! M& M* M% M1

T

"!3*%j"3&!

.

!3)!j$3!#

.

"$3*&j"3$#

.

!3''j$3*&

I

*3"%j$3)%

.

!3"1j$3$#

I

%31!j$3%"

.

Y "&3*&j'3%#

.

!3#"j$3#!

.

#31'j"3$)

I

&3$%j$31$

.

*3*1j$3%%

.

!3&)j$3*"

.

%3")j$3!)

I

D

"*3&%j'3##

.

&3"'j$3%%

.

)3$"j"3*)

.I

&3"%j$311

.

*3%1j"3&'

.

!3!)j$3*1

.

%3*"j$3%!

.

R

"$3$)j$3)$

I

!3#$j$3&#

.

#3&"j"3'"

I

!31!j$3!"

.I

*3*"j$31$

.

!3##j$3!"

.

13"'j$3")

.

处理条件
烟丝结构比层率(

^

M# M) M"$ M""

填充值(

!

4-

!

0

?

N"

#

石油醚提取物

含量(
^

香味成分总量(

!

&

?

0

?

N"

#

T

"%3$&j$3&1

.I

"%3'*j$3&'

I

"#3%!j$3#%

I4

'3$$j$3!'

.I

&3"&j$3$#

I

&3!$j$3$)

I

!"3#!j$3#!

I

Y

"*3'1j$3')

4

"%3"&j$3*&

I4

")3$#j"3%)

I

"31#j$3*$

I

&3"*j$3"'

4

&3')j$3$)

.I

!"3%1j$3&'

.I

D

"*31%j$3%#

I4

"*3*%j$3*1

4

"13*%j$3%$

4

"3#$j$3"1

I

&3'*j$3$1

.

&3!'j$3"'

.

!'3&'j$3#"

.

R "%31'j$3%'

.

"%3#%j$3"!

.

'$3#%j$3%!

.

'3&$j$3'%

.

!3)1j$3$&

G

&3"*j$3"$

4

!$3)!j$3#1

4

!!

k

!

同列数字后面的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在
*̂

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M"

%

M""

依次为
%

#3$$

%

%31$

%

#3$$

%

*3%$

%

%31$

%

&31*

%

*3%$

%

&3$$

%

&31*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31"

%

"3&$

%

$

$31"--

&

$!"

开发应用
R+X+QEOC+UK S TOOQ6DTK6EU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表
!

!

烘后烟丝质量指标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K.I0<!

!

D9.=.48<=/:8/4@.0J<.7G@.=/.74<4578=/IJ8/57

=.8<5>

2

J.0/8

H

/7G<L5>G=/<G4J885I.445

成分
初始特征值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 %3"%! *"3!*% *"3!*% %3"%! *"3!*% *"3!*%

' "31!! "&3&&% %*3#$' "31!! "&3&&% %*3#$'

! "3'!$ "$3'*" 1%3$*! "3'!$ "$3'*" 1%3$*!

& $3#"# %3#"1 #'3#1"

* $311% %3&%) #)3!&$

% $3&$' !3!&1 )'3%#1

1 $3!'% '31"& )*3&$"

# $3'&! '3$'' )13&'!

) $3"#' "3*'$ )#3)&!

"$ $3$1) $3%*1 ))3%$$

"" $3$&$ $3!!' ))3)!"

"' $3$$# $3$%) "$$3$$$

!!

由表
!

可以看出%不同处理条件下烘后烟丝的质量

指标前
!

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分别为
%3"%!

%

"31!!

%

"3'!$

%

均大于
"

%方差的贡献率分别为
*"3!*%̂

%

"&3&&%̂

%

"$3'*"̂

&前
!

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1%3$*!̂

%

说明前
!

个主成分代表了原始成分
1%3$*!̂

的信息量%

涵盖了烟丝结构信息大部分的信息&

烘后烟丝质量指标主成分矩阵如表
&

所示&由表
&

可以看出%主成分
"

主要反映
M"

*

M#

*

M)

*

M"$

*

M""*

个烟

丝结构%以及填充值*石油醚提取物含量%香味物质总量

的信息%其能够代表
'3#$ --

以下短烟丝和碎烟丝%

#3$$--

以上超长烟丝以及填充值*石油醚提取物含量*

香味物质总量等指标信息$主成分
'

主要反映
M!

*

M&'

个

烟丝结构信息%其能够代表
*3%$

%

#3$$--

较长烟丝指

标信息$

M%

*

M1'

个烟丝结构则由主成分
!

反映%其代表

'3#$

%

&3$$--

长丝的信息&

!!

由上文分析可以了解主成分
"

主要反映
'3#$--

以

下短烟丝的数据%并与其呈正比关系%反于
#3$$--

以上

超长烟丝的数据%填充值*石油醚提取物含量*香味物质

总量数据%并与其呈反比关系%属于负向指标$主成分
'

主要代表
*3%$

%

#3$$--

长 烟丝结构数据%

'3#$

%

&3$$--

的烟丝则由主成分
!

反映%并与其呈正比属于

正向指标&为了减少原料的浪费%生产实际中需要提高

整丝 的 含 量 !

'3#$

%

&3$$ --

#%降 低 碎 丝 的 含 量

!

#

'3$$--

#%为了提升卷烟品质%需要提高填充值*石油

醚提取物含量*香味物质总量%这就需要找出片烟尺寸分

布和烟丝尺寸分布的关系%主成分
"

与主成分
!

两个主

成分恰好能够反映试验关注的烘后烟丝的品质指标&

根据烟丝结构数据的特征值和载荷量%可以得到不

同处理条件下烟丝结构主成分
"

与主成分
!

的计算

公式"

表
&

!

烘后烟丝质量指标主成分输出矩阵

K.I0<&

!

O=/74/

;

.045-

;

57<785J8

;

J8-.8=/L5>

2

J.0/8

H

/7G<L5>G=/<G4J885I.445

指标
主成分

" ' !

M" N$3)"! N$3""% N$3"&*

M! N$3"1' $3#"# N$3'*"

M& N$3!&' N$31'* $3!)&

M% $3%$& N$3$!% $31)$

M1 $3*)' $3!)$ $31&"

M# $3%)' $3!1' $3!"*

M) $3)$! $3$*! $3$$'

M"$ $3##* N$3'%$ N$3'#*

M"" $31'% N$3$'# N$3&&&

填充值
N$31&* $3'1! $3'*!

石油醚提取物含量
N$31!! $3'#1 N$3$$&

香味成分总量
N$3#11 $3$1! $3"!'

!!

1

D"

aN$3"&#-

"

N$3$'#-

!

N$3$**-

&

_$3$)#-

%

_

$3$)%-

1

_$3""'-

#

_$3"&1-

)

_$3"&&-

"$

_$3""#-

""

N

$3""'-

"'

N$3"")-

"!

N$3"&"-

"&

% !

"

#

1

D!

aN$3""#-

"

N$3'$&-

!

_$3!'$-

&

_$3%&'-

%

_

$3%$'-

1

_$3'*%-

#

_$3$$'-

)

N$3'!'-

"$

N$3!%"-

""

_

$3'$%-

"'

N$3$$!-

"!

_$3"$1-

"&

% !

'

#

式中"

1

D"

'''主成分
"

得分$

1

D!

'''主成分
!

得分$

-

"

%

-

"&

'''不同处理条件下烟丝
M"

%

M""

层烘后

烟丝结构以及烟丝填充值*石油醚提取物含量%香味成分

总量原始数据经过
[,:45=<

法标准化变换的标准变量!均

值为
$

%标准偏差为
"

#&

根据方差贡献率可以得出主成分
"

与主成分
!

的综

合得分计算公式%见式!

!

#与式!

&

#%根据综合得分计算公

式计算主成分
"

与主成分
!

的综合得分%结果如图
"

所

示&可知主成分
"

得分越高烘后烟丝产生的碎烟丝

!

#

'3#--

#越多%填充值越小%石油醚提取物含量以及香

味物质总量越低%从生产需要角度而言%主成分
"

得分越

低%烘后烟丝综合品质越好&由图
'

可知%

D

工艺处理条件

下主成分
"

结果最优%明显优于其他工艺处理条件$主成

分
!

得分越高%烘后烟丝产生的整丝!

'3#$

%

&3$$--

#越

多%由图
"

可知%

R

工艺处理条件下主成分
!

的结果最优%

D

工艺处理条件次之%明显优于其他两个工艺处理条件&

9

"

a$3*"!*%1

D"

% !

!

#

!!

9

!

a$3"$'*"1

D!

% !

&

#

!!

式中"

9

"

'''主成分
"

综合得分$

9

!

'''主成分
!

综合得分&

%!"

"

X503!1

"

U53#

靳
!

毅等!复烤后烟叶分切方式对烘后烟丝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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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treatment conditions

图
"

!

不同处理条件下烘后烟丝主成分综合得分

F/

?

J=<"

!

K9<:45=<5>

;

=/74/

;

.045-

;

57<78:5>G=/<G85,

I.445J7G<=G/>><=<788=<.8-<78457G/8/57:

'3!

!

不同处理条件下烘后烟丝感官质量的变化

为进一步验证不同处理条件对烘后烟丝品质的影

响%依据
\Y*%$%3&

'

'$$*

对烘后烟丝进行感官质量评

价%评吸得分与结论如表
*

所示&

表
*

!

不同处理条件下烘后烟丝卷烟评吸结果

K.I0<*

!

M-5B/7

?

<@.0J.8/57=<:J08:5>G=/<G4J885I.445

J7G<=G/>><=<788=<.8-<78457G/8/57:

处理条件 评吸得分 标偏 评吸结论

T #'3&" $3'!

香气质较好%香气量充足%烟气圆

润%余味干净

Y #$3)# $3*1

烟气透发较好%杂气稍重%略有刺激

D #'3!* $3"*

香气质*香气量都适中%甜润感较好

R #"3'& $31&

透发稍欠%略有刺激

!!

由表
*

可以看出%各工艺处理条件下卷烟感官评吸

得分标偏均较低%说明感官评委之间的意见较为一致&

从评吸结论来看%

T

与
D

工艺处理条件下卷烟感官评吸

结果最优%香气质与香气量均较好%还可以改善卷烟口

感%

Y

工艺处理条件可导致卷烟杂气上升%

R

工艺处理条

件则导致卷烟透发性变差$从评吸得分来看%

T

工艺处理

条件下得分最高%

D

工艺处理条件下得分稍低于
T

%

Y

与

R

工艺处理条件下得分明显较低%因此%对于感官评价而

言%

T

*

D

工艺处理条件均能提升卷烟品质&

!

!

结论
!

"

#试验研究了复烤后烟叶分切方式对烘后烟丝结构

及填充值*石油醚提取物含量*香味物质总量等品质指标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3#--

以下短烟丝含量越高%石

油醚提取物含量与香味物质总量越低&为提升卷烟品质%

可通过降低烘丝后
'3#--

以下短烟丝含量来实现&

!

'

#不同处理条件下烘后烟丝品质指标主成分分析

结果表明"

D

工艺处理条件下主成分
"

结果最优%明显优

于其他工艺处理条件%对于主成分
!

而言
R

工艺处理条

件表现最优%

D

工艺处理条件次之且明显优于其他两个

工艺处理条件&感官评价的结果则表明"

T

与
D

工艺处

理条件下卷烟香气质*香气量及口感均较好%明显优于另

外两个工艺处理条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为"在感

官评价中香气所占的权重最大%

T

与
D

工艺处理条件下

烘后烟丝的香味物质总量最大%明显高于其他工艺处理

条件$此外%相对于
R

工艺处理条件%

T

与
D

工艺处理条

件下卷烟的填充值维持在较为适宜的水平%更有利于卷

烟燃烧与香味物质的释放&

!

!

#综合主成分分析结果与感官评价可知%

D

工艺处

理条件下卷烟填充值*石油醚提取物含量*香味物质总

量*感官质量以及整丝含量都处在较理想的水平%因此%

在片烟投料之前对片烟结构进行适当的处理%可以提升

烘后烟丝的品质&

!

&

#试验仅仅研究了复烤后的烟叶分切方式对烘后烟

丝品质的影响%由于处理工艺较简单%切后片烟的结构并

不能可知可控%故下一步可以开展特定片烟结构对烘后烟

丝品质的影响研究%以期为提升卷烟加工精细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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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搭配的包装设计%营造出一种独特口感的色彩心理效

应%也因此成为了一种宣传标志&

!

!

儿童食品包装的图案设计
图形是无声而直观的视觉语言%儿童不需要学习仅

通过直观感受就能了解它要传递的信息和内容&对于儿

童来说%物品的形状是认识事物了解事物的最初方式%因

此儿童食品包装的图形特征应当满足以下
!

个特点"

!

"

#儿童商品包装图形中应当经常出现卡通动漫形

象和动植物形象&卡通图形本身作为一种视觉化的介

质%是连接人与人或者人与自然的纽带%活泼可爱的卡通

形象也符合儿童的天性&每个人的童年时代都装满着各

式各样的卡通人物%尽管是虚幻的形象%却是我们最熟知

的童年伙伴%因此%在儿童食品包装采用时下流行的卡通

形象%可以更好地拉近儿童与食品之间的情感距离&

!

'

#几何抽象形态也可以带给儿童新奇有趣的感受%

大胆的新奇的设计契合儿童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心理

特征&经设计师抽象出来的卡通形象美观*可爱%不仅能

吸引儿童%而且作为真正购买者的家长也觉得有新意%这

类兼具玩具与食品包装两种功能的设计将会起到很好的

宣传作用&

!

!

#包装上的文字是宣传产品不可缺少的部分&儿

童食品包装文字特征应当选择手写体或者幼体等符合儿

童写字习惯的字体%这样的字体更加符合儿童的视觉习

惯和心理&产品品名或品牌文字应当采用较大的字号%

这样才能具有视觉冲力%更好地突出鲜明的内容&文字

在版式编排方面应当强调律动性%让文字)跳起来+%使得

商品更加生动活泼具有吸引力&

&

!

儿童食品包装的安全性问题
对于儿童食品的消费群体而言%安全性问题无疑是

最为家长所关心&再花哨的包装如果不能满足安全的需

要%也都是无用功&通常可以从
!

个方面来保障儿童食

品包装设计的安全性&

!

"

#包装材料&包装材料是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最

后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安全屏障%必须保证包装材料是无

毒无害的$考虑到儿童活泼好动的特点%食品包装材料应

尽量避免使用坚硬*有锐角*尖角与易碎的材质%例如薄

玻璃*容易折断的塑料等%避免对儿童造成伤害&

!

'

#包装结构&良好的包装结构可以保护食品在运

输过程中不受到破坏%儿童食品包装的结构设计要具有

抗压性以及耐磨性%这也是食品包装最基本的要求&

!

!

#包装造型&大多儿童食品包装造型都要做到充

满趣味且大小合适便于随身携带%但更重要的是%食品外

包装造型在形状设计上要向圆形靠拢%避免不必要的锐

角设计%使边缘更加圆滑%降低儿童被割伤的危险&

日渐丰富多彩的儿童食品包装需要围绕)保障儿童

食品安全%满足儿童兴趣要求+这一核心需求&现代的儿

童食品包装设计具有娱乐趣味性*文化性*功能性*健康

性等功能特点%因此也对设计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准则%

在创作中要具有超前的思想%多站在儿童的角度去考虑

设计%在色彩与图形的搭配方面%不断采用新的搭配尝

试%创造出满足儿童需求的设计形式%积极开发新的材料

及与其色彩搭配&

显然%.设计师的商品包装色彩搭配手册/一书可以

帮助人们认识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丰富有趣的案例开

拓了设计师的视野%使人们对创意风格和流行趋势发展

有了全新的认识%有助于提升读者的儿童食品包装设计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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