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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蛋白酶、淀粉酶、纤维素酶、果胶酶和活性添加剂一起配制而成5种酶制剂，喷在烟叶

上，对烟叶进行人工发酵。结果表明，相对自然发酵，加酶人工发酵具有很好的降解总糖、烟碱和总氮

的效果，使烟叶内在化学成分趋于平衡，品质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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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rticle,five kinds of compounded enzymes were applied in tobacco 

leaves alcoholization. The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obacco leaf was mensurated. 

Compared to alcoholization naturally,artificial alcoholization added enzyme has good 

results of degradation total sugar, nicotia and total nitrogen content. Make the 

inherent composition of tobacco leaf tend towards the balance, quality wa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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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叶中内源酶的含量较少，不足以在短时间内把烟叶中淀粉、蛋白质、纤维素、果胶等充分的转

化，使烟叶内在化学成分趋于平衡，品质得到改善。如果自然发酵时间过长，就会占用厂房，影响烟厂

资金周转。因此，在烟叶醇化发酵过程中，综合考虑调控醇化发酵条件（温度、添加剂等），利用适当

的外源酶调控，促进烟叶主要化学成分的平稳，使发酵时间相应缩短，也为烟叶的人工辅助发酵开辟了

广阔的前景。关于将外源酶应用烟草发酵中，已有不少报道[1-9]。但是，一般都是应用一种或两种

酶。利用酶活性添加剂，将多种酶分别添加到烟草中进行比较研究的报道，还未曾见到。本文在烟草酶

学特性研究的基础上，将α－淀粉酶、中性蛋白酶、纤维素酶、果胶酶等到5种酶进行配比，并加入一些

活性添加剂，分别添加到烟草中，设定不同醇化条件（温度、湿度、添加剂、醇化时间），加入不同的

调节剂，醇化调制烟叶。然后，对发酵后的烟叶的品质进行分析比较。 

  1 材料及仪器 

  1.1 材料： 

  α－淀粉酶、糖化酶、中性蛋白酶、纤维素酶、果胶酶等均为无锡酶制剂厂生产；芜湖卷烟厂打叶

复烤叶片（B3F）；苹果酸等其它化学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试剂。 

  1.2 仪器： 

  752C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植物粉碎机（河北黄骅齐家务科学仪器总

厂）；302A型调温调湿箱（上海市仪器总厂） 

  2 实验方法 

  2.1 酶制剂的配制： 

  将4种酶和药品配制成5种酶制剂：Xb1,主要由α－淀粉酶、糖化酶与活性添加剂组成；Xb2,主要由

中性蛋白酶与活性添加剂组成；Xb3，主要由纤维素酶与活性添加剂组成；Xb4,主要由果胶酶组成与活

性添加剂；Xb5，是混合酶与相应的活性添加剂组成。 

  2.2 烟叶的处理调制： 

  取250g烟叶，均匀散开，用微型喷雾器均匀喷洒10ml酶液于烟叶上，放入事先已设定好温湿度的调

温调湿箱中进行醇化。醇化后的烟叶放入冰箱冷藏保存。 

  (1)加入XB5，控制温度25℃，湿度分别为60%、65%、75%，醇化1天； 

  (2)加入XB5，控制湿度65%，温度分别为30℃、40℃、50℃，醇化1天； 

  (3)控制25℃温度、65%湿度，加入XB5醇化1天，10天，15天； 

  (4)制25℃温度、65%湿度，分别加入XB1、XB2、XB3、XB4、XB5五种酶剂，醇化15天。 



然后，分别取处理好的烟叶100g左右，切丝、烘干，用植物粉碎机粉碎作化学成分分析样保存。然后按

文献[10]，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烟碱的含量，用銅还原－直接滴定法测定水溶性总糖，用凯氏定氮法

测定总氮含量。 

  3 结果与分析 

表1 人工发酵与自然醇化对烟叶主要化学成分的影响 

  3.1 水溶性总糖变化的分析 

  由表1，通过对烤烟的不同方法的处理，可以看出烤烟在人工发酵中的变化较为猛烈。温度越高，

湿度越大，时间越长，变化越明显，水溶性总糖的含量降低的越多。对照自然发酵，可以看出，有5.3%

～8.6%的减少。可知，适当延长处理时间、提高温度、降低湿度可以促进醇化的程度。对于添加不同的

添加剂，可以看出添加剂，对烟叶总糖的降解效果：xb2>xb4>xb5>xb3>xb1。 

  3.2 烟碱的变化 

  烟碱在自然醇化过程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降解，但从表中能看出，其在温度、湿度的对比实验中并不

是呈线性关系。60%的湿度处理较好，而40℃的温度处理较好，对各种酶剂，降解效果XB5＞XB3＞XB2＞

XB4＞XB1。 

  3.3 总氮的变化 

  从表中可以看出，人工发酵后的烟叶，在不同的处理方法后，其总氮都有不同程度的降解，且较自

然醇化降解幅度大。同湿度下，其相互之间的对比效果不是很明显，温度在40℃时相对降解效果要好一

些，这也许是烟叶中的蛋白酶的作用效果（烟叶中的蛋白酶的最适温度为45℃）。对于不同的酶添加

剂，其降解效果为XB5>XB3>XB1>XB2>XB4。 

  4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相对自然发酵，外源酶复合添加剂具有很好的降解总糖、烟碱和总氮的效果，使烟

叶内在化学成分趋于平衡，品质得到改善。研究结果可为工业生产醇化条件提供的一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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