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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烟草论文集 

初烤烟质量评判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红河州导入辅助标准的做法与体会 

摘 要 本文通过红河州近两年初烤烟质量评判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对导入化学成分指标

（烟碱）作为二次复验辅助标准后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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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初烤烟进行分级或等级质量评判，无论是基层收购站还是工商交接时的二次复验，传

统上都是依据初烤烟的部位、颜色、成熟度、组织结构、身份、色度、长度、宽度、残伤与

破损等外观品质因素，以人们的眼观视觉、嗅觉、手摸感觉加上多年评判初烤烟等级质量积

累的实践经验作出综合判断。也就是说只依据烤烟的外观质量进行评判定级。 

    近几年来，一方面烤烟农业生产上采用新科技，认真落实“两膜一袋三化”措施和“四

项”（集约化育苗，品种更新，平衡施肥，三段式烘烤）实用新技术的广泛运用，烤烟质量

逐年得以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种烟农户要维系自身的经济利益，不能正确处理产量与质量的

关系，造成单产增加，烤烟内在基本化学成分不协调：其次，在收购验级时，按现行的外观

质量标准评判，只注重了外观导向。如何更全面、客观地对初烤烟质量进行评判，才能引导

烤烟农业生产，红河州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一 提出辅助标准的背景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广大消费者不仅仅要满足吸食卷烟带来的乐趣，而且对卷烟吸食安

全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迫使烤烟生产要满足卷烟生产对原料的需要。初烤烟叶质量

源自田间，而初烤烟收购对烤烟生产种植起着直接的引导作用，要改进、落实生产上的各项

措施，生产出适应卷烟厂生产品牌需要的、可用性高的优质原料，必须完善烤烟收购检验的

评判方式。 

    １９９８年以来，红河州烤烟内在诸项基本化学成分指标不尽人意，尤其是烟碱指标逐

年呈上升趋势（见附表），不适应卷烟工业生产的需要。在现阶段，如何控制烟碱含量增高

成为烤烟生产需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鉴于此，２００１年我们首次在烤烟二次复验中，

导入基本化学成分指标，并将控制初烤烟烟碱含量列入辅助标准进行实施。 

    二 探索与实践 

    （一）导入辅助标准模式 

    面对烤烟烟碱含量偏高，可用性降低，工业库存中上部烟造成积压的实际，红河卷烟厂

工艺配方人员与红河州烟草公司从事烤烟生产、收购、二次复验的管理人员，共同探讨寻求

遏制烟碱渐升的对策。经过反复研讨，认为烤烟生产要服从并服务于卷烟生产，工业指导是

必备条件，当前存在的问题，恰恰出在工农之间脱节，各自为阵，没有真正发挥最终使用者



的指导作用，而两者之间相互紧密联系的结合点在工商交接的二次复验，只有在农业生产与

卷烟工业之间搭建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才能有效地引导基层的烤烟种植。找到了问题的症

结，决定首先对上部烟叶部分等级的基本化学成分之一，烟碱含量实施控制，将其列为当年

二次复验的辅助标准进行试运行。由工艺部门根据生产品牌需要，提出希望的烟碱含量指标

和控制指标，并负责检验事项；原料部具体制定操作规程并组织实施。此方案并于收购前传

达到各产烟区，让其从生产上及早研究控制烟碱增高的改进措施。 

    （二）首次执行情况 

    ２００１年我们引入辅助标准执行的只限两个等级，即上部桔黄三级（Ｂ３Ｆ）、上部

桔黄四级（Ｂ４Ｆ），共检测了２５６个批次，涉及烟叶数量１ ８５０吨，超过烟碱含量

控制指标３．５％以上，实施降级烟叶２９２．０５吨，降级金额１２２．７万元。 

    通过认真组织实施，运用经济手段（降级损失全部由市县烟草公司承担），引起了基层

对烤烟生产的重新审视，注意加强基础管理，如：生产上调整施肥方案、控制氮肥施用量、

合理打顶等。首次导入辅助标准初见成效，对全州的烤烟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导作

用。 

    （三）存在问题 

    １． 导入等级范围少（仅两个级Ｂ３Ｆ、Ｂ４Ｆ），效应不显著，同时，也不能反映

烟叶的整体状态。 

    ２． 取样周期长，且次数少（只由产烟区在调拨入厂前自取一次样品送检，二次复验

时在现场取一次样），合理性及代表性不强。 

    ３． 检测设备距验级现场远，检测结果滞后。 

    ４． 对超标部分，降级处理（２５％～３０％）过严、操作过急，与当前的生产实际

不符。 

    ５． 未体现优质优价，只有惩罚，没有鼓励，基层难接受。 

    ６． 导入操作规程不完善，尚处于探索阶段。 

    （四）结合实际，修定完善，继续实施 

    在上年导入辅助标准实施的基础上，针对存在问题，２００２年我们进行了修改、补

充、完善。将其实施操作改为，现场按取样——检测——运用——结算一体化来运作。采取

了以下措施： 

    １． 建设硬件设施。单独设置检验室，并配备了干燥箱、磨碎机、分析仪检测等设备

及检测分析系统，并由专职分析人员组织进行，实行现场检验，解决检测结果滞后的问题。 

    ２． 制定了《检验操作规程》，确保了检验规范。 

    ３． 运作时，以烟叶外观质量为主，内在质量为辅。具体处理时，烟叶质量以内、外

观结果综合评定。并修定了《引入化学成分指标在二次验级中的处理办法》，进一步完善操

作程序。 



    ４． 修定了对超出指标规定的处理，结合实际将处理降级分解为若干个档次，更具有

操作性，同时，兼顾了产烟区的利益。 

    ５． 按照优质优价的原则，结算价格实行“双轨”制，对符合烟碱控制指标要求的烟

叶，在调拨价格上予以适当上浮。 

    在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下，通过采取了上述各项措施，为导入辅助标准的顺利实施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实施效果与制约因素 

    （一）效果 

    １． 实施情况。 

    ２００２年我们将实行辅助标准的等级增加到６个，并延伸至中部烟叶。其中：上部桔

黄组烟叶４个等级（Ｂ１Ｆ、Ｂ２Ｆ、Ｂ３Ｆ、Ｂ４Ｆ），中部桔黄组烟叶两个等级（Ｃ１

Ｆ、Ｃ２Ｆ）。进行现场取样检测，共５ ２３５个批次，获取数据１５ ０００多个，涉及

烟叶数量２０ ２４７．２５吨，烟碱合格率４７．３４％。其中：上部烟叶３ ６１０个批

次，数量１７ ８４６．８５吨，烟碱合格率４４．５９％；中部烟叶１ ６２５个批次，数

量２ ４１０吨，烟碱合格率６７．９６％。由于实行了价格“双轨”，调动了各产烟区的

积极性，从育苗、中耕管理到烘烤的各个环节，加大了基础管理力度。实施结果，降级损失

与实行价格上浮后各产烟区还多得了４８０余万元，更可喜的是增强了基层树立如何为工业

服务的意识。 

    ２． 实施具有以下特点： 

    （１）由于引用范围扩大，更能客观反映全州的烤烟质量状况。 

    （２）操作规程更具实用性、合理性。 

    （３）充分体现了优质优价的原则，县（市）公司的利益升损与烟叶内在质量息息相

关。 

    （４）对引用等级实施了全过程监控（每一批次不论烟叶数量多少，都进行检测），检

测及操作难度加大。 

    （５）以烟碱检测结果来控制收购样品的外观质量，以指导站点收购。 

    （６）对烤烟生产种植引导力度加大，意义深远。 

    （二）影响导入辅助标准实施的因素 

    １． 来自县（市）政府及公司担忧及阻力，县（市）公司担心降级损失增大；政府担

忧烟草公司向烟农转嫁损失，影响烟农收入和政府税收。 

    ２． 检测速度慢（只配置了一台套设备），影响烟叶正常入厂，特别是收购高峰期，

造成运输车辆大量积压，矛盾突出。 

    ３． 取制样品难。在取样上往往出现验级员与公司驻厂代表意见不一，发生争执。样



品的取制关系到厂方、公司的利益，成了热点和难点，如何取样尚需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

探索。 

    四、导入辅助标准的前景展望 

    １． 导入辅助标准引导烤烟种植生产，既来得快，效果已明显，此期间的关系是显而

易见的。我州经过两年的贯彻实施，烤烟种植生产上发生了明显的改进。一是有效控制了烟

农“高打脚叶”现象；二是做到了适时、适度封顶，合理留叶，增加了单株烟的留叶数量；

三是在控制施氮量上有了明显的好转，使烟碱含量上升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抑制。 

    ２． 对基层烟站（点）收购有明显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如：以往难以控制的混部位现

象，得到了有效控制，特别是中部烟，尤以Ｃ１Ｆ、Ｃ２Ｆ较为明显，等级纯度显著提高。 

    ３． 进一步增强了市场观念。导入辅助标准参与收购后，县（市）政府及公司对烤烟

生产的市场观念有了进一步增强，促使县（市）公司采取措施生产出卷烟工业所需的烤烟，

并为逐渐创出自己的烤烟品牌指明了方向。 

    ４． 随着辅助标准的进一步深化及完善，可以预见，其它诸如糖或糖碱比、淀粉、含

钾量等烤烟内在化学成分也将会逐渐纳入辅助标准中。 

    虽然我们在为客观、全面地对初烤烟叶质量作出评价上走出了可喜的一步，进行了积极

的探索，改变了二次复验时只注重烟叶外观质量评判的做法，但这只是个开始。今后我们将

继续努力，争取有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具有操作性强的评判模式。 

李云贵 红河烟叶复烤有限公司 

庄昭泽 云南省烟草红河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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