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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烟草论文集 

不同调制方法对烤烟淀粉含量及香吃味的研究 

摘 要 本试验根据淀粉酶活性的变化规律和调制过程中淀粉的分解、转化、消耗以及香气

质的形成，从烘烤３个阶段的关键点来研究分析，其目的是探索降低烤烟淀粉含量，提高烟

叶香吃味的最佳调制技术。通过两年的试验研究，基本掌握了淀粉代谢和香气质形成的变化

规律，极大地改善了烟叶的品质和可用性。研究结果表明，烟叶在变黄期，干球温度为３９

～４１℃，湿球温度为３６～３７℃，相对湿度控制在７５％～８０％之间，此时稳火，并

在此条件下延长烘烤时间４小时；定色期干球温度为５３～５５℃，湿球温度为３７～３

９℃，延长烘烤时间４小时；干筋期在６５℃把烟叶烤干，烟叶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有明显

提高。如果烟叶内化学成分的转化，在最佳条件下作用时间过短或过长，烟叶内在质量和外

观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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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烟叶品质的因素很多，除田间要生长出优质鲜烟叶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烘烤。

只有通过烘烤才能将田间形成具有一定质量潜势的鲜烟叶显现和固定下来，形成烟叶的最终

质量性状，多年来的研究分析认为，烘烤不是一个简单的脱水干燥过程，它是伴随着一系列

的生理生化变化，是促使鲜烟叶内在品质由不利的物质充分转化为对品质有利的物质方向发

展。就如同降低淀粉含量，提高烟叶香气质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是，目前我国烟叶淀

粉含量较高，而且缺乏对烘烤过程中淀粉含量和相关化学成分以及香气形成关系的研究。笔

者采用促控相结合的调制技术，并在多点开展试验研究，对降低淀粉含量和提高烟叶品质取

得了良好效果。本文就研究内容作一介绍。 

    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陆良、麒麟、沾益、富源、会泽 

    １．２ 试验材料 

    参试各点分别选择３座性能容量基本一致的烤房为参试设备。供试品种小区均为Ｋ３２

６。大面示范采用当地推广优良品种。 

    １．３ 试验方法 

    选用３座性能一致的立式炉烤房。采摘同一块地、同一品种、同一部位、同一成熟度的

烟叶均匀编杆，选取３０竿称鲜重后，分别装于３座烤房的二台处，做好记录。采烤部位下

二棚、腰叶、上二棚各烤一次。具体实施按照烘烤的基本规律，将其分为３个阶段，每个阶

段设３个处理，一炉共９个处理。即（１）变黄期：下部叶Ａ处理４０小时，Ｂ：４８小

时，Ｃ：５５小时；中部叶Ａ处理５５小时，Ｂ：６０小时，Ｃ：６５小时；上部叶Ａ处理



６０小时，Ｂ：６５小时，Ｃ：７０小时。其中当干球温度为３９～４１℃，湿球温度为３

６％～３７℃，相对湿度控制在７５％～８０％之间，此时稳火，Ａ处理处延长３小时，Ｂ

处理延长４小时，Ｃ处理延长５小时。（２）定色期：下部叶Ａ处理３４小时，Ｂ：４０小

时，Ｃ：３７小时；中部叶Ａ处理４０小时，Ｂ处理３８小时，Ｃ处理３５小时；上部叶Ａ

处理４０小时，Ｂ处理４１小时，Ｃ处理４２小时。干球温度为５３～５５℃，湿球温度为

３７～３９℃，相对湿度控制在４５％～５５％之间，此时稳火，Ａ处理处延长３小时，Ｂ

处理延长４小时，Ｃ处理延长５小时。（３）干筋期：各处理干球温度最高控制在：Ａ处理

６６℃，Ｂ处理６５℃，Ｃ处理６４℃，把烟叶烘干。 

    大面积示范与推广：采用上年筛选出各项指标较好的Ｂ处理为大面积示范和推广。并要

求各示范点做好大面示范对比分析。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调制方法对下部烟叶物理性状以及外观质量的影响 

    从表１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调制方法对下部烟叶内在物质的消耗以及外观色泽

和香气质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就７个参试点的平均值来分析，首先可得出烟叶在调制过程

中，随着烘烤各阶段时间的变化，时间越长干物质消耗越多，即：Ｃ＞Ｂ＞Ａ，Ｃ与Ａ的比

值差为－０．４５，Ｂ与Ａ的比值差为－０．２４；其次从烟叶外观色泽的变化情况来看，

随着烘烤时间的延长，颜色的变化规律是：由淡变深之后逐渐偏淡，即：Ａ＜Ｂ＞Ｃ，Ａ＞

Ｃ（指正常色，不指烤红）。从７个试验点的平均值来分析，以Ｂ处理表现最好，桔黄色烟

占９０．８３％，与Ａ、Ｃ两个处理相比分别增４８．７３％、５２．７２％；最后从组织

结构和香气量来分析，同样随着烘烤各阶段时间的变化而发生质的变化，仍以Ｂ处理最佳，

组织结构疏松、油分充足、叶片伸展性好、闻香突出；Ａ处理组织结构稍紧密，叶片伸展性

差、油分尚充足、香气淡，有青杂味；Ｃ处理组织较差，吸湿性差，油分少，易碎，且枯焦

烟较多，香气较淡，有杂气。 

    经多点试验结果表明，严格按照规范化栽培措施实施种植的烤烟，下部叶在调制全过程

中，变黄期烘烤时间应控制在４８小时左右，定色期４０小时左右，干筋期２６小时左右，

烟叶物理性状的变化所反映在外观色泽的变化特征较为协调。 

    ２．２ 不同调制方法对中部烟叶物理性状以及外观质量的影响 

    从表２可以看出，中部叶随着各阶段调制时间的变化，时间延长鲜干比逐渐增大，干物

质消耗越多，即：Ｃ＞Ｂ＞Ａ，Ｂ与Ａ的比值差为－０．１８，Ｃ与Ａ的比值差为－１．３

１；颜色的变化特征同样是由淡变深之后又逐渐变淡，即：Ａ＜Ｂ＞Ｃ，Ａ＞Ｃ与下部叶存

在相同的变化规律。但随着部位上升，叶片的增厚，烘烤时间短，青筋黄片比例逐渐增大，

时间延长，枯烟比例减少，中部Ａ和Ｃ与下部Ａ和Ｃ相比，青筋黄片增６．９３％，枯烟减

少１０．６１％。同位相比，Ｂ中和Ｃ中青筋黄片为０，Ａ中为７．４３％，减少７．４

３％；桔黄色烟Ｂ处理平均为９９．０４％，与Ａ和Ｃ的６１．７７％、５７．９７％相

比，分别增３７．２７％、４１．０７％。试验结果均以Ｂ处理最好，Ａ处理较差。 

    综合多点试验结果表明，中部烟叶在调制过程中，各阶段烘烤时间应控制在：变黄期６

０小时左右，定色期３８小时左右，干筋期２８小时左右。中部烟叶的物理性状、外观色泽

以及香气质、香气量的变化和积累将会向着改善烟叶品质的方向协调发展。 

    ３．３ 不同调制方法对上部烟叶物理性状以及外观质量的影响 



    由表３可以看出，上部烟叶的烘烤特征和变化规律，上部烟叶干物质的消耗与中、下部

叶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说明各部位烟叶在调制过程中，细胞生命活动时间越长，呼吸作用

所消耗的干物质越多，即上部叶变化为Ｃ＞Ｂ＞Ａ，Ｂ与Ａ相比比值差为－０．２５，Ｃ与

Ａ为－０．２７；颜色的变化规律与中、下部叶存在有不同之处，随着部位上升，叶片的增

厚，烘烤时间短，青筋黄片比例逐渐增大，相对延长烘烤时间，青筋黄片、枯烟叶逐渐减

少，桔黄色烟叶由少到逐渐增多，之后略有下降，即：青筋、黄片以处理Ａ最多，占１９．

２７％，其余两个处理为零；上部烟无枯烟出现，但杂色烟比例有所增加，以Ｂ处理最少，

为０．６％，同Ａ、Ｃ两个处理相比分别减少２．５４％、８．１％，桔黄色烟叶比例仍以

Ｂ处理最好，占９６．９％，与Ａ、Ｃ相比分别增４０．９４％、２８．９３％。以Ａ处理

最低（Ａ＜Ｃ＜Ｂ）。 

    从上述多点试验的平均结果分析，得出不同部位的烟叶，干物质的消耗以及外观色泽的

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正常调制情况下，中、下部叶所消耗的干物质比例大于上部

叶，即Ｃ下与Ａ下、Ｃ中与Ａ中、Ｃ上与Ａ上的鲜干比值差分别为－０．４５、－１．３

１、－０．２７，相比Ｃ上与Ｃ下和Ｃ上与Ｃ中分别减少０．１８、１．０４；在从外观特

征的变化情况看，中、下部烟叶随着烘烤时间的延长，内在物质的变化所反应在烟叶外观上

的特征，尤其是黄色保持的稳定性较差，烤后烟叶颜色偏淡，油分少，易碎。而上部烟叶表

现出来的外观特征，所保持的稳定性就优于中、下部烟叶。从上、中、下三个部位烟叶的最

长和最短烘烤时间来看，桔黄色烟叶所占比例，Ａ下与Ｃ下、Ａ中与Ｃ中、Ａ上与Ｃ上，相

比差值分别为３．９９％、３．８％、－１２．０１％。试验表明，上部烟叶在调制过程

中，烘烤时间应长于中、下部烟叶。各阶段烘烤时间应控制在变黄期６５小时左右，定色期

４１小时左右，干筋期３０小时左右。上部烟叶物理性状和外观质量以及香气质、香气量将

会得到较好的改善。 

    ２．４ 不同调制方法对下部烟叶经济性状的影响 

    从表４的结果分析可以看出，下部烟叶在调制过程中，随着烘烤时间的延长，耗煤量增

加，产量逐渐下降。但其余经济性状与物理性状的变化基本相似。上等烟、产值、均价都随

着烘烤时间的相对延长比例上升，之后又逐渐下降，而下等烟比例曾表现为由少到无，随后

又逐渐增多。经各点平均值分析，经济性状均以处理Ｂ最好（Ｂ＞Ａ＞Ｃ），即：上等烟比

例处理Ｂ为４８．１％，与Ａ、Ｃ相比分析增１９．９％、２４．０％；产值、均价处理Ｂ

为７６．１２元、８．１４元，与Ａ、Ｃ的６５．９３元、６．８元，５５．１元、６．２

元相比分别增１０．１９元、１．３６元，２１．０２元、１，９４元；下低等烟处理Ｂ为

零，与Ａ、Ｃ相比分别下降２．５％、９．４％。结果表明，下部烟叶在调制技术上仍采用

Ｂ处理较好。同时，也可看出烘烤时间在Ｂ处理之前，易烤出青筋、黄片，之后又产生薄片

和枯焦烟，说明前者表现出来的特征为烘烤的二次成熟不够，后者为过熟。 

    ２．５ 不同调制方法对中部烟叶经济性状的影响 

    由表５可以看出，不同的处理对中部烟叶烤后经济性状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上等烟比

例、产值、均价的比值关系看，处理Ａ、处理Ｃ与处理Ｂ相比，仍成反比关系，即：Ｂ与Ａ

的比值分别为１５．４％、３１．３２元，２．０７元，Ｂ与Ｃ的比值分别为２１．８％、

５７．３６元、２．９５元，与下部烟叶存在相同的变化关系。同样还可看出，随着采收部

位的升高，叶片增厚，相对延长烘烤时间，下低等烟的比例与下部烟叶的变化正好相反，呈

迅速下降的趋势，即：Ｃ中下低等烟为３．６％与Ｃ下的１１．９％相比，下降８．３％。

同位相比Ａ中＞Ｃ中＞Ｂ中，即：４．８＞３．６＞０。从各点平均结果分析来看，处理Ａ

和处理Ｃ虽然一个产量最高，另一个下等烟有明显下降趋势，但综合经济性状指标与处理Ｂ

相比，差异较大，说明Ａ处理变黄时间过短，Ｃ处理过长。 



    ２．６ 不同调制方法对上部烟叶经济性状的影响 

    从表６可以看出，上部烟叶随着烘烤时间的相对延长，除产量逐渐下降，每千克干烟耗

煤量增加，与中、下部烟的变化规律相同外，上等烟比例、产值、均价、下低等烟都与产量

的变化相反，呈上升和下降的趋势。在３个处理中，上述指标以处理Ｂ最佳，分别为６１．

１％，２２８．８元、１１．０元、５．５％，与Ａ处理的３６．７％、１８１．９元、

８．５４元、２０．９％相比，分别上升和下降２４．４％、４６．９元、２．４６元、－

１５．９％；其次是Ｃ处理分别为５０．４％、２０２．５元、９．８３元、１４．６％，

与Ａ处理相比分别增减１３．７％、２０．６元、１．２９元、－６．３％，以Ａ处理表现

最差。 

    试验结果再次表明，对干物质积累多、叶片较厚的中偏上和上部烟叶进行烘烤时，相对

延长烘烤时间，这样不仅能够改善和提高烟叶物理性状以及外观质量，同时还可以改善烟叶

等级结构增加经济效益，提高相应部位烟叶的可用性。 

    ４ 结论 

    通过两年的试验、示范研究结果表明，促控相结合的调制技术综合经济效益优于常规烘

烤方法，具体表现为： 

    （１）促控相结合的调制技术主要特点为，促：外观色泽变化适宜，升温速度快；控：

在淀粉酚活性最强以及香气质形成的重要阶段，作用时间相对延长，之后结合烟叶优良性状

的固定程度，在６５小时左右把烟叶烤干。可极大地改善烟叶品质和可用性。 

    （２）烤后烟叶质量显著提高，据５个示范点的平均结果表明，上等烟比例比对照上升

８．５１个百分点，均价提高１．３２元，公顷产值增５ １０３．１５元，而且烤出的烟

叶，内在化学成分趋于协调，主要致香物质增加，内在品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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