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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论述烟叶自然发酵对烟叶品质的重要作用，及烟叶发酵的机理、时间和条件，强调工

艺管理在烟叶整个发酵期内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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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卷烟工业企业都有自己的烟叶仓库，储存可供本厂生产至少半年到一年的烟叶用量，有的可达 2 — 

3 年。其投入资金巨大，对于大中型企业来说，一般都上亿元。高效益来自高水平生产经营管理，强势的卷烟

工业企业，都把仓储烟叶及自然发酵工艺管理列入生产经营管理重中之重。其库房建设规模更是宏伟可观、蓄

势强，养护设施、设备配备精良，人员素质要求高，管理规范严密，是企业内部管理重点考核部位。效益分配

也随之在重点倾斜之列。因为这是卷烟工业巨大投入有形资产的卫士，如果管理得好，其产生的效益是巨大惊

人，而管理不善，出现失误而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惊人。概括起来烟叶仓储作用主要有二：一是起着“蓄水

池”、“粮仓”的作用，卷烟工业有自己的“蓄水池”、“粮仓”，丰足合理的烟叶库存，就可以解决烟叶生

产所具有的季节性、年景丰歉、地域等供求矛盾之急，保证卷烟生产各种烟型和牌号的卷烟产品对不同地区、

不同等级、不同年份的烟叶配方用料需求，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保证均衡生产；二是烟叶储存本身就起着自

然发酵过程，这一过程也称自然醇化、储存醇化、陈化，烟叶在经过储存自然发酵之后（称为陈烟），无论是

外观性状还是内在品质都得到明显改善，为卷烟工业提供使用价值更高的品质烟叶。  

一、搞好仓储烟叶自然发酵及工艺管理的重要意义和目的  

（一）烟叶自然发酵品质变化特性  

卷烟工业，将原烟（初烤烟）经过打叶、复烤而未经发酵和醇化的干烟叶称为新烟，新烟还不适宜吸食，

更不宜直接用来进行卷烟工业生产，还必须进行发酵处理。因为新烟在品质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颜色偏

淡甚至带青；缺乏芳香、和谐、悦人的香气而带有不同程度的生青气或其它杂气；吃味苦涩、呛辣、粗糙、刺

激性强烈；燃烧性较差。而烟叶在一定的含水量和温湿度条件下，经过一定时间的储存陈化（即自然发酵），

其颜色、杂气、吃味等方面都要得到明显改善，一般表现为颜色加深变佳，并均匀一致；香气变纯变浓、青杂

气减轻、刺激性减弱、吃味醇和；燃烧性、韧性和弹性增强。虽然新烟在品质上所存在的缺陷可通过人工发酵

得到改善，但其质量要比自然发酵的烟叶差得多，一般表现在颜色不及自然发酵好的烟叶呈桔黄，并保持光

泽，香气不及自然发酵好的烟叶优美，吃味不及自然发酵好的烟叶醇和。因此，目前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普

遍采用自然发酵，而我国前期由于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主要还是采用人工发酵，自然发酵的烟叶所占比例

不大。现在已有很多卷烟工业企业在改变这一状况，增加自然发酵，减少人工发酵。一般来说，质量好的高等

级的烟叶采用自然发酵效果好，因香料烟油树脂含量高，芳香物质在人工发酵的高温下挥发损失多，所以国内



都采用自然发酵，而对于中低档烟则是多采用人工发酵，但人工发酵的烟叶也需要再经过一定的时间自然陈化

效果才好。  

（二）意义及目的。  

显然，仓储烟叶自然发酵对提高烟叶品质、改善可用性能起独到作用，但由于烟叶很容易吸湿回潮，发生

霉变和虫蛀，造成养护的难度。所以，深入研究探讨、明确了解烟叶发酵机理，自然发酵时间、条件、工艺管

理，并根据本卷烟工业企业生产实际需要，为企业当好参谋，提供准确数据，合理确定烟叶所必需的储存量和

相应的等级结构、类型以及储存时间、空间、界限等，搞好工艺管理，提高烟叶自然发酵比例，这对于避免造

成积压，减少费用，降低损耗，提高品质，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起着重大作用。卷烟工业当今面临市场

竞争激烈，国内市场国际化日趋明显，消费水平不断上升，在整合资源，调整产品结构的大势下，仓储烟叶搞

好自然发酵工艺管理，为卷烟生产提供高品质的烟叶，使企业盘活库存，做大做强赢利品牌，取得市场竞争优

势，更具有重大的现实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烟叶作为卷烟工业的主要原料对产品的质量和风格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烟草行业在烟叶自然发酵及工

艺管理理论技术方面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和较快发展。但因烟叶自然发酵品质的变化、发酵期的长短与烟叶类

型、品种、产地、等级、水分、加工方式以及储存地区的气候条件、仓库条件等密切相关，往往差异较大。所

以，必须结合本地资源、气候、仓储等条件认真检测、探索，取得自己的经验数据用以正确指导管理，为本卷

烟工业企业提供高品质、低消耗的烟叶，这就是学习、应用科研的目的。其实，检测、探索过程就是科研，所

取得的准确经验数据就是科研成果，是理论升华。  

二、烟叶发酵机理  

关于烟叶发酵机理，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和观点，即“纯化学作用”、“酶的作用”和“微生物作用”。

其三种学说观点各有立论的一面，也有立论不足的一面。是否三种作用在烟叶发酵过程中同时存在，当一种作

用受到抑制时，另一种作用会产生替代反应，使发酵过程得以进行下去，还是某种反应一直在发酵过程中起主

要作用，或是发酵的某个阶段某种反应起主要作用，目前还未定论。因此，烟叶发酵的真正机理，目前还不十

分清楚，还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论证，现简述如下。  

（一）化学反应（“纯化学作用”）： 认为烤烟在发酵过程中化学成分的变化主要是纯化学反应所引

起的，是烟叶中的无机催化剂（铁、镁）促使烟叶进行发酵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元素与空气中的氧进行催化作

用，是化学反应过程，是改善烟叶香吃味、提高烟叶品质的主要原因。至于发酵过程中酶的催化作用并不是主

要的，而烟叶表面的微生物则往往对烟叶的质量产生不良的影响，如霉变等，不会对烟叶发酵、改善香吃味有

重要作用。  

（二）微生物的作用： 认为引起发酵的最初原因是微生物参与了发酵活动，发酵的后期过程是在无机

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进行的。论点在对雪茄烟的研究，发酵开始阶段和在正常的发酵条件下，细菌数目大量增

加，微生物比较活跃，发酵作用较强，速度较快，对改善烟叶品质较好；当烟堆温度升高，氧气缺少，细菌数

目逐渐减少，发酵作用减弱，速度变慢；如果发酵条件不当，温湿度过高，缺乏氧气，则厌氧性微生物数量增

加，发酵后的烟叶带有不良异味。烟叶中嗜热性细菌和酵母菌对雪茄烟的发酵及香吃味的改善起重要作用。  



（三）酶促反应（“酶的作用”）： 认为烟叶发酵过程是烟叶酶系统起作用，发生了一系列的酶促反

应，引起了烟叶化学成分的变化，改善了烟叶的品质，酶促反应起重要作用。并认为烟叶中的氧化酶、过氧化

氢酶、过氧化物酶等酶不仅在发酵过程中具有活性，甚至在烟制品中仍然保持一定的活性。  

三、自然发酵时间  

烟叶自然发酵时间（醇化期）是指烟叶从开始发酵到达到发酵质量指标所需要的时间。在这段时期里，既

能保证烟叶质量和数量的完好，又可使烟叶达到最佳醇化效果。因此，卷烟工业企业要做优做强自己当家的强

势品牌，明确掌握烟叶自然发酵时间至关重要。  

目前，烟叶的醇化期一般为 2 — 3 年。因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往往差异较大，尤其是温度和烟叶含水

量的高低对醇化期长短影响较大。现分述如下：  

（一）年平均气温较高的地区，烟叶醇化所需要的时间相应较短；烟叶含水量越高，醇化的速度越快，但

醇化质量欠佳，而且水分过高可能会导致烟叶在醇化过程中发生霉变。  

（二）在其它条件相近的条件下，烤烟的醇化期较短，晒烟次之，晾烟醇化时间最长。在烤烟中又以身份

适中、品质优良的中部叶醇化时间较短；身份厚、叶片结构紧密的上部叶醇化时间较长；身份薄、含糖量较低

的下部叶虽然醇化期较长，但醇化效果不明显。  

（三）经过人工发酵后再醇化的烟叶和自然发酵的烟叶相比，在醇化的前期青杂气减少快而多，但烟叶质

量全面改善还需要储存醇化 13 个月左右。  

（四）复烤烟适宜自然发酵，因为烟叶复烤后对有害生物的抗性比较强，也不易走油板结，醇化后香气饱

满、纯正，色泽加深，品质得到了改善。但醇化期必须适宜，既不能过短，也不能太长。一般适宜的醇化时间

为，上等复烤烟 13 — 20 个月，中等复烤烟 15 — 23 个月，人工发酵烟 13 — 20 个月。  

（五）初调制后的烟叶不宜进行自然发酵，因为这样的烟叶容易走油板结和感染有害生物，发生碳化、霉

变、虫蛀，造成严重损失。  

四、自然发酵的条件  

（一）仓库： 必须干燥清洁，隔热防潮，具有良好的密闭和通风性能，应配备去湿机、排气扇等设备，

可有效地调节控制库内外气流，以保持适宜于烟叶醇化的温湿度条件和便于熏蒸去杂。仓库条件将直接影响烟

叶陈化质量。  

（二）烟叶含水量： 各类烟叶自然发酵水分标准为，初烤烟和晒黄烟 13.0 ％— 15.0% ，复烤烟 

10.5% — 12.5% ，人工发酵烟 11.0 ％— 13.0% 。  

（三）温度： 适宜温度为 20 — 30 ℃ 。如果库温低于 15 ℃ ，酶的活性微弱或受抑，醇化作用十分

缓慢，则醇化时间延长，造成陈化成本增加；温度高些能促进烟叶醇化；但若温度过高，容易导致烟叶碳化、

霉变，同时也不利于醇化均衡进行。  



（四）湿度： 在气温 20 — 30 ℃ 范围内，有利于烟叶均衡醇化的空气相对湿度为 60 ％— 70% 。如

果湿度过低，会推迟陈化过程；如果湿度过高，烟叶色泽容易变暗，甚至有发热和霉变的危险。  

（五）烟叶包装和堆码： 进行自然发酵的烟叶一般是经过复烤后含水量在 10.5 ％— 12.5% 的复烤

烟。烟包松紧对醇化效果有一定的影响。如果烟包较松、空气容易透过，烟叶能与空气接触，则其物理性质和

化学成分变化快；如果烟包过紧，空气不易透过，则烟叶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成分变化缓慢，影响醇化速度。因

此，在醇化前必须将烟叶分类包装好，包装要整齐、松紧适宜。按分类储存的原则，各类烟叶要隔离码堆储

存。烟包堆码高度一般不宜超过 6 层。在堆码前应开包进行检查，剔除含水量高或已霉变、碳化的烟叶，防

止引起其它烟叶的品质受到损失。在堆储期间，要注意定期检查和管理，要适时翻堆。  

五、自然发酵工艺管理  

烟叶自然发酵工艺管理除按照烟叶储存业务管理规范所规定的做好入库、在库和出库管理外，要重点做好

以下管理：  

（一）温湿度管理  

因烟叶自然发酵的时间很长，整个发酵过程要经历 4 — 6 个雨季，为了保证自始至终不出问题达到理想

的醇化结果，必须加强工艺管理，尤其是温湿的管理，做好防潮、防霉工作。温度最好在 20 ℃ 左右，相对

湿度最好保持在 60 ％— 70% 。  

1 、通风除湿降温 ： 如果烟叶含水量高，烟堆体积过大，堆积紧密，当外界气温较高，烟包内会发热

增温，引起烟叶碳化（即为烧包）。在具备自然通风的情况下，采用开窗通风的方法，排除库内不适宜的热湿

空气，防止烟叶发热。要控制烟叶入库时的水分含量，初烤烟和晒黄烟入库时水分在 16.0 ％— 18.0% ，少

数烟包达 18% 以上。对含水量超标的烟叶，为了尽快降低其水分，减少或防止碳化、霉变，在入库后应采取

隔离措施，松包通风摊晾，并用排气扇将湿气排除库外，使水分降低到 15% 以下。在不具备通风除湿的情况

下，应采用除湿机除湿，降低库内空气的相对湿度，使烟叶水分散失至安全范围以内。以后，通过除湿机除湿

保证库内温度的正常。  

国际上烟叶自然发酵的技术条件 

烟叶类型  
水分 

（%） 

温度 

（℃）  

相对湿度 

（%） 

烟叶最高温度 

（℃）  
发酵时间  

干耗 

（%） 

烤烟  10—13  0—30  50—60  35 3—5 年  0—1  

明火烤烟  13—16  0—30  50—60  35 3—5 年  2—4  

晾烟  11—18  0—30  50—60  40 3—5 年  2.5—4.5  

香料烟  14—16  0—30  75 ——  ——  2.5—6  

雪茄外皮  17—25  25 70 25—27  3—6 月  4—7  

雪茄内皮  18—22  ——  ——  自然气温  1—3 年  ——  

鼻烟  18—22  ——  ——  45—58  1.5—10 月  ——  



2 、检查和翻堆：在自然发酵过程中，应注意控制烟叶的含水量和烟包温度，经常对烟包进行检查。在多

雨和高温季节 5 — 7 天检查一次，其它季节半个月检查一次。检查方式以从跺顶“打井”抽查为主，同时结

合翻堆进行检查。其烟叶是否需要进行翻堆由库内温湿度状况、烟堆中心温度以及所处季节等情况而定。包心

温度应低于 40 ℃ ，烟叶含水率不超过 15% ，否则，要及时翻堆。一般翻堆间隔的时间为，在梅雨和高温季

节，初烤烟 30 — 40 天，其它类别的烟叶 50 — 60 天，其它季节，初烤烟 2 个月，其他烟叶 3 个月，翻

堆是为了调节烟包温度、水分以及烟堆底层烟包的承压状况。  

（二）储烟虫害防治  

防治储烟害虫，要坚持“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在防治策略上，以清洁卫生和管理防治为基础，

以药剂熏蒸为重点，再有机地配合以其它方法，强调综合防治，做到储烟无虫害。清洁卫生和管理防治要做到

经常化和制度化，库内无废屑、鼠洞、蛛网、缝隙；库外 10 米 以内无污水、垃圾、杂草，以有效抑制害虫

的滋生传播、感染和为害。在醇化期间，如果发现有害虫活动，应进行熏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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