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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烟区2007年烟叶烘烤工艺技术

日期：2007-08-21   作者：崔国民   来源：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

    2007年，云南烤烟在大田生长过程中，前期干旱，后期快速生长，生育期较长，生

长期不够，烟叶烘烤特性集中表现为干物质积累较少，水分含量较多，烟叶成熟度不

够。在烟叶烘烤过程中出现易变黄、难定色，黑糟烟叶、青筋黄片烟叶较多等问题。笔

者针对当前云南烟区这一实际，提出以下烟叶烘烤工艺技术措施： 

    一、2007年云南烟叶烘烤工艺技术对策 

    为有针对性地做好这类烟叶的采烤工作，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严把烟

叶成熟采收关，不抢采、不采青，努力提高田间鲜烟叶成熟度；烟叶烘烤过程中，采取

“低温中湿慢速变黄，中温低湿快速凋萎、稳温排湿逐步干叶、控温控湿及时干筋”的

对策。 

    要求烟叶在40℃以前变黄，40～50℃之间凋萎，50～60℃之间干叶，61～68℃之间

干筋。 

    整个烘烤过程中，坚持两个原则：（1）湿度的严格控制原则。干球温度50℃以前，

湿球温度控制在36℃以内；干球温度50～60℃之间，湿球温度控制在37℃以内；干球温

度61～68℃之间，湿球温度控制在40℃以内。（2）烟叶凋萎时间的严格控制原则。起火

至全炉烟叶凋萎的时间控制在60～90小时以内。 

    二、2007年云南烟叶成熟采收标准 

    下部烟叶，要求主脉变白，叶色落黄，采收黄绿色烟叶；中部烟叶，要求主脉发

亮，支脉退青转绿，叶尖、叶缘下垂，采收黄绿色烟叶；上部烟叶的适熟标准：淡黄

色、微起黄斑、叶面舒展，上部4～6片烟叶，一次性采收。 

    三、严格分类编烟，计划装烟 

    根据烟叶未熟、初熟、适熟、过熟及病残叶进行分类编烟，编好的烟叶，做到准确

计数，科学装烟：未熟烟叶装在烤房第三台的中间，初熟烟叶装在第三台的两边，适熟

烟叶装在烤房的二台、四台、五台，过熟烟叶及病残叶装在烤房的底台，上下竿距一

致，同层平面均匀。 

    四、烟叶烘烤过程及操作技术 

烟叶烘烤受气候、编烟与装烟稀密程度、烤房供热性能、通风排温能力、烟叶烘烤特性

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以鲜烟叶的烘烤特性影响最大。烟叶烘烤操作必须从严掌握低温

调湿变黄、稳温排温调萎、通风脱水干叶、控温控湿干筋，四个操作过程（表1）。 

 

表1  普通气流上升式烤房烟叶烘烤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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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装烟密度20～26kg/m3，仅供云南烟区2007年参考使用） 

 

    （一）低温调湿变黄 

    具体措施是：在适当低温、低湿的条件下，使烟叶受热、失水， 发软、变黄。掌握

的原则是“烧火要小而忍”。“失水与变黄相适应，边排湿边变黄”，不可过急。技术

关键是“以温控湿”。 

    点火前，排气窗开1/4～1/5，进风洞微开，通常开0.5～1.0厘米。烧火后，以平均

2℃/ｈ的升温速度，在10～12小时内，将底台干球温度升到35～37℃，湿球温度达到33

～34℃，相对湿度85～79%。稳定在这一温湿度条件下，使烤房底台烟叶达到青筋黄片。

烤到底台：下部烟叶基本变黄，变黄程度80～85%；中部烟叶变黄90%左右；上部烟叶接

近全黄，变黄程度95%左右。这一时期，一般需要36～60小时，要注意烟叶变黄程度达不

到要求时，不要提前转火。 

    （二）稳温排湿凋萎 

    具体措施是：稳定温度，降低湿度，在保证烟叶黄色性质稳定的同时，改善和提高

烟叶品质。掌握的原则是：稳温排湿，温度不宜高，湿度不宜大，“烧成中火”。 

    排气窗开1/2， 进风洞开1/3～1/4。干球温度，以1℃/h的升温速度，由37℃，升到

42～44℃。此时，排气窗全开，进风洞开1/2～1/3，把湿球温度调整在35～36℃，相对

湿度控制在65～54%之间。稳定这种干湿球温度，烤到底台烟叶钩尖卷边，轻度凋萎；中

上层烟叶达到青筋黄片为止。这一阶段称为凋萎前期，一般需要8～12小时。 

    排气窗全开，进风洞开1/2～2/3，干球温度在3～5小时内，以平均1℃/ｈ的升温速

度，由44℃，升到47～48℃，湿球温度保持在35～36℃，持续18～24小时，烤到：底台

烟叶叶干1/2～2/3；中上层烟叶钩尖卷边，充分凋萎。这一阶段称为凋萎后期，一般需

要18～24小时。 

稳温排湿凋萎，要注意湿度的严格控制，“无水不变黄，无水不坏烟”。烟叶水分过多

或过少，都不能获得理想的品质。烤房空气相对湿度必须控制在67%以下。 

    （三）通风脱水干叶 

    具体措施是：加大通风排湿，用较高的温度、较低的湿度，脱去烟叶水分，把烟叶

变黄期、凋萎期获得的品质因素固定下来。掌握的原则是：“保持一定的升温速度，并

做到稳温、恒定、持久，不掉温，不猛升温，延长时间，加快脱水，烤干支脉和叶

肉”。烧火“要大而稳”。技术关键是“先排湿，后升温”或“稳步升温排湿”。 

    排气窗、进风洞全开。干球温度在3～5小时内，以平均1℃/ｈ的升温速度，由

48℃，升到51～53℃，湿球温度保持在36～37℃，持续18～24小时，烤到底台烟叶叶片

干燥，中上层烟叶叶干1/3～1/2，全炉烟叶主脉翻白为止。 

    通风脱水干叶，需要注意升温的平稳和通风脱水速度适当，克服热挂灰、冷挂灰和

黑糟烟的出现。 

    （四）控温、控湿干筋阶段 

    干筋期的中心任务是：排尽主脉水分，实现全炉烟叶干燥。具体措施是：用较高的

温度和较低的湿度，加速主脉水分的排除。 

    烟叶主脉在干叶期已经干燥了1/3～1/2，残留的水分不多，只是主脉表皮厚，组织

阶  段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干湿差
（℃） 

烘烤时间
（h） 

烟叶变化目标 

低温调湿变
黄 

35.0～37.0 33.0～34.0 2.0～3.0 36～60 底台烟叶达到青筋黄片。 

稳温排湿凋
萎 

42.0～44.0 35.0～36.0 7.0～8.0 8～12 
底台烟叶钩尖卷边，轻度
凋萎；中上层烟叶达到青
筋黄片。 

47.0～48.0 35.0～36.0 12.0～13.0 18～24 
底台烟叶叶干1/2～2/3；
中上层烟叶钩尖卷边，充
分凋萎。 

通风脱水干
叶 

51.0～53.0 36.0～37.0 15.0～16.0 18～24 
底台烟叶叶片干燥，中上
层烟叶叶干1/3～1/2，全
炉烟叶主脉翻白。 

控温控湿干
筋 

67.0～68.0 38.0～40.0 28.0～29.0 24～48 全炉烟叶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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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水分蒸发较慢，但不需要大量的通风排湿；同时，烟叶叶片大部分已经干燥，烤

房内部烟竿之间空隙变大；如果继续开大天窗、地洞，必然会造成热量的损失和燃料的

浪费。因此，普通气流上升式烤房的湿球温度，在这一阶段，可控制在38～40℃之间，

适当降低通风排湿力度，减少热量损失，缩短烘烤时间，节约能源。掌握的原则是“烧

火由大变中而均匀，烧成中火，慢升温、稳温，排尽湿气，烤干主脉”。技术关键是

“温度不宜太高，湿度不宜大”。 

    每2小时升温1℃，从53℃直接升到67～68℃，湿球温度调整在38～40℃，保持这样

的干湿球温度，24～48小时，烤到顶台90%以上的烟叶主脉干燥时，停火，利用余热把未

干的主脉烤干。停火时，关闭进风洞，排气窗开1/3，避免完全关闭，剩余湿气会把烟色

闷红。 

    控温控湿干筋，要求保持中火烘烤。需要注意的是，干球温度不得超过68℃，湿球

温度不得超过40℃，克服烤红烟；烧火不能猛降温，克服阴筋、阴片。           

    上述介绍的是普通气流上升式烤房的烟叶烘烤工艺技术，在使用过程中，要坚持

“四看四定、四严四灵活”的烟叶烘烤原则。 

    提示：如遇刮风下雨，引起烤房内温度不均匀或主脉干湿差异大时，可通过调整进

风洞和排气窗，进行解决。方法是：烤房哪方温度低，主脉不干，就将哪方的进风洞关

闭，开着其它位置的进风洞；排气窗，哪方温度低，主脉不干，就开着哪方的排气窗，

关闭其它位置的排气窗；这样，使低层或上层高温区的热空气流向低温区，把未干烟叶

烤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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