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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C 月 "A@"B 日，第 !" 届烟草科学研究大会

（#$%&）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召开，中国烟草代

表团一行 AD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期间，代表团全

体成员积极认真地参与了大会的各项活动，并与国外

烟草同行和专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充分展示了我国

科研人员的风采和水平，扩大了中国烟草在世界范围

内的影响。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大会概况

本届 大 会 由 美 国 无 烟 烟 草 公 司（E$#，E; $;
$<+=/0/77 #+,*--+ F*)93*-295()1 &+<:*)G）承办，会议的

主题为”$<+=/0/77 #+,*--+@H’*2’7 I/6 () *) J04 K5+4@
9-2？”。来自美、英、德、法、加、中、日等 AL 个国家的

D>> 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的主要内容有：

特邀论文报告、分组论文交流、墙报展示、终身成就奖

颁奖、烟草化学共同试验交流、参比卷烟和无烟气烟草

制品制作安排、第 !D 届 #$%& 会议安排等。大会宣读

和墙报论文 !C 篇，其中特邀报告 B 篇，分组宣读论文

L" 篇，墙报 AD 篇。中国烟草代表团在此次会议中从

农业、化学、工艺三方面宣读论文 AA 篇，墙报论文 A
篇。特邀报告论文的主要内容是无烟气烟草的发展、

无烟气烟草与卷烟的危害性风险分析比较、无烟气烟

草的危害性分析等方面的内容。美国肯塔基大学的

M+6/00 K; N97’ 博士由于多年来对烟草科技的杰出贡

献而获本届大会终身成就奖。参比卷烟和无烟气烟草

样品由美国肯塔基大学准备制作。第 !D 届 #$%& 会议

定于 ">>C 年 C 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州府里士满市举

行。

+ 大会论文交流情况

本次大会交流论文的整体分布情况如表 A 所示。

表 A 大会交流论文分布情况

论文分类 论文数量

按国别分

美国（"C）、中国（A"）、英国（A>）、日本（L）、加拿大

（ B）、印度（D）、德国（"）、韩国（"）、法国（A）、奥地

利（A）

按内容分

烟草化学及产品工艺：无烟气烟草（C）、烟气化

学分析（A?）、烟叶化学分析（O）、毒理与生物代谢

（L）、辅材研究（O）、工艺研究（"）、香味物质及评

价（D）其它（D）

农学与植病学：遗传育种（L）、#$IP（D）、栽培管

理（A）、病虫害（A），其它（L）

+;( 无烟气烟草

无烟气烟草是本届大会的讨论主题，美国无烟烟

草公司的 Q*</7 $25(-=0*)4 博士和 Q(< R5*)=/ 博士、美国

M+9(78(00/ 大学的 N5*4 %+49 博士以及 M$%J（M(3/ $-(@
/)-/7 %/7/*5-’ J33(-/）的 F(-’*/0 R*0= 博士应邀作了有

关无烟气烟草的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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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无烟气烟草制品的种类、特点、发展历

程、当前现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无烟气烟草最

早发现于 +, 世纪，其流行过程也是起起落落。近年来

无烟气烟草受到众多成年人的青睐，虽然其在烟草市

场中仍然只占较小的份额，但其增长很快，展现出了良

好的发展前景，然而其是否能在西方世界持续发展壮

大，仍然取决于生产企业能否始终向消费者提供具有

吸引力的产品，尤其是针对那些试图寻找卷烟替代品

的吸烟者。

从降低烟草危害性的角度出发，-.*/ 认为发展无

烟气烟草可作为控制烟草的一种可行手段。他在报告

中介绍了通过十年完成的人体健康研究情况，以及由

此而建立的采用无烟气烟草制品开展烟草危害性评价

的方法和技术。通过对烟草减害与公众健康相关研究

资料与政策文件的数据收集与整理，-.*/ 认为烟碱来

源替代品的使用可能是戒烟和减小烟草毒害性的有效

途径，而烟碱来源替代品其中就包括现代无烟气烟草

制品。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消费无烟气

烟草本身，还是与高风险的吸烟相比，无烟气烟草都具

有相对较低的健康风险。事实表明，无烟气烟草在瑞

典已被男性吸烟者接受为卷烟的有效替代品，而瑞典

与吸烟相关的死亡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此外，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尽管很少人了解改变烟碱摄取方

式对健康的好处几乎与完全戒烟相同，但美国男性戒

烟者中，无烟气烟草比药用烟碱的摄取更受欢迎。

0(’& 报道了 1!-2 有关不同种类烟草制品健康风

险性差异的研究结果并对吸烟者提出了建议。1!-2
认为，与吸食卷烟相比，使用无烟气烟草者患肺癌和慢

性阻塞性肺病的风险要小；无烟气烟草导致的死亡率

比卷烟低。此外，无烟气烟草导致心脑血管病、口腔癌

症以及其它某些癌症的几率也可能比卷烟低。不同种

类的无烟气烟草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瑞典 3)/3
的毒害最小，传播疾病的可能性最小。美国的无烟气

烟草制品具有中等的疾病传播风险。临床研究表明，

一些新的无烟气烟草制品如 4(#* 3)/55 产品比一些湿

鼻烟产品的毒性小。基于流行病学和其它一些研究结

果，1!-2 认为，嚼烟的毒害最大。

0#()&6 对目前文献中涉及的各种无烟气烟草制品

的分析方法进行了介绍，并认为由于缺乏统一的样品

制备和分析方法，不同产品的比对研究及相关法规的

衔接面临着巨大挑战。无烟气烟草的下一步工作是尽

快建立一系列科学的标准，因此，需要成立无烟气烟草

分析委员会，并通过该组织来确定标准方法建立的优

先性，促使相关标准的合作研究，最后将所得到的标准

提交到国际标准化组织。

此外，英美烟草公司的 7$8(#* 报道了 ’..36 3)/3 和

9./%46* 3)/3 两种无烟气烟草制品在瑞典的消费行为

对比。通过对瑞典的 :;;; 名 3)/3 消费者的电话采访，

了解了使用这两种无烟气烟草制品的消费者比例、摄

取量、摄取方式等方面的信息。1(/"6#<(%4 报道了直接

硅烷化后 => ? @! 扫描技术在无烟气烟草分析中的应

用，并采用该技术对嚼烟、干鼻烟及湿鼻烟 : 种无烟气

烟草制品进行了分析。A$)8%/) B/ 报道了采用 1>C
@! ?@! 分 析 无 烟 气 烟 草 制 品 中 丙 烯 酰 胺 的 方 法。

A(396# D66E3" 报道了采用 1>C@! ? @! 定量检测二甲基

亚硝胺的方法。F$’’ -$%&6#" 报道了加拿大市场上的 +,
个品牌的无烟气烟草制品的化学特征。

!"! 农学及植病学

农学及植病学方面交流论文的内容主要涉及烟草

育种、栽培、调制烘烤、烟草微生物及花叶病害等方面

的内容。

肯塔基大学的 @$’’6# 报道了通过育种技术降低白

肋烟中 G!HI 的研究成果。研究结果表明减少烟碱向

降烟碱的转化率能有效地降低烟草中的 HHH，此外，

G!HI 总含量的降低也可以通过烟草品种的选育来实

现。美国无烟烟草公司的 J()K$) !46) 和 7.)8E6$ L/
分别报道了采用烟碱去甲基化酶基因诱变技术有效降

低烟草中降烟碱的研究成果。黑龙江烟草研究所的郭

兆奎报道了烟草根系中的钾吸收基因的转录调控技

术。肯塔基大学的 F($’6M 报道了调制技术对深色烤烟

中 G!HI 降低的影响。肯塔基大学的 A(%& 考察了白肋

烟中生物碱含量对 G!HI 的影响。红云集团的段焰青

报道了烟草中微生物与生物酶的关系。

!"# 毒理学及生物代谢

日本烟草公司的 2"3/ 考察了烟叶中的含氮化合

物对 GN@ 的致突变性的贡献率。2"3/ 对多种含氮化

合物进行了热裂解，然后将热裂解产物进行致突变性

试验，结果表明蛋白质和氨基酸混合物的热裂解产物

具有较强的致突变性。根据各化合物在烟叶中的含量

与其热裂解产物的具体活性的关系，可以确定烟叶中

的含氮化合物对 GN@ 的致突变性的贡献率可达 O;C
,;P。雷诺烟草公司的 1$Q$( J()8 报道了卷烟焦油中

碱性化学成分的生物学活性。J()8 采用不同的溶剂

对焦油的碱性成分进行提取分离，并对不同溶剂提取

的碱性成分的致突变性和细胞毒性进行了测试，并发

现不同集分的致突变性和细胞毒性是不相同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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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公司的 !"#$% 也介绍了有关烟气体外微核试验和

细胞毒性的研究成果。

加拿大的 &’()%* +(%),-, 采用 ./0&+ 1 &+ 对烟气中

芳香胺、丙烯醛和巴豆醛在人体尿液中的代谢产物进

行了定量分析，并通过对样品前处理方法的研究，明显

提高了方法的灵敏度、精确度及回收率。雷诺烟草公

司的 2%345) 采用 ./0&+ 1 &+ 对稠环芳烃在人体尿液中

的 6 种代谢产物 70!89、60!89( 和 :0!8;<9( 进行了定

量分析。

!"# 辅材及工艺

本次大会有关辅材和工艺交流论文的内容主要涉

及滤棒、卷烟纸、活性碳等辅材添加剂、烟支物理性能

及相关分析测试研究。

美国 =%>?@%* 化学公司的 A,44,%@> 报道了一种滤

嘴过滤效率的紫外测试方法，考察三醋酸甘油酯对测

试结果的影响。该方法的测试结果与传统的重量效率

法有良好的相关性，而且减少了样品制备与分析步骤，

缩短了分析时间，提高了精确度。奥地利的 B,’?@%)
C54DD’) 考察了基重、填料量、助燃剂量及纸浆等级等

参数对卷烟纸性能的影响，并根据统计学分析结果发

现一些参数对卷烟纸的扩散系数有显著影响。同时，

结合卷烟纸的热处理研究结果，认为对于主流烟气的

形成量和卷烟的 .E9 性能（低引燃性能），扩散系数应

该是卷烟纸的基本参数之一 。英国的 C,*<’*? 报道了

一种微波在线测试醋纤丝束中三醋酸甘油酯含量的方

法。该方法的准确性比湿 1干法高，与 F/ 准确性相

当，同时能提供即时的过程控制信息，有利于滤棒质量

的控制。美国 =%>?@%* 化学公司的 A%??> 考察了滤棒

中水分对苯酚在滤棒上端气流部分和下端气流部分的

过滤效果的影响。通过分析滤棒上端气流部分和下端

气流部分的烟碱、水分、三醋酸甘油酯及酚类物质的过

滤效率，表明滤棒上端气流部分对焦油、烟碱及苯酚截

留效率随通风稀释率的增加而增加。虽然通风稀释率

的增加，滤棒中的水分含量降低，但滤棒上端气流部分

的水分比下端气流部分多，而且还对苯酚具有更强的

截留效果，这证明了水分能增强醋酸纤维滤棒对苯酚

的截留效果。G,4?)5*% 公 司 的 &<5)@%<" 选 择 了 E+!、

&%>>%<(#>’??> 及 /%*%H,%* E*?’*>’ 6 种吸烟方式和两种

活性碳，通过分析 7: 种气相化合物在滤棒中的截留情

况，研究了活性碳重量、活性、来源及吸烟方式对滤棒

性能的影响。日本烟草公司的 I",(,"5 +#J#", 考察了

活性碳的分布对滤棒的 C!/> 截留效果的影响，建立

了苯的吸收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滤嘴中活性碳的横

切面分布对 C!/> 吸收效率有显著影响关系。

韩国人参烟草公司的 E*083’5D !8 根据 =)D#* 公

式建立了一种新的烟支物理性能测试方式，能快速、有

效地检测烟丝的表观密度及烟支的空隙率。韩国人参

烟草公司的 K5*D L55 +#*D 报道了有关烟梗化学成分尤

其是细胞壁生物大分子与其非等温行为的关系研究。

郑州烟草研究院的申晓峰报道了烟丝尺寸分布对烟支

物理质量的影响。通过灰度关联建立了烟丝尺寸分布

与烟支物理质量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要生产出高质

量的卷烟需要将大部分烟丝的尺寸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内，并尽量减少短烟丝的比例。

!"$ 烟叶化学分析

烟叶化学分析方面的交流论文主要涉及烟叶成分

分析、农残分析及仪器方法等方面的内容。

美国雷诺烟草公司的 M,>*’) 报道了 89./ 分析甘

草和烟草中甘草酸的方法，考察了流动相和不同的提

取溶剂对测试结果的影响。美国无烟烟草公司的 8%)0
),> 为了提高 F/ 1 2=I 分析 2+NI 的效率，开发了一种

自动的样品处理及提取系统，并将其与一个微柱相联。

该系统的应用能极大地提高分析效率，而且不增加样

品的分析成本。红塔集团的陆舍铭报道了一种超声波

处理样品、O9./ 测试烟草中生物碱的方法，并通过该

方法测试了不同部位烟叶的生物碱含量以及烟草中不

同 种 类 的 生 物 碱 的 含 量。美 国 的 .%#?’)P%<( 根 据

L%P45*>", 提出的分析方法，通过反复测试没有检测到

烟草中含有戊巴比妥，因此对 L%P45*>", 有关烟草中含

戊巴比妥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郑州烟草研究院张

建勋采用 F/ Q F/ 1 2!G&+ 对烟叶成分进行了分析，优

化了测试条件，鉴定了 7RS6 种化合物，同时还对不同

等级烟叶化学成分的差异进行了分析。郑州烟草研究

院孙世豪报道了衍生化 890.9&= 1 F/0&+ 分析烤烟中

挥发性有机酸的方法。该方法简单、快速、灵敏度高、

选择性强，而且能够比较全面地揭示烤烟中的挥发性

有机酸。

!"% 烟气化学分析

烟气化学分析方面的交流论文主要涉及烟气中有

害成分的分析及相关测试方法研究。

美国雷诺烟草公司的 F’)%)H, 报道了一种采用 ./0
&+ 1&+ 定量分析主流烟气中杂环芳香胺类物质的方

法。该方法和以前报道的方法不同，没有采用固相微

萃取进行样品提纯与预浓缩，因此降低成本的同时也

增加了处理量。由于该方法减少了样品的预处理步

骤，所以需要延长分析时间来达到更好的色谱分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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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美国雷诺烟草公司的 !"#$%&’ (&)* 报道了一种快

速测定主流烟气中 +，,#丁二烯、氯乙烯、环氧丙烷、丙

烯腈、异 戊 二 烯 及 苯 的 方 法。美 国 -./012) 学 院 的

3"04&) 采用 56 7 56 8 9:;<- 对主流烟气化学成分进行

了选择性分析和归类分析。美国 =&>"002>? 烟草公司的

92>>2)4 报道了一种 56 8 <-( 分析主流烟草中 @A3B 的

方法。该方法和以往的方法相比具有分析时间短、回

收率高、重复性好、精确度高等优点，而且还定量出另

外 C 种 @A3B。日本烟草公司的 D&B%"?2 考察了卷烟设

计参数对主流烟气中 @A3B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烤

烟型卷烟产生的 @A3B 略比白肋烟高，烟丝的膨胀对

@A3B 生成量的影响不明显，@A3B 生成量与抽吸体积

在一定范围内是成线性关系的。加拿大的 <")*0"2)*
E2& 通过分析多种目前和过去加拿大市场上销售的卷

烟烟气 .3 和烟气中的自由烟碱含量，分析了自由烟

碱随烟气 .3 和卷烟设计参数的变化趋势。美国雷诺

烟草公司的 <&0?&F/2)’ 通过测试吸烟者呼出烟气中的

茄尼醇含量，考察了保润剂对茄尼醇摄入量的影响，结

果表明，甘油和丙二醇对茄尼醇摄入量的影响都不明

显。法国的 E>/*/&) 通过向烟草中外加含氮物质和分

析主流烟气中新增含氮化合物，对卷烟主流烟气中的

含氮化合物的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美国雷诺烟草公

司的 6&0/12) 采用放射性元素标记和 56 8 AG( 分析方

法，对醌与烟气凝聚物之间的反应以及主流烟气成分

间的 ("/0B#A0?/> 反应进行了研究。美国雷诺烟草公司

的 92H0&> 通过向卷烟中加入 +,6 标记的甘油后，采用

3@=6#<- 分析其在卷烟燃烧过程中在主流烟气中产

生的丙烯醛和丙酮，测定了甘油的转化程度。英国的

<2B&) 考察了沉积电压与极性、抽吸体积与间隔以及

捕集器对静电捕集效率的影响，并对如何提高静电捕

集效率提出了建议。

! 体会与建议

通过本次会议我们深刻体会到参加 9-I6 这种专

业性强、技术水平高的学术会议，有利于加强中国烟草

与世界烟草的技术合作与交流，有利于了解世界烟草

的科技前沿和动态，有利于扩大中国烟草在世界范围

内的影响，提高中国烟草在世界烟草领域的地位，对推

动和促进我国烟草科技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

通过此次会议，也发现了目前我国烟草科技水平无论

从广度还是深度上，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

差距，因此特提出以下建议：

!"# 进一步加强无烟气烟草的研究

无烟气烟草作为烟草消费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

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近年来已逐渐成为了国外烟草

研究的热点，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无烟气烟草也证明了

这一点。虽然，近两年行业已经启动了无烟气烟草的

研究，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

的力度，做好技术储备，以应对将来可能面临的新挑

战。

!"$ 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水平

我国烟草的基础研究与国外相比还很薄弱，应该

进一步加强育种、种植、烟草化学、工艺及产品方面的

基础研究，真正为卷烟内在品质的提高和卷烟的降害

起到支撑作用。

!"! 加强卷烟生物学评价方面的研究

在吸烟与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同时，我国在

卷烟生物学评价研究方面工作推进步伐相对较慢，开

展的基础研究工作还相对较少，人才和装备相对缺乏，

目前急需加大投入，促进相关工作的开展，以实现迎头

赶上之目标。

!"% 形成机制积极参加 &’() 会议

9-I6 会议是烟草科学方面较为重要的学术交流

会议，交流的学术成果水平高、内容全面、方向相对集

中，能够反映世界烟草科技的发展方向和动态，因此积

极组织参加每届 9-I6 会议对促进我国烟草相关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建议国家局建立相对固定的学

术管理组织，积极做好准备，力争每年都参加 9-I6 会

议。

!"* 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研究机构的合作

目前我国参与的国际合作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

入，应该进一步鼓励我国烟草研究机构和科技人员参

加国际合作研究，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管理理

念，及时把握最新的国际研究动向，以推进我国烟草相

关工作。

!"+ 进一步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

我国在烟草科研方面的基础设施和设备条件与国

外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如何抓好科技人才培养和梯

队建设，已经成为提升我国烟草科技水平的关键所在。

建议在专业理论、试验技能、科技思维和外语等方面要

加强培训，对具备条件、具有潜力的科研人员要定期选

送到国外进行技术培训、学术交流和合作项目研究，以

全面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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