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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烟叶的温度变化、空气的湿度变化和烟叶在自然醇化过程中产生的化学变化的角度对打

叶复烤后的成品烟叶在凉包摆放过程中重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成品烟叶在凉包摆放过程

中因为水分的挥发和烟叶的发酵降解其重量有不同程度的减少。片烟温度与环境温度差值大小及环境相对湿

度对水分测定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成品烟叶 物体温度 空气湿度 干物质消耗 重量损失

在打叶复烤重量抽检过程中发现，打叶复烤装箱的成品烟叶在凉包摆放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重量损失。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温度对成品片烟的影响

温度是标志物体冷热程度的参数，反映了物体分子运动的剧烈程度。烟叶温度的高低，则直接反映了烟

叶中水分子运动的大小和运动速度的快慢。

（一）温度对不同时期的成品片烟水分检测带来的影响

表１对２００６年９月的在线成品检测及凉包摆放７天后的成品检测情况进行了统计，从统计结果可以看
出，凉包摆放７天后，成品烟叶温度平均降低了１１．３℃，成品烟叶平均水分升高了０．２７个百分点，但平均重
量却减少了０．４８ｋｇ。造成这种水分略有增加，但重量却出现损失的原因之一，就是温度对成品水分的检测存
在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般打叶复烤在线检测最终烟叶水分是在预压打包处用液压管取样，取样量一般为 １００ｇ左右。由于取
样当时烟叶温度较高 （一般在３８～４５℃之间），取样后立即放入密封的样品盒中送入质检室进行粉碎制样，再
进行水分化验。整个过程大约需要３～５分钟。虽然整个过程动作快、时间短，但由于取样量少，车间和质检
室的温度、湿度低，特别是冬天 （多数无恒温恒湿设备），到化验水分时，烟末温度基本降至室温。因此，

在整个取样、制样和化验过程中，样品水分随温度的降低而不断散失，导致化验值与烟叶的真实水分出现偏

差，即化验水分比真实水分偏低。成品水分检测，是复烤片烟凉包７天后，包温已降至３０℃以下，再进行片
烟水分检测，由于片烟温度已降低，水分挥发较慢，烟箱内烟叶水分基本平衡，其取样、制样、化验过程

中，样品水分损失较小，化验值较接近真实水分值。

（二）温度对成品片烟贮存中的重量影响

从表 １中得知：９月份成品片烟凉包摆放 ７天后，平均温度由在线的 ４１．１℃下降为 ２９．８℃，平均下降
１１．３℃，成品片烟平均重量由在线的 ２００．３１ｋｇ下降为 １９９．８２ｋｇ，平均重量损失 ０．４９ｋｇ。而从表 ２中看出：３
月份成品片烟凉包摆放７天后，平均温度由在线的４１．３℃下降为２４．８℃，平均下降了１６．５℃，平均重量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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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９ ５６ １１．９９ ２０ ４２．０ １５ ２００．４９ ６ １１．８８ ３２．３ １９９．９０ －０．１１ －９．７ －０．５９

３２１ ７０ １１．８６ ３２ ４１．７ ２０ ２００．４５ ９ １１．９８ ３２．２ １９９．８１ ０．１２ －９．５ －０．６４

１９２ ４４ １１．９６ １９ ４１．２ １０ ２００．２８ ６ １２．１１ ２９．７ １９９．４８ ０．１５ －１１．５ －０．８０

３２０ ７０ １１．８７ ３２ ４２．２ ２０ ２００．２６ ９ １２．０８ ３０．８ １９９．５９ ０．２１ －１１．４ －０．６７

４４ １４ １２．０１ ６ ３７．２ ５ ２００．２０ ２ １２．２２ ２７．９ １９９．７５ ０．２１ －９．３ －０．４５

３３８ ７２ １１．８７ ３３ ４１．１ ２０ ２００．２８ ９ １１．８８ ２９．１ １９９．７３ ０．０１ －１２．０ －０．５５

３２２ ７８ １１．８４ ３１ ４２．５ ２０ ２００．３０ ９ １２．２６ ２９．２ １９９．８０ ０．４２ －１３．３ －０．５０

３０２ ７２ １１．９３ ２９ ４１．２ ２０ ２００．２６ ６ １２．２１ ２９．１ １９９．７８ ０．２８ －１２．１ －０．４８

３３８ ８６ １１．９０ ３０ ４２．０ ２０ ２００．２６ ９ １２．４４ ２８．６ １９９．９４ ０．５４ －１３．４ －０．３２

５２８ １２７ １１．８７ ４９ ４１．０ ４０ ２００．２９ １５ １２．０４ ２９．４ １９９．９５ ０．１７ －１１．６ －０．３４

５２９ １４１ １２．０４ ４９ ３９．８ ４０ ２００．３０ １５ １２．３５ ２８．７ １９９．９８ ０．３１ －１１．１ －０．３２

６２１ １４４ １１．９３ ５９ ４１．３ ４０ ２００．３０ １８ １２．３３ ２８．７ １９９．８８ ０．４０ －１２．６ －０．４２

７０６ １７７ １１．９８ ６７ ４１．５ ４０ ２００．３１ ２３ １２．２１ ２９．３ １９９．８５ ０．２３ －１２．２ －０．４６

６６２ １７３ １１．９８ ６３ ４１．２ ４０ ２００．３１ ２２ １２．０４ ２８．２ １９９．７９ ０．０６ －１３．０ －０．５２

６４８ １５３ １１．８９ ６２ ４１．７ ３８ ２００．２８ ２０ １２．１５ ２８．８ １９９．８１ ０．２６ －１２．９ －０．４７

７０４ １７０ １１．９３ ６６ ４１．８ ４０ ２００．２９ ２５ １２．２９ ２８．９ １９９．８０ ０．３６ －１２．９ －０．４９

７１２ １６５ １１．９８ ６６ ４１．９ ４０ ２００．２６ ２３ １２．１８ ２８．８ １９９．８０ ０．２０ －１３．１ －０．４６

７９２ １８４ １１．８９ ７４ ４２．０ ４０ ２００．２８ ２７ １２．１６ ２９．９ １９９．７６ ０．２７ －１２．１ －０．５２

５３１ １２８ １１．９４ ４９ ４１．８ ４０ ２００．３０ ２０ １２．１３ ３０．０ １９９．８６ ０．１９ －１１．８ －０．４４

７９５ １７６ １１．９６ ７７ ４１．１ ４０ ２００．３６ ２３ １２．３２ ２９．９ １９９．８５ ０．３６ －１１．２ －０．５１

７０８ １５８ １１．９６ ７０ ４１．２ ４０ ２００．３３ ２０ １２．０９ ３０．３ １９９．９９ ０．１３ －１０．９ －０．３４

６４６ １４１ １１．９５ ６４ ４０．６ ４０ ２００．３３ ２１ １２．２７ ２９．７ １９９．８７ ０．３２ －１０．９ －０．４６

６４７ １５１ １１．９４ ６２ ３９．９ ４０ ２００．３３ ２１ １２．１３ ３０．１ １９９．８５ ０．１９ －９．８ －０．４８

６１３ １４９ １２．００ ６０ ３９．９ ４０ ２００．３３ １８ １２．４５ ３１．０ １９９．８１ ０．４５ －８．９ －０．５２

６３７ １４９ １１．９５ ６０ ４０．０ ４０ ２００．３０ １８ １２．３９ ３１．２ １９９．８４ ０．４４ －８．８ －０．４６

６６７ １５５ １１．９４ ６２ ４０．５ ４０ ２００．３１ ２２ １２．２４ ３１．４ １９９．８５ ０．３０ －９．１ －０．４６

６６８ １４６ １１．９５ ６４ ４０．７ ４０ ２００．３１ ２１ １２．４３ ３１．８ １９９．８３ ０．４８ －８．９ －０．４８

６９４ １６２ １２．００ ６６ ４２．６ ４０ ２００．３０ ２２ １２．５５ ３０．１ １９９．９１ ０．５５ －１２．５ －０．３９
平均值 — １１．９４ — ４１．１ — ２００．３１ — １２．２１ ２９．８ １９９．８２ ０．２７ －１１．３ －０．４８

线的２００ｋｇ下降为１９９．１ｋｇ，平均净重损失达０．９ｋｇ。结果表明：环境温度的高、低，烟箱包温下降的快、慢
对成品重量在凉包摆放过程中的影响是不同的，即：环境温度高，空气相对湿度大，烟包温度下降慢，重量

损失小，相反，环境温度低，空气相对湿度小，烟包温度下降快，重量损失大。对表３进行分析后，又可以
得知：成品凉包摆放 １４天后，与凉包摆放 ７天对比，平均温度由 ２４．６５℃下降为 ２１．５℃，温度平均下降
３．１５℃，平均水分由 １１．９７％下降为 １１．９２％，水分平均下降 ０．０５个百分点，平均重量由 １９９．１ｋｇ下降为
１９８．８ｋｇ，重量平均下降０．３ｋｇ。检测数据表明：随着凉包摆放时间的增加，温度下降的幅度会变小，重量的
损失也会逐渐减少。

注：以上为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３０日的检测数据

表１ 空气相对湿度适宜 （６０％～７０％）
成品片烟在线与摆放７天的水分、重量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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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重

（ｋｇ）
烟叶水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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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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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ｇ）
烟叶水分

（％）
温度

（℃）

１５０７ ２００ １２．０４ ４０．２ １９９．０ １１．９２ ２４．６ －１．０ －０．１２ －１５．６

１５０８ ２００ １２．１４ ４１．７ １９９．２ １１．７６ ２５．１ －０．８ －０．３８ －１６．６

１５０９ ２００ １２．１７ ４１．１ １９９．０ １１．７６ ２４．２ －１．０ －０．４１ －１６．９

１５１０ ２００ １２．６０ ４２．３ １９９．１ １２．３４ ２４．８ －０．９ －０．２６ －１７．５

１５１１ ２００ １２．１２ ４１．３ １９９．１ １２．０４ ２４．３ －０．９ －０．０８ －１７．０

１５１２ ２００ １２．０８ ４０．９ １９８．９ １２．２６ ２５．０ －１．１ ０．１８ －１５．９

１５１３ ２００ １１．９２ ４１．０ １９９．１ １２．０６ ２５．２ －０．９ ０．１４ －１５．８

１５１４ ２００ １１．９０ ４１．４ １９９．１ １１．７９ ２４．５ －０．９ －０．１１ －１６．９

１５１５ ２００ １１．８８ ４１．８ １９９．２ １１．７２ ２４．２ －０．８ －０．１６ －１７．６

１５１６ ２００ １１．９６ ４０．６ １９９．３ １２．０８ ２４．６ －０．７ ０．１２ －１６．０

１４８６ ２００ １２．９１ ４１．１ １９９．０ １２．５８ ２６．１ －１．０ －０．３３ －１５．０

１４８７ ２００ １２．８４ ４２．１ １９９．２ １２．６９ ２５．２ －０．８ －０．１５ －１６．９

１４８８ ２００ １２．６６ ４１．５ １９９．２ １２．４０ ２４．８ －０．８ －０．２６ －１６．７

１４８９ ２００ １２．７３ ４１．２ １９９．０ １２．５６ ２４．２ －１．０ －０．１７ －１７．０

１４９０ ２００ １２．５８ ４１．０ １９９．２ １２．５７ ２６．７ －０．８ －０．０１ －１４．３

１４９１ ２００ １２．６０ ４１．８ １９９．３ １２．４２ ２４．４ －０．７ －０．１８ －１７．４

１４９２ ２００ １２．６８ ４０．９ １９９．０ １２．４８ ２５．１ －１．０ －０．２０ －１５．８

１４９３ ２００ １２．６７ ４１．５ １９９．２ １２．５６ ２５．０ －０．８ －０．１１ －１６．５

１４９４ ２００ １２．６４ ４１．３ １９９．２ １２．４６ ２４．３ －０．８ －０．１８ －１７．０

１４９５ ２００ １２．３５ ４１．２ １９８．８ １２．２０ ２４．５ －１．２ －０．１５ －１６．７
平均值 ２００ １２．３７ ４１．３ １９９．１ １２．２３ ２４．８ －０．９ －０．１４ －１６．５

（三）包装方式不同，成品片烟摆放过程中的重量损失也不同

不同的包装方式使成品片烟在摆放过程中产生的重量损失的大小也不同。从表４可以看出，在同样的温
湿度环境下，未放置内袋的成品片烟，摆放７天后，其平均水分由在线的１１．９９％升高为１２．１２％，水分平均
升高０．１３个百分点，而放置有内袋的成品片烟，其平均水分由在线的１１．９７％升高为１２．１７％，水分平均升高
０．２０个百分点。未放置内袋的成品片烟，摆放７天后其重量平均损失０．４２ｋｇ（由２００．２９ｋｇ下降为１９９．８７ｋｇ），
而放置有内袋的成品片烟，其重量平均损失仅为０．０６ｋｇ（由２００．１０ｋｇ下降为２００．０４ｋｇ）。这说明，放置内袋
的成品片烟其水分通过纸箱向外部环境的散失量较未放置内袋的成品片烟小，其重量的损失也就小。

二、空气湿度对烟叶水分测定的影响

湿度是指空气内含有水分的多少，一般用来表示空气的潮湿和干燥的程度。空气中的绝对湿度、饱和湿

度、相对湿度又与温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一般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绝对湿度越小，相对湿度也就越

小。空气相对湿度较小时，烟叶计量装箱后，在凉包摆放过程中，水分会不断散失，其散失的快、慢、多

少，一是取决于烟叶水分大小与空气相对湿度大小；二是取决于成品片烟的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值大小。成

品片烟水分大，空气相对湿度小，叶片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值大，则片烟水分的散失就快和大。云南打叶复

表２ 空气相对湿度较小 （３０％～５０％）
成品片烟在线与摆放７天的水分、重量检测结果

注：以上为２００６年３月３日的检测数据



箱号

凉包 ７天后成品检测 凉包 １４天后成品检测 １４天成品与 ７天成品对比

净重

（ｋｇ）
烟叶水分

（％）
温度

（℃）
净重

（ｋｇ）
烟叶水分

（％）
温度

（℃）
净重

（ｋｇ）
烟叶水分

（％）
温度

（℃）

１５０７ １９９．０ １１．９２ ２４．６ １９８．７ １２．１６ ２１．１ －０．３ ０．２４ －３．５

１５０８ １９９．２ １１．７６ ２５．１ １９８．８ １１．６６ ２１．７ －０．４ －０．１ －３．５

１５０９ １９９．０ １１．７６ ２４．２ １９８．９ １１．５８ ２１．６ －０．１ －０．１８ －２．６

１５１０ １９９．１ １２．３４ ２４．８ １９８．８ １２．１０ ２１．３ －０．３ －０．２４ －３．５

１５１１ １９９．１ １２．０４ ２４．３ １９８．７ １１．９７ ２１．５ －０．４ －０．０７ －２．８

１５１２ １９８．９ １２．２６ ２５．０ １９８．６ １２．０６ ２１．２ －０．３ －０．２０ －３．８

１５１３ １９９．１ １２．０６ ２５．２ １９８．８ １２．０６ ２１．９ －０．３ ０．００ －３．３

１５１４ １９９．１ １１．７９ ２４．５ １９８．６ １１．７０ ２２．１ －０．５ －０．０９ －２．４

１５１５ １９９．２ １１．７２ ２４．２ １９８．８ １２．０１ ２１．１ －０．４ ０．２９ －３．１

１５１６ １９９．３ １２．０８ ２４．６ １９８．８ １１．９４ ２１．５ －０．５ －０．１４ －３．１
平均值 １９９．１ １１．９７ ２４．７ １９８．８ １１．９２ ２１．５ －０．３ －０．０５ －３．２

烤时间一般为每年的１０月至次年３月期间，这个时期降雨量少，空气的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都较小，即通
常所说的风干物燥季节。在这种空气湿度进行预压水分检测，其取样、制样和化验过程中样品水分的散失较

大，导致化验的预压烟叶水分与真实烟叶水分有一定偏差，即化验水分略小于真实水分。

将表１、表２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温度的降低幅度与空气的相对湿度呈负相关系。９月份，空气
相对湿度较３月份大，温度下降幅度小，水分散失少，重量损失小，就出现了成品凉包摆放７天后，水分检
测平均值升高的现象。在３月份，空气相对湿度小，温度下降幅度增大，水分散失增多，重量损失大。

三、成品烟叶在自然发酵醇化过程中的重量变化

经打叶复烤装箱后的烟叶处在了自然发酵醇化的环境中，烟叶内含物发生转化和降解，其外观、物理及

化学性质都不断产生变化。烟叶的外观变化主要表现为残存叶绿素进一步降解消失，烟叶中的多酚类物质在

酶促和非酶促的作用下发生棕色反应，形成大量棕色色素，使烟叶颜色转深。烟叶的物理变化主要表现为烟

叶吸湿性和持水能力降低，烟叶干物质含量变化和烟叶的燃烧性得到改善。烟叶的化学变化主要表现为烟叶

萜烯类化合物降解、叶绿素降解、酚类物质降解、游离烟碱转化降解、果胶质降解、杂色物质缓慢挥发、酰

胺与易分解氨氮化合物的脱氨挥发、缓慢酸化等。

成品烟叶在自然发酵醇化过程中由于烟叶内含物的部分分解、挥发，而导致烟叶干物质损失，从而使烟

叶重量减少。干物质损失量与烟叶类型、品质、等级和发酵醇化所处的条件有关。一般烤烟自然发酵醇化后

干物质损失为１％～２％，晾晒烟为３％～４％；成熟度好的烟叶干物质损失小，成熟度差的烟叶损失大；等级高
的烟叶干物质损失小，等级低的烟叶损失大；水分含量高的烟叶干物质损失大，水分含量低的损失小；烟包

容量大的烟叶干物质损失大，容量小的损失小；烟包温度高或环境温度高的烟叶发酵速度加快，干物质损失

大，温度低的损失小。成品烟叶在自然发酵醇化过程中烟叶消耗氧气，放出二氧化碳、烟叶中部分蛋白质和

氨基酸脱氨放出氨气、果胶质分解放出甲醇、某些有机酸降解脱羧放出二氧化碳、烟碱和酰胺的部分挥发等

一系列变化都是烟叶干物质消耗和导致重量减少的因素。而所有这些化学变化，都是烟叶在自然醇化过程中

必然发生的，干物质的消耗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烟叶重量的减少，这是烟叶醇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从表

表３ 空气相对湿度较小 （３０％～５０％）
成品片烟摆放７天与１４天的水分、重量检测结果

注：以上为２００６年３月３日的检测数据



包

装

方

式

生产

日期

在线成品检测 凉包 ７天后成品检测 ７天成品与在线成品对比

生产

件数

抽检

箱数

平均

水分

（％）

抽检

箱数

平均

温度

（℃）

抽检

箱数

平均

净重

（ｋｇ）

抽检

箱数

平均

水分

（％）

平均

温度

（℃）

平均

净重

（ｋｇ）

水分

（％）
温度

（℃）
净重

（ｋｇ）

无

内

袋

１０月 ５日 ７２１ １６１ １１．９９ ６７ ４０．９ ４０ ２００．３０ ２２ １２．３３ ２９．７ １９９．９３ ０．３４ －１１．２ －０．３７

１０月 ６日 ２４７ ６０ １１．９６ ２３ ４０．１ １５ ２００．３３ ８ １２．１５ ２８．８ １９９．９４ ０．１９ －１１．３ －０．３９

１０月 ７日 ６９９ １５３ １１．９９ ６７ ４０．７ ４０ ２００．２７ ２１ １２．１２ ２８．９ １９９．９１ ０．１３ －１１．８ －０．３６

１０月 ８日 ７０９ １６９ １２．００ ６７ ４０．９ ４０ ２００．２８ ２１ １２．１２ ２８．６ １９９．８９ ０．１２ －１２．３ －０．３９

１０月 ９日 ７１２ １５３ １１．９９ ６９ ４０．９ ４０ ２００．２８ ２１ １２．０５ ２８．６ １９９．８１ ０．０６ －１２．３ －０．４７

１０月 １１日 ６３２ １４０ １１．９９ ６２ ４０．７ ４０ ２００．２８ １９ １１．９５ ２８．７ １９９．８１ ０．０４ －１２．０ －０．４７

１０月 １２日 ６２１ １３５ １１．９９ ６１ ４１．１ ３５ ２００．２８ １９ １２．１１ ２９．１ １９９．７８ ０．１２ －１２．０ －０．５０
平均值 — — １１．９９ — ４０．８ — ２００．２９ — １２．１２ ２８．９ １９９．８７ ０．１３ －１１．９ －０．４２

放

置

内

袋

１０月 １３日 ６５９ １５５ １２．００ ６３ ４０．２ ５０ ２００．１８ ２０ １２．３０ ２８．９ ２００．０５ ０．３０ －１１．３ －０．１３

１０月 １４日 ６３４ １４４ １２．０１ ６３ ４０．２ ４０ ２００．１０ ２０ １２．４１ ２９．３ ２００．０２ ０．４０ －１０．９ －０．０８

１０月 １５日 ５５０ １３０ １１．９４ ５４ ４０．１ ４０ ２００．０８ １６ １２．１６ ２８．４ ２００．０６ ０．２２ －１１．７ －０．０２

１０月 １６日 ６８９ １５８ １１．９２ ６９ ４０．４ ４０ ２００．１０ １９ １２．２２ ２９．２ １９９．９４ ０．３０ －１１．２ －０．１６

１０月 １７日 ７５７ １６３ １１．９９ ７４ ４０．０ ４０ ２００．０７ ２５ １２．１１ ２８．７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２ －１１．３ －０．０７

１０月 １８日 ７５５ １６６ １１．９８ ７５ ４０．６ ４０ ２００．１２ ２０ １２．２３ ２９．０ ２００．０８ ０．２５ －１１．６ －０．０４

１０月 ２１日 ５８６ １３６ １１．９８ ５８ ４１．０ ３５ ２００．０８ １８ １１．７５ ２９．２ ２００．１１ －０．２３ －１１．８ ０．０３
平均值 — — １１．９７ — ４０．４ — ２００．１０ — １２．１７ ２９．０ ２００．０４ ０．２０ －１１．４ －０．０６

４中可以看出，当采用放置内袋的包装方式后，成品片烟的水分损失减小，但其重量在摆放后仍然会有损失，
这就是烟叶发酵醇化过程中干物质产生消耗的结果。

温度条件对烟叶自然发酵醇化速度有明显的影响。通常，温度越高，烟叶中的生化变化越剧烈，醇化速

度越快；温度越低，烟叶中的生化变化越迟缓，醇化速度越慢。从表 １、表 ２中得知，一般温度高于 ３０℃
时，烟叶发酵速度快，重量损失大。而从表 ３中得知，烟包温度下降到 ２５℃以下时，烟叶发酵醇化速度减
慢，干物质损耗较少，重量损失较小。打叶复烤装箱温度一般在３８～４５℃，水分１１％～１３％，纸箱包装净重为
２００Ｋｇ，出于这种环境条件下的烟叶，醇化速度加快，烟叶内含物发生大量转化和降解，干物质损耗较大，
从而导致烟叶重量减少。凉包摆放７天后，烟叶温度下降到３０℃以下，烟叶发酵醇化的速度减慢，干物质损
耗速度减缓，烟叶重量下降也减缓。因此，打叶复烤装箱后的成品烟叶重量的减少量与发酵醇化速度、干物

质损耗量是成正相关系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烟叶在发酵醇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化学变化一般都会吸收氧气，放出二氧化碳，

产生一定的水分，这样既使烟叶在整个保管发酵醇化过程中不会导致烟叶水分无限的散失减少，又确保了烟

叶能进行较慢地正常的发酵醇化，不断的改善了烟叶的内在和外在品质。

四、结果与讨论

（一）烟叶温度不同，取样、制样、化验过程中样品水分散失也就不同，导致水分化验检测值与产品真

实水分的误差不同，因此会出现同样的检测手段 （仪器、方法都相同），对同一包片烟进行预压水分和成品

水分 （摆放７天）检测化验时，成品 （摆放７天）水分化验值与在线预压水分化验值略偏高的现象。
（二）成品片烟包温的下降速度与环境温度、空气的相对湿度相关。在环境温度较低、相对湿度较小的

环境下凉包摆放复烤片烟，包温下降快，水分损失快，其重量的损失也就越大。

表４ 不同包装方式成品片烟贮存过程中的水分、重量检测结果



（三）从烟叶醇化的角度来说，片烟温度高，其发酵醇化速度加快，干物质损耗较大，烟叶重量损失也

大，相反，片烟温度低，其发酵醇化速度会变慢，干物质损耗较小，烟叶重量损失就小。因此，成品烟叶在

凉包摆放过程中因为水分的挥发和烟叶的发酵降解其重量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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