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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黎川基地烟叶质量特点与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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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进一步持续提高江西黎川基地烟叶质量，通过对其烟叶质量的鉴定与分析，初步明确了黎川基地烟叶质量主要特

点，结果显示，下部烟叶表现为高糖、高钾、高糖碱比和低烟碱，中部烟叶表现为高糖、高钾、高糖碱比和中烟碱，上部烟

叶表现为中糖、高烟碱、高钾的特性。香型风格以浓透清香为主，烟叶质量比较稳定，同年度不同地点样品或不同年度的样

品差异不大，以烟碱为主及其派生的质量指标稍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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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further continued improve Jiangxi lichuan base tobacco quality, through tobacco quality of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preliminary clear has lichuan base tobacco quality main features for: performance for the high rate of sugar and nicotine, high 
potassium, high sugarand low-nicotine in lower tobacco leaves, cutter tobacco leaves to the high rate of sugar and nicotine, high 
potassium, high sugar and medium-nicotine, upper leaves appear as properties of medium sugar, high nicotine and high potassium. 
Aromatic style dominated by dense fragrance; lichuan tobacco leaf quality is relatively stable, with the annual sample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or different samples of the year difference is small, slightly dominated by nicotine and its derived quality indicators. 
Keywords: Lichuan; tobacco leaf base; quality; stability 
 

    江西黎川基地属于亚热带湿润性气候，年均气

温 17.9 ℃，年均降雨量 1700~1800 mm。土壤类型

主要以适宜烟草生长的紫砂泥田为主，烤烟种植以

烟—稻轮作为主，自然条件优越。烤烟生产从 2002

年试种开始，到 2008年达 40.24 hm2，种植面积发

展迅速。近几年，通过大力推广、落实先进实用生

产技术，进一步提高了黎川烟叶质量，烟叶外观质

量改善明显，下部烟身份明显增加，上部烟叶厚度

显著下降，烟碱含量得到有效控制[1]。本研究通过

对黎川基地烟叶质量的分析，初步确定该地烟叶的

质量特点，为黎川烟叶基地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取样 

选取黎川 5 个代表性乡镇，分别采集 2008 和

2009 年的下部橘色二级（X2F），中部橘色三级

（C3F）和上部橘色二级（B2F）3个等级的烟叶样

品各 5 kg，共取烟叶样品 6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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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烟叶质量鉴定 

外观质量鉴定按照国家标准GB 2635—1992进

行；样品的还原糖、总植物碱、总氮、K2O、Cl分

别采用铁氰化钾比色法、光度法（YC/T 34—1996）、 

克达尔法（YC/T 33—1996）、火焰光度法（YC/T 173

—2003）、电位滴定法（YC/T 153—2001）进行检

查；感官质量鉴定按照 9度标度法进行评吸。 

2  结  果 

2.1  烟叶外观质量 

调查发现，两年烟叶外观质量结果基本一致，

下部烟叶颜色稍微偏淡，叶片稍微偏薄。中部比较

适中。上部烟叶稍微偏厚，颜色偏深。其他外观质

量指标为优良。具体的评价结果为：下部烟叶颜色

为浅橘黄至橘黄，油分稍有，身份稍薄至中等，色

度为中。总体质量表现为中等至较好。中部烟叶颜

色橘黄；油分有；身份为中等，结构疏松；色度中；

总体外观质量为较好。上部烟叶颜色橘黄至橘黄+；

成熟度为成熟稍偏弱；油分有；身份稍厚至稍厚+；

结构为尚疏松；色度为中至强-。总体质量为中至较

好。 

2.2  烟叶主要化学成分含量 

2.2.1  下部烟叶主要化学成分  黎川基地下部烟

叶化学成分状况如表 1。还原糖均值 2 年度分别为

32.85%和 30.38%，变化较小，较稳定；烟碱均值分

别为 1.35%、1.34%，年度内不同地点的变异系数较

大，2008年为 10.6%，而 2009年为 30.8%；总氮含

量均值分别为 1.54%和 1.63%变化较小，较稳定；

钾含量均值分别为 3.45%和 3.72%，烟叶含钾量比

较高，年度间变化比较小。氯含量均值分别为 0.17%

和 0.52%，虽然含氯量在适宜范围内，但年度间变

化较大，2008 年变异系数为 20.7%，2009 年达

66.38%；糖碱比均值皆在 30 左右，但年度内不同

地点的变异系数变化较大，特别是 2009 年，变异

系数达 51%；氮碱比均值分别为 1.15、1.32，也是

2009年年度间变化较大，达 31%。 

2.2.2  中部烟叶主要化学成分  表 2结果表明，还

原糖均值两年分别为 30.00%和 30.30%，烟碱均值

两年间分别为 2.34%、2.35%，总氮含量均值分别为

1.74%和 1.80%，钾含量均值分别为 3.13%和 3.25%，

还原糖、烟碱、总氮和钾年度内不同地点的变异系

数变化较小且较稳定，一般不超过 12%。；氯含量

均值分别为 0.22%和 0.49%，糖碱比均值为 15左右，

氮碱比均值分别为 0.75、0.78，烟叶氯含量、糖碱

比和氮碱比年度内不同地点的变异系数较大，氯含

量变异系数最大，在 45%以上，其次为糖碱比，变

化范围在 20%左右。 

2.2.3  上部烟叶主要化学成分  上部烟叶主要化

学成分状况如表 3。结果表明，还原糖均值两年间

都保持在 25.00%左右，烟碱均值两年间分别为

3.46%、3.32%，钾含量均值分别为 2.81%、2.84%，

糖碱比均值两年皆为 8 左右，氮碱比均值分别为

0.57、0.58，总氮和氯分别在 1.9%和 0.3%左右。还

原糖、总氮、钾和氮碱比的年度内不同地点的变异

系数变化较小且较稳定，一般在 10%以内。但烟碱

和糖碱比在 2009年变化较大，分别为 15%和 20%。 
 

表 1  下部烟叶主要化学成分含量  
Table 1  The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in lower flue-cured tobacco 

年份 化学成分 还原糖/% 烟碱/% 总氮/% K2O/% Cl/% 糖碱比 氮碱比 

平均值 32.85 1.35 1.54 3.45 0.17 30.77 1.15 
标准差 1.13 0.14 0.08 0.18 0.03 3.66 0.10 
最小值 31.00 1.14 1.44 3.15 0.12 26.30 1.05 
最大值 33.70 1.52 1.67 3.68 0.22 35.20 1.30 

2008 

变异系数 3.44 10.61 5.24 5.27 20.72 11.91 8.78 
         

平均值 30.38 1.34 1.63 3.72 0.52 30.66 1.32 
标准差 3.41 0.44 0.16 0.44 0.34 15.77 0.41 
最小值 26.50 0.69 1.39 3.46 0.16 16.60 0.95 
最大值 34.30 1.85 1.79 4.51 1.08 57.00 2.01 

2009 

变异系数 11.21 32.83 10.05 11.89 66.38 51.44 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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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部烟叶主要化学成分含量 
Table 2  The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of cutter flue-cured tobacco 

年份 化学成分 还原糖/% 烟碱/% 总氮/% K2O/% Cl/% 糖碱比 氮碱比 

平均值 30.00 2.34 1.74 3.13 0.22 15.50 0.75 
标准差 0.77 0.29 0.08 0.14 0.10 3.00 0.07 
最小值 29.30 1.81 1.62 2.97 0.10 12.80 0.70 
最大值 31.40 2.63 1.86 3.35 0.36 21.10 0.90 

2008 

变异系数 2.58 12.31 4.73 4.54 46.03 19.34 9.79 
         

平均值 30.30 2.35 1.80 3.25 0.49 14.98 0.78 
标准差 3.62 0.30 0.11 0.27 0.39 3.27 0.13 
最小值 26.80 1.94 1.64 2.91 0.17 11.60 0.61 
最大值 35.30 2.67 1.90 3.56 1.04 19.70 0.97 

2009 

变异系数 11.95 12.72 6.37 8.27 78.93 21.82 16.63          
 

表 3  上部烟叶主要化学成分含量 
Table 3  The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in upper flue-cured tobacco 

年份 化学成分 还原糖/% 烟碱/% 总氮/% K2O/% Cl/% 糖碱比 氮碱比 

平均值 25.13 3.46 1.98 2.81 0.27 7.66 0.57 
标准差 1.15 0.22 0.14 0.26 0.19 0.74 0.03 
最小值 23.50 3.20 1.77 2.47 0.13 6.69 0.54 
最大值 26.70 3.77 2.19 3.21 0.64 8.76 0.62 

2008 

变异系数 4.58 6.44 6.86 9.12 70.43 9.66 5.39 
         

平均值 25.50 3.32 1.90 2.84 0.32 8.38 0.58 
标准差 1.35 0.51 0.15 0.32 0.28 1.71 0.06 
最小值 23.50 2.94 1.71 2.50 0.11 5.80 0.50 
最大值 27.20 4.18 2.07 3.36 0.79 10.40 0.65 

2009 

变异系数 5.28 15.35 8.11 11.42 86.02 20.43 11.01          
 
含氯量变化最大，达 70%以上。 

2.3  烟叶主要化学成分变化趋势分析  

上、中、下 3个部位主要化学成分含量情况见

表 4。结果表明，3个部位烤后烟叶还原糖、总糖、

总氮、钾含量相对稳定，变异系数皆在 10%以内，

说明正常年份这四种烟叶化学成分可能主要受生

态因素影响。烟碱和氮碱比变化稍大，在 10%～

20%，可能受栽培技术的影响更大一点。烟叶含氯

量虽在适宜范围内，但不同样品之间变化较大。糖

碱比和钾氯比变异系数较大，主要受烟碱和氯含量

变化大的影响。 

中部和下部烟叶总糖和还原糖皆比较高，上部

烟叶有比较大的降低；3 个部位烟叶，烟碱含量随

烟叶部位升高，并且按照 1%幅度上升；钾含量则

呈下降趋势，从下部、中部、上部烟叶下降幅度略

有增加；总氮含量呈缓慢上升的趋势；3 个部位烟

叶糖碱比随部位升高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尤其是从

下部到中部烟叶。从主要化学成分变化看，黎川基 
 

表 4  黎川基地烟叶主要化学成分含量 
Table 4  The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of Li Chuan base flue-cured tobacco 

部位 化学成分 还原糖/% 总糖/% 烟碱/% 总氮/% K2O/% Cl/% 糖碱比 钾氯比 氮碱比 

平均 31.7 35.7 1.3 1.6 3.7 0.5 30.7 11.1 1.3 
标准差 2.5 3.5 0.3 0.1 0.3 0.3 9.8 8.8 0.3 下部 

变异系数 7.9 9.7 21.1 7.5 8.7 53.5 32.1 79.0 20.7 
           

平均 30.1 34.4 2.3 1.8 3.3 0.5 15.0 11.2 0.8 
标准差 2.2 2.4 0.3 0.1 0.2 0.3 2.8 8.0 0.1 中部 
变异系数 7.5 6.9 11.3 5.3 6.1 57.4 18.9 71.0 12.0 

           
平均 25.3 27.2 3.3 1.9 2.8 0.3 8.4 14.8 0.6 
标准差 1.1 1.7 0.3 0.1 0.3 0.2 1.2 8.0 0.0 上部 
变异系数 4.5 6.1 10.5 7.2 9.2 65.8 14.4 54.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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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烟叶主要化学成分的特征为，下部烟叶表现为高

糖、高钾和高糖碱比和低烟碱的特性。中部烟叶表

现为高糖、高钾和高糖碱比和中烟碱的规律。上部

烟叶表现为中糖、高烟碱、高钾的特性。 

2.4  感官质量 

经感官评吸（表 5），黎川基地烟叶香型风格

2008 年下部和中部烟叶 83%以上样品表现为中偏

清，上部烟叶表现为中偏浓。2009年上、中、下 3

个部位的烟叶均表现为浓偏中风格。83%下部烟叶

劲头稍小，中部和上部烟叶中等至稍大；浓度下部

烟叶中等，83%以上中部烟叶稍浓，上部烟叶稍浓

至较浓，各部位烟叶的浓度和劲头较适宜。香气质

以中部烟叶相对较好，80%以上的烟叶香气质稍好

至较好；香气量以上部烟叶相对较好 ，尚充足至

较充足，但上部余味相对变差，为尚干净、尚舒适，

刺激性相对增加。 

 
表 5  黎川基地烟叶感官评吸质量 

Table 5  The sensory taste of Lichuan base tobacco leaves 
 2008   2009  

评吸指标 项目 
下部 中部 上部 下部 中部 上部 

标度值 4 4 6 7 7 7 
香型 

比例/% 100 83 100 100 100 100 
        

标度值 4.0~4.5 5.0~5.5 6.0~6.5 4.0~4.5 5.5~6.0 6.0~6.5 
劲头 

比例/% 83 100 83 100 100 100 
        

标度值 5.0~5.5 6.0~6.5 6.5~7.0 4.5~5.0 5.5~6.0 6.0~6.5 
浓度 

比例/% 100 83 100 100 100 100 
        

标度值 5.5~6.0 6.0~6.5 5.0~5.5 5.0~5.5 6.0~6.5 5.5~6.0 
香气质 

比例/% 100 83 67 100 80 100 
        

标度值 5.5~6.0 6.0~6.5 6.0~6.5 5.0~5.5 5.5~6.0 6.0~6.5 
香气量 

比例/% 83 100 100 60 100 100 
        

标度值 5.5~6.0 5.5~6.0 5.0~5.5 5.0~5.5 5.5~6.0 5.0~5.5 
余味 

比例/% 100 100 100 80 100 100 
        

标度值 6.0~6.5 5.5~6.0 5.0~5.5 5.5~6.0 5.5~6.0 5.0~5.5 
刺激性 

比例/% 67 100 100 80 60 100 
        

标度值 5.5~6.0 5.5~6.0 5.0~5.5 5.5~6.0 5.5~6.0 5.0~5.5 
杂气 

比例/% 100 83 100 80 100 100         
注：按照 9度标度法，香型 4-中偏清、6-中偏浓、7-浓偏中；劲头 4-稍小、5-中、6-稍大；浓度 5-中、6-稍浓、7-较浓；香气质 5-中、6-稍好、7-较
好；香气量 5-有、6-尚充足、7-较充足；余味 5-尚干净、尚舒适、6-尚干净、较舒适；刺激性 5-中、6-稍小、7-较小；杂气 5-有、6-微有。2.标度值
以 0.5为统计单位，按照 4舍 5入进行统计。 
 

2009 年各部位烟叶的浓度和劲头基本符合部

位特征，下部烟叶香气质稍差，香气量稍偏弱。上

部烟叶劲头偏大，余味相对变差，刺激性相对增加

是主要问题。中部烟叶质量较好。总体上，下部烟

叶感官质量中等至较好，中部烟叶感官质量较好。 

3  小  结 
通过对黎川基地烟叶外观质量的鉴定、主要化

学成分的检测与分析以及烟叶感官评吸，初步认为

黎川基地烟叶具有以下质量特点。（1）烟叶外观质

量。烟叶颜色橘黄，有油分，身份中等至稍厚，色

度中等，结构疏松，烟叶成熟度较好，中部烟叶总

体质量较好。（2）下部烟叶表现为高糖、高钾和高

糖碱比和低烟碱的特性。中部烟叶表现为高糖、高

钾和高糖碱比和中烟碱的规律。上部烟叶表现为中

糖、高烟碱、高钾的特性。（3）香型风格以浓透清

香为主，烟叶的浓度和劲头较适宜，中部烟叶香气

质相对较好，上部烟叶香气量相对较好，总体上，

下部烟叶感官质量中等至较好, 中部烟叶感官质量

较好。 

从结果与分析中可看出，黎川基地烟叶质量是

比较稳定，同年度不同地点样品或是不同年度的样

品差异不大。差异较大为以烟碱为主及其派生的质

量指标稍偏大，这是因烟碱与地力及肥料密切相

关，比较难以控制。尽管烟叶含氯量差异较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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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基本在适宜范围。 

提高黎川基地烟叶质量应重点稳定烟叶质量

风格，进一步改善烟叶的香气质、提高烟叶香气量

等，因此，建议一是选择优质烟区，提高烟叶质量。

二是促进烟株早发，可以有效降低上部烟叶烟碱含

量，提高中下部烟碱含量。三是增施优质有机肥（如

饼肥等），提高烟叶香气量。四是加强收购管理，

提高烟叶等级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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