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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让卷烟感官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精准把握消费者真实需求，通过网络评论爬取和在线问卷调查两种途径获取代表性卷

烟的消费者感官评价数据，采用语义分析法和相关统计学方法，从感官描述词匹配频率和词汇数、指标理解度和几何平均值等方

面进行对比分析，初步验证了中式卷烟消费体验感官评价指标的实用性和适用性。研究发现 : ①网络评论分析和问卷调查两种方

法的验证结果较为一致，并相互补充；②对于一级指标，消费者对描述满足感特征的指标最为关注，其次为舒适感和轻松感；

③对于二级指标，从消费者关注和感知程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核心指标，包括“浓郁”、“醇厚”、“刺激”、“柔和”、

“清新”、“劲头”、“甜润”、“顺畅”、“余味”、“杂气”、“嗅香”和“细腻”等 12 个关注多、易感知的指标；第二

类为延伸指标，包括“成团”、“丰富”、“绵长”、“透发”、“均衡”和“愉悦”等 6 个关注少、难以感知和理解、但起到

深化和综合作用的专业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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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质量是卷烟产品质量的基础和核心 [1]。对于

卷烟感官质量的评价，通常由专业的卷烟感官质量评

吸委员进行评价 [2]。由于评吸委员的评吸技能和专业

水平通常高于普通消费者，且评吸方式与普通消费者

存在较大的差异 [3]，较难从消费者认知的角度准确表

达卷烟消费的真实诉求。为此，近年来烟草行业开展

了一系列卷烟消费者评价方面的研究 [3–5]，以期建立

以市场为导向的科学评价方法。其中武怡等 [4] 建立

的中式卷烟消费体验感官评价方法采用两级指标，一

级指标为易感知、易描述的综合性评判指标，包括轻

松感、舒适感、满足感，二级评价指标为支撑一级指

标具体评判的细分指标，每个一级指标包括 6 项二级

指标，共 18 项指标。这些指标虽然系统全面，但并

未经过消费者真实的感知分析和体验验证 [6]，卷烟工

商企业难以区分和把握消费者关注的重点指标，且部

分指标对于未经过专业评吸训练的消费者可能较难感

知或捕捉。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网络已成为消费者

之间交流意见和发表观点的重要平台，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利用网络相互分享消费体验或感受。网络评论

信息作为消费者真实体验和使用心得的写照，已成

为消费行为研究的重要数据源 [7–11]。鉴于网络评论

数据的相对真实性、客观性和广泛性，且随着搜索

引擎中网络爬虫策略的广泛应用 [12]，许多研究者利

用在线评  论等网络数据进行消费者感知分析，如商

品满意度分析 [8]、餐饮服务质量调查 [9]、旅游目的

地形象感知 [10–11] 等。然而，针对卷烟的网络评论分

析消费感官体验研 究却未见报道。因此，通过网络

爬取和在线问卷调查方式获取卷烟消费者评价数据，

并进行分析研究，尝试打通消费者与卷烟感官评价

专业技术人员的信息沟通渠道，使卷烟工商企业精

准把握消费者关注的卷烟消费体验感官评价指标，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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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网络评论数据来源于烟悦网（www.yanyue.
cn）。消费者评论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从该网站上选取评论人数较多的 9 个牌

号国产卷烟，基本信息见表 1 中卷烟 A － I。这些卷

烟基本涵盖了市场上主流价位和高低焦油量的中式卷

烟。同时，卷烟 J 和 K（由中国 Y 公司提供的新款卷

烟）用于消费者问卷调查中消费者评吸。

表 1 卷烟样本的基本信息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n cigarette sample

样品 生产厂家 焦油量 /mg 价类 类型 用途

卷烟 A Y 11 三类 烤烟型 网络评论样本

卷烟 B Y 10 一类 烤烟型 网络评论样本

卷烟 C Y 11 一类 烤烟型 网络评论样本

卷烟 D Y 8 一类 烤烟型 网络评论样本

卷烟 E Y 8 三类 烤烟型 网络评论样本

卷烟 F Y 10 一类 烤烟型 网络评论样本

卷烟 G X 7 三类 烤烟型 网络评论样本

卷烟 H N 6 一类 烤烟型 网络评论样本

卷烟 I S 6 二类 烤烟型 网络评论样本

卷烟 J Y 7 二类 烤烟型 评吸样本

卷烟 K Y 7 二类 烤烟型 评吸样本

1.2 方法

1.2.1 网络评论分析

利用网络爬虫软件爬取烟悦网消费者评论数据，

获取网络评论文本。网络评论爬取工具为 Nutch，由

Java 编程语言实现和开发。Nutch 网络爬虫是目前使

用很广泛的一个开源网络爬虫，主要由网页爬取模块

和网页分析模块两个部分组成。在网页爬取模块中爬

虫根据链接爬取队列访问和下载网页，而网页分析模

块则是分析网页的文本内容等信息并把这些信息存储

在数据库或文件中，同时分析和获取子链接然后按照

一定的策略将这些链接放入爬取队列 [13]。

采用语义分析法剖析有效的网络评论文本，提取

感官描述词，包括描述感官的属性词和表述观点、看

法的情感词，例如对评论文本“隐约能品到木料的香

气，后味较好，烟气较纯，绵软浓厚，适合做口粮”

进行分析，提取得到“木料的香气”、“后味”、“好”、

“纯”、“绵软”和“浓厚”等感官描述词。

参考和借鉴中式卷烟系列感官评价方法 [14–18] 中

的术语和定义，对中式卷烟消费体验感官评价的 18
个二级指标词义进行分析、挖掘和整理，详细阐明各

指标涵义，参照释义对所提取的产品感官描述词，逐

一进行语义对应分析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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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消费者网络问卷调查

通过比烟网（www.beeyan.com）线上活动邀请消

费者参与卷烟 J 和卷烟 K 的评吸活动，并进行网络问

卷调查。将问卷采用结构化问题，分为人口学特征和

指标感知两部分。人口学特征部分包括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吸烟史和日吸烟量等 5 个问题。指标感

知部分对 18 个中式卷烟消费体验感官评价指标设置

了 18 个问题。该部分采用引导式问题设置，即在问

题中首先对指标作出解释（释义参见表 2），再询问

样品该指标的属性表现如何。例如，针对“嗅香”的

问卷表述是“嗅香是指烟支没点燃之前所能闻到的香

气。您觉得本款卷烟嗅香如何？”。答案中可选择对

嗅香的感知程度为“很好”、“较好”、“适中”、“较差”、

“很差”，也可选择“不理解”，表示不能理解该指

标的含义。问卷回收后，对消费者评吸得到的各指标

结果进行强度标度赋值（0 表示不理解，1 表示程度

很差，2 表示程度较差，3 表示程度适中，4 表示程

度较好，5 表示程度很好）。最后利用 EXCEL 软件

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1.2.3 几何平均值的计算

参考 GB/T 16861—1997(ISO 11035:1994)《感官

分析 通过多元分析方法鉴定和选择用于建立感官剖

面的描述词》[19]，根据网络评价中感官特征描述语的

匹配频率和调研问卷中各指标强度标度，由公式（1）
计算各二级指标的几何平均值 M：

M=  F×1                              （1）
其中：F—某指标实际被述及的次数占该指标最

大可能被述及总次数的百分率；I—某指标的强度占

该指标最大可能所得强度的百分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网络评论分析

2.1.1 网络爬取评论数据

经爬取得到 2 730 条评论数据。评论者来自于 21
个省份、4 个直辖市及 3 个自治区。剔除涉及广告、

转让、求购等无效评论数据后，得到有效评论数据 2 
328 条，有效评论率为 85.3%。从有效评论数据提取

到感官描述词共计 3 009 频次。   
2.1.2 匹配频次分析

将网络评论所提取的 3 009 频次的感官描述词

参照表 3 中 18 项中式卷烟消费体验感官评价指标释

义，逐一进行匹配分析，最终有 1 216 频次的感官

描述词与 18 项指标同义或近义匹配，总体匹配率为

40.4%，而不匹配的描述词主要涉及产品外观、香气

风格以及综合或模糊感受的描述，如包装典雅、酸梅

味、好抽和味道好等。

从表 2 网络评论中感官描述词总体匹配情况看，

中式卷烟消费体验感官评价的三个大类 18 个指标

项均有感官描述词与之匹配，其中描述轻松感、满

足感和舒适感特征指标的感官描述词匹配总频次分

别为 330、523 和 363，占比分别为 27.2%、43.0%
和 29.8%，从数据结果层面看，消费者吸食卷烟时

最注重的是卷烟所带来的满足感，主要包含浓郁、

醇厚、劲头等二级指标，其次才是舒适感，最后为

轻松感。

分析各单一指标发现，各指标的匹配频次差异较

大，其中排在前五位的指标分别为浓郁（219 频次）、

刺激（186频次）、醇厚（181频次）、劲头（111频次）、

柔和（97 频次），总占比达到了 65.3%，而排在后五

位的指标分别为透发（10 频次）、细腻（10 频次）、

绵长（6 频次）、丰富（5 频次）、成团（1 频次），

总占比仅为 2.6%，说明消费者对卷烟烟气浓郁、刺激、

醇厚、劲头和柔和等二级指标感知较为深刻，这些指

标关注度高，是消费体验感官评价的关键要素；而消

费者对透发、细腻、绵长、丰富和成团等指标的关注

度较低，反映了这些指标较难被消费者感知、捕捉和

体验，特别是“成团”相关感官描述词消费者使用的

概率很小，在 3 000 多频次感官描述词中，仅有 1 个

频次的描述词能与之对应。

2.1.3 匹配描述词分析

从表 2 中各二级指标所匹配的感官描述词个数来

看，消费者表达“浓郁”、“刺激”、“劲头”、“顺

畅”、“醇厚”、“柔和”和“清新”体验特征的感

官描述词汇较多，均超过了 10 个不同词汇，进一步

说明这些指标较容易被消费者所感知和掌握。而表达

“成团”、“细腻”、“丰富”、“透发”和“嗅香”

体验特征的描述词汇较少，均不超过 4 个，说明消费

者日常使用这些指标描述卷烟内在品质的概率较小。

分析表 2 中匹配的感官描述词具体词汇示例，发

现“丰富”、“透发”、“嗅香”、“均衡”和“愉

悦”词汇并未出现在描述词中，即这些指标不能找到

完全对应的描述词，相关描述词只是近义表达或部分

含义表达。原因可能是这 5 个指标过于抽象与专业，

不利于普通消费者接受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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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网络评论中感官描述词匹配情况

Tab. 2 Matching situation of sensory descriptive words in network comments 

指标 释义 匹配频次 匹配占比 /% 所匹配描述词
个数

所匹配的描述词示例

轻 

松 

感

柔和 烟气柔绵程度 97 8.0 11 柔和、柔顺、绵柔、绵软、
平和等

清新 香气香味清晰清爽 83 6.8 11 清新、清香、清淡、淡雅、
爽口等

均衡
香气香味各元素（指标）协调，没有任何单

一元素（指标）突出
64 5.3 8 纯正、纯、香味适中、适当、

刚刚好等

顺畅 烟气舒畅润滑 48 4.0 12 顺畅、舒畅、顺口、流畅、
顺滑等

愉悦
由香气香味获得的身心放松、神经活跃的正

面情绪感受
28 2.3 6 舒服、享受、腾云驾雾、有

宁静感等

透发 香气的显露程度和扩散力 10 0.8 4 透彻、芳香四溢、含而不露、
高雅飘逸

舒 

适 

感

刺激 烟气对感官造成的轻微和明显的不适感觉 186 15.3 19 刺激、辣、冲、呛、涩等

甜润 烟气的甜感和湿润感 55 4.5 10 甜润、甘甜、香甜、清甜、
甜等

嗅香 未燃烧烟支所散发的气息 37 3.0 4 闻着香、好闻、开封有香味、
烟草本香

余味 烟气呼出后遗留下来的味觉感受 47 3.9 9 余味、回味、回甜、回苦、
干净等

杂气 非卷烟本质气味，轻微的或明显的不良气息 28 2.3 8 杂气、杂味、异香、不纯、
怪等

细腻 烟气粒子的颗粒感和光滑程度 10 0.8 1 细腻

满 

足 

感

浓郁 香气香味充足 219 18.0 19 浓郁、饱满、重、馥郁、浓
等

醇厚 香气香味醇和厚实 181 14.9 11 醇厚、醇香、醇正、很醇、
厚重等

劲头 烟气对喉部的冲击强度，又称生理强度 111 9.1 16 劲大、有劲、带劲、过瘾、
给力等

绵长 烟气绵延悠长 6 0.5 5 绵长、悠长、持久充足、绵

丰富 香气中所包含香韵的丰富程度 5 0.4 3 香韵丰满、有韵味、香味特
别

成团 烟气光滑，感受似圆球状 1 0.1 1 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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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问卷调查分析

2.2.1 问卷回收情况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192 份，其中卷烟 J 为 100 份，

卷烟 K 为 92 份。所回收问卷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情况

见表 3。消费者样本构成包括云南、广东、重庆、四川、

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江苏、安徽、山东、天津、

陕西和吉林等 14 个省份或直辖市。这 14 个省份或直

辖市分布在中国的不同区域，代表了中国各地各种不

同的气候、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同时从表 3 可以看

出，不管是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还是吸烟史和日

吸烟量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 3 调查问卷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情况

Tab.3 Social demography characteristic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指标 特征 卷烟 J 卷烟 K

性别

男 88 82

女 12 10

年龄段

20~26 岁 21 28

27~36 岁 31 33

37~46 岁 16 12

47~56 岁 17 4

57 岁以上 15 15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小学以下 8 3

初中 23 17

高中 / 职高 / 中专 / 技校 26 31

本科 40 39

研究生 3 2

吸烟史

不到 5 年 19 28

5~10 年 23 30

10~20 年 29 18

20 年以上 29 16

日吸烟量

10 支以下 40 36

11~20 支 43 43

21~30 支 14 10

31~40 支 2 3

41 支以上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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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消费者理解率分析

消费者评吸所设计的调查问卷中先对指标含义做

出阐述，使消费者在此基础上做出评吸判断。从表 4
可看出，大部分指标的理解度均较高，比如“杂气”、“顺

畅”、“劲头”和“细腻”理解度达到了 99% 以上，

说明这些指标通俗易懂，易被消费者所接受。然而也

有部分指标即使在问卷中注明指标释义，调研对象仍

表示不能理解和感知。“成团”和“绵长”作为重要

烟气品质特征指标，不理解率分别达到了 18.2% 和

11.5%。“透发”作为专业评吸中反映香气品质特征

的重要指标，不理解率也达到了 13.0%。说明未经过

专业和长期训练的消费者很难理解和感知这 3 个指

标。而“均衡”、“丰富”、“愉悦”和“醇厚”不

理解率也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调查对象对这 4
个指标含义的疑虑，特别是“均衡”和“愉悦”作为

综合感受指标较难量化。

表 4 调查问卷中各指标的理解率

Tab. 4 the understanding rate of indexes in questionnaire survey

指标 不理解率 /%

轻 松 感

柔和 2.6

清新 3.7

均衡 9.9

顺畅 0.5

愉悦 8.3

透发 13.0

舒 适 感

刺激 2.6

甜润 3.7

嗅香 3.7

余味 4.7

杂气 0

细腻 0.5

满 足 感

浓郁 2.1

醇厚 8.3

劲头 0.5

绵长 11.5

丰富 9.4

成团 18.2

2.3 几何平均值分析

几何平均值 M 是评判感官评价指标出现频率和

感受强弱的综合分析指标，结合了网络评论和调查问

卷两种方法的结果，可有效避免单一方法分析结果对

指标重要性的误判，如某指标很少被述及而消费者对

其感觉强度很高和某指标的感觉强度较低而经常被提

及两种情况。M 值越大，该指标对感官品质的贡献越

大。根据各二级指标 M 值按大小进行排序，从图 1
可看出，“浓郁”、“醇厚”、“刺激”、“柔和”、

“清新”、“劲头”、“均衡”和“甜润”等排在前

列的二级指标对消费者感官体验的贡献较大。而“成

团”、“丰富”、“绵长”、“透发”和“细腻”为

M 值相对低的指标（均低于 5%），说明其对消费者

感官体验的贡献较小。

图 1 各二级指标几何平均值

Fig.1 Geometric mean of each secondary index

3 讨论

网络评论与问卷调查数据各有优点，国内外学

者大多使用其中一种数据对消费者感知或行为进行

研究 [20]。与问卷调查相比，网络评论数据量大，获

取成本较低。而问卷调查可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内

容设计问卷，内容有针对性，且结果便于量化和统计。

因此，采用网络评论分析和在线问卷调查两种角度同

时对卷烟消费体验感官评价的 18 个二级指标进行分

析，可取二者之长，相互验证。结果表明，除个别指

标外两种方法验证结果较为一致，具体如下：

（1）消费者对描述满足感特征的指标最为关注。

对于“浓郁”、“劲头”和“醇厚”3 个二级指标，

消费者表现出较高的使用频率和理解程度，说明其设

置较为适宜，可作为中式卷烟消费体验感官评价的核

心指标。而“成团”、“绵长”和“丰富”在网络

评论中使用频率低、在调查问卷中不理解度较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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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未经过专业评吸训练的消费者较难感知、理解和关

注这 3 个指标。同时鉴于其 M 值较低，表明这 3 个

指标不适合作为中式卷烟消费体验感官评价的核心指

标，但这 3 个指标是反映烟气品质特征的重要指标，

可作为中式卷烟消费体验感官评价的延伸指标，起到

引导和深化的作用。

（2）对于描述舒适感特性的 6个二级指标，除“细

腻”外，各指标验证时消费者表现出较高的使用频率

和理解程度。“细腻”虽在网络评论中使用频率较低，

但在调查问卷中理解度较高，说明该指标较为通俗易

懂，易被消费者接受和理解。故中式卷烟消费体验描

述舒适感特征的嗅香、刺激、甜润、杂气、细腻、余

味等 6 个指标设置较为合适。

（3）对于描述轻松感特性的 6 个二级指标，消

费者对“柔和”、“清新”和“顺畅”使用频率和理

解度较高。“均衡”和“愉悦”作为综合感受指标，

虽在网络评论中感官描述词有一定的匹配度，但无指

标原词匹配，且调查问卷中理解度较差。说明消费者

较难衡量和理解。“透发”作为专业评吸中反映香气

品质特征的重要指标，在网络评论中使用频率低，在

调查问卷中不理解度较高，且其 M 值较低，说明消

费者对该指标关注少，且理解难。综上表明，“柔和”、

“清新”和“顺畅”可作为中式卷烟消费体验感官评

价的核心指标。“均衡”、“愉悦”和“透发”指标

可作为中式卷烟消费体验感官评价的延伸指标，起到

综合和深化的作用。

4 结论

采用网络评论爬取和在线问卷调查两种途径获取

卷烟消费者的感知数据，通过对感官描述词匹配频率

和词汇数、指标理解度和几何平均值等定量结果的分

析对比，验证了中式卷烟消费体验感官评价指标的实

用性和适用性，找出了消费者较为关注的感官评价指

标。结果表明，网络评论和调查数据可作为卷烟消费

体验感官评价的重要数据源，为以市场为导向、以消

费者需求为目的的定向配方设计提供新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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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assist technicians specialized in sensory evaluation know actual demands of cigarette consumers, data of consumers’ 

sensory evaluation on representative cigarettes were collected from network comment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line.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match frequency and number of sensory descriptive words and u   nderstand degree and geometric mean of 

indexes. Consumer experience-based sensory evaluation indexes for C  hinese-style cigarettes were verifi ed preliminarily. The study found 

that: 1) Results of network comment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were comparable and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2) For primary 

indexes, consumer’s attention focused on index related to feeling of satisfaction, and then feelings such as comfort and relaxation. 3) 

Secondary index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depending on extents of consumers’ perception and attention. The fi rst category 

included 12 core indexes, namely richness, mellowness, irritation, mildness, freshness, impact, sweetness, fl uency, aftertaste, off ensive odor, 

olfactory aroma and smoothness; which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and could be perceived easily by consumers. The second category included 

6 derivative indexes, namely lingering, abundance, lasting, volatility, balance and “pleasure”. These indexes attracted less attention and 

were not able to be distinctly experienced, however, they wer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professional by their attributes.
Keywords：  consumer experience sensory evaluation; network comment; questionnaire survey;  index verifi cation; cigarette; matching
Citation：CAI Bo, ZHANG Tiandong, YE Changwen, et al. Analysis of consumer experienced cigarette sensory evaluation indexes based 

on network comments and questionnaires [J]. Acta Tabacaria Sinica, 2017,23(5)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25330673@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