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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烟草自有致香成分单体
在卷烟加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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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几种烟草自有致香成分单体在卷烟加香中的用量分别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6种单体香料

的适宜用量分别为：茄酮37．5×10“％一50．0×10“％，巨豆三烯酮50．0×10-4％一75．0×10_4％，

二氢猕猴桃内酯3．75×10“％～5．00×10。4％，口一二氢大马酮7．5×10。％～12．5×10“％，2一乙

酰基吡嗪lO-4％～2．0×10。％，氧化异佛尔酮10‘2％一1．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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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everal tobacco aroma components

of its own monomer in tobacco flav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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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mount of several tobacco aroma components in tobacco was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ppropriate rate of six spices was solanon 37．5×10—4％一50．0×10—4％．megastigmatrienones

50．0×10—4％～75．0×10—4％，dihydroactinidiolide 3．75×10—4％～5．00×10—4％，p—damascone

7．5×10—4％～12．5×10—4％，2-acetylpyrazine 10—4％一2．0×10—4％，ketoisophorone 10—2％～

1．5×10—2％．

Key words：sensory evaluation；trace flavor material；gradient test

0引言

随着人们对吸烟危害的认识不断加深，烟草行

业对减害降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国家烟草专卖局

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盒标焦油量超过

13 mg／支的卷烟将不得生产销售．这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烤烟型卷烟配方中对高香气、高烟碱烟叶的

使用．但中式卷烟须通过保持高香气、低危害的特

点来持续满足消费者的吸食偏好，这就对卷烟配方

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满足以上要求，只能通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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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级烟叶原料的用量，结合滤棒截留和通风稀释

等物理手段来达到减害降焦的效果．但这些方法或

手段无疑会带来卷烟感官质量的改变，而添加部分

微量香料是改善感官品质的有效措施．

本文拟选取茄酮、巨豆三烯酮、二氢猕猴桃内

酯、口一二氢大马酮、2一乙酰基吡嗪、氧化异佛尔酮

6种香料¨“1在卷烟加香中进行用量研究，以期寻

求一种能提高吸食品质的经济型香料．

1 实验
f

1．1材料

A牌号卷烟(二类卷烟)(盒标焦油量14 mg，烟

气烟碱量1．2 mg，烟气一氧化碳量13 mg)已加香混

合成品烟丝5 000 g；茄酮，巨豆三烯酮，卢一二氢大

马酮，云南瑞升烟草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二

氢猕猴桃内酯，氧化异佛尔酮，云南天宏香精香料

有限公司产；2一乙酰基吡嗪，山东滕州市中泰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产．

1．2仪器

梅特勒一托勒多称量电子秤，精确度

0．000 1 g，上海梅特勒有限公司产；药物天平(最大

称量值200 g)，喉头微量喷雾器，上海医疗器械厂

产；KDF恒温恒湿箱，德国宾得公司产．

1．3操作方法

根据生产商提供的参考用量，分别称取A牌号

卷烟不同配比混合幺幺样品31份，每份样品100 g，按

不同量进行稀释后，用喉头微量喷雾器将试用单体

通过雾化喷洒在混合烟丝上．贮丝时间应大于4 h，

制成烟支后在24℃，湿度60％的恒温恒湿箱中平

衡2 h后供感官评吸判定．

采用未添加任何单体香料的A牌号成品卷烟

为对照样品，其感官质量是：香气量较足，质感稍

粗，丰富性较好，稍有木质杂气，谐调性较好，刺激

中等，余味似有颗粒状成分．

2结果与讨论

2．1 茄酮用量对卷烟感官评吸结果的影响

茄酮来源于西柏烯类物质的降解，具有新鲜胡

萝卜样的香味卜引，有研究表明[4。]，其含量与卷烟

香味呈正相关关系．分别对不同茄酮添加量的卷烟

进行评吸，其感官质肇见表1．

由表l可以看出：茄喇添加量为37．5×10。％一

50．0×10一％时效果较好，特别是有助于对烟气柔

和性和刺激性的改善；用量过少则效果不明显，用

量过多则影响烟气的谐调性、透发性和余味．

表1 茄酮添加量对卷烟感官评吸结果的影响

。添10j嘎 感官评吸描述／× “％ 50口’l’“1⋯”

烟气的柔顺感有改善，其他方面
基本没变化

烟香丰富性似有增加，刺激性和
质感有改善，但不明显

烟香丰富性增多，质感和刺激性改善
明显，烟气更柔顺，谐调。陀较好，杂气

的强度有所弱化，余味较舒适

烟香丰富性增强，烟气更加醇和柔
顺，甜韵似有增加，刺激性彳j．所降低，
不足之处足烟香的透发性不理想

烟香略显沉闷，刺激性小，但谐调性
下降，似乎有单体香料的气息

谐调性较差，明显有单体香料气息，
余味感觉舌面有发腻感

2．2 巨豆三烯酮用量对卷烟感官评吸结果的影响

巨豆三烯酮来源于其自身所含胡萝b素的降

解∞“J，具有类似于干草样的甜香，可使卷烟产生一

种类似于Budey烟的宜人香味，对去除杂气等方面

有明显的作用，同时能够增加烟草甜香，使烟气和

顺∞’10J．分别对不同巨豆三烯酮添加量的卷烟进行

评吸，其感官质量见表2．

表2 巨豆三烯酮添加量对卷烟感官评吸结果的影响

、蓑恕甓 感官评吸描述10／× 。4％
’””7’。“’““

25．0

50．0

75．O

100．O

125．0

150．O

变化不明显，烟气的青甜感似有增加

烟香丰富性有所增加，刺激性和
质感有改善，烟气的柔顺感增加

烟香丰富性增多，与烟乔潴调一致，
似有青甜和花甜及果甜韵调，质感和

刺激性改善明显，有较好生津感

烟香丰富性增强，干草甜、
过甜韵调明显，烟气更加醇和柔顺。

谐渊性略欠

烟香已有被遮蔽的感觉，谐凋性
有所下降，烟气透发性下降

烟香混浊，谐调性较差

由表2可以看出：巨豆三烯酮对增加烟气的甜

韵，丰富烟香，改善烟气的柔和程度等方面有较好

的效果，其用量在50．0×10。4％一75．0×10。4％时

效果较理想．

2．3二氢猕猴桃内酯用量对卷烟感官评吸结果的

影响

二氢猕猴桃内酯来源于其自身所含胡萝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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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解‘5“]，具有猕猴桃样的青香、果香及木香．分

别对不同二氢猕猴桃内酯添加量的卷烟进行评吸，

其感官质量见表3．

袁3二氢猕猴桃内酯用量

对卷烟感官评吸结果的影响

、，萼；?嚷 感官评吸描述
×10“／％

。”。“’“⋯‘。

2．50

3．75

5．00

6．25

变化不明显，烟气的青甜感
似有增加，刺激性略有改善

烟香丰富性有所增加，
刺激性明显降低

烟香丰富性增多，有青甜及果甜韵
调，刺激性改善明显，余味有发腻感

干草甜、过甜韵调明显，略微影响到
整体的谐凋性，舌面有明显的发腻感

由表3可以看出：二氢猕猴桃内酯对降低卷烟

刺激性效果十分明显，同时还可增加烟香的青甜、

果甜韵调，但用量不当会带来余味的负面效应，其

较理想的用量为3．75×10一ok～5．0×lO。％．

2．4卢一二氢大马酮用量对卷烟感官评吸结果的

影响

口一二氢大马酮属于类胡萝卜素的降解产物，

能赋予成熟烟草特征香气汜’7，加】，具有近似玫瑰的强

烈青甜芳香，产生诱人的异国情调和扭力，使人陶

醉．它的阈值很低，有良好的扩散性能．分别对不同

口一二氢大马酮添加量的卷烟进行评吸，其感官质

量见表4．

表4口一二氢大马酮用量
对卷烟感官评吸结果的影响

、，零i境 感官评吸描述0／×l 1％ ’“。“’“”“

2．5

7．5

12．5

17．5

22．5

烟气的甜韵、丰富性似有增加，
烟气质感略有改善

烟香丰富性增加明显，量也有
所增加，烟气的柔顺程度改善较多，

烟气的优雅程度得到提升

烟香的鼍和丰富性增加．与烟香
谐调一致，微微透点花甜韵凋，
刺激性改善明艟，炳气整体表现

优雅绵长、醇和

烟香丰富性增强，浓度有所增加，
仡甜韵调略显突JIfj，刺激性小，

略钽沉闷

烟气较甜，烟香的谐调惟不理想，烟
香有被遮蔽的感觉，余味舒适度F降

由表4可以看出：卢一二氢大马酮对卷烟烟气的

甜韵和柔软性的改善较明显，但容易出现花香透露

的现象，其用量在7．5×10一ok～12．5×10。％时

效果较佳．

2．5 2一乙酰基吡嗪用量对卷烟感官评吸结果的

影响

2一乙酰基吡嗪具有爆玉米、芝麻、榛子、木质熏

香、牛肉、坚果类、烘烤淀粉类食品的特征香气，烘

烤类香气突出，香气厚实，留香持久．其阈值低，挥

发性强，有极强的穿透力，嗅之能让人马上联想到

烘焙食品的气味，在很多焦甜类合成香料中均被使

用¨1-12]．分别对不同2一乙酰基吡嗪添加量的卷烟

进行评吸，其感官质量见表5。

表5 2一乙酰基吡嗪用量

对卷烟感官评吸结果的影响

、，i帮境 感官评吸描述×101／％“7。”’“”“

0．5

1．O

1．5

2．0

2．5

效果不明显，烟气浓度略有增加

烟香浓度和丰富性稍有增加，有烘烤
香韵调，烟气浓度及透发性都有增加

香气量得到提升，丰富性增强，
透发性明显增加

烟香丰富性、浓度及透发件增加明
显，刺激性增加，烟气变得不够细腻

头香的烘烤香突出，谐调性、
刺激性和质感郁有下降

由表5可以看出：2一乙酰基吡嗪对增加烟香透

发性、丰富性和烟气浓度有十分明显的效果，但容

易带来刺激性和质感的负面效应，其用量控制在

101％～2．0 x101％较理想。

2．6 氧化异佛尔酮用量对卷烟感官评吸结果的

影响

氧化异佛尔酮是各类烟草中都含有的重要香

味成分，属于类胡萝卜素的降解产物，其纯品香气

强烈，留香持久，香气为幽雅的微酸蜜甜的木香、干

果香、似干草芳香、泥土香⋯．分别对不同氧化异佛

尔酮添加量的卷烟进行评吸，其感官质量见表6．

表6氧化异佛尔酮用量
对卷烟感官评吸结果的影响

、霈也肇／c。 感官评吸描述10／× 一．名
。“‘”’’“。”“

50

100

150

加lo

250

烟气、烟香浓度增加不明显

烟香和烟气浓度稍有增加，丰富性
也有所上升，杂气有所改善

香气繁得到提升，丰富性增强，
烟气浓度增强，刺激性似有增加

烟香丰富性、浓度增加明显，
刺激性也增加，谐iI爿性不够理想

有单体香料的气息透出，谐调性、
刺激性F降，烟，C的强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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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可以看出：氧化异佛尔酮添加量在

10以％～1．5×10。2％时，能明显增加烟香和烟气浓

度，并且不会影响卷烟整体的谐调性和其他指标．

3结论

该6种单体香料在卷烟中的用量很小，但对卷烟

感官质量的改善效果很明显，在清香型二类卷烟中应

用时，较为理想的用量为：茄酮37．5×10。4％一

50．0×10‘4％，巨豆三烯酮为50．0 x 10。4％一75．0×

10。4％，二氢猕猴桃内酯3．75×10。％一5．00×

10。4％，口一二氢大马酮7．5×10。4％一12．5×

10。4％，2一乙酰基吡嗪10一％～2．0 X 10“％，氧化

异佛尔酮10。2％一1．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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