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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不同部位烟叶主要化学成分
与感官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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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我国主产烟区161份烤烟样本，研究了不同部位烟叶主要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的关系．结

果表明：各部位烟叶化学成分含量总体适宜，总体评吸质量较好，评吸总分变异系数较低．各主要化

学成分及评吸总分在不同部位间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对评吸总分与主要化学成分进行灰色关

联分析，结果表明：对烟叶总体评吸质量影响最显著的化学指标为氯、烟碱、还原糖．随着评吸总分的

增加，各个部位烟叶的烟碱含量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中部叶还原糖含量随着评吸总分的增加

逐渐增加，钾含量和钾氯比对评吸总分具有较大的正效应，而氯含量则具有较大的负效应．

关键词：烤烟；化学成分；感官质量

中图分类号：TS411 文献标志码：A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nsory quality and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leaves of flue-cured tob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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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1 6 1 samples of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from main tobacco—growing areas of China were used as

material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ory quality and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leaves flue—cured tobacco．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was suitable in different leav·

es flue—cured tobacco．The smoking quality was good and the CV of total scores in smoking evaluation was

10w．Th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total scores in smoking evaluation reached the significant level in differ·

ent leave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ory quality and main chemicM components was analyzed with grey

incidence analysis．The maximal factors influencing total scores in smoking evaluation were the chlorine，the

nicotine．the reducing sugar．The nicotine content increased at first then decreased along with increasing of

total scores in different leaves．The middle leave of reducing sugar content increased along with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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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otal scores．The potassium content and ratio of potassium／chlorine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total

scores．The chlorine content ha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total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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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烟叶采购主要依据颜色、成熟度和部位等外观

质量指标，但还必须考虑烟叶的可用性和主要化学

成分的含量，以保证卷烟产品叶组配方的精确性并

使其具有较好的吸食品质¨J．烤烟化学成分是决定

烟叶质量的内在因素嵋“1。烟叶的评吸总分是反映

其吸食品质的重要指标，它的变化与烟叶内在化学

成分的变化具有较高的相关性”J．目前，有关烤烟

不同叶位化学成分变化规律∽。1及化学成分与感官

质量关系的研究已有报道旧‘9 J，但对烤烟不同部位

烟叶化学成分与感官质量关系的研究却鲜见报道．

本文拟对烤烟感官质量与内在化学成分的相关性

进行研究，以期为卷烟工业企业合理利用烟叶原料

以及进行叶组配方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1 实验

1．1材料

2000--2005年，采集全国4个主产烟区(包括

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的161个烤烟样品，品种为

当地烤烟主栽品种(云烟85，云烟87，红花大金元，

K326)，烤烟等级为上部叶(B1F，B2F，B3F)共44个

样品，中部叶(C2F，C3F，CAF)共93个样品，下部叶

(X2F，X3F，X4F)共24个样品，所有样品均去梗切

丝后分为2部分：一部分在40℃下干燥4 h，磨碎，

过0．4 mm筛，密封储至于一10℃冰箱中，用于主要

化学成分分析，另一部分用于感官质量评定．

1．2测定方法

1．2．1化学成分的测定 烟碱含量采用紫外分光

光度法测定，还原糖含量采用3，5一二硝基水杨酸

比色法测定，氯含量采用莫尔法测定，钾含量采用

火焰光度法测定，总氮含量采用过氧化氢一硫酸消

化凯氏定氮法测定ll 0J．

1．2．2感官质量的评定 调节所有样品烟丝使其

含水率达到12．5％左右，卷制成单料烟后，在温度

(22 4-1)℃，相对湿度(60．4-3)％的条件下调节

48 h，按YC／T 138—1998由专职评吸人员进行评

吸．按单料烟9分制评吸方法评分．评吸打分项目包

括香气质、香气量、劲头、浓度、余味、杂气、刺激性、

灰色、燃烧性9个指标，每个指标满分为9分，评吸

总分满分为81分．

1．3统计分析方法

数据处理采用SPSSl7．0和DPS统计软件

完成．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部位烤烟主要化学成分与评吸总分的数

量特征

对烤烟主要化学成分及评吸总分进行分析，结

果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烟碱、总氮、还原糖、钾、

氯的含量及氮碱比、糖碱比、钾氯比、评吸总分在样

品间均存在广泛的变异．烤烟上部叶评吸总分的变

异系数最小，仅为7．09％，说明评吸总分比较稳定；

变异系数最大的是钾氯比，达到了46．26％；其次是

氯含量，变异系数为35．95％；评吸总分、烟碱含量

和还原糖含量的偏度系数<0，表现为负向偏态峰，

其余指标为正向偏态峰；评吸总分、总氮含量和氮

碱比的峰度系数>0，它们的数据分布表现为尖峭

峰，相对集中，其余指标的数据分布表现为平阔峰，

比较分散．

烤烟中部叶评吸总分的变异系数也最小

(7．45％)，变异系数最大的仍然是钾氯比

(80．00％)，其次为氯含量(59．49％)；除烟碱含量

的峰度系数<0，表现为平阔峰外，其余指标的峰度

系数均>0，表现为尖峭峰；主要化学成分和评吸总

分的偏度系数均>0，表现为正向偏态峰．同样，下部

叶评吸总分的变异系数也最小(5．76％)，钾氯比的

变异系数最大(47．39％)，其次是氯含量

(42．08％)；还原糖、钾、氯的含量及糖碱比、氮碱

比、钾氯比的峰度系数均<0，表现为平阔峰，其余为

尖峭峰；除评吸总分<0，为负向偏态峰外，其余指标

为正向偏态峰．

2．2不同部位烤烟主要化学成分与评吸总分的差

异分析

对不同部位烤烟主要化学成分与评吸总分进

行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

烟碱含量、钾含量、氮碱比和糖碱比在3个部位间的

差异显著，总氮含量在中部叶、下部叶间的差异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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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烟碱含驽／％还原糖含hr．／％钾含量／％ 总氮含量／％ 氯含量／％ 氮碱比 糖碱比 钾氯比评吸总分

注：同一列不同字母表不差异达到0．05显著水平．

到显著水平，但二者均与上部叶差异显著；上部叶、

中部叶的评吸总分差异不显著，但二者均与下部叶

差异显著；还原糖含量在上部叶、下部叶间的差异

未能达到显著水平，但二者均与中部叶差异显著．

2．3 烤烟主要化学成分与评吸总分的灰色关联

分析

对不同部位烤烟主要化学成分数据标准化变

换进行无量纲处理后，再与评吸总分进行关联分

析，取Arain=0，P=0．1，分析结果见表3--5．由表3

可以看出：烤烟上部叶氯含量(正)与评吸总分的关

联度最大，其次是烟碱含量(x，)，再往后依次是总

氮含量(X，)、还原糖含量(X2)、钾含量(墨)、糖碱

比(X7)、氮碱比(拖)、钾氯比(Xs)．由表4可以看

出：烤烟中部叶氯含量(墨)与评吸总分的关联度最

大，其次是还原糖含量，再往后依次是钾氯比、烟碱

含量、总氮含量、糖碱比、钾含量、氮碱比．由表5可

以看出：烤烟下部叶氯含量与评吸总分的关联度最

大，其次是还原糖含量，再往后依次是钾氯比、总氮

含量、钾含量、烟碱含量、糖碱比、氮碱比．综合来

看，氯含量、娴碱含量、还原糖含量是影响烤烟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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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最大的化学成分．

表3 上部叶烤烟化学成分与评吸总分

的灰色关联分析

关联序X5>工l>恐>X2>x4>X7>X6>墨

表4 中部叶烤烟化学成分与评吸总分

的灰色关联分析

关联系数G(2，1)=0．4363 G(2，2)=O．4457 G(2，3)=0．4307

G(2，4)：0．4194 G(2，5)=O．4740 G(2，6)=O．3982

G(2，7)=0．4289 G(2，8)=O．4416

关联序X5>X2>X8>Xl>X3>X7>丘>瓦

表5 下部叶烤烟化学成分与评吸总分

的灰色关联分析

关联系数G(3，1)=0．3633 G(3，2)=0．4093 G(3，3)=0．3843

G(3，4)=O．3782 G(3，5)=O．4615 G(3，6)=O．2850

G(3，7)=0．3432 G(3，8)=0．3881

关联序 xs>x2>x8>X3>X4>xl>墨>k

2．4不同部位烤烟主要化学成分与评吸总分的关

系分析

2．4．1烟碱含量、总氦含量、氮碱比与评吸总分的

关系对烟碱含量、总氮含量、氮碱比与评吸总分

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见图1_2．可以看出，煳碱含

量、总氮含量、氮碱比与评吸总分的变化规律在不同

部位间差异较大．图1表明，随着评吸总分的增加，各

个部位烟叶的烟碱含量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评 图3 不同部位烟叶还原糖含量、糖碱比

吸总分达到49．5(48．1．51．0的组中值，下同)时，上 与评吸总分的关系

部叶和中部叶的烟碱含量达到了最大值，分别为 动明显大于中部叶8n-F部叶，中部叶还原糖含量随

3．59％和2．28％；当评吸总分>47．5时，下部叶烟碱 着评吸总分的增加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上部叶和

含量开始下降，说明烟碱含量过高或是过低均对烤烟 下部叶还原糖含量随着评吸总分的增加呈现先增

的吸食品质有影响．随着评吸总分的增加，上部叶总 加后降低的趋势，说明还原糖含量过高或过低均对

氮含量也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变化幅度明显强 上部叶和下部叶的吸食品质不利．同时还可以看

于中部叶、下部叶．图2说明，随着评吸总分的增加， 出，不同部位烤烟糖碱比的变化波动较大，上部叶

上部叶和下部叶氮碱比呈现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 和下部叶的变化规律不明显，中部叶糖碱比随着评

当评吸总分>49．5时，3个部位烤烟的氮碱比均趋 吸总分的增加出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当评吸总分

于平缓． 达到49．5时，中部叶糖碱比达到最小值(10．13)．

2·4·2还原糖含量、糖碱比与评吸总分的关系对 2．4．3钾含量、氯含量、钾氯比与评吸总分的关系

还原糖含量、糖碱比与评吸总分的关系进行分析， 对钾含量、氯含量、钾氯比与评吸总分的关系进

结果见图3· 行分析，结果见图4^5．

由图3可以看出：上部叶还原糖含量的变化波 由图4可以看出：各部位烟叶钾含量随着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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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部位烟叶钾含量、氯含量与

评吸总分的关系

图5 不同部位烟叶钾氯比与评吸总分的关系

总分的增加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以上部叶趋势最

为明湿，说明提高烟叶钾含量有利于提升烤煳的吸

食品质．下部叶氯含量的变化波动明显大于上部叶

和中部叶，下部叶氯含量随着评吸总分的增加呈降

低趋势，在评吸总分45．1—54．0的区间内变化不明

显；上部叶和中部叶氯含量随着评吸总分的增加呈

现逐渐降低的趋势，说明各部位烟叶氯含量过高对

吸食品质不利．由图5可以看出：各部位烟叶钾氯比

随着评吸总分的增加，总体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

势．上部、中部、下部烟叶钾氯比最大值分别为

6．09，6．90，7．90．

3结论

烟叶烟碱、总氮、还原糖、钾、氯的含量及氮碱

比、糖碱比、钾氯比、评吸总分在样品问存在广泛的

变异．各部位烟叶化学成分含量总体适宜，还原糖

和总氮含量均处于优质烤烟的范围，氯含量低于优

质烤烟对氯含量的要求．各部位烟叶总体评吸质量

较好，评吸总分的变异系数都较低，分别为7．09％，

7．45％，5．76％，表明评吸总分比较稳定，在工业生

产中的可用性较高．烟碱、还原糖、总氮、钾、氯含量

及评吸总分、氮碱比、糖碱比在不同部位间均达到

了显著水平，烟碱和总氮含量总体表现为上部叶>

中部叶>下部叶，烟叶钾含量和糖碱比总体表现为

下部叶>中部叶>上部叶．

从不同部位烤4lq评吸指标与主要化学成分的

灰色关联分析来看，对烟叶总体评吸质量影响最显

著的化学指标为氯、烟碱、还原糖含量．不同部位烟

叶氯含量与评吸总分的关联度最大，说明氯含量是

影响烤烟评吸总分最大的化学成分．烤烟氯含量在

适宜的范围内有利于改善烟叶的感官质量，含量过

低或过高均会降低烟叶品质，特别是氯含量过高

时，感官质量急剧下降．因此，将烤烟氯含量控制在

适宜的范围内有利于提高烟叶的感官质量．

从各化学成分和评吸总分的关系来看，随着评

吸总分的增加，各个部位烤烟的烟碱含量、上部叶

和下部叶的还原糖含量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上部叶和下部叶氮碱比、中部叶糖碱比呈现先降低

后增加的趋势，中部叶还原糖含量呈现逐渐增加的

趋势．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钾含量、钾氯比对评吸

总分有较大的正面影响，氯含量有较大的负面影

响．因此在实际生产中应提高钾肥的施用量，提高

烟叶中的钾含量，维持烟叶中各化学成分的协调，

以改善烟叶的感官质量，提高烟叶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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