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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回潮工序对卷烟产品
烟丝颜色及内在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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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验证真空回潮工序对卷烟产品烟丝颜色及内在品质的影响，特选同一初烤烟叶，在复烤和制

丝工序分别使用真空回潮与不使用真空回潮进行深加工，交叉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随加工强度的增

大，烟丝颜色明显变深，烟叶黄色素与多酚类物质含量降低．其中，经过1次真空回潮的烟丝(制丝真

空回潮)比未经真空回潮的烟丝烟气浓度高，卷烟产品香气透发性好；内在品质较好；但经过2次真

空回潮的烟叶烟丝吸食品质有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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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vacuum conditioning on tobacco cigarette pmcess c010r舳d the

inner quality，in threshing and redrying肌d the silk processing，the cross-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ame

nue—cured tobacco leaf were c删ed out with or without going t}lrough vacuum conditioning．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obacco color was darker，but tobacco yellow pigment and polyphenol content were redu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mcessing intensity．Compared wit}l leaves without vacuum conditioning，with adding

vacuum conditioned in the silk pmcessing，smoke concentration somewhat increased and the quantity of na_

Vor was good，tlle inner quality was better．But tobacco smoking qualit)r decreased after two vacuum condi-

tioning．

Key woHls：vacuum conditioning；carotenoid；polyphenol；comp啪tive smok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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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要求¨。3J．真空回潮工序不仅对烟丝颜色有重

要影响，也会对烟丝内在品质产生显著影响，其原

因在于烟叶在真空回潮工序受热过程中会发生一

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变化H’5 J．本文特选择同一初

烤烟叶，对打叶复烤加工过程及制丝加工过程，分

别进行使用真空回潮与不使用真空回潮的交叉对

比试验，以验证在打叶复烤或制丝加工过程中进行

真空回潮对卷烟产品烟丝颜色及内在品质的影响．

1试验

1．1材料与设备

材料：供试初烤烟叶为2006年云南红河烟区

B3F，品种为云85．

设备：AcquityTM超高效液相色谱仪(uPLc)，包

括四溶剂管理器、二极管阵列检测器(PDA)和Em—

power 2色谱工作站，美国Waters公司产；色谱柱为

COUITY UPLC。BEH C18 1．7¨m 2．1×100 I砌柱．
1．2样品制备

1)将供试初烤烟叶样品在打叶复烤线上分别

进行2组打叶复烤加工试验，其中l 4烟叶样品不采

用真空回潮工序，24烟叶样品采用真空回潮工序，其

他热风润叶至片烟包装工序工艺指标相同．

2)将1。，2。烟叶样品置于仓库同一位置，经18

个月的自然醇化后，每个样品平均分为2份，分别在

制丝车间进行真空回潮与不使用真空回潮的交叉

对比加工试验，其他润叶至烟叶冷却工序工艺指标

相同．通过以上试验步骤，共制备4个试验样品，每

个样品400 kg，样品的工艺流程差异见表1．

表1 样品的工艺流程差异

样品编号 试验样品工艺流程差异

Al

Bl

A2

B2

复烤未真空回潮+制丝不经过真空回潮

复烤未真空回潮+制丝真空回潮

复烤真空回潮+制丝不经过真空回潮

复烤真空回潮+制丝真空回潮

3)制丝加工试验完成后，分别取烟丝样品2 kg，

0．5 kg用于烟丝黄色素及多酚类物质含量检测；取

1．5 kg卷制成烟支，置于湿度(60±2)％、温度(22

±2)℃恒温恒湿箱中24 h后取出，作为感官评吸

样品．

4)样品制丝加工试验真空回潮机工艺参数设置见

表2．

1．3色素测定

烟草样品粉碎过40目筛，称取0．25 g烟样加
入35 mL丙酮震荡萃取30 min，用0．45¨肌针头过

滤器过滤进样，每样品平行测定2次后取平均值．流

动相为：A，甲醇一异丙醇溶液(1：1)；B，水，体积比

以0 min(90％A+10％B)，3．5 min(100％A+0％

B)线性递增的梯度条件洗脱．流速0．2 mL／“n；进

样体积2．0斗L．

多酚的测定采用YC／T 202—2006“烟草及烟草

制品中多酚类化合物的测定”方法测定烟草样品中

绿原酸、芸香苷、莨菪葶、茄啡醇基一3一芸香糖苷．

1．4对比评吸

感官评吸组由10位评委组成，评吸指标包括香

气风格，香气特性(香气质、香气量、杂气)，烟气特

性(劲头、浓度、细腻程度)和口感特性(刺激性、干

燥感、于净程度)四大类共10项指标．采用对比评

吸法进行评吸，即将4种加工模式下的试验样品分

成6组进行感官质量比较，判断试验样品各项感官

品质指标差异．

2结果与分析

2．1真空回潮工序对烟丝颜色的影响

4种不同工艺流程加工的试验样品烟丝颜色对

比见表3．通过对比可知，经过2次真空回潮工序后

的烟丝颜色明显转深，其中B：烟丝颜色比A。烟丝

颜色明显偏深，这可能是由多酚物质氧化程度加大

所致．

2．2 4种加工模式烟丝色素物质含量对比

2．2．1黄色素类物质含量对比 经过多次试验的

平均含量统计，经4种加工模式处理的烟丝样品黄

色素含量分析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随加工的进

行，烟叶中的黄色素(叶黄素、口一胡萝卜素及其他

类胡萝卜素)含量持续下降．原因是真空回潮工序

的高温对叶黄素和胡萝卜素的分解有加速作用，且

高温还降低了烟叶中这2类胡萝卜素的最终

浓度06一引．

表2样品制丝工艺真空回潮参数设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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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4种加工模式后

试验样品烟丝颜色对比

样品编号 颜色对比

Al

Bl

A2

B2

正黄色

金黄色

金黄色偏褐黄色

金黄色深褐黄色

注：Al≤Bl≤A2≤B2．

表4 4种加工模式后试验样品

黄色素物质含量对比 mg／g

2．2．2 多酚类物质含量对比 经过多次试验的平

均含量统计，4种加工模式处理的烟丝样品多酚含

量分析结果见表5．从表5可知，不进行真空回潮工

序(A。)烟丝中多酚类物质含量最高，其次是只在制

丝过程中进行真空回潮工序的加工烟丝(B．)，进行

2次真空回潮工序后烟丝中多酚类物质含量最低．

可见，真空回潮工序后烟草多酚类物质含量随加工

强度增大呈下降趋势．原因可能是在真空回潮加工

过程中，烟叶中多酚类物质通过酶促棕色化反应较

多的降解形成了棕色色素，从而使多酚类物质含量

降低旧‘11|．该测定结果与颜色变化趋势一致．

表5 4种加工模式后试验样品

多酚类物质含量对比 ％

2．3真空回潮工序对烟丝感官质量评吸的影响

2．3．1定性描述采用感官评吸法对4种加工模

式的试验样品的感官品质做定性描述，结果见表6．

表6 4种加工模式后试验样品

感官品质评吸定性描述

样品编号 感官品质评吸定性描述

． 香气厚实性好，清香自然性及圆润性好，柔
一1

和性好，杂气无，余味干净舒适

。 香气厚实浓郁，透发丰满，清香自然性好，
1

刺激小，劲头偏上，余味干净舒适

． 香气厚实性好，清香自然性及圆润性好，刺
一2

激小，杂气无，余味干净舒适

香气厚实性好，透发性好，清香自然性略

B： 欠，略偏焦香气息，刺激小，劲头偏上，余味

干净舒适

2．3．2对比评吸 采用感官评吸法对4种加工模

式的试验样品的感官品质进行对比评吸，为便于区

分，特进行6组对比评吸，结果见表7．从表7可知，

6组对比评吸优选样品结果为：B。样品3次，A2样

品2次，A。样品1次，B：样品0次．故从内在品质来

看，打叶复烤过程中不进行真空回潮而在制丝线上

进行1次真空回潮工序的加工处理模式后烟丝内在

品质相对较好．

3结论

研究了A。，B。，A：和B：4种加工模式下，不同

加工强度对卷烟烟丝颜色和内在品质的影响．主要

结论为：

1)烟丝颜色随加工强度的增加而加深，即A，≤

B1≤A2≤B2．

2)随着加工的深化，烟叶中的黄色素(叶黄素、

届一胡萝卜素及其他类胡萝卜素)和多酚类(绿原酸

及其异构体、芸香苷、莨菪葶、茄啡醇基一3一芸香糖

苷)含量持续下降．这说明烟叶在调制过程中的棕

色化反应程度在不断加深．

3)感官评吸结果表明B。为较好的加工模式，

即在打叶复烤线上不设真空回潮工序，只在制丝线

上增设真空回潮的工序最好．经优选处理后的烟草

颜色金黄，烟气浓度高，劲头略大，香气透发性好，

内在品质较好；但经过2次真空回潮的烟叶烟丝吸

食品质有降低的趋势．

4)综合烟叶颜色变化与香气变化规律可以看

出，在整个卷烟加工过程中，于制丝线上增设真空

回潮工序的效果相对较好．



第5期 李滟芳，等：真空回潮工序对卷烟产品烟丝颜色及内在品质的影响 -95·

参考文献：

闫克玉．烟草化学[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161—164．

白晓莉，邹泉，牟定荣，等．制丝过程对再造烟叶物理

及化学性质的影响[J]．烟草科技，2009(8)：14．

白晓莉，邹泉，董伟，等．工艺加工对再造烟叶致香成

分、有害成分和感官质量的影响[J]．烟草科技，2009

(10)：12．

许淑红，熊安言，赵伟民，等．真空回潮对烟叶质量的

影响[J]．烟草科技，2007(5)：12．

过伟民，尹启生，宋纪真，等．烤烟质体色素含量的品

种间差异及其与感官质量的关系[J]．烟草科技，2009

(8)：51．

[6]

[7]

[8]

[9]

[10]

[11]

李雪震，张希杰，李念胜，等．烤烟烟叶色素与烟叶品

质的关系[J]．中国烟草，1988(2)：23．

徐晓燕，孙五三，王能如．烟草多酚类化合物的合成与

烟叶品质的关系[J]．中国烟草科学，2003，24(1)：3．

刘阳，尹启生，宋纪真，等．不同品种烤烟多酚含量和

组成的差异分析[J]．烟草科技，2007(8)：32．

于存峰，张俊松，闫洪洋，等．烟草中多酚类化合物研

究进展[J]．河南农业科学，2008，22(4)：10．

朱小茜，徐晓燕，黄义德，等．多酚类物质对烟草品质

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05，33(8)：1910．

梁强，王加深，劳艳卿，等．全片烟工艺条件下增设真

空回潮工序初探[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2002，17(1)：10．

(上接第83页)

[22] Patt眦Kha面na，Mal【iko 0k蛐eb，Aks眦1110ngpm-

chuIllb，et a1．A sin甜e-tube multiplex PCR for r习lpid de-

乜ection in五巳ces of lO vinl8es causing diarT}lea[J]．J of

Vimlogical Metllods，201 1，173：390．

[23] Oberste M Steven，Penaranda Silvia，Rogers shannon L，et

a1．Compara土ive evaluation of Taqm粕real·time PCR蚰d

seIlli-nested VPl PCR for detecti∞of entero、rilllses in

cIinical specimens[J]．J clin Viml，20lo，49(1)：73．

[24]naoa Nguyen卟i r11lanh，Ngoca Nguyen鸭iⅪm，珊a

Ph锄V锄，et a1．Development of a multiplex polymeB够e

chain reaction鹊say for simul劬eous identmcation of hu-

m明entemvims 71锄d coxsackievims A16[J]．J of

Clinical Vimlogy，2010，170(1／2)：134．

[25]Lee Min—Hsiung，Hu锄g Li-Min，wong wi唱一wai．Molec—

ular diagIlosis锄d clinical presen组tions of enterovimI in-

fections in 1札pei d嘶ng tIIe 2008 epidenlic[J]．J of Mi·

[26]

[”]

[船]

[29]

[30]

crobiology，Immunolog)r锄d I疵ction，20ll，44：178．
Nie Kai，Zh明g Yong，Luo k，et a1．Visual detection of

hum帅enterovims 71 subgenotype(掸粕d coxsackievims

A16 by r}everse tTanscripti叩loop-media把d isothemaJ

岫pl正cation witll the hydroxynaphthol blue dye[J]．J“

Virolo矛cal Methods，20ll，175(2)：283．

马文丽，郑文岭．DNA芯片技术的方法及应用[M]．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2．

Shih S R，W∞g Y W，Chen G W，et a1．SemtyPe-叩ec访c

detection of entemvims 7lin clinical specimens by DNA

microchip a册y[J]．J Viml Methods，2003，lll：55．

杨秀惠，严延生，潘伟毅．应用共同抗原的多克隆与单

克隆抗体进行肠道病毒诊断的研究[J]．中国人畜共

患病学报，20cr7，23(1)：1002．

陈凤梅，李娟，曲原君，等．免疫胶体金技术的应用及

研究进展[J]．中国兽药杂志，2004，38(8)：33．

1J

1J

1J

1J

1J

H

口

睁

H

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