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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棒粉碎过筛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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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烟草行业存在烟棒运用难、平均使用率低的问题，研究了石油醚提取物含量、水提浸

膏品质和致香成分与烟棒粉碎过筛的关系．通过对烟棒样品进行机械粉碎过筛，比较各筛分物的比
例及其形态，并结合各筛分物的石油醚提取物含量，将其筛分物合并为１５目以上、１５—６０目、６０目
以下３段筛分物，保证了各段筛分物品质的均匀性．比较３段筛分物感官评吸质量和ＧＣＭＳ分析结
果，发现１５—６０目筛分物的品质最好，其次是６０目以下的筛分物，两者的品质均好于粉碎未过筛的
烟棒样品，可以较好地运用于生产中．
关键词：烟棒粉碎过筛；石油醚提取物；水提浸膏；致香成分

中图分类号：ＴＳ４９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４７６Ｘ．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７

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ｒｏｄｃｒｕ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ＨＵＪｉａｗｅｉ，　ＳＨＩＱｉｌｉｎ，　ＧＵＡＮＣｈｕａｎｌｉ，　ＬＩＵＧ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ＧｏｌｄｅｎＬｅａ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Ｓｈａｎｔｏｕ５１５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ｉｎ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ｒ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ｕ
ｅｒｕｓ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ｍｏｒｅ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ｏｗｄｅｒｓｔｉｃｋ．Ｔｈａ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ｔｈ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ｒｏｍａ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ｄｓｉｚｅｏｆ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ｏｗｄｅｒ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ｃｒｕ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ｅｖ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ｏｗｄｅｒｓｔｉｃｋｓａｍｐｌ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
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ｔｈ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ｅａｃｈ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ｔｏｔｈｒｅ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５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１５ｔｏ６０ｍｅｓｈ，６０ｍｅｓｈｓｉｅｖｅ，
ｅａｃｈｓｅｇｍｅｎｔ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ｇｏｏｄｓ．Ｔｈｅｎｂ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ｅｎｓｏｒ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１５ｔｏ６０ｍｅｓｈ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ａ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６０ｍｅｓｈ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ｏｔｈｏｆ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ｏｂａｃｃｏｐｏｗｄｅｒｓｔｉｃｋ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ｅｖｅｄｃｒｕｓｈｅｄ．Ｔｈｅｙｍａｙｐ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ｙｂｅｕｓｅｄ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ｏｂａｃｃｏｒｏｄｃｒｕ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ｔｈ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ｒｏｍａ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０　引言
烟棒由卷烟生产中产生的烟草粉末及细烟梗

（即烟草叶脉）压制形成，具有较高的密度与硬度，

在再利用过程中无法直接使用，需要经过预处理使

之还原成为烟草粉末方可进行再利用［１］．
众所周知，烟草行业内存在烟棒运用难、平均

使用率低的问题．烟棒作为造纸法再造烟叶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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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２］，来源相对复杂，目前在造纸法再造烟叶原

料中所占的使用比例较少．为了进一步提高原料利
用率，保证产品的稳定性，需要对烟棒的组成进行

分析并归类，然后根据各类组分的品质差异决定各

组分的用途，从而达到烟棒的精细化应用．目前，国
内外对烟棒应用的研究非常少见，现有对烟棒的预

处理方式均为使用机械破碎，关平等［３］将烟棒机械

破碎至直径小于１０ｍｍ，用于水提浸膏的制备．但是
并没有对烟棒里面的物质进行进一步的分类，而烟

棒的组成成分复杂，因此需要对烟棒机械粉碎物作

进一步筛选，使得烟棒的品质及使用价值得到提

高．本文将烟棒破碎后以筛分的方式将构成烟棒的
各组分分离，对筛分出的各组分进行石油醚提取

物、水提浸膏感官评价、致香成分分析等研究，以探

索烟棒中各组分的可用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原料与药品

原料：不同产地烟棒样品 Ａ，烟棒样品 Ｂ，烟棒
样品Ｃ，烟棒样品Ｄ，烟棒样品 Ｅ，烟棒样品 Ｆ，烟棒
样品Ｇ；基片，广东金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药品：石油醚（ＡＲ级），广东光华科技有限公司
产；无水硫酸钠（ＡＲ级），北京市法杰德化工试剂公
司产；萘（ＧＲ），寿光市鲁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产；
无水乙醇（ＡＲ），天津市津东天正精细化学试剂厂
产；重蒸二氯甲烷、去离子水．
１．２　设备

索式抽提装置，郑州兴华玻璃仪器厂产；ＯＲＢ
粉碎机，青岛奥贝机械有限公司产；ＤＨＧ－９２４６Ａ烘
箱，上海恒勤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产；ＢＵＣＨＩＲ－２２０
Ｒｏｔａｖａｐｏｒ旋转蒸发器，瑞士步琪公司产；ＪＤ５００－３
天平（感量 ０．００１ｇ），沈阳龙腾电子有限公司产；
ＢＥ－ＴＨ－２２５ＤＢ恒温恒湿箱，东莞贝尔试验设备
有限公司产；ＱＳ－５Ａ实验室专用切丝机，开封市捷
利器材厂产；标准筛，青岛精科仪器试剂有限公司

产；ＬＫ－１０００Ａ手提式粉碎机，新昌县城关红利数
控制造厂产；ＹＣＴ－Ｍ６／ＰＮ００８０３７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北京亚兴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产．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烟棒筛分　分别取一定量烟棒样品 Ａ，Ｂ，
Ｃ，Ｄ，Ｅ，Ｆ，Ｇ，投入烟棒粉碎机进行粉碎处理．然后
称取烟棒粉碎物５００ｇ，分别过１５目、３０目、４５目、
６０目、８０目筛，取各烟棒机械粉碎物进行筛分并统
计结果，收集筛分后的物料待后续实验使用．从中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烟棒样品，进行下一组实验．
１．３．２　石油醚提取物的测定［４－６］　根据行业标准
对烟棒样品１５目以上、１５—３０目、３０—４５目、４５—
６０目、６０—８０目、８０目以下与未筛分粉碎物，称取
试样（２．０００±０．００１）ｇ置于滤纸筒中，用脱脂棉轻
轻塞住，放入干燥箱，于（８０±１）℃干燥２ｈ．再将滤
纸筒放入索氏提取器的提取管，在接收瓶中加入石

油醚试剂至接收瓶容积的２／３处，连接好提取器，接
通冷凝水，在（７５±１）℃的水浴上加热，控制石油醚
的回流次数在６～１０次，回流时间８ｈ．待提取完成
后，将接收瓶取下，置于（８０±１）℃恒温干燥箱烘干
２ｈ，通过测量接收瓶前后的质量之差，计算试样的
石油醚提取物含量［２］．对各目数筛分物进行归类，
进行下一组实验．

计算试样中石油醚提取物的质量分数，以２次
平行测定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精确至０．１％．
１．３．３　水提浸膏品质评价　实验以对应烟棒未筛
分粉碎物为对照，取烟棒粉碎筛分物与未筛分粉碎

物各２００ｇ，采用常规制备水提浸膏方式，提取３次．
将３次的提取液混合，然后使用４００目滤网进行过
滤，再将滤液浓缩到２５°Ｂé的水提浸膏，计算得率．
取一定量的水提浸膏，涂在基片上，制成实验烟支，

恒温恒湿后进行感官评吸［７］，考察不同粒径的烟棒

样品对抽吸品质的影响．
１．３．４　致香成分分析　按照烟草行业标准，取烟棒
样品各目数筛分物与对应烟棒未筛分粉碎物，使用

手提式粉碎机粉碎至 ６０目以下，进行致香成分
分析［８］．

称取粉碎过筛后的样品２６ｇ，放入事先折好的
纸盒内，在恒温恒湿箱中（平衡条件温度２２℃，湿
度６０％）平衡１２～２４ｈ后待检．采用同时蒸馏萃取
法，加入３５０ｍＬ蒸馏水，取 ３０ｍＬＣＨ２Ｃｌ２萃取溶
剂，萃取时间２ｈ，水浴温度６０℃．萃取液干燥过夜
后，从冷冻柜取出，平衡至室温后导入样品浓缩瓶．
打开旋转蒸发仪电源开关，设置水浴温度为４０℃
（ＣＨ２Ｃｌ２沸点为３９．８℃），待水温升到４０℃时打开
控制电源开关预热数分钟．将压力值设为５６０ＭＰａ，
旋转速度设为６０～６５ｒ／ｍｉｎ，打开冷凝水开始浓缩．
每个样品准确定量至１ｍＬ后，装入样品瓶中，使用
ＧＣＭＳ仪器分析检测．

气相色谱／质谱条件：进样口温度２５０℃；程序

升温：５０℃ （１ｍｉｎ） →
８℃／ｍｉｎ

１６０℃ （２ｍｉｎ）

→
８℃／ｍｉｎ

２６０℃（１５ｍｉｎ）；进样量 １μＬ；分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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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传输线温度２８０℃；电离方式 ＥＩ；电离能量
７０ｅＶ；离子源温度２３０℃；四级杆温度１６０℃；质量
范围３５～４５５ａｕｍ；载气 Ｈｅ，１．０ｍＬ／ｍｉｎ；溶剂延迟
时间２ｍｉｎ；使用选择离子和全扫描同时扫描模式，
选择的离子：萘 １２８．

结果采用内标法计算，致香成分含量为内标校

正峰面积相对含量，在不考虑仪器信号响应差异的

情况下，即相对校正因子为１的时候，数值的单位为
μｇ／ｇ．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烟棒筛分情况

将烟棒样品 Ａ，Ｂ，Ｃ，Ｄ，Ｅ，Ｆ，Ｇ进行过筛，计算
１５目以上、１５—３０目、３０—４５目、４５—６０目、６０—８０
目、８０目以下筛分物的百分比，其结果见表１．

由表１可见，不同烟棒经过机械粉碎过１５目、
３０目、４５目、６０目、８０目筛，３０—４５目和４５—６０目
的筛分物或３０—６０目筛分物含量占据较多．不同的
烟棒样品的各目数筛分物的含量有较大差异，根据

烟棒样品筛分物含量较多的３段进行归类：
１）烟棒样品Ａ，Ｂ，Ｄ，Ｆ主要集中在３０—４５目、

４５—６０目及 ８０目以下，所占百分比分别为
７７．６３％，７５．９８％，８１．４８％，８３．９５％；

２）烟棒样品 Ｃ，Ｇ主要集中在３０—４５目、１５—
３０目及 ４５—６０目，所占百分比 为 ６６．６３％，
７２．８９％．

３）烟棒样品 Ｅ主要集中在４５—６０目、８０目以
下及３０—４５目，所占百分比为７９．９９％．

根据以上结果，从１）中任选一种烟棒样品 Ｂ，
从２）中任选一种烟棒样品Ｇ，从３）中选择烟棒样品
Ｅ进入下一组实验．

此外，还发现７种烟棒样品的１５目以上组分的
大致形态主要为颗粒状和片状，呈现颗粒状的主要

是一些切碎的烟梗以及未粉碎完全的颗粒，呈现片

状的可能是梗丝、烟叶碎片等，从１５目以下开始都
为粉末状物质．
２．２　石油醚提取物的测定结果

统计烟棒各筛分物的石油醚提取物占样品的

百分比，其结果见图１．
图１显示，随着筛网目数的增高，各烟棒机械粉

碎筛分物石油醚提取物都呈现出了梯形的趋势：烟

棒样品１５目以上、１５—３０目筛分物石油醚提取物
含量呈现递增的趋势，３０—４５目或 ４５—６０目筛分
物出现了峰值，６０—８０目、８０目以下筛分物含量出
现递减的趋势．推测原因，可能是因为在这７种烟棒
样品中，１５目以上、１５—３０目筛分物中含有一部分
烟梗等杂质，６０—８０目、８０目以下筛分物可能含有
一些杂质．

结合上述结果，将烟棒各目数筛分物分为３段，
考虑到１５目以上筛分物有部分颗粒状物质，将其作
为一段．１５—３０目、３０—４５目、４５—６０目数据比较
接近，因此合并为１５—６０目作一段．６０目—８０目、
８０目以下合并为６０目以下作为一段，并将未筛分
的烟棒粉碎物作为对照，进行下一步实验．
２．３　水提浸膏品质评价结果

依照实验１．３．３设计，计算烟棒水提浸膏得率，
并将水提浸膏制成实验烟支后，进行感官评吸，其

结果见表２—表４．
由表２—表４可知，在得率方面，烟棒样品 Ｂ，

Ｇ，Ｅ中，１５—６０目的水提浸膏得率最高，其次是
６０目以下、对照组、１５目以上筛分物．在感官评吸方
面，１５—６０目筛分物较对照组的香气质、香气量均
有提升，１５目以上筛分物主要体现在杂气方面较
差，６０目以下筛分物主要体现在刺激性较大．烟棒
样品 Ｂ，Ｇ，Ｅ水提浸膏得率和感官评吸效果三者情
况较一致，因此从烟棒样品Ｂ，Ｇ，Ｅ中随机选择出一
种烟棒样品Ｂ，进行下一组实验．

表１　烟棒各筛分物比例 ％

编号 烟棒样品Ａ 烟棒样品Ｂ 烟棒样品Ｃ 烟棒样品Ｄ 烟棒样品Ｅ 烟棒样品Ｆ 烟棒样品Ｇ
１５目以上 ５．４７ ４．５９ １２．２０ １．３８ ０．３６ １．２９ １０．５８
１５—３０目 ８．２９ ６．９５ １８．４７ ２．１０ ０．５５ １．９６ １９．０５
３０—４５目 ５２．０９ ３６．７９ ３４．９５ ３４．８６ ２１．６０ ４４．４４ ４１．７１
４５—６０目 １３．１６ ２０．１９ １３．２１ ２４．０２ ３０．０８ ２０．３６ １２．１３
６０—８０目 ７．６１ １１．６７ ７．６４ １３．８９ １７．３９ １１．７７ ５．８６
８０目以下 １２．３８ １９．００ １２．４３ ２２．６０ ２８．３１ １９．１５ ９．５４
合计 ９９．００ ９９．１９ ９８．９０ ９８．８５ ９８．２９ ９８．９７ ９８．８７

　　注：烟棒粉碎物在筛分过程中会有一定损失，合计百分比在９８．２９％～９９．１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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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烟棒样品各筛分物石油醚提取物百分含量

表２　烟棒样品Ｂ水提浸膏得率与感官评吸结果

编号 得率／％ 感官评吸结果

对照 ４８．２５ 香气质稍差，香气量充足，刺激性稍欠，杂气稍显

１５目以上 ４６．６７ 香气质、香气量稍欠，刺激性较大，杂气较重

１５—６０目 ５０．５３ 香气质较好，香气量较足，烟气稍显细腻，杂气较轻

６０目以下 ４８．９２ 香气质稍好，烟气稍显细腻，刺激性略大，杂气稍显

表３　烟棒样品Ｇ水提浸膏得率与感官评吸结果

编号 得率／％ 感官评吸结果

对照 ５１．２７香气质稍差，香气量充足，烟气粗糙，微有刺激，杂气稍显

１５目以上 ５０．２３ 香气质、香气量稍欠，烟气粗糙，刺激性较大，杂气稍显

１５—６０目 ５３．７６ 香气丰富，香气量较足，烟气较细腻，微有杂气

６０目以下 ５２．５５ 香气质稍好，香气量充足，刺激性略大，杂气较重

表４　烟棒样品Ｅ水提浸膏得率与感官评吸结果

编号 得率／％ 感官评吸结果

对照 ５１．３０ 香气质感较差，香气量充足，烟气略显粗糙，微有杂气

１５目以上 ４９．９３ 香气质、香气量稍欠，吃味较差，刺激较大，杂气稍显

１５—６０目 ５２．７６香气质较好，香气量较足，烟气稍显细腻，刺激、杂气较小

６０目以下 ５１．５９ 香气质稍好，香气量充足，刺激性略大，微有杂气

２．４　致香成分分析结果
将烟棒样品Ｂ的未筛分烟棒粉碎物作为对照，

对３０目以上、３０—６０目、６０目以下筛分物进行致香
成分分析，其分析结果见表５．

由表５可知，１５—６０目筛分物的香气物质要多
于６０目以下筛分物，而１５目以上筛分物的香气物
质最少，进一步验证了实验１．３．３感官评吸结果．

３　结论

本文将烟棒破碎后以筛分的方式将构成烟棒

的各组分分离，对筛分出的各组分进行石油醚提取

表５　烟棒样品Ｂ筛分物致香成分分析 μｇ／ｇ

序
号

保留时
间／ｍｉｎ 化合物名称 对照

３０目
以上

３０—
６０目

６０目
以下

１ ２．６７ ３－羟基－２－丁酮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１１
２ ２．８６ １，１－二乙氧基乙烷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１６ ０．１２
３ ３．０７ 吡啶 ０．２２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１９
４ ３．１２ 吡咯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０５
５ ３．３６ ３－甲基－２－丁烯－１－醇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２
６ ４．１５ 糠醛 ３．２７ ２．６９ ３．３７ ２．５２
７ ４．３３ ２－甲基丁酸 ０．１４ ０．０９ ０．１９ ０．０８
８ ４．４７ 糠醇 ０．６４ ０．７３ ０．６３ ０．５８
９ ５．４４ １－（２－呋喃基）－乙酮 ０．１７ ０．１３ ０．１９ ０．１３
１０ ６．６７ 苯酚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０８
１１ ７．００ ２，４－庚二烯醛 Ａ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７
１２ ７．０７ ４－吡啶甲醛 ０．７１ ０．５２ ０．６４ ０．６２
１３ ７．２１ １Ｈ－吡咯－２－甲醛 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１１
１４ ７．９０ 苯乙醛 ２．７３ ２．６６ ３．３６ ３．３３
１５ ８．２２１－（１Ｈ－吡咯－２－基）－乙酮 １．０２ ０．８１ １．１３ ０．８１
１６ ８．３８ ３－甲基苯甲醛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０８
１７ ９．５９ 戊二酸二甲酯 ０．０９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００
１８ ９．８１ 氧化异佛尔酮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０９
１９ ９．９３ ２，６－壬二烯醛 ０．１４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１３
２０ １０．１４ １，４－二甲氧基苯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２３
２１ １０．８５ 藏花醛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１７ ０．２０
２２ １１．１０ ２，３－二氢苯并呋喃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６
２３ １１．２３ 胡薄荷酮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１０
２４ １１．５３ 己二酸二甲酯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４ ０．２１
２５ １２．８４ ２－甲氧基－４－乙烯基苯酚 ０．９３ ０．５６ １．２９ １．１３
２６ １３．５０ ４－乙酰茴香醚 ０．４９ １．１６ ０．５８ ０．１１
２７ １３．５５ 丁香酚 ０．８１ ０．２５ １．０１ ０．６２
２８ １３．６６ 茄酮 １０．６８ ８．５２ １１．４９１１．８２
２９ １３．８６ α－二氢大马酮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３６ １．４７
３０ １４．０２ β－大马酮 ５．９３ ６．２ ５．８１ ５．１１
３１ １５．０５ 香叶基丙酮 １．８９ １．５６ ２．０４ １．５４
３２ １５．６８ β－紫罗兰酮 ０．８１ ０．７２ １．０７ ０．８６
３３ １６．７１ 二氢猕猴桃内酯 １．７２ １．６３ ２．１０ １．７４

３４ ２２．１７ ６，１０，１４－三甲基－
２－十五烷酮 １．９７ １．７４ ２．６６ ２．０９

３５ ２３．２６ １４－甲基十五酸乙酯 １３．６１１９．６５１９．５６１７．１５
３６ ２３．８１ 棕榈酸 ２７．９２２０．０２２９．８５２５．５１
３７ ２４．１７ 棕榈酸乙酯 ９．７７ ８．２０ １１．４２１２．３４
３８ ２４．２２ １４－甲基棕榈酸乙酯 １．４４ １．９３ １．６６ １．１６
３９ ２５．５５ ９，１２，１５－十八碳三烯酸甲酯 ２５．７５２６．５５２４．１０２４．１５
４０ ２５．８３ 十八酸甲酯 １５．８２１２．７２１８．３１１７．２２
４１ ２７．４３ 乙酰基柠檬酸三丁酯 １．１５ １．０７ １．７９ ０．６６
４２ ２８．０８ 二十碳酸甲酯 ０．９１ １．１７ ０．９３ ０．１７
４３ ２８．７２ 金合欢基丙酮 Ｂ ０．６８ １．０４ ０．７１ ０．４０
合计 １３３．１５１２４．１５１４８．５８１３５．１７

　　注：以上部分为变化较明显致香成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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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水提浸膏感官评价、致香成分分析等研究，结果

显示：

１）按照各筛分物的比例及形态，结合石油醚提
取物含量，将烟棒中各筛分物划分为 １５目以上、
１５—６０目、６０目以下３段，保证了各段筛分物品质
的均匀性．
２）在烟棒水提浸膏得率、感官抽吸品质方面，

１５—６０目筛分物优于 ６０目以下筛分物，前两者较
机械粉碎未过筛的对照样均好，１５目以上筛分物的
最差．
３）致香成分分析显示，１５—６０目筛分物所含致

香物质种类、含量最丰富，实用价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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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梗表面基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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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常规方法切丝考察微波膨胀处理对烟梗表面基团的影响．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ＦＴＩＲ）和Ｘ－射线光电子能谱（ＸＰＳ）对样品进行了表征．ＦＴＩＲ实验结果表明，微波处理后的烟梗
表面羟基、羧基和—ＣＮ键的含量均显著增加，传统梗丝与新型梗丝并无明显不同；ＸＰＳ实验表明，微
波膨胀后碳元素更多以酚羟基、醚键和羧基的形式存在，４个样品中氧元素的存在形式没有变化，但
是膨胀梗中羟基含量比原梗明显增加，此外，膨胀烟梗表面还发现了含氮基团．
关键词：烟梗；微波膨胀；结构表征；表面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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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卷烟配方中掺兑适量膨胀梗丝，可有效降低

烟叶消耗量和烟气焦油量．烟梗的常规处理主要包
含以下工序：润梗、贮梗、蒸梗、切梗丝、梗丝膨胀、

风选、贮存等［１］．微波加热通过向物质内部辐射微
波电磁场，物质吸收微波能量转变为自身的热［２］．

研究发现，采用微波膨胀烟梗方法制成的膨胀梗较

常规烟梗明显增粗，因而具有更强的吸收料液的性

能，同时成丝率提高，填充能力增强，并且在改善吸

味品质、增加烟香以及谐调叶组配方等方面有明显

效果［１］．利用微波直接膨胀复烤梗，再经切丝制成
新型膨胀梗丝的研究应用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