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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对光滑烟叶产生原因及其内在品质的分析，探讨具有不同外观特征的光滑烤

烟与烟叶品质的关系及其规律，提出光滑类烟叶在实际操作中的合理分组及定级方法；为烤烟生

产、收购提供实用性的技术策略，为卷烟的工艺配方和低质烟叶的合理利用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依据。

%&’() 光滑叶；原因；品质；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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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执行烤烟四十二级标准以来，人们对光滑

烟叶产生、收购不够重视，研究极少，分级操作中主

要以部位和总体质量优劣来定级。在实际的烤烟收

购分级中光滑烟叶所占比例很小，但如果严格按烤

烟标准划分光滑烟叶所占比例并不低，因为大部分

光滑烟已混入其它组别。由于光滑烟叶的内在品质

与其它组别的烤烟有较大的差别，若不对光滑烟叶

的产生、品质进行较深入的分析并在实际收购中合

理的分级应用，将对卷烟产品质量产生不良的影

响。针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开展对

光滑烟叶产生、内在品质及其在分级中的应用分

析，为生产、收购技术人员增强对光滑烟叶的认识，

趋利除弊，提高收购分级纯度，确保两个合格率达

+"0以上。

& 光滑烟叶产生的原因

&*& 生态区域布局方面：烟草是一种对自然生态环

境要求严格的经济作物，不同的自然条件，不仅影

响到烟草的形态特征和生理特性，而且还会直接影

响到烟叶产量、质量和内部化学成分的协调性及可

用性。这正如古人：“顺天时，量地利，则力少而成功

多”，否则“任性返道，劳而无获”的生产之道。我州

由于地形复杂多样，自然条件迥异，具有“十里不同

天”的垂直立体气候。面对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更

应注重烤烟的生态布局。虽然近年来加大了生态布

局的调整力度，但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存在许多局部

区域烤烟布局不合理的现象，致使所产烟叶平坦光

滑、无弹性、油份少、色泽淡等。

&*! 品种：优良的品种是生产优质烟叶的“先天”基

础，烟草科技工作者经过多年的努力，先后试验、示

范和推广了适应不同生态环境、质量好、抗逆性强、

易烘烤的新品种，如：红花大金元、云烟+#、云烟+-、

1%!(等。但由于历史的传统习惯，有些地方的部份

烟农仍然喜欢种植那些产量高而无外观质量和内在

品质的品种，如：毛叶烟、柳丝烟、金丝黄、多叶烟等，

这些品种所产烟叶多属褪色烟之类，实属典型光滑

烟之例。

&*% 移栽的密度：受上世纪末生产种植习惯的影

响，有些区域的烟农喜爱采用窄行宽株的种植方式，

行距为+"2’"34，株距为-"2+"34，致使大田行间通

风透光差、生长叶片相互遮盖、阴暗，许多中下部烟

叶呈现出光滑、平坦，无皱折和无弹性感，体份飘薄，

呈现出光滑烟典型特征。

&*/ 肥料等投入：施肥的质、量和营养平衡是决定

目前烤烟品质和产量的核心问题，生产上应掌握烟

草品种的需肥特性、吸肥规律，土壤的供肥能力以及

所施肥料的种类、形态，基肥和追肥的比例，施肥的

时间和方法等，并且要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耕作水

平、供水条件、植保措施等技术综合配套应用，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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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优质适产。但一些烟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烟农

投入水平低，致使烟株“营养不良、发育不全”，所产

烟叶表现叶片僵硬平滑、油份少、光泽度差、属光滑

烟类型。

!"# 烘烤：烘烤上易出现光滑烟类主要有两种：一

种是硬变黄，另一种是烤后烟褪色。所谓“硬变黄”是

烟叶大部份变黄，还没有凋萎，仍然呈膨胀发硬状

态。这种现象多发生在变黄期，其主要原因或因烟叶

含水量过大、或因烟叶分布不均匀（如挂竿过密，底

棚过挤等）、或者是变黄期升温过快又加之排湿过迟

等原因所致。“褪色烟”是指烟叶在烤中或烤后由黄

转白甚至灰白的现象，尤其是以背面为重。主要原因

是在烘烤和烤后储存期间，烟叶黄色色素因各种氧

化机制而减少，过量减少时就表现为“褪色”。就烘烤

来说，对较薄的烟叶过熟采收，装烟密度过大，变黄

期拉得过长，干筋期风量过大等都会引起褪色的发

生。

$ 光滑烟叶的品质

$"! 选用凉山几个主要产烟县（市）的烟叶，在各县

收购量较大的收购站点对实际收购的光滑组各等级

以及混入其它等级中的光滑叶随机抽样，保证样品

代表实际收购水平，共取了$%个样品，品种大部分为

云烟&#、’($)及少部份红花大金元。

$"$ 外观分选

选择常见的、具有代表性的对烟叶品质影响较

大的外观特征和因素，分产区、分部位，按烤烟国家

标准进行分选分级。

光滑烟外观分选原则：光滑面积占全叶面积的

比例和叶片是否僵硬，叶面是否带杂色和叶面是否

带青黄。可分为以下诸类：

小 面 积 光 滑 叶 （ 光 滑 面 积 占 全 叶 面 的$%*+
,%*）

中 面 积 光 滑 叶 （ 光 滑 面 积 占 全 叶 面 的,%*+
)%*）

全面积光滑叶（光滑面积占全叶面的)%*以上）

小面积光滑僵硬叶（光滑僵硬面积占全叶面的

$%*+,%*）

中面积光滑僵硬叶（光滑僵硬面积占全叶面的

,%*+)%*）

全面积光滑僵硬叶（光滑僵硬面积占全叶面的

)%*以上）

小 面 积 僵 硬 叶 （ 僵 硬 面 积 占 全 叶 面 的$%*+
,%*）

中 面 积 僵 硬 叶 （ 僵 硬 面 积 占 全 叶 面 的,%*+
)%*）

全面积僵硬叶（僵硬面积占全叶面的)%*以上）

光滑带杂色叶：分为上部和中下部两个部位。

光滑带青黄叶

褪色烟叶

( 结果与分析

("! 光滑烟的外观特征

光滑烟叶表面平滑或僵硬，无颗粒、少皱折、叶

面平坦，叶组织结构较密，尤其是平滑或僵硬部分叶

片结构紧密；成熟度差，为成熟的最低档次-欠熟；

色泽弱，国标对光滑叶的色泽没有具体要求；颜色偏

淡，多呈正黄至淡黄色；中面积光滑或僵硬以下的烟

叶其光滑或僵硬部分多集中在沿主脉附近和叶基

部，残伤极少。在这里将烟叶表面只存在平滑或僵

硬，而无其它因素的称为典型光滑烟。

只僵硬不光滑且颜色较深（桔黄以上）的烟叶与

典型的光滑叶有所不同，有具体的色泽，身份较厚

（这里主要是指上二棚以上的烟叶）。

("$ 光滑烟的内在化学成分

（以下结果是所选烟样送青州烟草研究所化验

所得）

典型的光滑烟总体上为高糖低碱烟叶，糖碱比

值高，碱氮比值偏低，总糖和还原糖含量差异大，总

有机酸含量偏低。

("$"! 不同部位典型光滑烟叶的化学成分的变化

总糖：各部位总糖含量基本接近，细分起来以腰

叶较高，随部位的上升或下降，总糖含量逐渐减少。

还原糖：化学分析结果表明，典型光滑烟叶的还

原糖含量与部位无明显的相关性，上二棚、下二棚的

还原糖含量比腰叶的还高，腰叶的总糖和还原糖的

含量相差大，原因可能是腰叶样品大部分是大面积

光滑僵硬的烟叶，其多糖转化不充分。

总烟碱：上二棚最高，腰叶次之，下二棚再次之，

顶叶最低。

总氮、蛋白质：上二棚最高，腰叶次之，顶叶和下

二棚最低。

总有机酸：上二棚最高，腰叶次之，顶叶再次之，

下二棚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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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碱比值：下二棚最高，顶叶次之，腰叶再次之，

上二棚最低。

碱氮比值：上二棚最高，腰叶次之，下二棚再次

之，顶叶最低。

从上可以看出，典型的光滑烟叶与正常的烟叶

的化学成分在部位上的规律有所不同，正常烟叶部

位从下至上总氮及总烟碱呈增加的趋势，而光滑叶

的顶叶含量反而较低，可能是由于光滑烟成熟不够，

营养不足，内在成分转化不充分造成的。从公认的优

质烟叶的内在化学成分的协调比值糖碱比为!"#$，

碱氮比值为#来看，光滑叶各部位的烟叶其化学成分

极不协调，相对来说上二棚化学成分的协调性比腰

叶、顶叶、下二棚的较好一些。上二棚光滑叶在实际

收购中极少，这与上二棚烟叶光照充分，营养成分比

中下部位的烟叶供应要充足，而内在成分的转化比

顶叶充分有关。

%&’&’ 相同地区、相同部位典型光滑烟不同光滑僵

硬面积的变化规律

相同地区、相同部位典型光滑烟随着光滑僵硬

面积的增加，总糖、还原糖、总氮、蛋白质、总有机酸

含量无明显变化规律，糖碱比值、碱氮比值也无明显

的变化规律。随着光滑僵硬面积的增加，氯离子含量

上升，钾离子含量下降。

%&’&% 烟叶的化学成分

褪色烟叶的化学成分和典型的光滑烟叶相接

近。

颜色较深（桔黄以上）只硬不光（全硬）烟叶与典

型的光滑烟叶相比，其总糖和还原糖含量相差不大，

但总烟碱、总氮、总有机酸含量均比典型的光滑烟叶

高，而且糖碱比值相对低得多，接近于#$，碱氮比

值(#。

顶叶大面积光滑僵硬带杂色烟叶其化学成分与

典型光滑烟叶基本接近但有所不同，其总烟碱、总

氮、总有机酸含量均比典型的光滑烟叶高，碱氮比

值(#。但从原始数据上看只有大面积中度以上的光

滑带杂色的顶叶才和典型光滑烟叶的化学成分有明

显的不同。

大面积光滑僵硬带杂色中下部烟叶的化学成分

和典型的光滑烟叶较接近。

青带光滑烟叶糖碱比值最高，总糖和还原糖相

差大，化学成分极不协调，是成熟度很差的烟叶。

) 结论

影响光滑烟叶品质的主要因素是光滑僵硬面

积，光滑部位起一定的作用，另外一些具有特定外观

特征的烟叶从外观、化学成分和感官评吸上与典型

的光滑烟叶有明显的区别。

从化学成分及协调性来看典型光滑叶的上二棚

相对于其它部位较好，但从评吸结果来看，各部位差

别不大。

随着光滑与僵硬面积的增加，烟叶品质明显下降。

只僵硬而不光滑的颜色较深（桔黄以上）的烟叶

与典型的光滑烟叶无论在外观、化学成分和感观评

吸结果上都有明显的差别，不应归为一类。

光滑带杂色烟叶只要杂色面积和程度在中面积

严重以下，其品质基本上和光滑烟叶接近。

褪色烟叶的化学成分和典型光滑烟叶相近。

光滑带青烟叶从化学成分分析和评吸结果上来

看都是品质最差的烟叶。

* 结果在分级中的应用

*&# 光滑烟的分组定级原则

只僵硬不光滑的上部色深（桔黄色以上）烟叶，其性

质和典型的光滑烟叶不同，据我们研究与上部杂色

叶类似，应将此类烟叶归入上部杂色组内。

褪色烟叶和典型光滑叶近似，应将其列入光滑

烟叶。

光滑带杂色烟叶，除上部大面积严重杂色的烟

叶外，中下部和大面积中度以下的杂色带光滑烟叶

其性质和典型光滑烟叶基本接近，应将此类烟叶列

入光滑叶组。

上二棚光滑叶其品质在光滑叶组中相对较好。

应列在较高的等级。

大面积光滑带硬僵的烟叶无论其部位所在，皆

应列在最低的等级。

光滑带青烟叶应另类定级或在青黄组中定级。

为了和现行的烤烟标准相配套，在不违背标准

的原则下，将上述一些结果按国标进行分级：+#特征

为（#）中面积以下光滑僵硬，（’）上二棚烟叶（不包括

大面积光滑僵硬）；+’特征为：（#）大面积以上光滑僵

硬，（’）大面积光滑带杂色（小面积杂色），（%）褪色烟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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