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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baking quality of Wushan flue-cured tobacco and reduce the loss 
caused by bak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urrent production were put forward from three as-
pects of harvesting, compiling and baking technology,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loss in baking, strict measures were 
needed. The maturity of tobacco leaves in high harvesting and curing stage, the execution degree 
of tobacco classification and the mastery level of curing technology need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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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进一步提高巫山烟叶的烘烤质量，降低因烘烤造成的损失，本文从采收、编烟以及烘烤技术三个方

面提出当前生产中的存在的问题，并针对相应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分析表明，为了降低烘烤中的

损失，需要严格提高采收烘烤环节的烟叶成熟度、编烟分类执行度以及烘烤工艺的掌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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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烤烟的烘烤是烤烟生产的重要环节，成功的烘烤不仅是烤烟质量潜力的彰显，更是烤烟经济价值的

重要体现，而当前烘烤环节均会或多或少给烟农的经济效益带来一定的损失，而巫山作为醇甜香烟叶产

区的典型代表，对卷烟产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研究当前巫山烟区的烘烤损失因素并有针对性提

出解决措施，对提高烤烟质量有较大的意义。针对如何降低烟叶在烘烤过程中的损失，多年来国内外专

家都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美国采用提前 1 周采摘烟叶样品进行化学成分分析来判断烟叶是否成熟[1]。
津巴布韦采用烟叶成熟彩色图片颜色、烤房试验和抽屉试验的量化指标，日本采用比色卡比色的方法来

判断等[2] [3]。也有人提出用烟叶叶片的电导率判别成熟度[4]据调查，国内也进行了烟叶成熟采收烘烤

方面的研究，有人提出利用生理特性判别，如利用烤烟叶片蔗糖含量和组织结构诊断法判断烟叶成熟度

等[5]。不少学者从茎叶夹角、叶片质体色素和色度学等方面对烟叶的成熟度判别[6] [7]。孙智勇等[8]人
通过不同转火时间密集烘烤试验发现，中烟 100 的中、上部叶推迟转火 6 h 可以有效提升中性致香物质

总量、新植二烯含量，并且烤后烟叶评吸质量档次提高。适度推迟采收 7 d 左右，可有效改善烟叶外观

质量，主要化学成分协调，提高感官质量[9]。然而，据调查分析目前巫山烟区在烘烤过程中的损失在

10%~15%，尤其是在多雨或干旱等特殊气候下，因烘烤不当造成损失更大。为此分析烟叶烘烤过程中损

失的原因，以及研究出相应的科学合理的解决措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2. 当前烘烤过程中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 

2.1. 烟叶采收成熟度掌握不够 

成熟度作为烟叶生产的核心，对烟叶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因素[10]。成熟度分为采收成熟度和分级成

熟度，采收成熟度高的烟叶，烘烤时烟叶变黄与失水协调，烘烤后等级高、品质好、香吃味也较好，采

收成熟度较差的烟叶，烘烤时易挂灰、烤糟，只有采收成熟度好的烟叶才能烤出更好地烟叶[11] [12] [13]。
现今烤烟生产过程中，烟农大多对采收成熟度掌握不够，这是造成烘烤效果不好的主要原因。烟叶成熟

度是一个综合表现体，农业操作水平、大田管理、品种、土壤肥力、生态气候都对烟叶的成熟度有着不

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卷烟工业对原料的需求不同，同时烟叶在烟株着生部位不同，上中下各部位烟叶生

长发育成熟的时间和特征也呈现不同的表象。在采收烟叶时，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正确判断

各部位烟叶的适熟特征，灵活掌握采收标准，才能真正做到适熟采收。只有做到适熟采摘，才能保证烟

叶烘烤质量。 

2.2. 分类编烟装烟工作普遍不到位 

编烟装烟工作不到位，也是造成烤后烟叶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14]。烟农在采收烟叶时能够做到适熟

早采，但仍不可避免的有过熟与欠熟烟叶的存在，所以在编烟工作中要做到分类编烟装烟，进而提升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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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烘烤质量[15]。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烟农为了节省劳动力都是自采自编，为了能够提早上炕，在编烟时

未能分类编烟。鲜烟叶在采收、编杆、上炕的时候未进行分类，在烘烤的时候必然造成变黄、干燥不一

致，不利于烟叶的烘烤效果，甚至产生大量的青烟、杂烟。对于气流上升式烤房来说，在装烟过程中过

熟叶和病残叶应装在下部，成熟度较低的烟叶宜装在上部。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执行效果较差，从而

造成青、杂、糟的现象出现。装炕不均匀导致叶片间的风速不一致，装烟稀的地方风速大，叶片干燥快，

烟叶变黄不充分，容易烤青；装烟稠密的地方导致通风不畅，干燥慢，烟叶变黄过度，容易烤糟。只有

做好了鲜烟分类、分类编杆，才能做到烟叶的分类上炕。 

2.3. 编烟操作不当，系绳松紧不一 

编烟操作不当也会使烘烤造成损失[16] [17] [18]。编烟时应背靠背，否则在干叶过程中，容易外叶包

裹内叶，使失水变黄不均匀；每撮烟叶不宜过多，两三片即可；分类编烟，不同成熟度、不同品种的烟

叶分别编烟，不同品种的烟不能混烤。编烟时掌控好松紧度，过松在烘烤过程中容易落叶，过密水分难

以排出，在通风不畅的地方，形成高温、高湿区域，促成了棕色化反应的发生，烟叶挂灰。 

2.4. “密编稀装”，不能有效彰显密集烘烤优势 

卧式密集烤房的装烟标准是：100~120 片每竿，一竿鲜烟重 8~10 kg，竿间距为 10~12 cm，炕装烟

450 杆以上；烟农在实际生产操作中烟竿编烟 140~150 片，甚至更高，鲜烟竿重 12~15 kg，装烟竿距 20~23 
cm，竿数 300 竿左右[19]；装烟量显著下降。由于单竿编烟量太多，竿距增加，导致烤房内密稀不均，

失水干燥容易形成大风洞，造成热量损失，不仅增加了烟叶烘烤成本还不利于烟叶品质[20]。编烟时烟杆

两头仅留 5~6 cm 不编烟。装烤前要认真核准竿数，装烟时做到稀密相对均匀。采烟数量不足时(少 10%
以内)，竿距不超过 15 cm，不足部分用木板填满，绝不可加大竿距装稀烟。 

2.5. 烘烤工艺生搬硬套 

烘烤工艺生搬硬套也是烘烤中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21]。不同地区、不同品种、不同成熟度的烤烟其

烘烤工艺不尽相同，不同烤房其沿用的烘烤工艺也不一样，在烘烤过程中要紧盯烟叶变化看烟烤烟，而

不是死板的依靠烘烤工艺按步骤进行烤烟。一些烟区为推广某些品种，沿用本地常栽品种的烘烤工艺进

行烤烟，却没有进行配套的工艺设计，这种现象时有发生。造成烤出的烟叶烤青、挂灰、烤僵等问题，

烟农不愿意种植，烟草公司也不愿意收购。近几年烤房结构也从普通烤房改为密集烤房，然而烟农意识

没有转变，依旧用过去的烘烤工艺烘烤，造成损失，烟叶质量下降。 

2.6. 低温高湿时间过长、定色干叶时间过短 

低温高湿时间过长、定色干叶时间过短是从普通烤房转为密集烤房烟农思想没有转变过来，依旧沿

袭普通烤房烘烤方法去烘烤[22]。普通烤房是通过自然通风等外力来实现加热和排湿，而密集烤房则是“热
风循环、强制通风”。部分烟农担心烟叶烤青，采取低温高湿变黄的方法，烟叶长期处于低温高湿的环境

下，呼吸代谢旺盛，内在大分子物质消耗过多[23]，烘烤后叶片偏薄，油分偏少。在定色阶段采取快速升

温定色，叶片干燥不及时，升温速度过快，叶肉细胞破裂，发生棕色化反应，颜色暗淡，形成糟杂烟。 

3. 解决措施与方法 

3.1. 强化烟叶成熟度判别培训，做到适时采摘 

烟叶成熟度对烟叶品质影响极大，国际烟叶市场将它作为烟叶采收的质量因素和烟叶分级的品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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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成熟采收是优质烟叶生产的关键技术之一[24]。精确判断烟叶的田间成熟度对烟是优质烟叶形成的基

本保障。但当前烤烟成熟度的判断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烘烤指标经验化，主要依靠眼观手摸耳

听来实现，没有准确客观的判断指标；二是采收人员的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对经验的掌握均有较大差异。

因此针对以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需要将成熟度判断指标数字化、客观化，但当前的技术手段尚不能制

定有效的方法指标进行判断，还需要紧密结合当前前沿科技的发展，逐渐应用到成熟度的判断，二是需

要不断加强技术培训，不断强化采收人员的技能水准，逐步统一采收标准。 

3.2. 对比培训示范，逐步改变陋习流弊 

技术培训并不是简单的讲课而已，要考虑到技术指导人员理解掌握的程度，还有烟农对你的思维和

理论的接受程度，只有你的理论在烟农那里实践得到验证并通过直观的对比获得了认可，培训才有真正

的意义，才可以逐步改变陋习流弊。我们所得的新方法、新工艺在通过培训和技术指导的对比优化才能

更利于技术的推广。 

3.3. 优化密集烘烤工艺，强化科学规范烘烤 

随着我国现代烟草农业的发展，密集烤房已普遍应用于烤烟的调制，密集烤房具有装烟密度大、升

温灵敏、排湿顺畅、干燥能力强等优点，可以有效减少烟叶烘烤中的技术复杂性，降低烘烤风险、节能

降本、提升烤后烟叶质量等[10] [25]。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开展对密集烘烤工艺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

定的研究成果，文俊等人认为烟叶烘烤前期(38℃~42℃)以较高的湿球温度促进烟叶变黄再加上拉长各关

键温度点稳温时间能、促进更多香气前体物质的形成积累，但会造成烟叶身份变薄、杂色烟比例增多；

42℃之后以适中的湿球温度条件，能保证烟叶黄干协调，促进香气物质的合成，优化外观质量与感官质

量，协调化学成分含量[26]。王松峰等人通过对比发现高温中湿的烘烤工艺烘烤中烟 100 可以增加烤后烟

的多酚类物质含量[27]。 
优化密集烘烤工艺需要根据当前密集烘烤存在的问题来调整原始烘烤工艺或是重新利用当地的烟叶

烘烤特性与烘烤模型来制定出合适的参数，再通过实践来进一步调整优化该工艺。不同类型的烟叶需要

根据其特性对烘烤中的某一阶段加以调整，不能一概而论。灵活运用“低温中湿慢变黄，中湿定色慢升

温，变速通风慢排湿，关键节点稳时间，微风干筋保香气”的密集烘烤工艺原则[28]。 

3.4. 示范引领辐射，推进科学烘烤覆盖 

在各烟区专门培训一批烘烤技术过硬的技术员，以他们为主导，在各站点选择烘烤技术较高的烟农

建立一个烘烤技术团队，再由这些烘烤技术较高的烟农作为烘烤师联系和带动周围的烟农户，让他们之

间相互学习交流，形成一个辐射圈，从而实现烘烤技艺的全覆盖，全面推进科学烘烤。 

4. 结论 

为降低烘烤中的损失，需要严格提高采收烘烤环节的烟叶成熟度、鲜烟分类编竿上炕的执行度以及

烘烤工艺的掌握水平，烟叶生产技术人员在生产中因地制宜做好烟农的技术培训，起到以点带面，全面

覆盖，实现烟叶的科学烘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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