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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部烟叶不同采收方式对烘烤质量有重要的影响袁本文主要研究百色南部烟区上部烟叶最后 3片采收尧上部 6片叶一次性采
收和一次性带茎采收等 3种不同采收方式袁对烤后上部叶外观质量尧经济指标尧内在化学成分和评吸质量的影响遥结果表明袁以上部 6片叶
一次性采收效果最为理想袁可改善上部叶的外观质量尧内在质量袁提高上部烟叶的可用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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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Harvesting Methods on Quality and Availability of Upper Tobacco Leaves in Southern
Tobacco-growing Area of B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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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t harvesting methods of upper tobacco leaves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baking quality.This paper mainly studied three
different harvesting methods in southern tobacco-growing area of Baise袁including the last three pieces of upper tobacco leaves harvesting袁six pieces of
upper tobacco leaves one-time harvesting and one-time stem harvest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harvesting methods on the appearance quality袁economic
index袁internal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sucking quality of upper leaves after roasting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the three different
harvesting methods of upper tobacco leaves袁the method of six pieces of upper tobacco leaves one-time harvesting is the most ideal袁which can improve
the appearance quality袁internal quality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upper tobacco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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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采收方式对百色南部烟区上部烟叶品质及可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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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叶是烤烟产量和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一般占总
产量的 40%~45%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袁上部叶烤后普遍出
现合含青尧挂灰等现象袁内在化学成分不协调袁烟碱含量偏
高袁刺激性大袁工业可用性不高袁不但影响烟农经济收入袁且
使卷烟原料的质量得不到保障[1-2]遥因此袁如何提高烤烟上部
叶的质量和可用性成为当前烟区最紧迫的一个问题遥为了
提高百色南部烟区烤烟上部叶的质量和可用性袁笔者采用
3种不同采收方式采收上部 6片叶袁采用野三段式冶烘烤工
艺烘烤[3]袁以探索上部 6片烟叶合理的采收方式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在百色南部烟区德保县燕峒乡巴龙村巴艾屯袁土
壤为水稻土袁海拔 613 m袁土壤有机质为 30.84 g/kg袁全氮含
量 2.27 g/kg袁全磷 0.8 g/kg袁全钾 5.35 g/kg袁pH值 7.36遥
1.2 试验设计

对上部最后 6片烟叶的采收共设计 3个处理袁分别为
常规采收渊S玉冤袁即上部 6片叶袁第 1次采收上二棚 3片袁第
2次采收最后留下的 3片曰一次性采收渊S域冤袁即上部 6片烟
叶一次性采收渊采收成熟度以从上倒数第 2~3片烟叶达到
尚熟时进行采收冤曰一次性带茎采收渊S芋冤袁即整株烟还剩下
上部 6片叶时袁一次性将烟茎连带叶片砍下袁带基挂竿进行
烘烤 渊采收成熟度同处理 S域冤遥3个处理分 3户进行试验袁
均连片集中袁每个处理设计面积 100 hm2遥
1.3 试验实施

试验烤烟品种为当地主栽品种云烟 87袁育苗方式为漂
浮育苗袁移栽行株距 120 cm伊50 cm袁单株留叶数 18~20片袁

栽培措施均按照当地优质烟叶生产技术规程操作遥以当地
密集型烤房作为参试设备袁烤房性能良好袁平面温差均匀袁
烘烤检测仪表灵敏袁排湿通风顺畅遥

3种不同采收方式均编于梳式烟夹袁合理装炉袁按照野三
段式冶烘烤工艺技术进行烘烤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采收方式烟叶成熟度外观特征

叶色和叶脉的变化是判断烟叶成熟度的主要指标遥从
表 1可以看出袁3个处理均采用了统一的采收时间袁烟叶基
本色以黄为主遥最后 2张叶面充分落黄尧发皱尧成熟斑明显袁
叶尖下垂袁叶边缘曲皱袁茎叶角度明显增大遥主脉变白袁支脉
达到了 2/3以上变白袁叶龄 70耀90 d袁移栽后 110耀120 d遥烟叶
成熟度达到了成熟采收标准遥

2.2 不同采收方式烟叶烤后外观质量

从表 2可以看出袁处理 S域和 S芋降低了烤后烟叶的身
份厚度袁改善了叶片结构袁增加了油分遥上部叶烤后总体外
观质量均以处理 S域和 S芋质量较好袁处理 S玉质量较差遥
2.3 不同采收方式上部烟叶烤后经济指标

从表 3可以看出袁上部 6片叶一次性采收渊S域冤或一次
性带茎采收渊S芋冤处理袁烤后上等烟比例尧均价明显好于最
后 3片采收渊S玉冤遥

处理 主要外观特征S玉 最后 3片叶表面达到 9成黄袁主脉全白袁支脉 2/3变白袁叶面有
黄色斑块袁基叶角度增大袁叶尖部稍弯曲

S域 顶 2片叶面浅黄色袁8~9成黄袁主脉 2/3变白袁支脉 1/3变白袁绒
毛脱落

S芋 顶 2片叶面浅黄色袁8~9成黄袁主脉 2/3变白袁支脉 1/3变白袁绒
毛脱落

表 1 不同处理烟叶成熟度外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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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灭茬机灭茬然后起垄播种方法尧小型旋耕起垄机旋耕起
垄这 2种起垄播种方法遥免耕机播种的效率高袁适用于新型
农村合作社玉米播种袁但出苗率未超过 86%袁应该重新调试
机械袁找出导致出苗率低的原因[5-6]遥调查结果表明袁今后该
区域玉米播种应该提高播种密度 15%以上袁 使玉米的群体
组合优化袁有利于高产高效生产[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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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采收方式对烟叶化学成分的影响

从表 4可以看出袁处理 S域尧S芋烤后叶内总氮含量较
处理 S玉降低曰3个处理钾含量均得到提高袁其中处理 S芋
最高曰处理 S玉尧S域和 S芋两糖比均在 0.84以上遥

2.5 不同处理对烟叶评吸结果的影响

从表 5可以看出袁以处理 S域烟叶评吸质量最好袁多项
指标均优于处理 S玉尧S芋遥其中袁处理 S玉浓度尧刺激性及杂
气略大袁处理 S域总体评吸好于其他 2个处理遥

处理 颜色 身份 油分 色度 结构 整体评价
S玉 桔黄 厚 稍有 中 稍密 较差尧挂灰较多尧油分较少尧身份僵硬尧色度较弱
S域 桔黄 稍厚 有 强 尚疏松 较好尧杂色少尧油分有尧身份尚疏松尧色度中到强
S芋 桔黄 稍厚 有 强 尚疏松 较好尧杂色无尧油分有尧尚疏松尧色较强

表 2 不同处理烟叶外观质量

处理 面积/hm2 产量/kg窑hm-2 产值/元窑hm-2 上等烟比例/% 中等烟比例/% 均价/元窑kg-1
S玉 100 735.10 16 089.49 40.10 59.90 21.88
S域 100 809.45 18 868.28 46.56 53.44 23.31
S芋 100 690.05 16 112.87 49.52 50.48 23.35

表 3 不同处理各项经济指标

处理
评分/分

香气质 香气量 浓度 刺激性 杂气 劲头 余味 燃烧性 灰色 使用价值 总分
S玉 6.8 6.8 6.8 7.0 6.9 6.3 6.6 7.4 6.5 6.9 67.7
S域 7.0 7.1 6.9 6.9 6.7 6.2 6.5 7.4 6.6 7.0 68.4
S芋 6.6 6.7 7.0 6.8 6.4 6.6 6.4 7.3 6.6 6.4 66.8

表 5 不同处理烟叶评吸结果

处理 总糖/% 钾/% 还原糖/% 总植物碱/% 氯/% 总氮/% 淀粉/%
S玉 15.7 2.09 13.4 3.95 0.14 2.49 2.38
S域 25.4 2.12 21.4 3.23 0.28 2.41 4.82
S芋 13.9 2.16 12.0 3.59 0.24 2.40 2.73

表 4 不同处理烟叶化学成分

3 结论与讨论

上部烟叶往往身份较厚袁结构紧密袁若采收方式尧烘烤
不合理袁则烤后烟叶易出现挂灰尧烤青尧烤杂等现象袁经济指
标降低袁可用性差[4-5]遥采用不同采收方式对比试验结果表
明袁上部 6片烟叶一次性采收提高了烟叶烘烤过程中的生
理生化转化袁烟叶的身份厚度趋于合理袁改善了叶片结构袁
增加了油分袁烟叶糖含量升高袁化学成分含量趋于协调袁评
吸质量比较理想遥因此袁采用上部 6片烟叶一次性采收的采
烤方式袁烟叶外观质量和内在品质均明显改善[6]袁烤后上部
烟叶的上等烟比例提高袁下等烟比例降低袁是在百色南部烟

区值得推广的一项实用技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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