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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烟87是六盘水产区的主栽烤烟品种。按照以煤为燃料的常规烘烤工艺烘烤,存在变黄期烟叶

变黄程度不够,在定色期稳温时间不够、升温过快,会导致烟叶色差大、烟叶含青、挂灰偏多、油分不足

等问题。本研究以云烟87为试验材料,通过开展生物质能源烤房配套烘烤工艺研究,探索一种云烟87在生

物质能源烤房中的烘烤工艺,为六盘水烟区生物质能源烤房烘烤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云烟87；生物质；烘烤工艺 

中图分类号：S435.7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Drying Process of Yunyan 87 in Biomass Energy Curing Ba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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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nyan 87 is the main flue-cured tobacco variety grown in Liupanshui region.  When it is cured 

using the conventional curing process with coal as fuel,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yellowing of 

leaves during the yellowing stage, insufficient stable temperature time and rapid temperature increase during the 

color-fixing stage, which can lead to large color differences in the leaves, greenish leaves, excessive ashing, and 

insufficient oil content.  This study used Yunyan 87 as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 and conducted research on 

the curing process suitable for biomass energy curing barns to explore a curing process for Yunyan 87 in biomass 

energy curing barn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uring process in Liupanshui tobacco-growing areas 

using biomass energy curing ba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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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烟叶烘烤是烟叶生产中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1-4]。随着人们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开展清洁新能源烤烟烘烤已成为

当今烘烤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据报道,生物质能源是一种可能

的化石能源替代品[5,6]。与煤能源烘烤相比,利用生物质能源烘烤

烟叶减工降本、减少污染物排放以及提质增效显著[7-10]。目前,

生物质能源烤房已成为本产区当前烤烟烘烤的主流。然而,由于本

地独特的山地生态气候条件,且煤与生物质燃烧性能差异较大。 

1 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试验于2023-2024年在六盘水市水城区盐井基地单元进行,供

试品种为云烟87。按照当地优质烟叶生产技术进行栽培管理,移栽

后80d取样,以中部正常成熟烟叶及上部正常成熟烟叶为试验材料。 

1.2试验设计 

供试烤房为2座相同的生物质能源气流上升式密集烤房,烤

房长×宽×高规格为：0.8m×2.7m×3.5m。将等量烟叶按相同的

装烟方式装入两座生物质能源烤房中,分别按照传统烘烤工艺

(表1)和新烘烤工艺(表2)进行烘烤。装烟上炕,按生物质能源烤

房要求装烟,将同一部位同一成熟度,相同质量的烟叶,每扣3片,

每竿55扣,竿距15cm,在生物质能源烤房中装四层,每层106竿。 

表1 常规烘烤工艺 

烘烤阶段 升温速度/(℃/h)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稳温时间/h 烟叶变化目标

变黄期

1 35 34 8-16 中层叶尖明显变黄8-10cm

0.5 38 36 16-28
中层烟叶发软变黄8-9成,仅叶

基部及主侧脉带青

0.5 42 36 12-16
中层烟叶叶片全黄,细筋基本

变黄,仅主筋为青色

定色期

0.5 48 38 12-16
中层烟叶主筋全黄,达到黄片

黄筋,勾尖卷边小卷筒

0.5 54 39 12-16
中层烟叶干燥大卷筒,并适当

延长10-15小时

干筋期

1 60 40 6-8 顶层烟叶主脉基本干燥

1-2 68 40-41 24-36 主筋全干

 



农业科学 
第 8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99 

 Agricultural Science 

如表2所示,本试验采用一种适用于云烟87品种的,生物质

能源烤房的新烘烤工艺,用于提高云烟87的外观质量和内在品

质,以克服现有烘烤工艺存在的不足。 

表2 新烘烤工艺 

烘烤阶段
升温速度/(℃

/h)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稳温时间/

h
烟叶变化目标

变黄期

1 32 32 2 烟叶预热发汗

1 35 34 8 高温层烟叶叶尖变黄10cm,叶尖发软

0.5 38 36-37 16-28 80%烟叶变黄至七至八成

0.5 40 36 4-8 整炕烟叶基本发软

0.5 42 36-37 12-16
使整炕烟叶完成变黄,达至黄片青筋微

带青,叶片凋萎塌架、主脉变软

定色期

0.5 45 37 8-12 80%烟叶簧片青筋,勾尖卷边

0.5 48 38 12-18
实现黄片白筋叶片半干,90%烟叶达到小

卷筒

0.5 54 39 12-16 直至叶片干燥大卷筒

干筋期

1 60 40 6 主脉部分收缩变紫,主脉干燥1/2以上

1 67 41 16-24 干球温度不能大于67℃,直至烟筋全干

 

结合工业厂家对烟叶质量的要求,该工艺充分延长变黄时

间、定色时间并缩短干筋期时间,使烟叶变黄、脱水充分,有效

防止烤青、烤褐,烤后烟叶外观质量得到明显提升。 

1.3测定项目 

1.3.1等级结构和产值 

烘烤结束后,每个处理取6竿干烟,按照国家标准GB2635－

92《烤烟》进行等级结构评价,并按照当地当年的烟叶收购价格

计算烤后烟叶均价。 

1.3.2烟叶化学成分测定 

取不同处理烤后烟叶C3F、B2F样品各1.0kg,粉碎后过60目

筛,参照王瑞新[11]的方法进行常规化学成分的测定。 

1.4统计分析 

采用Excel2021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烘烤工艺对烤后烟叶等级结构和产值的影响 

表3 两种烘烤工艺对云烟87烤后烟叶等级质量的影响 

部位 处理

上等烟

率(%)

上中等

烟率(%)

桔黄烟

率(%)

杂色烟

率(%)

含青烟

率(%)

均价

(元/kg)

中
部

新烘烤工艺 89.52 95.53 95.53 2.36 2.11 37.06

常规烘烤 85.41 92.71 92.71 3.87 3.42 36.57

上
部

新烘烤工艺 65.35 92.13 93.13 3.76 3.11 30.39

常规烘烤 63.55 90.11 91.11 4.66 4.23 28.05

 

注：仅计算入库烟叶。 

由表3可知,中部烟叶,该烘烤工艺比传统烘烤工艺上等烟

比例提高4.11%,上中等烟比例提高2.82%,桔黄烟率提高2.82个

百分点,杂色烟率降低1.51%,含青烟率降低1.31%,均价提高

0.49元/㎏。上部烟叶,该烘烤工艺比传统烘烤工艺上等烟比

例提高1.80%,上中等烟比例提高2.02%,桔黄烟率提高2.02个

百分点,杂色烟率降低0.90%,含青烟率降低1.12%,均价提高

2.34元/㎏。 

2.2烘烤工艺对烟叶化学成分的影响 

由表4可知,该烘烤工艺烤后的烟叶总糖、还原糖高于常规

烘烤工艺,淀粉含量低于常规烘烤工艺。其中,中部叶配套烘烤

工艺烤后烟叶总糖为20.27%,还原糖为19.13%,分别比常规烘烤

工艺高1.24%和0.85%,烟碱含量为2.55%,比传统烘烤工艺减少

0.56%。上部叶配套烘烤工艺烤后烟叶总糖为22.12%,还原糖为

19.89%,分别比常规烘烤工艺高2.27%和2.31%,烟碱含量为

2.03%,比传统烘烤工艺减少0.27%。 

表4 两种烘烤工艺烤后烟叶化学成分分析 

部位 项目 全氮/% 烟碱/% 总糖/% 还原糖/% 淀粉/% 蛋白质/% 糖碱比

中
部

新烘烤工艺 1.97 2.55 20.27 19.13 7.04 9.56 7.95

常规烘烤 2.07 3.11 19.03 18.28 7.84 9.58 6.12

上
部

新烘烤工艺 2.03 3.09 22.12 19.89 8.23 9.35 7.16

常规烘烤 2.3 3.33 19.85 17.58 8.63 10.78 5.96

 

3 讨论 

与常规烘烤工艺相比,创新工艺增设32℃稳温点,减小烤房

内外温差,使烟叶的生理活性得以保持,避免因烤房内外温差过

大而使烟叶细胞组织遭到破坏。增设40℃稳温点,能够促进烟叶

变黄充分,内含物充分转化,有效增加还原糖、总糖占比,淀粉残

留量减少。增设45℃稳温点,确保烟叶充分变黄、脱水,有效防

止青筋和挂灰烟叶的产生。本工艺在变黄期温度较低、相对湿

度较高,有助于烟叶酶活性提高,使内含物充分转化；定色期逐

渐升高温度、降低相对温度逐渐抑制酶活性；干筋期以更高温

度和更低相对湿度烤干烟筋,使得烟叶变黄适宜,定色稳定、叶

片结构疏松、油份和香气量大幅度提高,可将烟叶烤黄、烤亮、

烤软、烤香,极大地改善了烟叶的外观品质及化学成分,提高了

中上等烟比例,增加了烟农的经济收益。 

4 结论 

采用生物质能源烤房云烟87配套烘烤工艺能有效提高本地

区烤后烟叶的外观质量、上等烟比例、均价,烟叶内在化学成分

更协调。同时,该烘烤工艺具有操作简便、可操作性强,能保持

烟叶充分变黄、科学定色等优点,烤后烟叶质量“黄、亮、软、

香”更加突出。总之,生物质能源烤房云烟87配套烘烤工艺明显

提高了烤后烟叶的工业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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