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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利用人工控制提高加热卷烟土烟原料烟叶

品质的调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适熟土烟鲜

烟叶采收后挂竿；(2)装棚：将挂好竿的烟叶装在

晾棚中；(3)稳温调湿变棕：晾制到90％左右的烟

叶呈现棕色；(4)调温调湿定型：晾制到烟叶发软

成条时，定型；继续调制，当烟叶主脉变褐色，基

本干燥或干燥易碎时，停止加热和加湿，自然回

软；(5)下竿捆扎；(6)存放醇化：捆扎后放置于无

异味、避光、阴晾、通风的室内自然醇化。本发明

提高了烟叶香气物质含量和加热条件下的感官

品质，对保障加热卷烟土烟原料的品质稳定性具

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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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人工控制提高加热卷烟土烟原料烟叶品质的调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适熟土烟鲜烟叶采收后挂竿；

(2)装棚：将挂好竿的烟叶装在通风、可加温、可调湿和遮阳光的晾棚中；

(3)稳温调湿变棕：将所述晾棚内干球温度调控在29℃‑31℃，湿球温度调控在27℃‑29

℃，相对湿度控制在80‑90％，晾制到90％以上的烟叶呈现棕色；

(4)调温调湿定型：当棚内90％以上的烟叶呈现棕色时，将棚内干球温度升至36℃‑40

℃，湿球温度升至34.5℃‑36℃，相对湿度控制在75‑85％，晾制到烟叶发软成条时，定型；继

续调制，当烟叶主脉变褐色，2％以下未干燥或整体干燥易碎时，停止加热和加湿，自然回

软；

(5)下竿捆扎：当烟叶自然回软至不易破碎时，将其逐叶下竿，进行分选，把相同部位、

相同质量的烟叶分开，并进行捆扎；

(6)存放醇化：捆扎后放置于无异味、避光、通风的室内自然醇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适熟土烟鲜烟叶为烟筋变

白、叶面呈淡黄色且叶尖向下卷曲的土烟烟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竿的净竿长100‑150cm，挂烟

叶90‑150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晾棚的装烟量300片‑400片/

m2，具有通风、加温、调湿和遮光设备，所述晾棚的内高为380cm‑400cm，内长为800cm‑

1600cm，内宽300cm‑320cm，竿距25cm‑30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的调制时间为18‑25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首先调制1‑3天至烟叶发软拖条；

把棚中发软拖条的烟叶依次搓裹呈条状，每天搓裹1次，持续3次，共3天，至搓裹呈条定型；

继续调制6‑8天，待棚内烟叶100％主脉变褐，1％主脉未干燥时，停止加温、加湿，进行烟叶

通风；调制后的烟叶挂在棚内1‑3天后自然回软，至出棚能够不碎叶时，将烟叶出棚，放在避

光、保温、保湿的房中堆放。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将1kg烟叶扎为1捆，将叶柄对齐，

用不带异味的绳子捆扎好呈锥形。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存放时间30天以上。

9.权利要求1至8任一所述一种利用人工控制提高加热卷烟土烟原料烟叶品质的调制

方法制备的烟叶。

10.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利用人工控制提高加热卷烟土烟原料烟叶品质的调制方法

制备的烟叶在制备加热卷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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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工控制提高加热卷烟土烟原料烟叶品质的调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属于烟草调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人工控制提高加热卷烟土烟原

料烟叶品质的调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全球控烟运动的加速推进，烟草产业进入了寻求变革和突破的新时期，推动

和加速了以加热卷烟为主的新型烟草制品的研发及市场化进程。加热卷烟产品的竞争核心

是烟叶原料，开发风味多元化的烟叶原料将是中式特色新型烟草制品的发展趋势。土烟属

于烟草中的晾晒烟类型，与烤烟相比，具有品种地方属性强、烟叶香气品质独特、烟碱含量

高等特点，能满足加热卷烟制品对烟叶原料风格多元化的需求，可丰富中式特色加热卷烟

的烟叶原料主体。

[0003] 传统土烟的调制完全依赖自然环境的光照、温度和水分等条件，全过程在室外环

境下完成烟叶由绿变棕、潮变干的外观变化以及烟叶内在化学成分的分解、转化。其烟叶品

质受当地气候条件影响，不同年份间的烟叶品质差异较大。土烟烟叶一般由农户采收后自

主调制，常见不同的调制技术，如半晾半晒法、晒晾发酵交替法、全晒法、全晾法等处理的烟

叶混杂，导致烟叶感官评吸品质参差不齐，影响加热卷烟烟叶原料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不可

控的自然环境条件也常常无法充分满足传统调制方法对发酵过程中水分、温度和环境卫生

等的苛刻要求，导致烟叶青片、黄片多，醇化口感差，不愉快气息重，糖分含量高，加热卷烟

感官评吸时的焦糊味重。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人工控制提高加热卷烟土烟原料烟

叶品质的调制方法。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利用人工控制提高加热卷烟土烟原料烟叶品质的调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0007] (1)适熟土烟鲜烟叶采收后挂竿；

[0008] (2)装棚：将挂好竿的烟叶装在通风、可加温、可调湿和遮阳光的晾棚中；

[0009] (3)稳温调湿变棕：将所述晾棚内干球温度调控在29℃‑31℃，湿球温度调控在27

℃‑29℃，相对湿度控制在80‑90％，晾制到90％以上的烟叶呈现棕色；

[0010] (4)调温调湿定型：当棚内90％以上的烟叶呈现棕色时，将棚内干球温度升至36

℃‑40℃，湿球温度升至34.5℃‑36℃，相对湿度控制在75‑85％，晾制到烟叶发软成条时，定

型；继续调制，当烟叶主脉变褐色，2％以下未干燥或整体干燥易碎时，停止加热和加湿，自

然回软；

[0011] (5)下竿捆扎：当烟叶自然回软至不易破碎时，将其逐叶下竿，进行分选，把相同部

位、相同质量的烟叶分开，并进行捆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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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6)存放醇化：捆扎后放置于无异味、避光、阴晾、通风的室内自然醇化。

[0013] 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适熟土烟鲜烟叶为烟筋变白、叶面呈淡黄色且叶尖向下卷

曲的土烟烟叶。

[0014] 进一步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竿的净竿长100‑150cm，挂烟叶90‑140片。

[0015] 优选的，步骤(2)中所述晾棚的装烟量300片‑400片/m2，具有通风、加温、调湿和遮

光设备，所述晾棚的内高为380cm‑400cm，内长为800cm‑1600cm，内为宽300cm‑320cm，竿距

25cm‑30cm。

[0016] 优选的，步骤(3)中的调制时间为18‑25天。

[0017] 优选的，步骤(4)中首先调制1‑3天至烟叶发软拖条；把棚中发软的烟叶依次搓裹

呈条状，每天搓裹1次，持续3次，共3天，至搓裹呈条定型；继续调制6‑8天，待棚内烟叶100％

主脉变褐，1％主脉未干燥时，停止加温、加湿，进行烟叶通风；调制后的烟叶挂在棚内1‑3天

后自然回软，至出棚能够不碎叶时，将烟叶出棚，放在避光、保温、保湿的房中堆放。

[0018] 优选的，步骤(5)中将1kg烟叶扎为1捆，将叶柄对齐，用不带异味的绳子捆扎好呈

锥形。

[0019] 优选的，步骤(6)中存放时间30天以上，

[0020] 本发明还包括前述利用人工控制提高加热卷烟土烟原料烟叶品质的调制方法制

备的烟叶。

[0021] 本发明还包括前述利用人工控制提高加热卷烟土烟原料烟叶品质的调制方法制

备的烟叶在制备加热卷烟中的应用。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如下：

[0023] 本发明针对加热卷烟土烟原料的烟叶要求和吸食特点，通过人工控制土烟烟叶调

制期间的烟叶水分和调制环境温度、湿度等，促进调制过程中烟叶致香前体物质的分解和

转化，最终得到变棕充分、光泽强、油分足且香气成分含量和评吸品质明显提高的加热卷烟

土烟原料烟叶。

[0024]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人工控制温、湿、风条件，不受自然气候变化如过度阴雨或暴晒

天气的影响，使烟叶内在化学成分在适宜的温、湿、风条件下充分分解、转化，省去传统浸水

发酵环节，保证烟味纯和。调制后的烟叶香气成分含量提高，感官质量提升，烟气纯正，烟味

更浓。本发明提高了烟叶香气物质含量和加热条件下的感官品质，对保障加热卷烟土烟原

料的品质稳定性具有重大意义。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中使用传统调制方法(对照组)和本发明所述的人工控制调

制方法(试验组)获得的土烟烟叶香气成分含量的对比柱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便于理解本申请的技术方案，下面将通过具体实施例结合附图1详细说明。

[0027] 实施例

[0028]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利用人工控制提高加热卷烟土烟原料烟叶品质的调制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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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1)适熟土烟鲜烟叶采收后挂竿：按烟筋变白、叶面呈淡黄色且叶尖向下卷曲的适

熟采收要求，采收在玉溪市红塔区研和试验基地针对此试验种植的土烟适熟鲜烟叶，将收

回的土烟鲜烟叶用细绳编在145cm的竿上，每竿编140片。

[0030] (2)装棚：把编好竿的烟叶按竿距30cm左右，装在能加温、加湿、通风和遮阳的晾棚

中，所述晾棚的装烟量300片‑400片/m2，所述晾棚的内高为380cm‑400cm，内长为1000cm，内

宽300cm‑320cm。

[0031] (3)稳温调湿变棕：烟叶装棚后，将棚内干球温度调控在30℃左右，湿球温度控制

在28℃左右，相对湿度保持在80‑90％，调制时间18.5天，烟叶90％以上变至棕色。

[0032] (4)调温调湿定型：当棚内90％以上的烟叶变棕后，将棚内干球温度调控在37℃左

右，最高不超过40℃，湿球温度控制在35℃左右，相对湿度保持在75‑85％，调制时间为2天，

直至烟叶发软拖条。

[0033] 把棚中发软的土烟烟叶依次搓裹呈条状，每天搓裹1次，持续3次，共3天，烟叶已搓

裹呈条定型。

[0034] 继续调制7天，待棚内烟叶100％主脉变褐，只有1％主脉未干燥时，停止加温、加

湿，进行烟叶通风。

[0035] 调制后的烟叶挂在棚内2天后自然稍回软，出棚已不碎叶时，可把烟叶出棚，放在

卫生条件好、避光、保温、保湿的房中堆放自然回软。

[0036] (5)在房中堆放了4天，烟叶自然回软，待下竿不易碎时，按部位、颜色、色泽的要

求，把烟叶下竿分选成不同类型，把相同部位、相同质量的烟叶分开。这里的分类类型是指

按照烟叶部位(上部叶、中部叶、下部叶)、质量/色泽分开扎把烟样。分类的作用：后期如需

要进行加料增香发酵，根据不同的烟叶部位，发酵方式有所不同。此外，工业收购烟叶时也

会根据部位和烟叶质量定收购价格。

[0037] 把分好类型的烟叶，按每把烟叶1kg重量的要求再次进行分堆。

[0038] 把分成小堆的烟叶叶柄对齐，用不带异味的绳子捆扎好或捆呈锥形。

[0039] (6)把捆扎好的烟叶，放置在屋内环境干净、无异味，避光、阴晾、保湿、保温的房间

中堆放。存放时间30天以上，让其自然醇化，再次提升香味。

[0040] 对比例

[0041] 以普洱镇远九甲乡普通烟农通过传统调制方法获得的烟叶样品为对照，与实施例

中调制烟叶样品同时进行烟叶内在香气成分含量检测及加热卷烟感官评吸质量比较。

[0042] 调制后土烟烟叶的内在香气成分检测：以普洱镇远九甲乡传统调制方法获得土烟

烟叶样品为对照，与实施例调制方法所获土烟烟叶样品同时进行烟叶内在香气成分含量检

测。结果见图1，实施例调制方法所获土烟烟叶(试验组)中醇类、醛类、酮类、烯烃类和酯类

香气物质的含量高于使用传统调制方法获得的烟叶(对照组)。

[0043] 调制后土烟烟叶的加热卷烟感官评价：以普洱镇远九甲乡传统调制方法获得土烟

烟叶样品为对照，与实施例调制方法所获土烟烟叶样品同时进行加热卷烟感官品质评价。

烟叶感官品质评价方法为将原烟烟叶打碎，利用造纸稠浆复合法制成烟弹后，按照云南中

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加热卷烟感官质量检验标准，进行评价。结果见下表1，实施例调制方

法所获土烟烟叶(试验组)的香气香味、劲头、谐调性、刺激性、口感等的加热卷烟感官评吸

单项指标及总分高于使用传统调制方法获得的烟叶(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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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表1.对比例使用传统调制方法(对照组)和实施例的人工控制调制方法(试验组)

获得的土烟烟叶的加热卷烟感官品质评价

[0045]

[0046]

[0047]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有代表性的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中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例如时间和温度

等参数进行多种调整，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而易见的改变和组合，均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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