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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烘烤温湿度条件对烟叶生理生化
特性和品质的影响

3

宫长荣 ,刘　霞 ,王卫峰
(河南农业大学 农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 　为了深入研究密集烤房烘烤工艺与烤后烟叶质量的关系 ,在模拟密集烘烤条件下 ,研究了不同变黄、

定色温湿度条件下烟叶淀粉酶、蛋白酶、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过氧化物酶 ( POD) 、过氧化氢酶 (CA T) 活性和 MDA

含量的变化动态 ,及其对烤后烟叶外观质量、物理特性和化学成分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不同温湿度条件下 ,淀粉酶、

蛋白酶活性均呈现“升高2降低2升高”的规律 ,SOD、POD 均呈下降趋势 ,CA T 则先上升后降低 ;在低温中湿变黄条件

(变黄阶段干球温度 38 ℃,相对湿度 85 %～80 %)下 ,淀粉酶、蛋白酶、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D) 、过氧化物酶 ( POD) 、过

氧化氢酶 (CA T)活性较高 ,丙二醛 (MDA)积累较少 ,有利于烟叶内含物质的分解转化 ;中湿定色条件下烤后烟叶颜色

桔黄 ,组织结构疏松 ,油分足 ,色度强 ,烟叶的平衡含水率、出丝率、叶质重、拉力、填充值均得到改善且在适宜范围内 ,

化学成分含量适宜 ,比例协调 ,总体上提高了烟叶的品质。以上结果表明 ,采用低温中湿变黄及中湿定色烘烤工艺 ,

烤后烟叶质量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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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humility condition on main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quality of cured leaf by using bulk curing barn

GON G Chang2rong ,L IU Xia ,WAN G Wei2feng
( A gronom y Col lege , Henan A gricul t ural Universit y , Zhengz hou , Henan 450002 , China)

Abstract : The p urpose of t his experiment is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 of curing process of bulk curing

barn and cured2tobacco leaf quality. The test was conducted to st udy t he effect s of different yellowing ,col2
or2fixing temperat ure and humility conditions on main p 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mylase ,p roteinase ,

SOD ,POD ,CA T) and quality of cured leaf by using bulk curing barn. The result s indicated that under dif2
ferent temperat ure and humility condition ,t he activity of amylase and proteinase showed t he tendancy of

rise2reduce2rise in the p rocess of curing ,the activity of SOD and POD decreased gradually ,and CA T activity

increased earlier and t hen decreased. U nder low temperat ure and middle humility of yellowing condition ,

t he activity of amylase , p roteinase , SOD , POD and CA T were higher comparatively , and t he content of

MDA was lower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t he conversion of embedded substance. Under t he middle humility

color2fixing condition ,t he cured leaf was orange2colored ,open in leaf st ruct ure , rich in oil , st rong in color

intensity and it s equilibrium moisture content , ration of cut tobacco yield ,density of leaf fabric , breaking

st ress and filling value were relatively suitable ,t he main composition content s were p roper ,and t he quality

of t he cured leaves was improved in t he mass. The above findings show t hat t he curing process of low te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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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at ure and middle humility of yellowing and middle humility color2fixing can p rovide t he best quality of

cured2tobacco leaf .

Key words : bulk curing barn ;tobacco leaf ;p hysiological biochemical characteristic ;quality

　　烟叶烘烤是烤烟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随着

烘烤进程的推进 ,烟叶内发生了复杂的生理生化变

化。烟叶内大分子有机物质在呼吸酶、水解酶、氧化

还原酶等一系列酶作用下不断分解转化和消耗 ,小

分子有机物质不断积累与合成 ,形成了烤烟特有的

外观和内在及香气品质[1 ] 。而烘烤温湿度条件影响

烟叶内主要酶类的活性和作用时间 ,从而影响大分

子有机物质的降解[2 ] 。有关烟叶变黄温湿度对某些

生理生化特性及烤后烟叶品质的影响已有许多研

究[329 ] ,但在密集烘烤过程中对这些指标的研究较

少[10 ] 。本试验在模拟密集烘烤条件下 ,研究了不同

变黄和定色温湿度条件对烘烤过程中烟叶生理生化

特性及烤后烟叶品质的影响 ,旨在探索密集烘烤适

宜的环境条件 ,为完善密集烘烤工艺、提高烟叶烘烤

品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试验于 2004～2005 年进行。试验材料取自河

南省伊川县 ,试验田土壤为红粘土 ,土壤肥力中等。

土壤碱解氮 49. 52 mg/ kg ,速效磷 6. 8 mg/ kg ,速效

钾 145. 31 mg/ kg ,p H 为 8. 49。供试品种为中烟 101 ,

05205 移栽 ,行距 120 cm ,株距 50 cm。施纯氮 45. 0

kg/ hm2 ,N ∶P2 O5 ∶K2 O 质量比为 1 ∶2 ∶3。田间

按优质烤烟栽培生产技术规范进行管理 ,烟叶成熟

采收。

1. 2 　试验设计

烟叶烘烤采用河南农业大学设计的温湿度自动

控制电热烤烟箱。变黄阶段共设置 6 个处理 : A1 ,

低温低湿变黄 (变黄阶段干球温度 38 ℃,相对湿度

75 %～70 %) ; A2 ,低温中湿变黄 (变黄阶段干球温

度 38 ℃,相对湿度 85 %～80 %) ;A3 ,低温高湿变黄

(变黄阶段干球温度 38 ℃,相对湿度 95 %～90 %) ;

A4 ,高温低湿变黄 (变黄阶段干球温度 40 ℃,相对

湿度 75 %～70 %) ;A5 ,高温中湿变黄 (变黄阶段干

球温度 40 ℃,相对湿度 85 %～80 %) ;A6 ,高温高湿

变黄 (变黄阶段干球温度 40 ℃,相对湿度 95 %～

90 %) 。

在低温中湿变黄工艺基础上定色期设置 3 个处

理 :B1 ,高湿定色 (定色阶段相对湿度由 81 %～

44 %) ; B2 ,中湿定色 (定色阶段相对湿度由 74 %～

37 %) ;B3 ,低湿定色 (定色阶段相对湿度由 63 %～

27 %) 。

处理结束后均以 1 ℃/ h 速度升温到 65～68

℃,湿球温度 40～43 ℃,至烟叶完全干燥。

1. 3 　样品制备

分别于开始烘烤前 (0 h) 及烘烤开始后每隔 12

h 取样 ,切去叶尖和叶基部 ,留叶中部用于淀粉酶、

蛋白酶、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D ) 、过氧化物酶

( POD) 、过氧化氢酶 ( CA T) 活性及 MDA 含量的测

定 ;烤后取 C3F 烟叶用于香气成分的测定。

1. 4 　测定项目与方法

1. 4. 1 　相关生理指标的测定 　淀粉酶活性测定采

用 3 ,52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 11 ] ;蛋白酶活性测定采

用段辉国[12 ] 的方法并稍作改进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活性测定用比色法[13 ] ,试剂盒由南京建成生

物工程研究所提供 ;过氧化物酶 ( POD) 活性测定采

用愈创木酚法[14 ] ;过氧化氢酶 (CA T) 活性测定采用

紫外吸收法[11 ] ,试剂盒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提供 ;丙二醛 ( MDA) 含量测定参考朱广廉等[15 ] 的

方法。

1. 4. 2 　烟叶外观质量指标的量化及鉴定 　按 GB

2635 - 92 标准进行评定。

1. 4. 3 　主要化学成分的测定 　烟碱含量测定采用

紫外分光光度法[16 ] ;水溶性总糖含量采用乙醇提

取 ,蒽酮比色法[17 ] 测定 ;还原糖含量测定采用苦味

酸法[17 ] ;总氮含量测定采用浓硫酸2双氧水消化

法[16 ] ;钾含量测定采用火焰光度法[16 ] ;淀粉含量测

定采用酸解法[18 ] 。

1. 4. 4 　物理性状的测定 　含梗率、出丝率、填充值、

叶质重、厚度、拉力、平衡含水率测定参考吉书文

等[19 ]的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变黄温湿度条件对烟叶生理特性的影响

2. 1. 1 　对烟叶淀粉酶活性的影响 　淀粉是烟叶中

重要的碳水化合物 ,其分解、转化、消耗和积累状况

决定着烟叶内在质量和外观商品等级的优劣。而淀

粉主要是在变黄阶段发生大量降解 ,淀粉酶是淀粉

分解的关键酶 ,其活性高低受烘烤过程中温湿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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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影响[2 ] 。图 1 结果表明 ,无论是在低温还是高

温条件下 ,烟叶淀粉酶活性均呈“升高2降低2升高”

的规律 ,这与宫长荣等[7 ] 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低温

(38 ℃) 变黄条件下 ,随着烘烤进程的推进 ,烟叶淀

粉酶活性升高 ,在 36 h 左右达到第 1 个高峰 ,随后

降低 ,在变黄后期又呈上升趋势 ,在 72 h 左右达到

第 2 个高峰 ;在相同温度 (38 ℃) 条件下 ,不同湿度

处理烟叶中淀粉酶活性呈现相同的规律 ,但酶活性

大小有差异 ,在中湿 (相对湿度 85 %～80 %) 变黄条

件下 ,烟叶中淀粉酶活性高于低湿 (相对湿度75 %～

70 %)和高湿 (相对湿度 95 %～90 %) 变黄处理。在

高温 (40 ℃)变黄条件下 ,烟叶中淀粉酶活性分别在

24 h 和 60 h 左右出现高峰 ,较低温变黄处理的峰值

提前 12 h 左右 ,高温低湿、高温中湿及高温高湿变

黄处理淀粉酶活性较低。

2. 1. 2 　对烟叶蛋白酶活性的影响 　含氮化合物是

烟叶中另一类十分重要的组分 ,它不仅具有重要的

生理功能 ,调控着烟叶内的能量代谢和物质转化 ,而

且对烟叶最终品质有决定性影响。烘烤过程中变黄

阶段的温湿度条件影响着烟叶蛋白酶的活性 ,进而

影响含氮化合物的分解转化。图 2 结果表明 ,在低

温和高温变黄条件下 ,烟叶中蛋白酶活性均呈现“升

高2降低2升高”的变化规律。在低温 (38 ℃) 变黄条

件下 ,蛋白酶活性在烘烤的开始阶段较低 ,随着烘烤

进程的推进 ,蛋白酶活性不断升高 ,24 h 后达到第 1

个峰值 ,此后稍有降低 ,之后又上升并在 60 h 左右

达到第 2 个峰值 ;在相同温度 (38 ℃) 条件下 ,不同

湿度处理的蛋白酶活性呈现相同的规律 ,但酶活性

大小有差异 ,在中湿 (相对湿度 85 %～80 %) 变黄条

件下 ,除 12 h 时蛋白酶活性介于低湿 (相对湿度

75 %～70 %) 和高湿 (相对湿度 95 %～90 %) 变黄处

理之间 ,24 h 后烟叶蛋白酶活性均高于上述两个处

理。在高温 (40 ℃) 条件下 ,蛋白酶活性急剧上升 ,

在 12 h 后达到第 1 个高峰 ,随后急剧下降 ,虽在 48

h 出现第 2 个高峰 ,但上升幅度很小 ,高温低湿、高

温中湿及高温高湿变黄处理蛋白酶活性除 12 h 前

后较高外 ,24 h 后均较低。

图 1 　不同变黄温湿度条件下烟叶

淀粉酶活性的变化

Fig. 1 　Changes of amylase activity in tobacco leaves under

different yellowing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ndition

during flue2curing process

图 2 　不同变黄温湿度条件下烟叶

蛋白酶活性的变化

Fig. 2 　Changes of proteinase activity in tobacco leaves

under different yellowing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ndition during flue2curing process

2. 1. 3 　对烟叶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D) 活性的影响

　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D) 是一种保护酶 ,其主要功

能是清除超氧化物阴离子 (O2
- ) ,防止生物膜脂质

过氧化 ,对生物膜起保护作用。烟叶的烘烤过程就

是人为创造逆境条件 ,使烟叶衰老死亡的生理变化

过程 ,特别是变黄阶段的温湿度条件影响着烟叶活

性氧的代谢程度。图 3 结果表明 ,变黄阶段各处理

SOD 活性均呈下降趋势。在低温 (38 ℃) 变黄条件

下 ,SOD 活性下降速度较慢 ,其中中湿 (相对湿度

85 %～80 %)条件下酶活性下降最慢且酶活性较高 ,

优于低湿 (相对湿度 75 %～70 %) 和高湿 (相对湿度

95 %～90 %)变黄处理 ;在高温 (40 ℃) 变黄条件下 ,

SOD 活性下降最快且持续时间短 ,无论低湿 (相对

湿度 75 %～70 %) 、中湿 (相对湿度 85 %～80 %) 还

是高湿 (相对湿度 95 %～90 %) 处理 ,酶活性均低于

低温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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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4 　对烟叶过氧化物酶 ( POD) 活性的影响 　过

氧化物酶 ( POD) 是活性氧清除的重要酶之一 ,催化

H2 O2 与各种还原剂之间的氧化还原反应 ,将 H2 O2

彻底转化为 H2 O ,避免了 H2 O2 在体内积累 ,具有解

毒作用。图 4 结果表明 ,不同变黄温湿度条件下

POD 活性均呈下降趋势。在低温 (38 ℃) 变黄条件

下 ,POD 活性较高且下降较慢 ,其中中湿 (相对湿度

85 %～80 %)变黄条件下 POD 活性最高 ,高于低湿

(相对湿度 75 %～70 %) 和高湿 (相对湿度 95 %～

90 %)变黄处理 ;在高温 (40 ℃) 变黄条件下 ,3 种湿

度处理 POD 活性均急剧下降并在 60 h 前后失活 ,

较低温条件下提前 12 h。

图 3 　不同变黄温湿度条件下烟叶

SOD 活性的变化

Fig. 3 　Changes of SOD activity in tobacco leaves under

different yellowing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ndition

during flue2curing process

图 4 　不同变黄温湿度条件下烟叶 POD

活性的变化

Fig. 4 　Changes of POD activity in tobacco leaves under

different yellowing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ndition

during flue2curing process

2. 1. 5 　对烟叶过氧化氢酶 (CA T) 活性的影响 　过

氧化氢酶 (CA T)也是植物体内一种防御性酶 ,其主

要作用在于催化 H2 O2 的分解 ,同时专一清除 ·O H

自由基。图 5 结果表明 ,随着烘烤时间的推进 ,不同

变黄温湿度处理烟叶过氧化氢酶 ( CA T) 活性都在

0～12 h 急剧上升 ,然后下降。在低温 (38 ℃) 变黄

条件下 ,CA T 活性在高峰出现后下降较慢 ,其中中

湿 (相对湿度 85 %～80 %) 变黄条件下活性最高且

下降最慢 ,高于低湿 (相对湿度 75 %～70 %) 和高湿

(相对湿度 95 %～90 %)变黄处理 ;在高温 (40 ℃)变

黄条件下 ,3 种湿度处理 CA T 活性在高峰出现后急

剧下降 ,并在 48 h 前后失活 ,较低温 (38 ℃) 变黄条

件下提前 12 h 以上。

图 5 　不同变黄温湿度条件下烟叶

CA T 活性的变化

Fig. 5 　Changes of CA T activity in tobacco leaves under

different yellowing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ndition

during flue2curing process

图 6 　不同变黄温湿度条件下烟叶

MDA 含量的变化

Fig. 6 　Changes of MDA content in tobacco leaves under

different yellowing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condition

during flue2cur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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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6 　对烟叶丙二醛 (MDA) 含量的影响 　丙二醛

(MDA)是膜脂过氧化作用的最终产物 ,其含量高低

是膜脂过氧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图 6 结果表明 ,烟

叶 MDA 含量在 0～12 h 逐渐增加 ,24 h 后急剧增

加 ,然后增加速度减缓。在低温 (38 ℃) 变黄条件下

MDA 含量较低且上升速度较慢 ,其中中湿变黄处

理最低 ,且增幅最小 ;在高温 (40 ℃) 变黄条件下 ,

MDA 含量均较高 ,且上升速度快。说明在高温变

黄条件下烟叶膜脂过氧化水平逐步提高 ,抗氧化酶

类失活较快 ;而在低温变黄条件下 ,特别是中湿变黄

处理烟叶膜脂过氧化水平较低 ,抗氧化酶类较长时

间保持很高的活性 ,使烟叶生命代谢活动时间相对

较长 ,MDA 积累少且慢 ,有利于烟叶优良品质的形

成。

2. 2 　不同变黄和定色条件对烟叶外观质量的影响

烟叶的外观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烟叶品质

的优劣。表 1 结果表明 ,6 个变黄温湿度处理的成

熟度和组织结构没有差别 ,颜色、油分、身份、色度总

体上以低温中湿变黄条件处理较优 ,烟叶颜色桔黄 ,

身份适中 ,油分足 ,色度强。3 个定色期处理以中湿

定色条件下烟叶外观质量较好 ,总体上表现为颜色

桔黄且均匀一致 ,组织结构疏松 ,油分多 ,色度强。
表 1 　不同变黄和定色条件对烟叶外观质量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s of different yellowing and color2fixing condition on appearance quality of cured tobacco

处理
Treat ment

成熟度
Maturity

颜色
Color

油分
Oil

身份
Body

组织结构
Leaf st ructure

色度
Color intensity

A1 　成熟 Ripe 　柠黄 Lemon 　稍有 Less oily 　稍薄 Less t hin 　疏松 Open 　弱 Weak

A2 　成熟 Ripe 　桔黄 Orange 　多 Rich 　中等 Medium 　疏松 Open 　强 St rong

A3 　成熟 Ripe 　浅桔黄 Light orange 　有 Oily 　中等 Medium 　疏松 Open 　中 Moderate

A4 　成熟 Ripe 　浅桔黄 Light orange 　稍有 Less oily 　稍薄 Less t hin 　疏松 Open 　中 Moderate

A5 　成熟 Ripe 　桔黄 Orange 　多 Rich 　稍厚 Fleshy 　疏松 Open 　弱 Weak

A6 　成熟 Ripe 　桔黄 Orange 　稍有 Less oily 　中等 Medium 　疏松 Open 　弱 Weak

B1 　成熟 Ripe 　浅桔黄 Light orange 　有 Oily 　稍薄 Less t hin 　疏松 Open 　中 Moderate

B2 　成熟 Ripe 　桔黄 Orange 　多 Rich 　中等 Medium 　疏松 Open 　强 St rong

B3 　尚熟 Mature 　桔黄 Orange 　有 Oily 　中等 Medium 　尚疏松 Firm 　强 St rong

2. 3 　不同变黄和定色条件对烟叶物理特性的影响

烟叶的物理特性是烟叶质量的重要体现 ,影响烟

叶作为卷烟原料的加工性。表 2 结果表明 ,6 个变黄

温湿度处理中低温中湿变黄处理烤后烟叶叶片厚度

(0. 12 mm) 与其他处理相比相差不大 ,平衡含水率

(12. 89 %) 、填充值 (5. 64 cm3 / g) 、出丝率 (90. 22 %) 、

拉力 (1. 78 N)均高于其他处理 ,且在适宜范围内 ,具

有良好的加工效益。中湿定色处理的叶质重、平衡含

水率、填充值、出丝率、拉力均高于低湿定色和高湿定

色处理 ,说明中湿定色能有效改善烟叶的物理特性。
表 2 　不同变黄和定色条件对烟叶物理特性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s of different yellowing and color2fixing condition on physical property of cured tobacco

处理
Treat ment

厚度/ mm
Thickness

叶质重/
(g ·m - 2)

Weight per meter

平衡含水率/ %
Equilibrium

moisture content

填充值/
(cm3 ·g - 1)
Filling value

出丝率/ %
Ratio of cut

tobacco yield

含梗率/ %
Stem content

拉力/ N
Dragging force

A1 0. 08 57. 42 11. 84 4. 87 87. 56 12. 44 1. 54

A2 0. 12 70. 26 12. 89 5. 64 90. 22 9. 78 1. 78

A3 0. 10 64. 27 12. 46 5. 18 88. 15 11. 85 1. 52

A4 0. 15 65. 28 11. 48 5. 07 74. 89 25. 11 1. 43

A5 0. 14 74. 72 10. 96 4. 92 84. 64 13. 36 1. 64

A6 0. 17 78. 24 12. 01 5. 41 86. 12 13. 88 1. 67

B1 0. 13 62. 78 10. 55 4. 26 88. 24 11. 76 1. 47

B2 0. 15 71. 65 12. 43 5. 34 91. 08 8. 92 1. 69

B3 0. 14 68. 24 11. 69 5. 01 80. 89 19. 11 1. 52

2. 4 　不同变黄和定色条件对烟叶化学成分的影响

表 3 结果表明 ,6 个变黄温湿度处理中 ,低温中

湿变黄处理的烟碱、总氮、淀粉含量均低于其他处

理 ,水溶性总糖、还原糖、钾含量均高于其他变黄处

理 ,糖碱比明显高于其他处理。说明低温中湿变黄

条件下烟叶碳氮代谢较为完善 ,内在化学成分较协

调。中湿定色处理的烟碱、总氮、淀粉含量均低于低

湿定色和高湿定色处理 ;水溶性总糖、还原糖、钾含

量均高于其他处理 ,糖碱比为B2 > B1 > B3。可见中

湿定色条件下烟叶的化学成分含量适宜 ,成分间比

例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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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变黄和定色条件对烟叶化学成分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s of different yellowing and color2fixing condition on chemical component s of cured tobacco

处理
Treat ment

烟碱/
(g ·kg - 1)

Nicotine

总氮/
(g ·kg - 1)

Total N

水溶性总糖/
(g ·kg - 1)
Total sugar

还原糖/
(g ·kg - 1)

Reducingsugar

淀粉/
(g ·kg - 1)

Starch

钾/
(g ·kg - 1)

K

糖/ 碱
Reducing

sugar/ nicotine

A1 3. 13 2. 02 29. 54 22. 52 5. 54 1. 89 7. 19

A2 2. 56 1. 21 32. 67 23. 91 4. 01 2. 35 9. 34

A3 2. 87 1. 76 28. 19 22. 29 4. 41 1. 78 7. 77

A4 2. 98 1. 64 27. 81 21. 68 4. 86 1. 46 7. 28

A5 2. 79 1. 36 28. 59 21. 24 5. 85 1. 99 7. 61

A6 3. 07 1. 94 26. 79 20. 38 6. 19 1. 46 6. 64

B1 2. 63 1. 40 30. 69 23. 07 5. 66 1. 61 8. 77

B2 2. 46 1. 34 31. 41 24. 93 4. 50 1. 94 10. 13

B3 3. 61 1. 42 30. 26 24. 11 5. 32 1. 32 6. 68

3 　结论与讨论

烟叶内碳水化合物和含氮化合物分解转化及致

香物质前体物的形成 ,主要是在变黄阶段发生的 ,所

以烘烤过程中的变黄阶段是烟叶优良品质形成的关

键时期 ,合理的调控密集烤房的环境温湿度条件具

有重要意义。

(1)本研究结果表明 ,变黄阶段温湿度条件对烘

烤过程中烟叶代谢的酶类活性有很大影响。在不同

温湿度条件下 ,淀粉酶、蛋白酶活性都呈现“升高2降
低2升高”的规律 ,其中均以低温中湿变黄 (变黄阶段

干球温度 38 ℃,相对湿度 85 %～80 %) 条件下酶活

性最强 ,有利于烟叶内碳氮代谢的进行。抗氧化酶

类 SOD、POD 均呈下降趋势 ,CAT 则呈先升高后降低

趋势 ,其中低温中湿 (变黄阶段干球温度 38 ℃,相对

湿度 85 %～80 %)条件下 ,这些抗氧化酶类具有较高

的活性 ,同时膜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 (MDA) 积累很

少 ,这是由于在低温中湿变黄 (变黄阶段干球温度 38

℃,相对湿度 85 %～80 %)条件下 ,抗氧化酶类能有效

清除胁迫条件下产生的活性氧 ,维持细胞活性 ,使烟

叶长时间处于生命活动状态 ,有利于烟叶内含物质的

分解、转化和积累 ,从而形成优良的烟叶品质。

(2) 变黄和定色温湿度条件 ,对烟叶的外观质

量、物理特性、化学成分均有很大影响。低温中湿变

黄和中湿定色处理 ,烤后烟叶颜色黄亮且均匀一致 ,

组织结构疏松 ,油分足 ,色度强 ;烟叶的吸湿性能较

好 ;填充值较大 ,出丝率高 ,具有良好的加工效益 ;化

学成分含量适宜 ,成分间比例协调。所以 ,适宜的变

黄和定色温湿度条件 ,能有效改善烟叶的外观质量、

物理特性和化学成分。

(3)烘烤过程中温湿度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烟叶内部生理生化变化和各种生物有机大分子的转

化。目前 ,生产中密集烤房的应用还存在着烟叶颜

色淡、油分不足、身份薄、平滑烟面积和比例增多的

问题 ,这除与鲜烟素质、烤房性能、烘烤工艺有关外 ,

烟叶在烘烤过程的转化程度也具有决定性作用[2 ] 。

本研究结果表明 ,密集烘烤在变黄阶段干球温度 38

℃,相对湿度 85 %～80 %条件下 ,烟叶变黄速度较

慢 ,变黄时间较长 ,烟叶的失水速率较慢 ,烟叶内具

有适宜的水分 ,烟叶的氧化和还原处于平衡状态 ,有

利于提高各类酶活性 ,如淀粉酶、蛋白酶、超氧化物

歧化酶、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活性都得到一定程

度的提高。淀粉酶、蛋白酶活性增强使烟叶内的碳

氮化合物充分降解 ,形成大量糖与氨基酸 ,超氧化物

歧化酶、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活性有利于烟叶在

较长时间内处于生命活动状态 ,促进了烟叶内含物

质的转化分解和致香物质前体物的形成。在中湿定

色 (定色期相对湿度 74 %～37 %) 条件下 ,烟叶失水

速度较慢 ,烟叶内的棕色化反应较弱 ,同时烟叶内一

些有机大分子物质转化分解 ,一些小分子物质发生

反应 ,形成对烟叶品质有利的物质 ,烟叶的外观质量

提高、物理特性改善、化学成分适宜 ,烤后烟叶香气

质、香气量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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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中也发现了该物质 ,其相对含量较高 ,为12. 04 %。

由此可知 ,苯乙醇和 22甲基2四氢噻吩很有可能是

8804 干红葡萄酒的主要特征香气。然而 ,葡萄酒的

特征香气不仅取决于香气成分的种类和含量 ,还与

其感觉阈值和相互作用密切相关。此外 ,特征香气

组分的鉴定必须通过人体嗅觉感官分析和化学分析

相结合才能完成。本试验只分析了 8804 干红葡萄

酒的香气种类及相对含量 ,有关其具体的特征香气

以及形成机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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