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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

*目的+了解流水线烤房烘烤介质中温度,相对湿度以及风速的变化(明确各参数之间的影响)*方

法+以
M

隧道
D%K

流水线烤烟烤房为研究对象(测定烘烤过程中的温度,相对湿度和风速)*结果+

#

"流水线烤房烘

烤过程中变黄期时间为
!%

"

!&1

(定色期时间为
!D

"

!M1

(干筋期时间
!"

"

"$1

)

$

"在烤烟烘烤过程中(流水线烤房

的
%

区,

)

区与
-

区
!

路烟叶的温度无显著性差异(

.

区
"/

区
!

路烟叶表现为两侧温度大于中间温度'各区段
!

路

烟叶的相对湿度有相对较大差异'整个烘烤过程叶间隙风速的变化趋势比较复杂(总体表现为
d

路烟叶的叶间隙风

速最小(两侧烟叶的风速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各路烟的烘烤环境均能满足烘烤需求(且烤后烟的品质差异不大)

D

"各

区段流水线烤房内的风速对温湿度的变化有不同程度影响)

!

"与普通密集烤房相比(流水线烤房能够提高烟叶品

质(降低光滑烟的比例)*结论+流水线烤房能够很好地满足当前烟叶生产的需求(进一步提高烟叶生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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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烟叶烤房经国家烟草专卖局组织鉴定已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该系统装备在烟草行业烤烟装

备上属于革命性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燃煤,固

定式静止烤烟模式(实现了节能环保的要求%

#

&

)烟

叶的烘烤是通过控制烘烤环境来调节烟叶变黄与干

燥(进而影响烟叶组织水分与内含物质的变化来实

现的%

$BL

&

)因此在线监测流水线烤房烘烤过程中的

烤烟环境参数(分析其变化规律及分布特征(明确各

参数之间的影响(对调节烤烟烘烤工艺,保障烤烟品

质和提高生产效益具有较大意义)

目前关于烟叶烘烤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密集

烤房%

&B##

&

)宫长荣等%

#$

&研究表明(控制适宜的温度(

并延长
"!f

时的烘烤时间(能够明显促进类胡萝卜

素的降解(烤后烟叶的颜色深,色度浓,香气量足,吃

味醇和)黄晓因等%

#D

&和蔡宪杰等%

#!

&研究表明(烘烤

环境的相对湿度也是影响烟叶烘烤的主要因素(烤

房相对湿度高低决定了烟叶水分外扩散的速度(进

而保障烟叶失水速率与烟叶变化相协调)王松峰

等%

#"

&

,代丽等%

#L

&和宫长荣等%

#&

&的研究也表明(烘烤

前期需要保持较高的相对湿度(才能保障烟叶的顺

利变黄,叶片化学物质的充分转化(进而保持水分外

扩散与内扩散的速度基本平衡)刘闯等%

#M

&研究表

明(烘烤过程中在变黄阶段,定色阶段和干筋阶段的

烟叶间隙风速分别为!

%<$$j%<%"

"(!

%<D"j%<#$

"

和!

%<!%j%<#&

"

K

$

4

时(烤后烟外观质量较好)流

水线烟叶烤房作为新型烤房对未来烟叶的烘烤模式

有一定的引导性%

#

&

(但关于流水线烤房中风速,温度

和相对湿度等烘烤环境的研究尚未见报道)为此(

本研究以
M

隧道
D%K

流水线烤房为研究对象(对烘

烤过程中热空气的风速,温度与相对湿度进行研究(

分析风速对温度,相对湿度的影响(以期为流水线烤

房的推广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和装置

试验于
$%#"

年在河南邓州市裴营乡丰奇集团

进行(供试烤烟品种为云烟
M&

)试验烤房由邓州丰

奇集团研发(满载运行时可满足约
L&1K

$ 烟叶的同

时烘烤)如图
#

所示(烤房整体上由装烟区,准备

区,降温区,烤烟区以及卸烟区
"

部分组成(烤房长

D%K

(宽
D<"K

(高
D<"K

(两端开设观察门(烤烟区

依据干燥要求分为
%

区,

)

区,

.

区,

0

区,

/

区,

-

区
L

个隧道(相邻区之间安装高清摄像头)

装烟设备采用直径
"KK

的钢筋焊接而成(宽

&%>K

(高
$"%>K

(厚
#">K

(上方有悬挂孔'装烟层

数为
D

层(每层夹持鲜烟
&%

"

M%

片'在烤房中将夹

好的烟叶悬挂在传送装置的挂钩上面(每排可同时

悬挂
!

路烟叶(从左向右依次命名为
5

路烟,

\

路

烟,

d

路烟以及
E

路烟!如图
$

所示")并以两座普

通密集烤房作为试验对比)

图
#

!

流水线烤房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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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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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0(.

J

9

J

3-9+3@>)*9+

Y

X,*+

每排
!

路烟叶(从左向右依次为
5

路烟,

\

路烟,

d

路烟及
E

路烟

7*(K-3.00(*9

Y

1052,

;

(

\2,

;

(

d2,

;

,+@E2,

;

(

,+@3,>11,4!2,

;

4(.0(X,>>(-3,:34

图
$

!

流水线烤房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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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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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
$

所示(流水线烤房主要由传动系统,供热 系统及通风系统组成)烟叶在传动系统的驱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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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变化(

!

排夹烟设备同时运行)烤烟区通风系

统由循环风机和排湿风机组成(循环风机为
&

1

轴

流风机(转速
CL%*

$

K9+

)根据烘烤过程中烟叶对环

境的需求(分别在
%

区
"-

区安装不同数量的风机(

风机平均分布(其中
%

区
D

个循环风机(

)

区
!

个循

环风机(

.

区
L

个循环风机(

0

区
"

个循环风机(

/

区
!

个循环风机(

-

区
!

个循环风机)供热系统由

加热管组成(加热介质为热水)

%

区
"-

区烤房内

温度与相对湿度基本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其中
%

区#

温度
DL

"

DC f

(相对湿度
C%]

以上'

)

区#温度

DC

"

!Df

(相对湿度
&"]

"

M"]

(

.

区#温度
!D

"

!&

f

(相对湿度
""]

"

L"]

'

0

区#温度
!&

"

"Lf

(相

对湿度
!%]

"

!"]

'

/

区#温度
"L

"

L%f

(相对湿

度
D%]

"

!%]

'

-

区#温度
L"

"

&% f

(相对湿度

#%]

"

$%]

)

#<$

!

试验方法

叶间风速采用日本加野
O5$D

便携式风速计测

定(分辨率为
%<%#K

$

4

'温度和相对湿度采用中国

计量学院研发的烤烟多功能参数仪测定(温度的分

辨率均为
%<#f

(而相对湿度的分辨率为
%<#]

(为

了保障电量供给(分别给两仪器配置了
"%%%%K5

的锂电池)传感器的安装位置位于夹烟设备中间的

烟叶内!如图
$

所示位置"(跟随传送装置一起运行(

在线监测烘房
5

"

E!

路烟叶中的温度,相对湿度

与风速(数据采集时间间隔设置为
D%K9+

)

烘烤结束后(采用
W=dBD

型全自动测色色差计

!北京光学仪器厂"对
5

"

E

各路烟叶的
J

(

!明度

值",

,

(

!红度值",

E

(

!黄度值",

!

!饱和度",

Q

!色相

角"

"

个参数进行测定(并邀请当地烟草公司的专业

分级人员对
!

路烟的等级比例进行鉴定统计)然后

对流水线烤房和密集烤房两种烤房上部叶与中部叶

的等级结构进行鉴定(并依据当年的收购价格计算

两种烤房烟叶的均价(评价流水线烤房的烘烤效果)

#<D

!

数据分析

采用
?c>3-$%#%

进行数据整理和图表绘制(利

用
[,01K,09>,#%

对试验数据进行多重比较和相关

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

!

流水线烤房各区段的运行时间

由图
D

可知(烘烤过程中烟叶经过各区段的时

间有所差异(可知流水线烤房的传动系统不是匀速

运转)依据三段式烘烤理论(可知
%

区与
)

区为烟

叶的变黄期(阶段时间为
!D<C1

'

.

区与
0

区为定色

期(阶段时间为
!!<L1

'

/

区与
-

区为干筋期(阶段

时间
"$<&1

(合计
#!#<$1

)

图
D

!

烘烤过程中烟叶在各区段的运行时间

79

Y

<D

!

P13*)+09K3(.0(X,>>(9+3,>1_(+3

9+>)*9+

YJ

*(>344

$<$

!

流水线烤房烘烤环境分析

$<$<#

!

烤房温度
!

由图
!

可知(流水线烤房内的温

度随着烘烤的进行先呈阶段性上升趋势(在接近结

束后逐渐降低(各区段平均温度!

@

"分别为#

@

%

!

DM<#C f

"(

@

)

!

!$<%! f

"(

@

.

!

!"<M" f

"(

@

0

!

"$<%%f

"(

@

/

!

"M<MMf

"(

@

-

!

LL<D#f

")烘烤

区入口温度为
D%<%$f

(在
%

区温度沿烤烟运行方

向先快速上升至
DMf

左右(然后基本保持不变(在

干燥距离
D%K

!

$%1

左右"处升至
!%<$$f

'

)

区温

度缓慢上升(在干燥距离
L%K

!

!%1

左右"处升至

!D<MLf

'

.

区!

!"

"

LD1

"温度直线上升(但稳定在

!D

"

!Lf

'

0

区!

L!

"

MCf

"温度保持上升(但在
&"

1

左右上升速率加快'

/

区!

C%

"

##%1

"温度仅有小

幅度上升'

-

区!

###1

之后"烤房温度呈抛物线变

化(最高温度为
LC<%Mf

(且末端的干燥温度显著高

于初始干燥温度)

$<$<$

!

烤房相对湿度
!

由图
"

可知(烤房内的相对

湿度呈现锯齿状波动式降低(末端变化较为平缓)

各区平均相对湿度!

FQ

"分别为#

FQ

%

!

C%<MM]

"(

FQ

)

!

&&<&&]

"(

FQ

.

!

"&<"#]

"(

FQ

0

!

!"<D$]

"(

FQ

/

!

D!<#M]

"(

FQ

-

!

#L<D!]

")在烘烤过程中(

%

区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烟叶的变化(烟叶含水率较

高(空气的相对湿度较大(基本保持在
C$]

左右'

)

区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烟叶变黄程度(适当减少烟叶

水分(因此相对湿度呈直线下降(

)

区段末的相对湿

度为
LC<&"]

'

.

区是烟叶干燥脱水量最多的区段(

空气相对湿度的降低速率为
#<%&]

$

1

'

0

区
"/

区

的相对湿度随着烟叶的运行基本上呈直线减少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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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

区的相对湿度快速降低后基本保持不变)

从圆心向外依次为
D%

(

!%

(

"%

(

L%

(

&%f

7*(K013>3+03*0(()049@3D%

(

!%

(

"%

(

L%

(

,+@&%f

图
!

!

流水线烤房温度的变化

79

Y

<!

!

P13>1,+

Y

3(.03K

J

3*,0)*39+

J

9

J

3-9+3@>)*9+

Y

X,*+

从圆心向外依次为
%]

(

$"]

(

"%]

(

&"]

(

#%%]

7*(K013>3+03*0(()049@3%]

(

$"]

(

"%]

(

&"]

(

,+@#%%]

图
"

!

流水线烤房相对湿度的变化

79

Y

<"

!

P13>1,+

Y

3(.*3-,031)K9@90

;

9+

J

9

J

3-9+3@>)*9+

Y

X,*+

$<$<D

!

烤房叶间隙风速
!

由图
L

可知(烤房内平均

风速为
%<%!

"

%<#& K

$

4

(多数位置的风速处于

%<%&

"

%<#!K

$

4

)随着烘烤的推进(风速沿烤烟运

动的方向呈锯齿状波动式先升高后降低(其波形特

征与烟叶所处的位置有关'风速较大的位置!波峰"

为隧道中间位置(风速较小的位置!波谷"处于相邻

$

个隧道之间)

从圆心向外依次为
%<%%

(

%<%M

(

%<#L

(

%<$!K

$

4

7*(K013>3+03*0(()049@3%<%%

(

%<%M

(

%<#L

(

,+@%<$!K

$

4

图
L

!

流水线烤房叶间隙风速的变化

79

Y

<L

!

P13>1,+

Y

3(.29+@4

J

33@9+

J

9

J

3-9+3@>)*9+

Y

X,*+

!!

烤房内
%

区的平均叶间隙风速是
%<#%K

$

4

(变

异系数是
#C<#M]

'

)

区的平均风速是
%<#$K

$

4

(变

异系数是
#D<&#]

'

.

区的平均风速是
%<#%K

$

4

(变

异系数是
#C<ML]

'

0

区的平均风速是
%<%MK

$

4

(变

异系数是
$C<D#]

'

/

区的平均风速是
%<##K

$

4

(变

异系数是
$%<M#]

'

-

区的平均风速是
%<#DK

$

4

(变

异系数是
$$<$M]

)各区平均风速!

'

"的大小顺序

为#

'

-

*

'

)

*

'

/

*

'

%

i'

.

*

'

0

)

$<$<!

!

干燥介质参数的差异
!

烘房内各干燥阶段

5

,

\

,

d

与
E!

路烟叶的温度,相对湿度,风速在各

区段的分布如表
#

所示)由表
#

可以看出(在
L

个

烘烤区段中(

!

路烟叶的温度在各区段的变异系数

均较小'各路烟叶的温度在
%

区,

)

区与
-

区无显著

性差异(

.

区左右两侧显著高于中间(而
0

区和
/

区

d

路烟叶显著低于
5

和
E$

路烟叶)

!

路烟叶相对

湿度在
%

区与
)

区表现为两侧无显著性差异(中间

$

路无显著性差异'

.

区
"-

区
!

个区段的
E

路烟

叶显著小于中间
$

路烟叶)各路烟叶的叶间隙风速

在各区段的变异系数均较大(在
%

区与
/

区两侧烟

叶均大于中间
$

路烟叶'且
%"-

区
L

个区段
d

路

烟叶的风速均为最小值)

表
#

!

各区段不同位置烘烤环境温度,相对湿度与风速参数的差异分析

P,X-3#

!

A,*9,+>3,+,-

;

494(.03K

J

3*,0)*3

(

*3-,031)K9@90

;

,+@29+@4

J

33@9+@9..3*3+0_(+349+>)*9+

YJ

*(>344

烘烤区段

d)*9+

Y

_(+3

位置

T(4909(+

温度
P3K

J

3*,0)*3

测定值$
f

[3,4)*3@:,-)3

变异系数$
]

!'

相对湿度
U3-,031)K9@90

;

测定值$
]

[3,4)*3@:,-)3

变异系数$
]

!'

风速
W9+@4

J

33@

测定值$!

K

0

4

R#

"

[3,4)*3@:,-)3

变异系数$
]

!'

%

区

%

_(+3

5 DM<%L, "<!$ C$<D$, $<M! %<##, !%<CD

\ DM<D%, "<$" MC<M"X $<M" %<%CX !!<LD

d DM<$#, !<M# C%<M&,X #<&C %<%MX "#<C%

E DM<#C, "<$& C%<!C,X D<#& %<#%, !!<CC

?7

第
##

期 宋朝鹏(等#烟叶烘烤过程中流水线烤房的空气介质分析



表
#

!续"

!

d(+09+)3@0,X-3#

烘烤区段

d)*9+

Y

_(+3

位置

T(4909(+

温度
P3K

J

3*,0)*3

测定值$
f

[3,4)*3@:,-)3

变异系数$
]

!'

相对湿度
U3-,031)K9@90

;

测定值$
]

[3,4)*3@:,-)3

变异系数$
]

!'

风速
W9+@4

J

33@

测定值$!

K

0

4

R#

"

[3,4)*3@:,-)3

变异系数$
]

!'

)

区

)

_(+3

5 !$<#M, $<LC &&<!&,X &<$! %<##X DC<&C

\ !$<#C, $<#& &M<#C, L<D% %<#D,X !D<C!

d !#<C!, D<#! &M<"#, L<!D %<%L> DC<M"

E !#<M!, $<%# &L<C#X L<"L %<#&, $$<%%

.

区

.

_(+3

5 !L<M!, D<D# "&<D!X

!

#%<L!

!

%<#%, DD<&$

\ !"<C$X $<"% "&<&M,X ##<DM %<#!, !$<%M

d !"<CLX $<DD "M<D$, ##<LM %<%!> D"<M$

E !L<LC, $<CL "L<"M> ##<%L %<#D, $L<#%

0

区

0

_(+3

5 "D<"!, L<$& !"<%MX

!

L<%D %<##, DM<"C

\ "$<!&,X &<#" !"<L%,X L<%L %<%M,X "D<"C

d "#<$#X L<&C !L<!D, L<%D %<%"X !$<!C

E "D<%&, L<CM !!<#&> L<D& %<%C,X !$<M"

/

区

/

_(+3

5 "C<$D, #<&! DD<CLX

!

M<!& %<#L, D&<&$

\ "M<ML,X $<!D D!<&L,X &<"$ %<%CX !#<D$

d "M<$DX #<M# D"<#C, M<!& %<%"X !%<"$

E "C<#M, $<#C D$<MD> M<&" %<#", $#<%&

-

区

-

_(+3

5 LL<!D, $<CM #"<$%>

!

DL<$L

!

%<#%X !D<C%

\ LL<&$, D<LM #L<MMX DC<D% %<#", !$<$M

d LL<DD, !<"C #&<MD, DM<$" %<%CX D&<CM

E L"<&L, D<D# #"<#L> !#<#" %<#&, !%<D"

!!

注#同列数据后标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在
B

'

%<%"

水平差异显著)表
D

同)

/(03

#

E9..3*3+0-(23*>,43-3003*9+@9>,03449

Y

+9.9>,+0@9..3*3+>3,0B

'

%<%"-3:3-<P134,K3.(*0,X-3D<

$<$<"

!

风速对烘房内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影响
!

风

速对烘房内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影响结果见表
$

)

表
$

!

各区段烘烤环境温度,相对湿度与风速的相关性

P,X-3$

!

d(**3-,09(+4X30233+03K

J

3*,0)*3

(

*3-,031)K9@90

;

290129+@4

J

33@9+@9..3*3+0_(+349+>)*9+

YJ

*(>344

烘烤区段

d)*9+

Y

_(+3

相关系数
d(**3-,09(+>(3..9>93+0

温度与风速

W9+@4

J

33@,+@

03K

J

3*,0)*3

相对湿度与风速

W9+@4

J

33@,+@

*3-,031)K9@90

;

%

区
%

_(+3 R%<L"!

(

%<&DD

((

)

区
)

_(+3

%<&$#

((

R%<&"#

((

.

区
.

_(+3

%<"M!

(

R%<LM$

(

0

区
0

_(+3

%<LDD

(

%<&CD

((

/

区
/

_(+3

%<&"$

((

R%<"M"

(

-

区
-

_(+3

%<L!#

(

R%<D&M

!!

注#

(

表示在
B

'

%<%"

水平显著(

((

表示在
B

'

%<%#

水平极

显著)

/(03

#

(

9+@9>,03449

Y

+9.9>,+0,0B

'

%<%"-3:3-

(

((

9+@9>,034

:3*

;

49

Y

+9.9>,+0,0B

'

%<%#-3:3-<

!!

由表
$

可知(流水线烤房内的叶间隙风速对温

度与相对湿度有显著影响)在
%

区(风速与温度显

著负相关(与相对湿度极显著正相关'在
)

区,

.

区

和
/

区风速与温度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与相对湿

度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在
0

区风速与温度和相对

湿度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在
-

区风速与温度显著

正相关(与相对湿度相关性不显著)

$<$<L

!

不同位置烤后烟叶的颜色差异
!

各路烟夹

烤后烟叶的颜色差异以及等级比例如表
D

所示)由

表
D

可知(流水线烤房各路烤后烟叶的颜色参数中(

J

(

!明度值",

,

(

!红度值",

E

(

!黄度值"以及
Q

!色

相角"均无显著性差异(但
!

!饱和度"略有差异(表

现为
5

路烟和
E

路烟均与
\

路烟有显著性差异(而

与
d

路烟无显著性差异(且
\

,

d$

路烟无显著性差

异)上等烟比例以
5

路烟最大(但仅比
\

路烟提高

#<$]

(比
d

路与
E

路烟提高
%<C]

'各路烟在中等

烟与下等烟的比例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而言

差异较小)

表
D

!

各路烟夹烤后烟叶的颜色差异与等级比例

P,X-3D

!

E9..3*3+>3(.>(-(*,+@*,09+

Y

4>,-3(.0(X,>>(9+@9..3*3+02,

;

4

位置

T(4909(+

颜色参数
d(-(*

J

,*,K303*

J

(

,

(

E

(

! Q

等级比例$
] U,09+

Y

4>,-3

上等烟
79+340

中等烟
[3@9)K

下等烟
G+.3*9(*

5 L&<!C, #$<%D, !%<%C, !#<ML, #<DM, !$<# !M<% C<C

\ LL<$&, ##<M$, !%<C%, !D<%!X #<D$, !#<L !M<L C<M

d LL<&$, #$<$%, !#<LM, !$<%C,X #<D!, !#<& !M<$ #%<#

E L&<#&, #$<#!, !#<#%, !#<##, #<D&, !#<& !&<& #%<L

=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

卷



$<D

!

流水线烤房的烘烤效果

由表
!

可知(流水线烤房中中部叶的黄烟率略

低于密集烤房(橘色烟比例则高于密集烤房(烤糟烟

的比例略高于密集烤房(含青烟,挂灰烟均低于密集

烤房(而且没有光滑烟!密集烤房为
#$<%]

")对于

上部叶(流水线烤房的黄烟率和橘色烟比例都略高

于密集烤房(烤糟烟的比例也略高于密集烤房(含青

烟,挂灰烟均明显低于密集烤房(没有光滑烟!密集

烤房为
M<"]

")与普通密集烤房相比(流水线烤房

的中部叶与上部叶的烟叶均价分别提高
#<DL

和

#<#D

元$
I

Y

(提高幅度分别为
L<%!]

和
"<%M]

)

表
!

!

不同类型烤房烤后烟叶的等级结构

P,X-3!

!

9̀3*,*>19>,-40*)>0)*3(.0(X,>>(9+@9..3*3+0>)*9+

Y

X,*+4

烟叶部位

P(X,>>(

J

,*0

烤房类型

P

;J

3(.

>)*9+

Y

X,*+

等级结构$
] 9̀3*,*>19>,-40*)>0)*3

黄烟

N3--(2

橘色烟

F*,+

Y

3

含青烟

V900-3

Y

*33+

挂灰烟

E)409+

Y

烤糟烟

\,@-

;

光滑烟

=(-9@

均价$!元0

I

Y

R#

"

5:3*,

Y

3

J

*9>3

中部叶

[9@@-3

-3,:34

流水线烤房

T9

J

3-9+3@>)*9+

Y

X,*+

M&<" "M<% D<$ L<! !<M % $D<MC

密集烤房

\)-I>)*9+

Y

X,*+

MM<C "D<" C<L C<M D<D #$<% $$<"D

上部叶

8

JJ

3*

-3,:34

流水线烤房

T9

J

3-9+3@>)*9+

Y

X,*+

MC<D &L<D !<D ##<"

!

"<L % $D<DM

密集烤房

\)-I>)*9+

Y

X,*+

ML<M LM<M #%<M #D<L !<D M<" $$<$"

!

!

结论与讨论

#

"流水线烤房的运动为变速运动(变黄期!

%

区

与
)

区"时间为
!D<C1

(定色期!

.

区与
0

区"时间为

!!<L1

(干筋期!

/

区与
-

区"时间
"$<&1

(共计烘烤

时间为
#!#<$1

(这与密集烘烤的时间基本一致%

#C

&

)

$

"在烤烟烘烤过程中(流水线烤房的
%

区,

)

区

与
-

区
!

路烟叶的温度无显著性差异(平均温度分

别为
DM<#C

(

!$<%!

(

LL<D#f

(前端与后端的温度差

分别为
#%<$!

(

D<M&

(

D<"f

'

.

区
"/

区
!

路烟叶表

现为两侧温度大于中间温度)与温度相比(各区段

!

路烟叶的相对湿度差别相对较大(但
E

路烟叶的

相对湿度一直保持在最低水平(

)

区
"-

区均表现

为两侧相对湿度小于中间两路烟叶的相对湿度'且

.

区
"0

区烤房的相对湿度下降幅度最大)整个烘

烤过程中叶间隙风速的变化趋势比较复杂(但
%"

-

区
L

个区段
d

路烟叶的风速均为最小值(而两侧

烟叶的风速保持在较高水平)

5

"

E

各路烤后烟叶

的颜色值以及等级比例基本上差异不大(表明烤房

内各路的烘烤环境虽然有所差异(但相对稳定(均在

烟叶的正常烘烤范围内%

#C

&

(均能满足烟叶的烘烤需

求(对烤后烟叶品质的影响不大)

D

"各区段流水线烤房内的风速对温湿度的变

化有较大影响)

%

区风速与温度显著负相关(与相

对湿度极显著正相关'在
)

区,

.

区和
/

区风速与温

度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与相对湿度显著或极显著

负相关'

0

区风速与温度和相对湿度显著或极显著

正相关'在
-

区风速与温度显著正相关(与相对湿度

相关性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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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密集烘烤的推进(光滑烟和僵硬

烟的比例有所增加(降低了烟叶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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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普

通密集烘烤相比(无论中部叶的烘烤还是上部叶的

烘烤(流水线烤房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烟叶品质(

增加烟叶经济效益(降低含青烟,挂灰烟等烤坏烟的

比例(有效避免光滑烟的出现(这可能是由于流水线

烤房的烟夹宽度小(每层夹持的烟叶少(烟叶在烘烤

过程中有足够的空间收缩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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