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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卷烟湖南基地烤烟化学成分综合评价

王育军，王泽理，刘彦岭，崔　倩，李　山，蒲　俊
（甘肃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摘要：为研究 “兰州”卷烟湖南基地烤烟的化学成分状况，对２４０个样品的化学成分进行评价，并分析
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烤烟化学成分特征．结果表明：１）湖南烤烟总糖、还原糖、总氮、烟碱、钾、氯、钾
氯比和氮碱比适中，糖碱比稍低；２）品种间和等级间总糖、还原糖、烟碱、糖碱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品种间氮碱比以及等级间总氮、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除 ２０１３年和 ２０１６年总糖、
２０１６年还原糖和糖碱比、２０１７年总糖和还原糖偏高外，其他年度化学成分均适中．综合分析认为，“兰
州”卷烟湖南基地烤烟化学成分的质量分数整体 “适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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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烟质量受生态、品种、栽培管理和烘烤调制
等因素的影响，其包括内在质量和外在质量，内在

质量指化学成分和感官质量，而二者关系紧密，化

学成分决定了卷烟的烟气特性，影响卷烟产品的感

官质量［１－５］．有许多研究者对烤烟化学成分进行了
研究，如王晓宾等［６］对广东烤烟主要化学成分进

行评价，结果表明部分年度间、产区间烤烟总植物

碱、总氮、钾离子和糖碱比、氮碱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齐永杰等［７］对桂阳烟叶化学成分可用性进

行评价的结果显示，烤烟化学成分可用性指数可用

于产区烟叶化学成分的卷烟适配度评价；江厚龙

等［８］对重庆烤烟化学成分与感官品质进行典型相

关分析，结果表明，糖分、总氮、烟碱、钾和淀粉

是影响重庆烤烟感官质量的关键因素．而湖南省位
于中国中部，地处东经 １０８°４７′～１１４°１５′，北纬
２４°３８～３０°０８′，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在我国烤烟



种植区划中属东南烟草种植区，湖南烤烟主要分布

在湘南的郴州和永州、湘西北的湘西和张家界，以

及湘中的衡阳等地区．２０１７年最新烤烟香型区划
将郴州和永州划分为 “南岭丘陵生态区 －焦甜醇
甜香型”［９－１０］．目前，湖南省烟区常年生产烤烟
２１×１０８ｋｇ，居全国第 ４位，甘肃烟草工业公司
“兰州”品牌在郴州和永州基地单元年采购量约为

５０×１０６ｋｇ，而有关这两地烤烟化学成分年度特征
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拟对湖南基地烤烟化学成
分进行综合评价，旨在为 “兰州”品牌卷烟叶组

配方调制和当地优质烟叶生产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选择与测定
以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甘肃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在湖南２个产烟基地 （永州市、郴州市）采购的

云烟８７和Ｋ３２６品种的７个不同等级 （Ｃ２Ｆ，Ｃ３Ｆ，
Ｃ４Ｆ，Ｂ２Ｆ，Ｂ３Ｆ，Ｘ２Ｆ和Ｘ３Ｆ）的２４０个复烤片烟
为研究对象 （各年度样品数量均为３０个）．烟叶
样品统一由甘肃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发中

心检测，其中烤烟总糖、总氮、烟碱、还原糖和氯

质量分数测定采取连续流动法［１１］，烤烟钾质量分

数测定采取火焰光度法［１２］，并计算糖碱比、氮碱

比和钾氯比．
１２　烤烟化学成分质量分数适宜范围和变异系数

依据国际优质烤烟化学成分要求［１３］：总糖

１８％～２４％、还原糖 １６％ ～２２％、总氮 １５％ ～
３０％、烟碱 １５％ ～３５％、钾离子 ２０％ ～
３５％、氯离子 ０３％ ～０８％、钾氯比≥４、糖碱
比８～１２、氮碱比≤１为标准，对２４０个样品的化
学成分进行评价．

烤烟化学成分指标的变异系数（ＣＶ）＝（标准
差／平均值）×１００％，并按照 ＣＶ＜３０％，ＣＶ＝
３０％～５０％，ＣＶ＞５０％，将其分为弱变异、中等
变异和强变异．
１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软件对２４０个样品的化学成分进
行描述性统计和方差分析，数据分析方法和步骤参

照徐兴阳等［１４］的方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湖南基地烤烟化学成分评价
２１１　烤烟化学成分质量分数总体特征

由表１和表２可知，湖南基地烤烟各化学成分
指标在样品间存在一定变幅，其中钾氯比、糖碱

比、氮碱比的变异系数分别为４５８６％，３９６８％，
３１７１％，变异情况中等，其他化学成分指标质量
分数的变异系数均在３０％以内，变异较小．由此
可知，湖南基地烤烟总糖、还原糖、总氮、烟碱、

钾和氯质量分数的平均值适中并且比较稳定，糖碱

比的平均值稍低且不稳定，钾氯比和氮碱比平均值

适中但不稳定．

表１　湖南基地烤烟主要化学成分的基本特征

化学指标 （均值±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异系数／％ 偏度系数 峰度系数

总糖 ２１６１±５０４ １１２０ ３３９０ ２３３２ ００１ －０７２

还原糖 １９４０±４５３ ９３０ ３０３０ ２３３５ ００７ －０５９

总氮 ２０２±０４３ １１０ ４７７ ２１２８ １３２ ５８７

烟碱 ２６５±０７７ １２５ ５１７ ２９０６ ０５５ －００８

钾 ２９０±０４８ １９３ ４３６ １６５５ ０８６ ０５２

氯 ０４４±０１２ ００８ １０８ ２７２７ ０６５ ２７２

表２　湖南基地烤烟钾氯比、糖碱比和氮碱比的基本特征

化学指标 （均值±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异系数／％ 偏度系数 峰度系数

钾氯比 ６８９±３１６ ２８０ ４２９０ ４５８６ ６８９ ７２８９

糖碱比 ８０９±３２１ １８８ ２０１０ ３９６８ ０３５ －００１

氮碱比 ０８２±０２６ ０３１ １９３ ３１７１ ０８８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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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不同产地烤烟化学成分质量分数特征
由表３可知，湖南基地不同产地烤烟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其
中总糖、还原糖、总氮、氯质量分数及糖碱比、氮

碱比表现出郴州市略高于永州市产区，而烟碱和钾

质量分数及钾氯比均以永州市略高于郴州市，两产

地烟叶化学成分质量分数均在适宜范围内．
２１３　不同品种烤烟化学成分质量分数特征

由表４可以看出，湖南基地不同品种烤烟间总
糖、还原糖、烟碱、糖碱比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氮碱比间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其中总糖、还原糖质量分数和糖碱比
以云烟８７品种极显著高于 Ｋ３２６品种，且云烟８７
品种的总糖和还原糖质量分数超出适宜范围，

Ｋ３２６品种的糖碱比低于适宜范围；烟碱质量分数
表现出Ｋ３２６品种极显著高于云烟８７品种，但均
在适宜范围内；氮碱比以云烟 ８７品种显著高于
Ｋ３２６品种，均在适宜范围内；总氮、钾、氯和钾
氯比在品种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 Ｋ３２６品种和
云烟８７品种均在适宜范围内．

表３　不同产地间烤烟化学成分质量分数特征

区域 总糖／％ 还原糖／％ 总氮／％ 烟碱／％ 钾／％ 氯／％ 钾氯比 糖碱比 氮碱比

郴州市 ２２０３ａ １９５６ａ ２０５ａ ２４７ａ ２８９ａ ０４９ａ ６１９ａ ８５５ａ ０８８ａ

永州市 ２１４５ａ １９４７ａ ２０４ａ ２６６ａ ２９１ａ ０４０ａ ７３１ａ ８１７ａ ０８２ａ

　　注：表中同一列数据后面的大写和小写字母表示在差异在００１和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下表同．

表４　不同品种间烤烟化学成分质量分数特征

品种 总糖／％ 还原糖／％ 总氮／％ 烟碱／％ 钾／％ 氯／％ 钾氯比 糖碱比 氮碱比

Ｋ３２６ １８９１Ｂ １６６７Ｂ １７５ａ ３３５Ａ ２９９ａ ０５０ａ ５９７ａ ５２４Ｂ ０５４ｂ

云烟８７ ２５２８Ａ ２３０１Ａ １８４ａ ２３６Ｂ ２８１ａ ０４１ａ ７３２ａ １０５５Ａ ０８３ａ

２１４　不同等级间烤烟化学成分质量分数特征
由表５可知，湖南基地不同等级烤烟总糖、还

原糖、烟 碱、糖 碱 比 间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Ｐ＜００１），总氮、钾和氮碱比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氯和钾氯比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总糖
和还原糖表现出 ｗ（中部等级）＞ｗ（下部等级）＞
ｗ（上部等级），且中部等级总糖 ｗ（Ｃ２Ｆ）、ｗ（Ｃ３Ｆ）
和还原糖ｗ（Ｃ２Ｆ）超出适宜范围，上部等级总糖和

还原糖ｗ（Ｂ２Ｆ）及 ｗ（Ｂ３Ｆ）偏低；总氮表现为上部
等级显著高于其他等级，但均在适宜范围内；烟碱

表现 为 ｗ（上 部 等 级）＞ｗ（中 部 等 级）＞
ｗ（下部等级），且上部等级烟碱质量分数超出适宜
范围；钾、糖碱比、氮碱比表现为 ｗ（下部等
级）＞ｗ（中部等级）＞ｗ（上部等级），且糖碱比上
部等级低于适宜范围，氮碱比下部等级偏高；氯和

钾氯比的各等级均处于适宜范围内．

表５　不同等级间烤烟化学成分质量分数特征

部位 等级 总糖／％ 还原糖／％ 总氮／％ 烟碱／％ 钾／％ 氯／％ 钾氯比 糖碱比 氮碱比

上部
Ｂ２Ｆ １７４６Ｃ １５８１Ｂ ２３９ａ ３６０Ａ ２６４ｂ ０４８ａ ５６７ａ ４５４Ｃ ０６８ｂ

Ｂ３Ｆ １６６３Ｃ １４９４Ｂ ２４６ａ ３５８Ａ ２６１ｂ ０４２ａ ６２８ａ ４２２Ｃ ０７０ｂ

中部

Ｃ２Ｆ ２４６６Ａ ２２１５Ａ １８５ｂ ２６１Ｂ ２７８ｂ ０４１ａ ７２５ａ ８７４Ｂ ０７２ｂ

Ｃ３Ｆ ２４２２Ａ ２１７６Ａ １８５ｂ ２４４Ｂ ２８８ｂ ０４２ａ ６８５ａ ９２１Ｂ ０７７ｂ

Ｃ４Ｆ ２３２３Ａ ２０３６Ａ ２０９ｂ ２１５Ｂ ２９８ｂ ０４０ａ ７２７ａ ９５８Ｂ ０９８ａ

下部
Ｘ２Ｆ ２０８４Ｂ １８６１Ａ １９５ｂ １８２Ｃ ３５６ａ ０４８ａ ７１３ａ １０６６Ａ １１０ａ

Ｘ３Ｆ １９６９Ｂ １７６６Ａ ２１０ｂ １８０Ｃ ３３５ａ ０４９ａ ７２７ａ １０１１Ａ １２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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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湖南基地烤烟化学成分年度特征
２２１　烤烟总糖质量分数年度特征

由表６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总糖质
量分数平均值为 １７１７％ ～２８２６％，变异系数为
１２０６％～２２７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总糖质量分数平均
值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在２０１３年达到一个峰值，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总糖平均值均在１８％～２４％的适宜范围
内，而２０１３年平均值已经超出适宜范围的上限值，
但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总糖质量分数平均值急剧降低，
并已经低于适宜范围的下限值，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总
糖平均值又急剧升高，并超出适宜范围的上限值，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总糖变异系数基本在２５％之内．

表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总糖质量分数特征

总糖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均值／％ １９２２ ２０３２ ２０３３ ２４２４ １７１７ １７４９ ２８２６ ２４７８

标准差／％ ３００ ４２５ ３７９ ３４６ ３６２ ３９８ ３４１ ３９４

最小值／％ １４２０ １１５０ １４３０ １８９０ １１２０ １１８０ １７５０ １９４０

最大值／％ ２１９０ ２６４０ ２６４０ ２９５０ ２５００ ２４６０ ３３９０ ２９３０

变异系数／％ １５６１ ２０９１ １８６４ １４２７ ２１０８ ２２７５ １２０６ １５８９

２２２　烤烟还原糖质量分数年度特征
由表７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还

原糖质量分数平均值为 １５３５％ ～２５８４％，变异
系数为 １１２２％ ～２３７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还原糖
质量分数平均值均在 １６％ ～２２％的适宜范围内，
而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还原糖质量分数平均值已经超
出适宜范围的上限值．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还原糖变异
系数除２０１２年为２３７５％外，其他年份均在２０％
之内，说明湖南基地烤烟还原糖除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
年偏高外，其他年份均较适宜．
２２３　烤烟总氮质量分数年度特征

由表８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总

氮质量分数平均值为 １６９％ ～２１４％，各年度总
氮质量分数平均值均在１５％ ～３０％的适宜范围
内．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总氮的变异系数为 ７４７％ ～
４７６４％，年度间变异系数差异较大，２０１０年总
氮变异系数仅为７４７％，而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年变
异系数分别达到 ４６５５％和 ４７６４％，说明 ２０１１
年和２０１３年湖南基地烤烟总氮质量分数平均值
虽然在适宜范围内，但是年度内样品与样品间差

异较大，从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年度总氮质量分数最
大值分别为 ４７７％和 ３７０％可以看出，这两年
湖南基地烤烟存在部分比例的样品总氮质量分数

已经超出适宜范围．

表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还原糖质量分数特征

还原糖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均值／％ １７５０ １７７６ １７１３ ２１８７ １５３５ １５９９ ２５８４ ２２９６

标准差／％ ２６３ ３１７ ４０７ ２７４ ２９５ ３０９ ２９０ ３４４

最小值／％ １３１０ １０４０ １０３０ １７６０ ９７０ １０９０ １６８０ １８２０

最大值／％ １９９０ ２２６０ ２４８０ ２５９０ ２３５０ ２０１０ ３０３０ ２６５０

变异系数／％ １５０３ １７８４ ２３７５ １２５２ １９２２ １９３２ １１２２ １４９８

表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总氮质量分数特征

总氮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均值／％ ２１４ １７４ １６９ １９１ １８６ ２０３ １８５ ２０７

标准差／％ ０１６ ０８１ ０２８ ０９１ ０２８ ０２４ ０２１ ０２７

最小值／％ １９７ １２５ １１７ １１０ １２３ １６４ １５８ １８０

最大值／％ ２４３ ４７７ ２１９ ３７０ ２５８ ２４１ ２４０ ２６５

变异系数／％ ７４７ ４６５５ １６５６ ４７６４ １５０５ １１８２ １１３５ １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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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　烤烟烟碱质量分数年度特征
由表９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烟碱

质量分数平均值为２１０％～３５０％，各年度烟碱质
量分数平均值均在 １５％ ～３５％的适宜范围内．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烟碱的变异系数为１７１４％～２６８１％，
各年度变异相对较小，基本控制在３０％以内．

２２５　烤烟钾质量分数年度特征
由表１０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钾

质量分数平均值为 ２７０％ ～３２７％，各年度钾质
量分数平均值均在 ２０％ ～３５％的适宜范围内．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钾的变异系数为１０１８％ ～１９３６％，
各年度变异系数较小，均在２０％以内．

表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烟碱质量分数特征

烟碱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均值／％ ２７４ ２１８ ２３３ ２７６ ３５０ ２７６ ２１０ ２３４

标准差／％ ０５６ ０５５ ０６２ ０７４ ０７２ ０５９ ０３６ ０４６

最小值／％ １６０ １３５ １５２ １４７ ２０４ １７４ １２６ １７２

最大值／％ ３５０ ３０８ ３４６ ４０９ ５１７ ３５９ ３１５ ３２３

变异系数／％ ２０４３ ２５２２ ２６６１ ２６８１ ２０５７ ２１３７ １７１４ １９６５

表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钾质量分数特征

钾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均值／％ ３０５ ２７５ ３２７ ２８４ ２９８ ３０５ ２７０ ２８７

标准差／％ ０３６ ０２８ ０５２ ０５５ ０３７ ０４８ ０３８ ０３６

最小值／％ ２７４ ２４０ ２６２ ２２６ ２４４ ２３１ ２３０ ２５４

最大值／％ ３９７ ３２９ ４３４ ４１８ ４０４ ４１７ ３６０ ３７０

变异系数／％ １１８０ １０１８ １５９０ １９３６ １２４１ １５７３ １４０８ １２５４

２２６　烤烟氯质量分数年度特征
由表１１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

氯质量分数平均值为０３４％ ～０５５％，各年度氯
质量分数平均值均在 ０３％ ～０８％的适宜范围
内．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氯的变异系数为 ９８０％ ～
３２３５％，各年度变异系数较小，除２０１０年和氯
质量分数变异系数为３２３５％外，其他年度氯的
变异系数均在３０％以内．

２２７　烤烟钾氯比年度特征
由表１２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

钾氯比平均值为５４７～９６７，各年度钾氯比平均
值均在≥４的适宜范围内．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钾氯比
的变异系数为１２５８％ ～３１１３％，各年度钾氯比
变异系数除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分别为３１１３％和
３０４６％外，其他年度钾氯比的变异系数均在
３０％以内．

表１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氯质量分数特征

氯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均值／％ ０３４ ０４４ ０５５ ０５４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３６ ０５０

标准差／％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０９

最小值／％ ０２０ ０２９ ０３４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４０ ０２５ ０３９

最大值／％ ０５３ ４５０ ０７９ ０８０ ０６９ ０６４ ０６０ ０６９

变异系数／％ ３２３５ ２０４５ ２１８１ ２２２２ ９８０ １２００ ２７７８ １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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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钾氯比基本特征

钾氯比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均值 ９６７ ６５３ ６２７ ５４７ ５８８ ６１０ ７８４ ５８７

标准差 ３０３ １５０ １９１ １６２ ０７４ １１５ １９１ １１３

最小值 ６９０ ４５０ ４２０ ２８０ ４３０ ４３０ ４１０ ４４９

最大值 １５７０ ９６０ ９６０ ８４０ ７８０ ８００ １３２０ ７７０

变异系数／％ ３１１３ ２２９７ ３０４６ ２９６２ １２５８ １８８５ ２４３６ １９２５

２２８　烤烟糖碱比年度特征
由表１３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糖

碱比平均值为４６４～１２６７，除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糖碱比平均值在 ８～１２的适宜范围内，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糖碱比平均值均偏低，而
２０１６年糖碱比平均值偏高．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糖碱比
的变异系数为 １９８１％ ～３３１９％，各年度糖碱比
变异系数除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分别为３０２８％，
３０４４％，３３１９％外，其他年度糖碱比的变异系数

均在３０％以内．
２２９　烤烟氮碱比年度特征

由表１４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氮
碱比平均值为０５５～０９１，各年度氮碱比平均值
均在≤１的适宜范围内．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氮碱比的变
异系数为 １４４４％ ～３８５７％，各年度钾氯比变异
系数除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分别为 ３０８６％，
３４６２％，３８５７％外，其他年度氮碱比的变异系数
均在３０％以内．

表１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糖碱比基本特征

糖碱比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均值 ６６５ ８７５ ７７０ ８５４ ４６４ ５９５ １２６７ １０１６

标准差 １５８ ２６５ ２００ ２６０ １５４ １２４ ２５１ ２３５

最小值 ３７４ ３４９ ３０９ ４３０ １８８ ３６２ ５３３ ５６３

最大值 ８７５ １２００ ９９２ １３００ ８３３ ７７６ ２０１０ １３６５

变异系数／％ ２３７６ ３０２８ ２５９７ ３０４４ ３３１９ ２０８４ １９８１ ２３１２

表１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烤烟氮碱比基本特征

氮碱比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均值 ０８１ ０８１ ０７８ ０７０ ０５５ ０７７ ０９１ ０９０

标准差 ０１８ ０２５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１４ ０２１ ０１９ ０１３

最小值 ０６６ ０６１ ０５４ ０３９ ０３１ ０６３ ０７２ ０７６

最大值 １２９ １６０ １３０ １１９ ０８５ １２８ １５６ １２１

变异系数／％ ２２２２ ３０８６ ３４６２ ３８５７ ２５４５ ２７２７ ２０８８ １４４４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讨论
湖南基地烤烟总糖、还原糖、总氮、烟碱、

钾、氯质量分数及钾氯比、氮碱比适中，糖碱比稍

低；除钾氯比、糖碱比、氮碱比变异系数中等外，

其他化学成分变异系数均较小．说明 “兰州”品

牌湖南基地烤烟化学成分整体适中、稳定．

湖南基地烤烟总氮、钾、氯质量分数及钾氯比

（品种间）、氯和钾氯比 （等级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其他化学成分质量分数在品种
间、等级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湘南烟

叶产区不同烤烟品种的生态适应性不同有关［１５］；

湖南基地烤烟在产地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这可能与湖南产区永州和郴州产地地理位
置接近，生态气候差异较小有关［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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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除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６年的总糖、
２０１６年的还原糖和糖碱比、２０１７年的总糖和还原
糖偏高，其质量分数平均值已超出适宜范围的上限

外，其他年度湖南基地烤烟的化学成分均较适中．
因此，在使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湖南基地烟叶
进行 “兰州”品牌卷烟叶组调制时，可以搭配一

些总糖、还原糖、糖碱比相对较低的单料烟来平衡

使用，以使整体叶组配方的化学成分更为协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除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年的总氮、２０１０
年和２０１２年的钾氯比、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的糖
碱比、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的氮碱比变异系数外，其他
年度的各化学成分指标变异系数均控制在３０％之
内．整体上湖南基地烤烟化学成分较稳定，这对保
障 “兰州”品牌卷烟质量稳定性起到积极作用．
３２　结论

“兰州”品牌郴州、永州基地单元烤烟主要化

学成分除糖碱比稍低外，其他指标均适中；郴州、

永州两基地间化学成分差异较小，Ｋ３２６和云烟８７
品种在两基地间总糖、还原糖、烟碱、糖碱比、氮

碱比以及７个不同烤烟等级间总糖、还原糖、烟
碱、糖碱比、总氮、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年，除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６年总糖、２０１６年还原
糖和糖碱比、２０１７年总糖和还原糖偏高外，其他
年度化学成分均适中．综合认为，“兰州”卷烟湖
南郴州、永州两个基地单元的烤烟化学成分适中，

协调性和稳定性均较好，能够有效保障 “兰州”

品牌卷烟产品质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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