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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云烟８５为试验材料，采用气流上升式烤房以三段式烘烤工艺进行烘烤，研究烘烤期烟叶霉烂的
关键影响因素，为烟叶烘烤增益减损提供技术支撑．对不同部位、不同层次烤后烟叶霉烂发生情况进行
统计，并以调查问卷的形式采用集成层次分析法、决策实验与评价实验室法的系统分析法对影响烟叶霉

烂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１）烘烤中烟叶霉变率随烟叶部位的升高而减少，随烤房层次的升高而增
加；２）综合系统分析显示，烘烤工艺、装烟量、鲜烟含水率是影响烘烤期烟叶霉烂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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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烘烤过程中烟叶霉烂对烤后烟叶产质量
均存在较大影响，因此明确烟叶烘烤期霉变发生

规律和关键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烘烤
期烟叶霉烂研究多见于药物防治、病原菌鉴定分

离等方面的报道，如苏家恩等［１］针对红花大金元

烘烤过程中叶柄发霉进行药剂防效的研究表明，

百菌清、多菌灵和甲酸锰锌等抗菌剂可有效防治

烘烤期烟叶霉烂．曾婷英等［２］对烟叶烤中霉烂现

象的研究表明，造成烘烤期间烟叶霉烂的主要病

原菌为米根霉，并说明在变黄中后期湿度较大的

情况下有利于病菌生长和侵染．此外，张树堂
等［３］、宫长荣等［４］均对烘烤过程中微生物变化进

行了相关研究．由此可见，前人的研究多侧重于
病原微生物分离鉴定及化学药物防治等方面，并

未涉及烟叶烘烤期霉烂发生的部位特征、烤房霉

变规律及影响霉变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拟通
过对云南大理凤仪烟区烤烟品种云烟 ８５不同部
位、烤房不同层次的烤后烟叶霉变情况进行研

究，并结合系统分析方法明确烘烤期烟叶霉变的

关键因素，以期为更好地认识烟叶霉变规律及科



学高效地防控霉烂烟叶明确方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２０１６年７—１０月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

理市凤仪镇烘烤工厂进行试验．供试烤烟品种为云
烟８５，下部叶取第４～６位叶，中部叶取第９～１１
位叶，上部叶取第１４～１６位叶，不同部位烟叶分
别按叶位采收正常成熟落黄烟叶．鲜烟平均含水率
自下而上分别为７７７５％，７４３５％，７２１３％．试
验烤房为普通气流上升式４层密集式烤房，装烟室
规格８０ｍ×２７ｍ×４１ｍ，装烟层距地面高度自
下而上分别为１３，２１，２９，３７ｍ．
１２　试验设计

烘烤试验以云烟 ８５下部叶 （Ｔ１）、中部叶
（Ｔ２）、上部叶 （Ｔ３）为不同处理．不同处理间均
采用挂竿装烟，烤房装烟量与产区保持基本一致，

在３５００ｋｇ左右，采用常规三段式烘烤工艺进行烘
烤试验．对不同处理烤后烟叶进行随机取样，每层
１０竿，共４０竿．每个处理重复３次，取平均值．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霉变率测定

不同处理、烤房不同层次间样品霉变率参照苏

家恩等［１］的方法进行统计测定，其中：

霉变率＝（霉变叶数／样品总叶片数）×１００％．
１３２　系统建模分析方法

系统建模分析方法如下：其中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参照文献 ［５～８］对系统进行指标层次体
系构建、层次间判断矩阵的构建、因素相对权重向

量Ｗ及系统因素总权重的计算．决策实验与评价
实验室法 （ＤＥＭＡＴＥＬ）依据文献 ［９～１２］对系
统建立直接矩阵 （Ｙ）、规范化直接矩阵 （Ｘ），通
过矩阵运算得出综合影响矩阵 （Ｔ），并计算系统
因素影响度 （Ｈｉ）、被影响度 （Ｌｊ）、中心度
（Ｚｉｊ）、原因度 （Ｒｉｊ）等．然后结合 ＡＨＰ系统因素
Ｃ层总权重和ＤＥＭＡＴＥＬ系统因素中心度，并参照
文献 ［１３］集成 ＡＨＰ／ＤＥＭＡＴＥＬ进行系统因素综
合影响度 （Ｏｉ）计算．
１３３　数据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及ＳＰＳＳ２２０对试验数据进行
整理、作图及统计分析，使用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４ａ进行矩
阵运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烟叶霉变分析
由图１可知，同一处理不同层次之间烤后烟叶

霉变发生率均随烤房层次的升高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且不同处理均以高温层 （１层）霉变率最低，其分
别为１３７１％，１２０３％，７０６％，而低温层 （４层）
霉变率最高，分别为６３３４％，５５６２％，４８１９％．
不同处理同一层次间均表现为 Ｔ１霉变率最高，Ｔ２
次之，Ｔ３最小，霉变发生率呈现出随烟叶部位的升
高而下降的趋势，且不同处理烤后烟叶平均霉变发

生率以 Ｔ１处理最高，Ｔ２次之，Ｔ３最小，分别为
３９０４％，３４０７％，２７３０％．综合图１可知，不同
处理同一层次之间烟叶霉变发生率均有显著性统计

学意义 （Ｐ＜００１．图１中的英文小写字母表示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英文大写字母表示有显著性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且不同层次烤后烟叶霉变率
与全房平均霉变率均呈现出Ｔ１处理最高，Ｔ２次之，
Ｔ３最小的趋势．

２２　多因素系统建模分析
综合２１所述内容可知，不同处理烤后烟叶霉

变率随烤房层次的升高呈增加趋势，而随烟叶部位

的升高呈减少趋势，表明烟叶霉变发生情况受烤房

层次和烟叶部位的影响．由于烘烤过程中烟叶霉变
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而有重点、有针对性地

对烘烤过程中烟叶霉变关键因素进行预防控制可有

效精简操作、提高效率，因此对烘烤过程中霉变烟

叶关键因素的分析、筛选就显得尤为重要．
２２１　系统因素提取

通过对烤烟产区常年从事烘烤工作的技术人

员、烟农等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数据收集，并

经归纳整理可得如下烘烤过程中烟叶霉变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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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因素：田间光照 （Ｃ１）、田间温度 （Ｃ２）、
生育期降水 （Ｃ３）、土壤特性 （Ｃ４）、田间通风
（Ｃ５）、病虫害 （Ｃ６）；

人为因素：采收成熟度 （Ｃ７）、鲜烟分类
（Ｃ８）、采收时期 （Ｃ９）、采收方式 （Ｃ１０）、药物防
治 （Ｃ１１）、施肥措施 （Ｃ１２）、烘烤工艺 （Ｃ１３）；

烤房因素：烤房结构 （Ｃ１４）、装烟层数
（Ｃ１５）、装烟量 （Ｃ１６）、叶间风速 （Ｃ１７）、烤房环
境温度 （Ｃ１８）、烤房环境湿度 （Ｃ１９）；

烟叶因素：品种 （Ｃ２０）、部位 （Ｃ２１）、鲜烟含
水率 （Ｃ２２）、鲜烟营养 （Ｃ２３）．
２２２　ＡＨＰ系统建模分析

以烘烤过程中霉变烟叶形成因素为目标层 （Ａ
层）；以田间因素、人为因素、烤房因素、品种因

素等为准则层 （Ｂ层），分别标记为 Ｂ１，Ｂ２，Ｂ３
和Ｂ４；以准则层 （Ｂ层）对应的因素集为方案层
（Ｃ层），分别标记为Ｃ１～Ｃ２３．

参照汪应洛［８］特征根等计算方法，对系统因

素进行矩阵运算，并计算出 Ｃ层各指标权重，如
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

判断

矩阵

最大

特征值

一致性

指标ＣＩ

一致性

比例ＣＲ

ＡＢ ４１２２１６ ００４０７２ ００４５７５

Ｂ１Ｃ ６５７３１３ ０１１４６３ ００９０９７

Ｂ２Ｃ ７７８２７５ ０１３０４６ ００９５９３

Ｂ３Ｃ ６５５７１１ ０１１１４２ ００８８４３

Ｂ４Ｃ ４２２６６３ ００７５５４ ００４５７５

表２　Ｃ层各指标总排序权重

因素

准则层 （Ｂ）

Ｂ１

０１１７１５

Ｂ２

０４８４１３

Ｂ３

０２３１０９

Ｂ４

０１６７６３

Ｃ层

总权重Ｗｉ
排序

Ｃ１ ０２９１９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２０ １１
Ｃ２ ００７２７５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５２ ２１
Ｃ３ ０４０５１４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７４６ ７
Ｃ４ ００６４８３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５９ ２２
Ｃ５ ００３０２２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５４ ２３
Ｃ６ ０１３５１６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８３ １６
Ｃ７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７２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０９５ ５
Ｃ８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３５６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２２７６ ２
Ｃ９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６６８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８１ ８
Ｃ１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０４３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１０ １２
Ｃ１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２５９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５４６ １４
Ｃ１２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４１２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３６ １５
Ｃ１３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１５４２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２７０ １
Ｃ１４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５９３７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７２ １８
Ｃ１５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２０２９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８０ １３
Ｃ１６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７２５９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６１０ ３
Ｃ１７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５２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０７ １７
Ｃ１８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８３５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２４１ １０
Ｃ１９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１９９０２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５９９ ９
Ｃ２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８７７ ００１３２０ １９
Ｃ２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８９４ ００１１５６ ２０
Ｃ２２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１２３３ ００８５８８ ４
Ｃ２３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３９９６ ００５６９９ ６

　　由表１可知，不同层次间比较判断矩阵一致性
比例ＣＲ均小于０１，表明判断矩阵具有可以接受的
一致性．由表２可知，烘烤过程中烟叶霉变发生原
因准则层以人为因素 （Ｂ２）权重最大，烤房因素
（Ｂ３）次之，品种因素 （Ｂ４）再次之，田间因素
（Ｂ１）最小，分别为０４８４１３，０２３１０９，０１６７６３，

０１１７１５．方案层 （Ｃ层）以烘烤工艺 （Ｃ１３）权

重最大，为０１５２７０；以田间通风 （Ｃ５）权重最
小，为０００３５４．综合表 ２可得，准则层人为因
素 （Ｂ２）对烘烤过程中烟叶霉变影响最大，方案

层以烘烤工艺 （Ｃ１３）对烘烤过程中烟叶霉变影
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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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ＤＥＭＡＴＥＬ系统建模分析
首先，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云南大理凤仪烟

区烘烤过程中烟叶霉变的２３个影响因素按影响关
系：强、较强、一般、弱、无 ５个等级分别赋值
４，３，２，１，０进行评判，并确定直接影响矩阵Ｙ，
如下表３所示．其次，综合文献 ［９～１２］的系统
分析方法，通过矩阵运算得出规范化直接影响矩阵

Ｘ、综合影响矩阵Ｔ、因素影响度Ｈｉ、被影响度Ｌｊ、
中心度 Ｚｉｊ及原因度 Ｒｉｊ．最后，以中心度为横轴，
以原因度为纵轴建立原因 －结果直角坐标系，如
图２所示，其中图２的横轴上半部分为原因因素，
下半部分为结果因素，系统中心度较大的影响因

素在最右端，则右上角为系统中心度较大的原因

因素．

表３　因素之间的直接影响矩阵Ｙ

因素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Ｃ７ Ｃ８ Ｃ９ Ｃ１０ Ｃ１１ Ｃ１２ Ｃ１３ Ｃ１４ Ｃ１５ Ｃ１６ Ｃ１７ Ｃ１８ Ｃ１９ Ｃ２０ Ｃ２１ Ｃ２２ Ｃ２３
Ｃ１ ０ ４ ０ ３ ２ ２ ３ ２ ３ ０ １ ３ ３ ０ ０ ３ ０ １ １ ０ ０ ３ ４
Ｃ２ ０ ０ ０ ３ ２ ３ ３ ２ ３ ０ ２ ３ ３ ０ ０ ３ ０ １ １ ０ ０ ３ ４
Ｃ３ ３ ３ ０ ４ ３ ３ ３ ２ ３ ０ ２ ３ ３ ０ ０ ３ ０ ３ ３ ０ ０ ４ ４
Ｃ４ ０ ３ ０ ０ ０ ３ ２ １ ３ ０ ２ ３ ２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３
Ｃ５ ０ ３ ０ ０ ０ ２ ２ １ ２ ０ ２ 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３
Ｃ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２ １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Ｃ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３ ０ ３ ３ ０ ０ ３ ４
Ｃ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３ ３ ３ ０ ０ ０ ０
Ｃ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３ ２ ０ ２ ０ ０ ２ ０ ２ ２ ０ ３ ３ ０ ０ ３ ３
Ｃ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３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２ ０ ３ ３ ０ ０ １ ０
Ｃ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４ ３ ４ １ ０ ０ ４ ０ ０ ３ ０ ２ ２ ０ ０ ２ ４
Ｃ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３ ３ ３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３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４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４ ０ ４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２ ２ ０ ４ ４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３ ３ ３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Ｃ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３ ３ ３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２０ ３ ３ ０ ０ ３ ３ ３ ３ ４ ２ ３ ４ ４ ０ １ ４ ２ ３ ３ ０ ２ ３ ３
Ｃ２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３ ３ ３ ３ ３ ０ ４ ０ ２ ４ ２ ３ ３ ０ ０ ３ ３
Ｃ２２ ０ ２ ０ ０ １ ３ ２ ３ ３ ２ ２ ０ ４ ０ ２ ４ ３ ４ ４ ０ ０ ０ ４
Ｃ２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３ ４ ４ ２ ３ ０ ４ ０ ２ ４ ３ ３ ３ ０ ０ ３ ０

由图２可知，通过ＤＥＭＡＴＥＬ系统建模分析得
出鲜烟含水率 （Ｃ２２）、鲜烟营养 （Ｃ２３）是影响云
南大理凤仪烘烤过程烟叶霉变情况的关键原因因

素，而烘烤工艺 （Ｃ１３）、烤房环境温度 （Ｃ１８）、烤
房环境湿度 （Ｃ１９）、装烟量 （Ｃ１６）则是导致烘烤

过程中烟叶霉变的关键结果因素．
２２４　集成ＡＨＰ／ＤＥＭＡＴＥＬ系统建模分析

为保证系统因素分析的可靠性，综合两种方法

的优势，减少单一分析方法的片面性，将 ＡＨＰ分

析各指标因素权重 （Ｗｉ）与 ＤＥＭＡＴＥＬ分析对应

指标因素中心度 （Ｚｉｊ）进行乘积，求得系统因素

的综合影响度 Ｏｉ，并以因素中心度为纵轴，综合
影响度为横轴建立直角坐标系，如下图３所示．

由图３可见，Ｃ１３，Ｃ１６，Ｃ２２的综合影响度 Ｏｉ
均大于０１，可认为烘烤工艺、装烟量、鲜烟含水
率对云南大理凤仪烘烤过程中烟叶发生霉变情况具

有相对重要的影响，处于最高层次；Ｃ８，Ｃ７，Ｃ２３，

Ｃ１９，Ｃ１８的综合影响度 Ｏｉ均大于００５，可认为鲜
烟分类、采收成熟度、鲜烟营养、烤房的环境温湿

９１第３期　　　　　　　苏家恩，李生栋，范志勇，等：烘烤过程导致烟叶霉烂的关键因子建模分析



度等对烤中烟叶霉烂发生情况处于第二层次的水

平，作用次之；而因素 Ｃ９，Ｃ３，Ｃ１，Ｃ１５，Ｃ１０，
Ｃ１２，Ｃ１７，Ｃ２０，Ｃ６，Ｃ１１，Ｃ２１，Ｃ２，Ｃ４，Ｃ１４，Ｃ５
对系统的影响处于最低层次水平．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讨论
在烟草烘烤过程中出现霉变现象的根本原因在

于优势病原微生物的大量繁殖侵染［１４］，如曾婷英

等［２］对烘烤期烟叶霉烂进行病原分离鉴定，表明

引起烘烤期烟叶霉烂主要是由于米根霉在烟叶变黄

期的大量繁殖侵染所造成的．而造成烤中烟叶霉烂
的直接影响因素相对较多，如张树堂等［３］对不同

烘烤方式和烘烤条件下烟叶细菌变化研究表明，采

用低温低湿变黄可抑制细菌活动，其结果可为防控

烟叶烤中霉烂提供烘烤工艺方面的参考．姚恒
等［１５］对不同部位烟叶烤中微生物研究表明，鲜烟

叶微生物种类随着部位的上升呈下降趋势．本文研
究表明，烘烤期烟叶霉变随烟叶部位的上升而减

少，随烤房层次的升高而增加，这与姚恒［１５］、张

树堂等［３］研究结果相一致．
生产过程中烟叶出现霉烂的因素有很多，如病

原菌［２］、烘烤工艺［３］、含水率、环境温湿度、烟叶

营养［１６－１７］等．本文通过产区调查问卷确定烘烤期烟
叶霉烂的直接诱因，并集成ＡＨＰ／ＤＥＭＡＴＥＬ进行系
统网络分析，从而避免了ＡＨＰ系统分析中忽略相同
层次因素之间相互影响造成的偏差．同时也考虑到
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避免了单一系统分析的

片面局限性，可为系统决策提供更科学、准确的依

据［１８］．综合系统分析得出烘烤工艺 （Ｃ１３）、装烟量
（Ｃ１６）、鲜烟含水率 （Ｃ２２）为影响云南大理凤仪烟
区烘烤期烟叶霉烂的关键因素，结果可为烟区烘烤

期防控烟叶霉烂精益生产工作明确方向．

３２　结论
试验研究表明，云南大理凤仪烟区烘烤期烟叶

霉烂发生率随烟叶采收部位的升高呈下降趋势，随

烤房层次的升高呈增加趋势．系统因素综合分析显
示，烘烤工艺、装烟量、鲜烟含水率为影响烘烤期

烟叶霉烂的关键因素．因此，在防控烘烤期烟叶霉
烂工作中可依据这些因素简化工作任务，科学高效

地缓解烟叶霉烂问题，从而提高烟叶产质量，为实

现精益生产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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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障碍因素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Ｊ］．应用

生态学报，２０１２，２３（１０）：２８３６－２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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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ｒｎｅｌ＿ｉｓｒ会调用 ＵＡＲＴ０的中断服务例程 ＵＡＲＴ０＿
ＩＲＱＨａｎｄｌｅｒ（）运行，当ＵＡＲＴ０＿ＩＲＱＨａｎｄｌｅｒ（）运行到
＿ｌｗｅｖｅｎｔ＿ｓｅｔ（）函数时，该函数会将轻量级事件ｌｗ
ｅｖ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１的 Ｅｖｅｎｔ＿ＵＡＲＴ０＿ＲｅＤａｔａ事件位写１，
并将等待该事件位的ｔａｓｋ＿ｕａｒｔ任务从延时等待队列中
移到就绪队列，随后立即调用＿ｓｃｈｅｄ＿ｃｈｅｃｋ＿ｓｃｈｄｕｌ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开始调度检查，当其发现当前处于用户中断
服务例程，就返回中断服务例程ＵＡＲＴ０＿ＩＲＱＨａｎｄｌｅｒ
（）继续执行返回到＿ｉｎｔ＿ｋｅｒｎｅｌ＿ｉｓｒ以后，＿ｉｎｔ＿ｋｅｒ
ｎｅｌ＿ｉｓｒ开始检查是否存在比当前运行任务 （ｔａｓｋ＿ｌｉｇｈｔ
任务或空闲任务）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存在由于ｔａｓｋ
＿ｕａｒｔ任务优先级高于ｔａｓｋ＿ｌｉｇｈｔ任务和空闲任务的优
先级，＿ｉｎｔ＿ｋｅｒｎｅｌ＿ｉｓｒ立即执行 “ｂｓｃｈ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调度器调用ｔａｓｋ＿ｕａｒｔ任务运行当ｔａｓｋ＿ｕａｒｔ再次执
行到ｌｗｅｖｅｎｔ＿ｗａｉｔ＿ｔｉｃｋｓ（）函数后，就再次进入延时等
待队列等待此过程也周而复始

５　结语

在物联网系统应用开发中，相比无操作系统

的应用开发，带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编程可以使得

开发者只需关注各个分解任务的实现，而不用关

心任务间的逻辑关系因此，本文借助 ＭＱＸＬｉｔｅ
嵌入式操作系统，分析了任务调度和同步的实现

方法，并阐述了其实现机制此外，对于实际的
物联网底层开发而言，深入理解嵌入式操作系统

任务调度和同步的方法，可以使物联网底层开发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１］ＦＲＥＥＳＣＡＬＥＦｒｅｅｓｃａｌｅＭＱＸＬｉｔｅＲＴＯ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ｎｕａｌ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７－０６－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ｒｅｅｓｃａｌｅ．

ｃｏｍ／ｍｑｘ．

［２］陆伟，张龙妹嵌入式操作系统混合任务调度技术与

策略研究 ［Ｊ］．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１５，５１（１５）：

６－１１

［３］董艳铃，常扬Ｖｘｗｏｒｋｓ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任务调度

方法研究 ［Ｊ］．计算机与网络，２０１４，４０（１０）：

５５－５８

［４］邵志勇，张学东，马丁μＣ／ＯＳⅡ实时操作系统任务

调度的改进 ［Ｊ］．鞍山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５）：

３５５－３５９

［５］王宜怀，朱仕浪，姚望舒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ＭＱＸ

应用开发技术：ＡＲＭＣｏｒｔｅｘＭ微处理器 ［Ｍ］．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２０１４

（上接第２０页）

［１３］徐金杰，武忠．基于 ＡＨＰ和 ＤＥＭＡＴＥＬ法的技术创

新网络知识转移研究：以江苏省风电产业技术创新

联盟为例 ［Ｊ］．情报杂志，２０１２（９）：１２１－１２５．

［１４］祝明亮．烟草调制期间微生物研究进展 ［Ｊ］．微生

物学通报，２００８，３５（８）：１２７８－１２８１．

［１５］姚恒．烘烤对烟叶微生物种群的影响 ［Ｊ］．安徽农

业科学，２０１０，３８（２９）：１６１６６－１６１６８．

［１６］张成省，王海滨，李更新，等．仓储片烟霉变的影

响因素分析 ［Ｊ］．中国烟草科学，２０１１，３２（３）：

８０－８３．

［１７］孔凡玉，林建胜，张成省，等．储烟霉变机理与防霉

技术研究进展 ［Ｊ］．中国烟草学报，２００９，１５（５）：

７８－８１．

［１８］瞿英，路亚静，刘紫玉，等．基于 ＡＨＰＤＥＭＡＴＥＬ

法的权重计算方法研究 ［Ｊ］．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２０１６，４６（７）：３８－４６．

４６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６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