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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出口烟叶产区非烟物质风险识别及评估

陈泽斌１，２，吴　江３，杨丽平４，王全会４，胡小东５，李永亮６，刘晶晶３，赵　晟３

（１．昆明学院 农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２．云南省高校特色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重点实验室，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３．中国烟草云南进出口有限公司，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１；４．云南省烟草公司 曲靖市公司，云南 曲靖 ６５５００１；
５．云南省烟草公司 楚雄州公司，云南 楚雄 ６７５０００；６．云南省烟草公司 保山市公司，云南 保山 ６７８０００）

摘要：针对目前云南出口烟叶产区潜在的非烟物质风险，进行调研评估．在借鉴国外非烟物质控制技术的基
础上，结合保山、曲靖、楚雄３个出口烟叶产区的生产实际，从“农舍—烤房—田间—收购站”工作流程及运
输节点出发，识别云南烤烟产区各类非烟物质，对其风险进行评估并提出非烟物质消除方案．调查发现，农
舍中具有较高可能性混入烟叶当中的有合成类物质聚丙烯（塑料膜）和尼龙；烤房中具有中等可能性混入

烟叶当中的有合成类物质聚丙烯（肥料袋）和尼龙；烟田中具有较高可能性混入烟叶当中的是有机类物质

杂草和合成类物质聚丙烯（塑料膜）；农户所交扎把烟中发现最多的是有机类物质昆虫蚕茧、杂草、动物和

昆虫，平均每把（３～５ｋｇ）中发现５件以上；打包烟中发现最多的是有机类物质毛发，平均每包（４０ｋｇ）发现
１件．非烟物质来源于大田、编烟、分级、收购等多个环节，控制过程需多方合作，多措并举，采取有效措施从
源头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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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烟叶安全性问题一直是国际国内烟叶
生产商、中间商和制造商比较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

包括转基因、农残超标、非烟物质、重金属等问题．而
只有烟叶安全性没有任何问题，才能达到合格烟叶

的质量标准［１］．随着国际上对烟草原料安全性的要
求越来越严格，卷烟企业对非烟物质的控制也越来

越重视，控制非烟物质是ＧＡＰ（良好农业规范）管理
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非烟物质也是影响烟叶使用

安全性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保证烟叶商品质量，提高

烟叶使用价值和商品信誉度的重要工作［２］．因此，
加强对非烟杂质的控制，已成为目前国内外烟草行

业管制的关注热点．近年来，国内外烟草公司及卷烟
加工企业均加大了对非烟物质控制的力度，也推行

了形式各异的管理方法及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３～５］．非烟物质是指任何不属于烟叶和烟梗的有
机、合成、非合成类物质（见下表１），如果混入到烟
叶中，有机类物质会影响烟叶的内在品质；非合成类

物质会损坏烟叶生产设备；合成类物质燃烧后产生

二英、氯化氢、二氧化硫等致癌物质，严重影响人

体健康［５－７］．因此联一国际公司对烟叶中的非烟物
质控制要求非常严格，非烟物质的存在将严重影响

烟叶质量和公司的信誉，在国际上销售的烟叶一旦

出现塑料等非烟物质，将会导致退货的情况出

现［８］．日本烟草公司（ＪＴＩ）要求烟叶中非烟物质的
检出率不能超过一定比例，否则全部退货；帝国烟草

公司和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ＰＭＩ）要求烟叶中非
烟物质的检出率为０％［９］．非烟物质的控制是烟草
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当前生产管理模式下，如何

有效控制非烟物质，做到“零容忍”是行业所面临的

巨大压力，也是与国际接轨和卷烟工业企业发展的

战略所需．
当前，中国烟叶主要还是以分散的、家庭单位模

式为主，且各个烟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在生

产操作过程中的具体办法、习惯等均存在一定差

异［１０］．因此，烟叶中存在的非烟物质风险较高，给非
烟物质控制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云南是烟叶生产大

省，占全国烟叶产量的４０％，占世界产量的２０％；同
时，也是优质烟叶出口大省，烟叶生产水平在很多方

面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但在非烟物质控制方面，与美

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烟叶生产管理水平相比，仍然存

在一定的差距［１１］．目前关于非烟物质控制的研究已
有报道，主要集中在基于非烟物质控制的储烟防霉

技术研究、打叶复烤环节中非烟物质剔除工艺的研

究、打叶复烤环节非烟物质分离装置设计的研究，而

关于对不同种类非烟物质的来源及风险的系统调查

和评估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完善［１２－１３］．本研究引入联
一国际公司对非烟物质的分类识别及评估方法，从

“农舍—烤房—田间—收购站”工作流程及运输节

点出发，对当前云南省烟叶出口烟区生产管理模式

下的非烟物质风险进行识别、评估，为非烟物质控制

模型的建立和非烟物质控制技术的集成研究奠定基

础，力求把国外非烟物质控制先进理念及技术本土

化，切实提高云南出口烟叶产区非烟物质控制成效，

生产优质烟叶原料，促进云南烟叶出口的平稳发展．
此外，研究成果也可为国内其他烟区提供借鉴．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时间、地点
于２０１６年７—１０月，分别在云南省曲靖市马龙

县旧县镇小房子收购线覆盖的７个村舍、楚雄州南
华县龙川镇收购线覆盖的４个村舍、保山市腾冲县
界头镇沙坝收购线覆盖的１０个村舍，共３个项目区
开展调查（表２）．
１２　调查方法

对非烟物质的调查按照联一国际公司的非烟物

质调查方法进行．调查对象为表１中３类非烟物质．
农户收烟阶段每个项目区随机选取不少于３００户农
舍、５０座烤房、１００块大田进行非烟物质来源风险评
估，对表１中各种物质最终可能混入烟草中的可能性
进行主观评估打分并记录，打分标准如下：１）极低可
能性；２）较低可能性；３）中等可能性；４）较高可能性；
５）极高可能性．农户交烟时每个项目区随机选取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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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６００份扎把烟（３～５ｋｇ／份）、６０个烟包（４０ｋｇ／包）
进行非烟物质来源调查，调查时展开烟叶，观察正反

面是否附着有表１所列物质，并记录数量．
１３　数据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软件录入调查数据并作图．
表１　非烟物质的分类

有机类 非合成类 合成类

烟茎 木材 塑料泡沫

杂草 纸 聚苯乙烯

稻草 石头 塑料绳

食物和水果 金属 聚丙烯（肥料袋）

动物、昆虫 棉绳 聚丙烯（塑料膜）

羽毛 布料 尼龙

昆虫巢（蚕茧） 粗麻布、棉线、麻绳 橡胶

－ － 玻璃纤维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各地区调查完成情况
２０１６年 ７—８月农户收烟阶段随机调查农舍

９００户，其中曲靖、楚雄、保山各３００户；随机调查烤
房１５８座，其中曲靖５０座，楚雄５８座，保山５０座；
随机调查大田 ３６５块，其中曲靖 １６４块，楚雄 １００
块，保山１０１块．２０１６年９—１０月农户交烟阶段随
机调查扎把烟１８００份，其中曲靖、楚雄、保山各６００
份；随机调查烟包１８０包，其中曲靖、楚雄、保山各
６０包（表２）．
２２　农舍非烟物质来源风险评估

对３个项目区农舍非烟物质来源风险进行评估
（下图１）．评分在４～５分（各非烟物质的风险评分
以出现最高评分的一个项目区为准，下同），具极高

可能性混入烟叶当中的有：合成类物质聚丙烯（塑

料膜）和尼龙．其原因是：首先，调查中发现农舍中
农户分拣烟叶的工作区域普遍使用聚丙烯（塑料

膜）垫烟叶或者覆盖烟叶，由于塑料膜在长期反复

使用中易老化破损脱落；其次，其相对体积质量和质

地与烟叶相似，因此易混入到烟叶中．评分在２～３
分，具中等可能性混入烟叶当中的有：合成类物质聚

丙烯（肥料袋）和非合成类物质麻布麻绳．其原因
是：部分农户用肥料袋或麻布包裹、垫、覆盖烟叶，用

麻绳绑扎烟叶．由于肥料袋、麻布、麻绳属于编织物，
不是由整体的一块材料加工而成，所以经长期反复

使用以后有可能松散脱落混入到烟叶中．评分在
１～２分，具较低可能性混入烟叶当中的是有机类物

质杂草．主要表现在部分农户分拣烟叶的工作区域
地面上散落有杂草，推测是在杂草丛生的田块中采摘

下部烟叶时混入．评分在０～１分，具极低可能性混入
烟叶当中的是：有机类物质烟茎、秸秆、食物和水果、

动物昆虫；非合成类物质木材、纸、石头、金属、棉绳、

布料；合成类物质塑料泡沫、聚苯乙烯、塑料绳、橡胶、

羽毛、昆虫巢．其原因如下：少数农户在分拣烟叶环节
中没有专门的非烟物质收集容器，导致没有及时将剔

除的烟茎和采收烟叶时混入的秸秆清扫出工作区域；

农户及儿童在工作区域进食、吸烟，导致地面散落食

物水果残渣、瓜子壳、烟蒂、纸质烟盒、塑料食品包装

袋、塑料矿泉水瓶；家禽家畜在工作区域内活动，鸡、

鹅掉落羽毛；用棉、橡胶、塑料材质绳子绑扎烟叶，用

布料、塑料泡沫垫烟叶；用木箱装烟；烟叶储存区域使

用前未进行清扫，地面小石头较多，房梁和墙角有蜘

蛛网；房梁上用铁丝悬挂玉米棒、肉制品．
表２　各地区调查完成情况

地区 调查点
农舍

／户

烤房

／座

大田

／块

扎把烟

／份

烟包

／个

曲靖

小房子村一社 ４８ ４５ ３５ ８５ ８

小房子村二社 ５９ ０ ３２ ８５ ９

小房子村三社 １７ ５ ３３ ８５ ８

杨梅沟村 ３３ ０ １９ ９０ ７

瓦房村 ５３ ０ １４ ８５ ９

小己沃村 ６０ ０ １４ ８５ ８

大草房村 ３０ ０ １７ ８５ １１

合计 ３００ ５０ １６４ ６００ ６０

楚雄

徐营村 ４４ １９ １０ １５０ １４

庄科村 ９９ ２ ６８ １５０ １６

河硐村 ６９ ３７ ２ １５０ １５

镇镜村 ８８ ０ ２０ １５０ １５

合计 ３００ ５８ １００ ６００ ６０

保山

河以畔寨 ２５ ２５ ７ ６０ ５

李小寨 ２０ ０ １２ ６０ ６

李大寨 ３９ ２０ ７ ６０ ７

吉大寨 ３３ ０ ５ ６０ ６

安家寨 ３７ ０ ２０ ６０ ５

河边寨 ２５ ０ １０ ６０ ６

董家寨 ３５ ０ １０ ６０ ５

沙坝寨 ３３ ０ １５ ６０ ７

云头寨 １８ ５ ７ ６０ ７

钏家寨 ３５ ０ ８ ６０ ６

合计 ３００ ５０ １０１ ６００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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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烤房非烟物质来源风险评估
对３个项目区烤房非烟物质来源风险进行评估

（图２）．评分在３～４分，具较高可能性混入烟叶当中
的有：合成类物质聚丙烯（肥料袋）和尼龙．其原因是：
３个项目区普遍使用尼龙绳编烟装炉，尼龙绳和烟叶
直接接触，长期反复使用易老化分叉部分脱落混入烟

叶；编烟时农户普遍使用肥料袋或黑色塑料遮阴网垫

烟叶．评分在１～２分，具较低可能性混入烟叶当中的

是有机类物质聚苯乙烯和聚丙烯（塑料膜）．其原因
是：部分农户编烟区域地面发现丢弃的塑料食品袋、

塑料矿泉水瓶，还有部分农户用塑料膜垫烟叶．评分
在０～１分，具极低可能性混入烟叶当中的是：有机类
物质烟茎、杂草、秸秆、食物、水果、动物昆虫；非合成

类物质木材、纸、石头、金属、棉绳、布料；合成类物质

塑料泡沫、塑料绳、橡胶、羽毛、昆虫巢．此外，调查时
还发现，有部分农户用塑料泡沫当坐垫．

２４　田间非烟物质来源风险评估
对３个项目区烟田非烟物质来源风险进行评估

（图３）．评分在４～５分，极高可能性混入烟叶当中
的有：有机类物质杂草和合成类物质聚丙烯（塑料

膜）．首先，由于烟田杂草丛生的现象在３个项目区
都有发现，在保山尤为突出，因此若不定期除草，容

易混入下部烟叶被农户一起采收．其次，在农户的运
输工具（拖拉机、小货车、三轮摩托）的承载面上发

现秸秆和杂草，在运输过程中易混入烟叶．而聚丙烯
（塑料膜）主要表现为普遍覆盖在烟田中的黑色塑

料地膜，有的地膜已风化破损，脱落后有可能混入下

部烟叶被一起采收．评分在２～３分，具中等可能性
混入烟叶当中的有：合成物质聚丙烯（肥料袋）．调
查发现，一部分肥料袋被用于铺在运输工具的承载

面上垫烟叶或包裹采后烟叶．此外，还有一部分则是
丢弃在田间的废弃肥料袋．评分在１～２分，具较低
可能性混入烟叶当中的是动物昆虫，主要表现为在

烟叶上发现蚜虫．评分在０～１分，具极低可能性混
入烟叶当中的有：有机类物质烟茎、秸秆、食物和水

果；非合成类物质木材、纸、石头、金属、棉绳、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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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布、麻绳；合成类物质塑料泡沫、聚苯乙烯、塑料

绳、橡胶、羽毛、昆虫巢．值得注意的是，与农舍中发
现的聚丙乙烯类物质不同，田间发现的聚丙乙烯类

物质主要是塑料类废弃农药包装物．

２．５　扎把烟非烟物质来源调查
在农户所交扎把烟中发现，首先，非烟物质最多

的是有机类物质昆虫蚕茧、杂草、动物和其他昆虫，

平均每把（３～５ｋｇ）中发现５件以上．其次，是非合
成类物质麻袋、棉布和有机类物质毛发，平均每把中

发现１～２件；而其他合成类物质数量不多，平均每
把中发现１件以下，包括木头、纸、棉绳、布；对人体
健康影响最大的合成类物质数量也不多，平均每把

中发现１件以下，包括泡沫、聚苯乙烯、塑料、尼龙、
橡胶（图４）．

２．６　烟包非烟物质来源调查
首先，打包烟中发现最多的是有机类物质毛发，

平均每包（４０ｋｇ）发现１件；其次，是有机类物质杂
草、动物、昆虫，平均每包发现０４～０８件；而非合
成类物质的数量较少，平均每包发现０２件以下，包
括木头、棉绳、麻袋和棉布；对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

合成类物质平均数量也在每包０２件以下，包括泡
沫、聚苯乙烯、塑料、尼龙、橡胶（图５）．除此之外，对
比扎把烟的结果发现，除了毛发，农户上交的扎把烟

中发现的非烟物质数量经过烟站工作人员分拣、定

级、打包后，都大大下降，例如：在扎把烟中发现数量

最多的昆虫蚕茧（１件／ｋｇ），在打包后的数量下降为
００１２５件／ｋｇ；杂草数量从原来的０８件／ｋｇ，打包
后下降为０．０１７５件／ｋｇ；动物或昆虫的数量从原来
的０８件／ｋｇ，打包后下降为００１７５件／ｋｇ．由此说
明，烟站工作人员在分拣、定级过程中，人工剔除了

一定数量的非烟物质，还有一部分非烟物质可能在

分级过程中抖落．但毛发的数量从扎把烟到打包烟
下降不大，可能是由于毛发过于细小，在分级过程

中，不易分辨或不易抖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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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从“农舍—烤房—田间—收购站”工作流

程及运输节点出发，对当前云南省烟叶生产管理模式

下的非烟物质风险进行识别、评估，现提出以下非烟物

质消除方案：１）农舍环节．应先清扫地面、清除杂草、砂
土等非烟物质，确保工作区域内无非烟物质污染源；在

放置烟叶前，应对存放区域进行熏蒸杀虫后清扫；存放

区域闲置时，不用于存放农药、化肥等有异味物资，不

用于饲养家禽和牲畜；烟叶应采用帆布、麻片、棉布等

不易脱落的材料垫放或覆盖；可以选用剔除非烟物质

的同等级烟叶捆绑烟叶．２）烤房环节．不宜用异味物质
标记编烟竿；不应使用尼龙绳编（绑）烟，可用耐用的棉

绳代替．３）田间环节．采收前除草；清除烟田及周边的
所有塑料、玻璃、药瓶、药袋、地膜、化肥袋等废弃物．４）
收购站环节．验级室、定级室、打包室应设置非烟物质
收集器，将发现的非烟物质放入收集器，并应及时清理

收集器内的非烟物质．

４　结论

随着国际上对烟草原料安全性的要求越来越严

格，整个烟草行业对非烟物质朝着“零容忍”的方向

发展，此时烟叶供应商发现并且消除产品中非烟物质

的能力已成为贸易继续增长的关键因素．随着生产的
进行（农户—烟站—工厂），消除非烟物质的成本变

得越来越高，因为烟叶收购商在验货过程中可能因为

存在非烟物质而导致退货，甚至客户接收到货物后都

有可能因为非烟物质而退货，所以最有效并且节约成

本的措施是从农户到收购环节重视清除非烟物质，也

就是说应从整个生产链的源头端重视消除非烟物质．

总之，若能及时发现并纠问题，则成本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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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２８．

［６］姚源黔．烟梗中重质非烟物质自动分离装置设计［Ｊ］．现

代机械，２０１５（６）：９６－９８．

［７］李佶芸．多管齐下推动非烟物质控制工作［Ｊ］．农业与技

术，２０１３（２）：１９４－１９５．

［８］龙金玉．非烟物质控制中精益管理体系建设对策［Ｊ］．花

卉，２０１５（１３）：１３２－１３３．

［９］赵曼，王戈．加强复烤企业非烟物质控制确保原料保障

上水平［Ｊ］．东方企业文化，２０１３（１２）：１９３．

［１０］周子方，周冀衡．基于非烟物质控制的储烟防霉技术研

究［Ｊ］．物流工程与管理，２０１２，３４（１）：１３４－１３７．

［１１］齐永杰，李群岭，徐文兵，等．论烟叶中非烟物质的来源

与控制［Ｊ］．农业与技术，２０１５，３５（１３）：１８９－１９１．

［１２］张长华，赵红枫，胡伟，等．烟叶原料中主要非烟物质的

成因分析［Ｊ］．中国烟草科学，２０１３（１）：９０－９３．

［１３］黄浩，冯玉龙，刘国敏，等．优化烟叶结构措施对烤烟产

质量及中性香气物质的影响［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１６，

２９（１２）：２８３５－２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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