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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成熟期降雨对烟叶常规化学成分的影响

李　杰１，徐兴阳１，张　龙２，端永明１，杨正权３，李金明３，龙树花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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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正确评估烟叶原料年度间的稳定性，探索烤烟成熟期降雨对烟叶主要化学成分的影响．在石林、寻
甸两地三点同步开展遮雨设施栽培试验，分析不同处理中上部烟叶７项主要化学成分指标的变化规律．结
果表明：１）成熟期适当减少降雨对烟叶品质的形成有利，表现为烟叶烟碱、总氮和石油醚提取物含量有增加
趋势，总糖、淀粉含量和糖碱比有下降趋势，但对两糖差的影响不明显．２）以烤烟打顶后１０ｄ开始减少降雨
量的效果较好，而现蕾期开始减少降雨量的效果次之，但若移栽后持续少雨对烟叶品质的形成则不利．研究
进一步明确了降雨量和降雨时期对烟叶品质形成的影响，并根据气候变化为评估年度间烟叶各项化学指标

稳定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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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烟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是造
就云南优质烟叶品牌的先天条件，云南优质烤烟品

质与其生态因子中的海拔、降雨、日照、温度等有着

密切的关系［１－２］．研究表明，云南烟叶呈现糖含量偏

高，蛋白质、挥发酸、石油醚提取物总量和钾含量偏

低的特点［３－６］，这除了与地区差异有关外，还与种植

品种关系密切［７－８］．在云南烟区内，不同区域烟叶的
化学成分也有较大差异，如保山、临沧、普洱和德宏



等区域，其烟叶钾含量偏高［８］，而这些地方的年降

雨量相对偏多［９－１０］．
昆明烟区年降水量在１０３５ｍｍ左右，处于全省

中等偏低水平，但近年来有逐年减少的趋势［１１］．烤
烟大田烟叶质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为８月，虽常年表
现出多降雨寡日照，但每年的气候又不一致，从而导

致各年度间烟叶质量存在一定的差异，与卷烟配方

要求原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符．为此，本研究通过
８月份烤烟设施栽培，探索此期遮雨（减少降雨量）

对烟叶主要化学成分含量的影响，以期为正确评估

烟叶原料的稳定性影响因素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于 ２０１５年 ７—９月在石林上赵（海拔为

１７００ｍ）、寻甸基地（海拔１８８０ｍ）和寻甸钟灵（海
拔１９００ｍ）同步开展，试验品种为当地主栽品种
Ｋ３２６．土壤基本养分含量见表１．

表１　各试验点植烟土壤基本养分状况

试点 ｐＨ值 有机质／％ 全磷／（ｇ·ｋｇ－１） 全钾／（ｇ·ｋｇ－１） 有效磷／（ｍｇ·ｋｇ－１） 速效钾／（ｍｇ·ｋｇ－１） ＣＬ－／（ｍｇ·ｋｇ－１）

寻甸基地 ７．４０ ３．１０ １．２７ １８．７５ ３８．３４ ２１８．１７ １７．８４

寻甸钟灵 ６．２８ ２．７０ ０．９５ １２．１０ ３３．５７ ２６７．０６ １２．２７

石林上赵 ７．５５ ２．５０ ０．５４ １１．４４ １４．８５ １８５．０５ ７．６１

　　遮雨棚采用铝合金结构，长度和宽度按照小区
长宽各加８０ｃｍ设计，高度按照烟株现蕾期株高 ＋
１００ｃｍ设计，棚膜采用透光率高（约９０％）的白色
膜，仅在试验地降雨时才启用．

１．２　降雨量
２０１５年７—９月石林县、寻甸县降雨量情况见

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５年石林县、寻甸县７—９月降雨量状况 ｍｍ

月份 地点 １候 ２候 ３候 ４候 ５候 ６候 合计

７月
石林 １００．１ ０．０ １．８ １０．６ ４４．１ ４９．１ ２０５．７

寻甸 ９５．０ ０．４ ４７．４ ５．４ ６０．０ ２６．８ ２３５．０

８月
石林 ６４．４ ２８．３ ５．８ １８．５ １９．９ ８４．２ ２２１．１

寻甸 ４６．５ ９０．０ ４３．４ ２４．３ ６３．９ ５６．７ ３２４．８

９月
石林 ８．６ ３９．０ ０．４ ５．２ ０．４ ７．６ ６１．２

寻甸 １７．３ ４１．２ ０．１ ０．０ ０．０ ３１．７ ９０．３

７—９月累计
石林 １７３．１ ６７．３ ８．０ ３４．３ ６４．４ １４０．９ ４８８．０

寻甸 １５８．８ １３１．６ ９０．９ ２９．７ １２３．９ １１５．２ ６５０．１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设处理Ａ（现蕾期开始遮雨）、处理Ｂ（打顶

后１０ｄ开始遮雨）和处理Ｃ（移栽开始一直遮雨，其
中石林上赵试点不安排处理Ｃ）３个不同遮雨时期，
以不遮雨为对照ＣＫ，共计４个处理，每个处理３次
重复，每个重复１个小区，每个小区栽３行６０株烟，
随机完全区组排列．小区按常规生产管理，统一现蕾
期打顶，单株留叶２０片左右．各处理具体如下．

处理Ａ：现蕾期（打顶前１ｄ）开始启用遮雨膜；
处理Ｂ：８月 １日（打顶后 １０ｄ）开始启用遮

雨膜；

处理Ｃ：从移栽开始一直启用遮雨膜；
处理Ｄ（ＣＫ）：不遮雨．

１．４　取样方法
分小区挂牌标记采烤，每小区对中部（Ｃ３Ｆ）和

上部（Ｂ２Ｆ）进行取样．
１．５　测定指标及方法

总糖及还原糖采用连续流动法 ＹＣ／Ｔ１５９—
２００２；烟碱采用 ＹＣ／Ｔ４６８—２０１３；淀粉参照 ＧＢ／Ｔ
５００９．９—２００３；石油醚提取物（简称“醚提物”）采用

８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ＹＣ／Ｔ１７６—２００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烟叶糖质量分数和两糖差
由图１～图６可知，从遮雨时机来看，总糖质量

分数表现为：ｗ（对照 ＣＫ）＞ｗ（处理 Ａ）＞ｗ（处理

Ｂ），ｗ（处理Ｃ）略高于对照，３个试验点的表现基本
一致．换言之，烤烟成熟期降雨量减少会降低烟叶糖
质量分数，且以８月１日（处理Ｂ）下降幅度最大；两
糖差各地表现不尽一致．但若移栽后一直处于无降
雨或少雨（处理Ｃ）的状态，烟叶糖质量分数和两糖
差均会增加．

２．２　烟叶总氮和烟碱质量分数
由图７～图１２可知，从遮雨时机来看，总氮和烟

碱质量分数表现为：ｗ（处理Ｂ）＞ｗ（处理Ａ）＞ｗ（对
照ＣＫ），ｗ（处理Ｃ）则与对照相当，３个试点的表现基

本一致．换言之，烤烟成熟期降雨量减少会增加烟叶
烟碱、总氮质量分数，以８月１日（处理Ｂ）增加幅度
最大；但若移栽后一直处于无降雨或少雨（处理Ｃ）的
状态，则烟叶烟碱和总氮质量分数基本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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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烟叶淀粉质量分数
由图１３～图１５可知，从遮雨时机来看，烟叶淀

粉质量分数表现为：ｗ（对照 ＣＫ）＞ｗ（处理 Ａ）＞
ｗ（处理Ｂ），ｗ（处理 Ｃ）则高于对照，３个试点的表

现基本一致．换言之，成熟期降雨量减少会降低烟叶
淀粉质量分数，以８月１日（处理Ｂ）下降幅度最大；
但若移栽后一直处于无降雨或少雨（处理 Ｃ）的状
态，烟叶淀粉质量分数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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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烟叶醚提物质量分数
由图１６～图１８可知，从遮雨时机来看，烟叶醚提

物质量分数总体表现为：ｗ（处理 Ｂ）＞ｗ（处理 Ａ）＞
ｗ（对照ＣＫ），３个试点的表现基本一致，而ｗ（处理Ｃ）
则规律性不明显．换言之，烤烟成熟期降雨量减少会增
加烟叶醚提物质量分数，以８月１日（处理Ｂ）增加幅
度最大；但若移栽后一直处于无降雨或少雨（处理Ｃ）
的状态，烟叶醚提物质量分数变化规律性不明显．

２．５　烟叶糖碱比
由图１９～图２１可知，从遮雨时机来看，烟叶糖

碱比表现为：对照ＣＫ＞处理Ａ＞处理Ｂ，３个试点的
表现完全一致；而处理 Ｃ则规律性不明显．换言之，
烤烟成熟期降雨量减少会降低烟叶糖碱比，以８月
１日（处理Ｂ）下降最明显；但若移栽后一直处于无
降雨或少雨（处理 Ｃ）的状态，烟叶糖碱比变化规律
性不明显．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结论
８月１日后降雨减少，会最大幅度降低烟叶总

糖、淀粉质量分数和糖碱比，而对两糖差变化规律影

响不明显．若移栽后一直处于无降雨或少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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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糖质量分数、两糖差和淀粉质量分数均会有增

加趋势，但糖碱比变化规律不明显．
８月１日后降雨减少，会最大幅度增加烟叶烟

碱、总氮和醚提物质量分数．若移栽后一直处于无降
雨或少雨的状态，则烟叶烟碱和总氮质量分数基本

维持不变，而醚提物质量分数变化规律性不明显．
３．２　讨论

以往研究表明，云南烟叶呈现总糖质量分数偏

高、石油醚提取物质量分数偏低、糖碱比偏高的特

点［３－６，１２－１３］；另一方面，烟叶中淀粉较多时，会影响

烟叶燃烧速度、燃烧的充分性和香吃味，从而影响烟

叶内在品质［１４－１５］．本研究表明，烤烟成熟期降雨量
的多少对烤烟主要化学成分的影响较大，烤烟成熟

期适当减少降雨可以降低烟叶糖质量分数、糖碱比，

增加醚提物质量分数．
此外，本研究也表明，烤烟成熟期适当减少降雨

则烟叶烟碱和总氮质量分数有增加的趋势．按照国际
优质烟化学成分指标，总氮和烟碱的适宜范围均为

１．５％～３．５％［１６］．本试验条件表明，虽然增加了烟叶
烟碱和总氮质量分数，但均在优质烟合理的范围内．

降雨影响烟叶品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机制，首先

降雨是光、热、水的综合反应，降雨多时，往往对应日

照减少、气温降低、昼夜温差小［１７］．因此，总体而言，
成熟期适当减少降雨有利于烟叶化学成分向好的方

向转化．这一研究结果与成熟期雨水过多对烟叶成熟
及其内在品质不利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１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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