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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索导致昆明烟叶氮碱比失调的原因，弥补制约昆明烟叶质量提升的这一关键短板．采用
以 “烟站”为中心的均衡取样法对昆明烟叶氮碱比协调性现状进行评价，使用烟样 “均一性”法则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各部位烟叶氮碱比协调性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烟叶总氮、烟碱及氮碱比部位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总氮和烟碱单项指标均在合理范围内．但氮碱比普遍表现为下部叶不协调，上
部叶协调性较好，中部叶局部区域不协调．同时，针对可能导致烟叶氮碱比失调的原因及其调控技术措
施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并提出了改善烟叶氮碱比协调性的调控技术措施，对正确评价昆明烟叶氮碱比

现状和改善昆明部分烟区烟叶氮碱比失调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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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氮碱比就是指烟叶总氮与烟碱的比值，即
总氮／烟碱，通常作为衡量烤烟内在品质的一个重要

化学指标．烤烟氮碱比以略≤１为最佳［１］．研究表明，
若氮碱比＞１，会严重影响烟叶的品质，主要表现为



烟叶的香气量、劲头、浓度和刺激性等指标变差，且

影响程度可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２］；配方叶组氮碱

比对配方总体的感官质量和风格影响显著［３］．
近年来，在昆明烟区的局部植烟区域内，出现

了烟叶氮碱比超过１的不协调情况．除了气候条件
影响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目前，
尚未发现系统论述烟叶氮碱比协调性问题及对策的

相关文献．为此，本研究拟对昆明烟区各部位烟叶
氮碱比的变化规律进行分析，找出氮碱比失调的影

响因素，提出改善氮碱比协调性的调控技术措施，

以期为解决昆明烟叶的这一关键质量短板、提升昆

明烟叶品质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２０１７年，在昆明市８个植烟县级区域５３个烟

站抽取烟样 Ｃ３Ｆ进行检测 （检测数据基本特征详

见表１），开展烟叶氮碱比现状的研究．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收集昆明市 ８个植烟县级区

域烤烟主栽品种烟样６０组 （每组含 Ｘ２Ｆ、Ｃ３Ｆ和
Ｂ２Ｆ烟样各 １个），检测其总氮、烟碱和氮碱比
（检测数据及统计结果见表２～表４），开展烟叶氮
碱比分布规律的研究．

１２　试验方法
针对烟叶氮碱比现状的研究，采用以 “烟站”

为中心的 “均衡取样法”，在每个烟站随机挑选６
个村小组的烟叶进行取样．烟叶氮碱比分布规律的
研究，采用烟样 “均一性”法则，即 Ｘ２Ｆ，Ｃ３Ｆ
和Ｂ２Ｆ各６０个烟样，且每组烟样必须是相同烤烟
品种．
１３　数据处理

烟叶氮碱比分布规律的研究，借助 ＤＰＳ软件
对两样本平均数进行 ｔ测验，将 ６０组烟样分成
“Ｘ２Ｆ与Ｃ３Ｆ”“Ｘ２Ｆ与 Ｂ２Ｆ”“Ｃ３Ｆ与 Ｂ２Ｆ”３组
成对数据．对两两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每
组成对数据的 Ｐ值判断部位 （等级）间的差异统

计学意义，统计结果见图１～图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昆明烟叶氮碱比的协调性现状
从表１看出，全市 Ｃ３Ｆ烟叶总氮质量分数平

均为１７５％，烟碱质量分数平均为１９５％，氮碱
比平均为０９１．全市 Ｃ３Ｆ烟叶总体均表现为烟碱
偏低，总氮适宜，氮碱比协调，但从县级区域来

看，寻甸、禄劝和富民的烟叶氮碱比大于１，不协
调，需要重点关注和改进．

表１　昆明烟区２０１７年Ｃ３Ｆ烟叶总氮、烟碱及其协调性的基本统计特征

县级

区域

　　　　　　总氮　　　　　　 　　　　　　烟碱　　　　　　 　　　　　　氮碱比　　　　　　

Ｘ±ＳＤ ＣＶ／％ 偏度 峰度 Ｘ±ＳＤ ＣＶ／％ 偏度 峰度 Ｘ±ＳＤ ＣＶ／％ 偏度 峰度

安宁 ２００±０６８ ３４２ ３８６６ １５８２２ ２２０±０５２ ２３８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２ ０９５±０３４ ３６３ １８５９ ４１９８

石林 １９２±０３７ １９３ ０４５２ －０６０４ ２２０±０６３ ２８５ ０７３４ ０２１２ ０９１±０２１ ２３１ ０８３２ ０９５１

宜良 １５４±０２５ １６０ ０６２２ －００３０ ２１１±０５０ ２３７ －０１１６ ０３６６ ０７７±０２１ ２７２ １３８３ ２１５１

嵩明 １８４±０３４ １８４ １１２３ ０７３２ ２０３±０５０ ２４５ ０３５６ －０１１４ ０９３±０１７ １８４ ０７４５ ０１１８

寻甸 １７５±０３３ １８９ １２５３ １５６４ １８７±０７４ ３９６ １８０４ ５７４８ １０３±０３０ ２９５ ０９５５ ０７５３

晋宁 １５１±０２６ １７１ ０３８６ －０７５６ １８０±０７０ ３８７ ０３９９ －０８０９ ０９４±０３２ ３４０ ０９４９ －０２０７

禄劝 １８１±０３５ １９２ －００７８ －１０３９ １７１±０５７ ３３４ ０４００ －０８７９ １１５±０３５ ３０５ ０８８１ ０７６９

富民 １６６±０１８ １１２ ０９５８ １１６７ １５５±０３６ ２３３ ００３６ －１３９２ １１１±０２２ １９５ ０１７２ －１０８９

２２　各部位烟叶氮碱比的分布规律
２２１　基本统计特征分析

由表 ２～表４可知，各部位烟叶总氮质量分数
的偏度值均在－１与１之间，说明样本内的变异符
合或近似正态分布，但烟碱质量分数 （除 Ｂ２Ｆ）
和氮碱比 （除Ｘ２Ｆ）的偏度值均 ＞１，不符合正态

分布．从烟叶部位来看，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大小排
序均表现为：ＣＶ（Ｘ２Ｆ）＞ＣＶ（Ｃ３Ｆ）＞ＣＶ（Ｂ２Ｆ），
由此说明下部烟叶这３项化学指标的稳定性最差；
从各指标来看，变异系数大小排序几乎均表现为：

ＣＶ（烟碱）＞ＣＶ（氮碱比）＞ＣＶ（总氮），说明这３项
化学指标中烟碱稳定性最差．

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６月



表２　昆明烟区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烟叶总氮质量分数的基本统计特征

部位 样本／个 Ｘ±ＳＤ ＳＥ ＣＶ／％ 偏度 峰度

Ｘ２Ｆ ６０ １７９±０３９ ００５ ２１５３ ０４９５ ０６８０
Ｃ３Ｆ ６０ ２１９±０３２ ００４ １４５４ ０２１８ －０８４４
Ｂ２Ｆ ６０ ２６７±０３６ ００５ １３４２ －０２１２ －０５７１

表３　昆明烟区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烟叶烟碱质量分数的基本统计特征

部位 样本／个 Ｘ±ＳＤ ＳＥ ＣＶ／％ 偏度 峰度

Ｘ２Ｆ ６０ １５３±０６９ ００９ ４５２６ １３５７ ２６５６
Ｃ３Ｆ ６０ ２２９±０６４ ００８ ２８０７ １１６７ ２９０７
Ｂ２Ｆ ６０ ３４８±０８３ ０１１ ２３８９ ００１８ －０２８２

表４　昆明烟区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烟叶氮碱比的基本统计特征

部位 样本／个 Ｘ±ＳＤ ＳＥ ＣＶ／％ 偏度 峰度

Ｘ２Ｆ ６０ １３５±０５１ ００７ ３７７４ ０７７０ ０５９２
Ｃ３Ｆ ６０ １０２±０２８ ００４ ２７６５ １１３９ １４７４
Ｂ２Ｆ ６０ ０８０±０２０ ００３ ２４９２ １０６０ １２９１

２２２　显著性检验

由图 １～图３（图中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可知，各部位烟叶的总氮、烟碱和氮碱比 ３
项指标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从单向指标来看，
总氮和烟碱质量分数基本均在合理范围，而氮碱比

则以上部叶 （Ｂ２Ｆ）较合理，中部叶 （Ｃ３Ｆ）基本
合理，而下部烟叶 （Ｘ２Ｆ）氮碱比指标明显 ＞１，
协调性较差．由此可见，烟叶氮碱比不协调主要表
现为下部叶，其次是中部叶，具体原因主要是总氮

质量分数偏高，而烟碱质量分数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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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烟叶氮碱比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分析

从氮碱比计算公式来看，造成该项指标不协

调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总氮质量分数适中，

烟碱质量分数偏低；二是烟碱质量分数适中，总

氮质量分数偏高．从昆明烟叶化学指标来看，以
烟碱质量分数偏低和总氮质量分数偏高为主要影

响因子．
３１　烟叶烟碱质量分数偏低的原因分析

烟碱总量的 ９９％由根系合成，特别是根尖
０～３ｃｍ长度范围内的根系烟碱合成能力最强，
然后通过木质部向烟株地上部的其他器官或部

位运输［４－７］．据报道［８－１０］，近年来昆明市植烟

土壤中根结线虫的种群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其危害已上升为当地烟叶生产的主要病害，已

经从以往的南方根结线虫为优势种演变为南方

根结线虫、花生根结线虫和爪哇根结线虫并存

的现象，占总根结线虫种类的 ９７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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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结线虫的危害可能是导致烟碱质量分数下降

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据报道［１１］，近年来昆明烟区的基本烟田每

年都在流失，致使实现隔年轮作的目标难以实现，

部分片区烤烟连作现象突出，根部病害严重．另
外，长期施用化肥和化肥施用不当，造成结构不

良、土壤有益微生物减少，最终导致根系发育不

良［１２－１６］．因此，烤烟连作、长期施用化肥和化肥
施用不当等，会导致烟株根系发育不良，养分吸收

不好，这可能是导致烟碱质量分数下降的又一类主

要诱因．
３２　烟叶总氮质量分数偏高的原因分析

研究［１７－１８］表明，氮肥形态会影响烤烟对氮

肥的需求量、利用率和烟叶产质量，铵态氮

（ＮＨ＋４，如碳酸氢铵、硫酸铵、氯化铵、氨水等）

和硝态氮 （ＮＯ－３，如硝酸钠、硝酸钙、硝酸钾
等）各占５０％则有利于促进烤烟产质量形成．但
是，当前昆明烟区烤烟前作较为复杂，有相当一

部分是秋玉米和秋豌豆，而施入的氮肥均为酰胺

态氮 （尿素ＣＯ（ＮＨ２）２）或铵态氮，由于其具有
持效期长的特点，势必影响后作烤烟烟叶中总氮

质量分数．因此，前作的肥料种类选择及施肥不
当可能是烟叶总氮质量分数偏高的主要原因

之一．
另有研究［１９－２０］表明，总氮质量分数随烟叶

成熟度档次的提高而不断减少，但在不同部位的

烟叶中，硝酸还原酶活性表现为中部烟叶含量最

高，下部和上部烟叶含量较低．由此说明，下部
和上部烟叶总氮质量分数偏高是烤烟本身的特性

决定的，但可以通过提高营养水平，适当推迟采

收，提高烟叶成熟度的方式来降低总氮质量

分数．
３３　烟叶氮碱比失调的原因分析

研究［２１］表明，烟叶的氮碱比随叶长、叶宽的

增加而上升，随叶面密度的增加而逐渐下降．因
此，过量施氮导致烟株过量吸收，造成烟株发育过

于充分，这也可能是导致烟叶氮碱比失调的主要原

因之一；而适当让烟株经历干旱等逆境使叶片适当

增厚，可能有利于降低烟叶氮碱比．
还有研究［２２］表明，土壤环境中镉含量的增加

会导致烟叶氮碱比升高，化学成分不协调．镉是影
响烟叶安全性的重金属，种植烟叶必须避开镉超标

的土壤．因此，烟叶氮碱比失调的原因很多，因各
地区域不同而情况各异．

４　烟叶氮碱比的调控技术措施探讨

上述表明，在改善烟叶氮碱比协调性的调控技

术措施中，首先要考虑烟叶种植布局，烟叶种植区

规划必须避开土壤重金属镉超标的区域．另外，还
必须辅以下列栽培技术措施．
４１　针对烟叶烟碱偏低的调控技术措施

１）选择高烟碱品种．目前，生产上尚无这
方面可供选择的优良烤烟品种，但云南省已经通

过 ＴＩＬＬＩＮＧ技术筛选获得调控烟碱合成基因 Ｎｔ
ＪＡＺＩ的突变体材料，并选育出携带ＮｔＪＡＺＩ纯和突
变体的高烟碱定向改良新品系 ＹＮ０１，其烟碱含
量较对照提高４０％，有望取得突破，早日应用于
生产．
２）调整种植密度，适当增加株行距．以往对

降低上部叶烟碱含量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２３－２４］

表明，种植密度与烟叶的长度及烟碱含量呈极显著

的负相关．为此，针对昆明烤烟生产实际，可以将
株行距从原来的１１～１２ｍ×０５ｍ，统一调整为
１２ｍ×０６ｍ，通过适当增加株行距，提高烟叶烟
碱含量．
３）开展根结线虫的防治．目前，市场上已经

有大量防治根结线虫的药剂，各地也开展了相关防

治药剂的筛选和防治方法的研究．如宋辉等［２５］在

临沧耿马勐撒烟区增施腐熟农家肥的基础上，施用

５％神农丹颗粒剂＋０５％肯邦线尊颗粒剂，可以防
治烟草根结线虫病和增加经济效益；闫芳芳等［２６］

在四川攀枝花仁和烟区，采用孔雀草与淡紫拟青霉

两种生防制剂协同作用对烟草根结线虫有较好的防

治效果；但徐兴阳等［１１］研究认为，根结线虫对生

防制剂的敏感性有差异，以金东旺防治花生根结线

虫效果最好，以阿维菌素防治南方根结线虫的效果

最好，而且发现有助于根系发育的哈慈木霉对根结

线虫的防效并不理想．
４）实行科学轮作，克服烟草连作障碍．合

理轮作是克服烟草连作障碍最有效的措施，但

在实际生产中，科学合理的隔年轮作难以实现

的［１０］．为此，烤烟要像解决三七连作障碍一样
开展相关研究［２７］，三七可以采用仿生种植技术

克服连作障碍［２８］，而克服烟草连作障碍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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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目前尚没有系统的研究和报道．当然，腐
熟农家肥及商品有机肥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良

土壤和促进烟株根系发育，可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连作对烤烟生长及产质量的负面影响，应重

视合理应用［２９］．
４２　针对烟叶总氮偏高的调控技术措施

１）实施前作氮肥形态管控．研究［３０］表明，

单纯施用铵态氮或酰胺态氮的处理，烟叶中的总

氮含量高于单纯施用硝态氮或硝态氮与铵态氮等

量配施的处理，施用酰胺态氮和铵态氮会增加烟

叶的总氮含量．为此，我们应对烤烟前作，特别
针对豌豆、油菜、玉米等小春前作应实施氮肥形

态管控，杜绝在小春作物上施用酰胺态氮，最好

施用硝态氮与氨态氮合理混配的复合肥，做到科

学合理施肥．
２）控制氮肥用量、时期，重视水肥耦合技

术的应用．研究［３１］表明，氮肥施用量对烟叶总氮

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烟叶总氮含量与施肥量呈

正相关．另外，昆明烟区移栽期至团棵期，甚至
到旺长初期，常年会出现干旱或花旱现象，施入

的肥料往往不能在烤烟营养生长期内被有效利

用．如果干旱或花旱与氮肥施用过晚以及后期多
雨、低温、寡照叠加，势必会导致烟株后期出现

返青、贪青晚熟，甚至出现黑爆烟，致使烟叶总

氮含量偏高．为此，施肥一定要遵循 “气候肥力

规律”［３２］，在烟株进入旺长初期前将氮肥全部施

完，同时应高度重视水肥耦合技术［３３－３４］，让根

际土壤中的速效氮在烤烟进入下部叶成熟阶段几

乎被耗尽［３５］．
３）推行集中成熟采收模式．可以采取下部、

中部、上二棚和上部４～６片叶集中采收的 “四次

采烤模式”，提高烟叶采收成熟度．有研究［３６－３７］

表明，上部４～６叶片带茎砍收有利于烟叶质量的
提高，但因其费工、费时、成本高、占用空间大等

因素，没有被大面积推广应用［３８］．
４３　用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撑，加大土壤修复和保
护力度

健康的土壤是保障优质烟叶产质量的根本前

提．土壤酸化是化肥长期应用的一个大趋势［１２］，

针对酸性土壤施用石灰改良也是改善烟叶氮碱比

协调性的一项重要措施［３９］．当前，我国将控制化
肥施用量，实现化肥用量零增长作为保护生态环

境的一项主要措施，从而为土壤的修复和保护提

供了政策支撑［４０］．更值得一提是，２０１９年１月１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

实施，从而为土壤的修复和保护提供有力的法律

保障［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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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于方玲．连作对填充型烤烟化学成分和生理特性的

影响 ［Ｄ］．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２０１０．

［１６］刘国顺．国内外烟叶质量差距分析和提高烟叶质量技

术途径探讨 ［Ｊ］．中国烟草学报，２００３，９（增刊１）：

５４－５８．

［１７］冯柱安，彭桂芬．不同氮素形态对烤烟品质影响的

研究 ［Ｊ］．中国烟草科学，１９９８（４）：１１－１５．

［１８］徐茜，彭桂芬，何穗伟，等．不同氮素形态对烤烟

品质影响的研究 ［Ｊ］．烟草科技，１９９７（６）：３８

－４０．

［１９］徐兴阳，廖孔凤，代瑾然，等．不同鲜烟叶成熟度

的组织结构和生理生化研究 ［Ｊ］．云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９（２）：３１３－３２３．

［２０］廖孔凤，徐兴阳，代瑾然，等．２个生态区不同成熟

度烟叶生理生化指标的研究 ［Ｊ］．西南农业学报，

２０１６，２９（２）：２８１－２８７．

［２１］李东亮，许自成，肖洪．烤烟总氮含量和氮碱比与

物理性状的关系分析 ［Ｊ］．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３０（４）：２０７－２１０．

［２２］袁祖丽，马新明，韩锦峰．镉污染对烟草叶片超微

结构及部分元素含量的影响 ［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５，

２５（１１）：２０１９－２０２８．

［２３］上官克攀，杨虹琦，罗桂森．种植密度对烤烟生长

和烟碱含量的影响 ［Ｊ］．烟草科技，２００３（８）：４２

－４５．

［２４］简永兴，杨磊，董道竹，等．种植密度对新 Ｋ３２６上

部烟叶农艺性状及烟碱含量的影响 ［Ｊ］．作物杂志，

２００５（６）：１４－１７．

［２５］宋辉，亚平，杨明文，等．烟草根结线虫病防治药

剂的田间筛选研究 ［Ｊ］．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自然

科学），２０１１，２６（６）：７４０－７４８．

［２６］闫芳芳，曾庆宾，陈寿明，等．孔雀草与淡紫拟青

霉协同作用防治烟草根结线虫效果 ［Ｊ］．安徽农业

科学，２０１６，４４（３０）：８７－８９．

［２７］刘莉，刘大全，金航，等．三七连作障碍的研究进展

［Ｊ］．山地农业生物学报，２０１１，３０（１）：７０－７５．

［２８］朱有勇．利用 “仿生技术”解决中药材连作障碍难题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２９］徐兴阳，戴恩，张俊文，等．符合优质烟叶生产的

“商品”有机肥筛选研究 ［Ｊ］．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５，３７（３）：１－５．

［３０］唐伟杰．水旱土壤中氮素形态变化规律及对烤烟产

质量的影响 ［Ｄ］．长沙：湖南农业大学，２００９．

［３１］夏玉珍，鲁绍坤，王毅，等．种植密度和施肥量对烟

叶生长和质量的影响 ［Ｊ］．农学学报，２０１５，５（２）：

１９－２４．

［３２］张国显，王闷灵，谢德平，等．豫西旱作烤烟优质

稳产的优化水分管理模式研究 ［Ｊ］．干旱地区农业

研究，１９９９（１）：２０－２４．

［３３］张晓海，苏贤坤，廖德智，等．不同生育期水分调控对

烤烟烟叶产质量的影响 ［Ｊ］．烟草科技，２００５（６）：

３６－３８．

［３４］谢会雅．水肥耦合对烤烟养分吸收及烟叶产量和品

质的影响 ［Ｄ］．长沙：湖南农业大学，２００８．

［３５］王东胜，刘贯山，李章海．烟草栽培学 ［Ｍ］．合

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６］徐秀红，王爱华，王传义，等．烘烤期间带茎采收

的烤烟顶叶某些生理生化特性变化 ［Ｊ］．烟草科技，

２００６（６）：５１－５４．

［３７］卢云天．带茎采收及其配套技术对烤烟上部叶可用

性影响研究 ［Ｄ］．福州：福建农林大学，２００６．

［３８］谢已书，武圣江，潘登华，等．不同采烤方式对烤

烟上部６叶烘烤质量及可用性的影响 ［Ｊ］．贵州农

业科学，２０１２，４０（１１）：７７－８１．

［３９］熊德中，李春英．施用石灰对福建低 ｐＨ植烟土壤的

效应 ［Ｊ］．中国烟草学报，１９９９（１）：２５－２９．

［４０］农业部．关于印发 《到２０２０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

动方案》和 《到２０２０年农药使用量零增使用量零增

长行动方案》的通知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０２－１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

［４１］郭薇．《土壤污染防治法》全票通过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

起实施 ［Ｎ］．中国环境报，２０１８－０９－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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