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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推广烤烟品种（系）烟叶致香物质
和风格特色的差异

杨立均１，翟文汇１＊，薛超群２，郭传滨３，王建伟２，奚家勤２

（１．河南省烟草公司 驻马店市公司，河南 驻马店４６３０００；２．中国烟草总公司 郑州烟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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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明确驻马店烟区推广种植的５个不同烤烟品种（系）致香物质含量和风格特色的差异，对其
烤后烟叶的致香物质含量和风格特色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不同烤烟品种（系）间烟叶类胡萝卜素降
解产物、美拉德反应产物、类西柏烷降解产物、芳香族氨基酸降解产物含量均有差异。云烟８７、中烟１００
烟叶类胡萝卜素降解产物、美拉德反应产物、芳香族氨基酸降解产物含量较高，ＮＣ８９、秦烟９６和优选１号
烟叶类西柏烷降解产物含量较高。中烟１００、云烟８７和优选１号的总致香物质含量和风格特色程度得分
较高，其次为ＮＣ８９，秦烟９６风格特色程度得分最低。中烟１００、云烟８７和优选１号可选作驻马店烟区今
后的主推烤烟品种（系），比目前主栽品种ＮＣ８９更有利于彰显烟叶风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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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优质烟叶开发是我国烤烟生产发展的重要

方向。烟叶风格特色的形成是生态因素、品种因素

和栽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生态因素决定了

烟叶风格特色的类型，品种因素影响烟叶风格特色

的显示度［１－８］。河南省驻马店烟区被 国 家 烟 草 专 卖

局定为全国优质烟叶开发基地之一，在该烟区选择

彰显风格特色的烤烟品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烟叶致香物 质 是 影 响 烟 叶 风 格 特 色 的 重 要 化 学 成

分［１－８］。以往有关烤烟品种（系）烟叶致香物 质 含 量

的报道较多［９－１２］，但 针 对 驻 马 店 烟 区 烟 叶 风 格 特 色

的研究 较 少。因 此，选 取 驻 马 店 烟 区 目 前 推 广 的

４个烤烟品种和１个烤烟品系（河南省烟草公司 驻

马店市公司自育），对其烤后烟叶致香物质和风格特

色进行分析比较，旨在明确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

致香物质含量的差异，为驻马店烟区选择彰显风格

特色的烤烟品种提供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选取驻马店烟区目前推广的优良烤烟品种云烟

８７、ＮＣ８９（主 栽 品 种）、中 烟１００、秦 烟９６以 及 河 南

省烟草公司驻马店市公司自育的烤烟品系优选１号

作为参试烤烟品种（系）。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于２００９年设在驻马店市确山县石 滚 河 镇

辛庄村。试验田地势平坦，土壤为黄褐土，肥力中等

均匀，土 壤ｐＨ 值６．６３，有 机 质１１．８ｇ／ｋｇ，碱 解 氮

８５．０５ｍｇ／ｋｇ，速效磷１５．７８ｍｇ／ｋｇ，速效钾１２５．６５

ｍｇ／ｋｇ。试验田施腐熟饼肥、烟草专用复合肥（Ｎ∶

Ｐ２Ｏ５∶Ｋ２Ｏ＝１５∶１５∶１５）、过 磷 酸 钙、硫 酸 钾、硝

酸钾分 别 为３００、３７５、３００、１５０、７５ｋｇ／ｈｍ２，即 纯 氮

７５ｋｇ／ｈｍ２，Ｎ∶Ｐ２Ｏ５∶Ｋ２Ｏ＝１∶２∶３。

按照不同参试烤烟品种（系）设置５个处理，采

用单因子完全随机区组排列，重复３次，每小区面积

６６６．７ｍ２。４ 月 １８ 日 移 栽，行 距 １．２ ｍ、株 距

０．５ｍ。初花期打 顶，单 株 留 叶 数１９～２０片。除 处

理不同外，其他生产管理措施按当地优质烟生产技

术规范操作。取 每 小 区 烤 后 中 部 叶（１１～１３位 叶）

各３．０ｋｇ，用于致香物质检测。

１．３　测定项目与方法

１．３．１　致香物质的提取和测定　致香物质的提取

采用同时蒸 馏 萃 取 法［１３－１４］。称 取 烟 末２０．０ｇ置 于

１　０００ｍＬ平底烧瓶中，加入３５０ｍＬ蒸馏水、９０ｇ氯

化钠，将烧瓶安置于同时蒸馏萃取仪的左侧，然后向

１００ｍＬ平底烧瓶中加入４５ｍＬ二 氯 甲 烷，置 于 同

时蒸馏萃取仪的右侧，待蒸馏水沸腾后进行同时蒸

馏萃取２ｈ，向 试 验 所 得 的 二 氯 甲 烷 萃 取 相 中 加 入

９ｇ无水硫酸钠，并干燥过夜。将干燥后的萃取液转

移至浓缩瓶中浓缩至１ｍＬ，加入１０μＬ内标乙酸苯

乙酯，即为ＧＣ－ＭＳ分析液。

致香物质含量采用气相色谱－质谱（ＧＣ－ＭＳ）联

用仪测定［１３－１４］。气相色谱仪为 ＡＴ－７８９０Ａ型，质 谱

仪为ＡＴ－５９７５Ｃ型。ＧＣ条件：毛细管柱为ＨＰ－ＵＬ－
ＴＲＡ２（５０ｍ×０．２ｍｍ×０．３３μｍ）；进样口温度２８０

℃；分流比１０∶１；进样量１．０μＬ；升温程序为初温

６０℃，保持１ｍｉｎ，２℃／ｍｉｎ升温到２８０℃，保持２０

ｍｉｎ。ＭＳ条件：离子源温度２３０℃；四极杆温度１５０

℃，选择离子检测。致香物质由ＧＣ－ＭＳ鉴定结果和

Ｗｉｌｅｙ库检索定性，采用内标法定量。

１．３．２　风格特色的感官评价　按照烟草及烟草制

品感官评价方法（ＹＣ／Ｔ１３８－１９９８），由郑州烟草研

究院评吸委员会１０位评委进行风格特色感官鉴定。

评分标准（分）为：香型风格分为浓香型、中间型、清

香型，分别包 括 强（１００～７６）、较 强（７５～５１）、较 弱

（５０～２６）、弱（２５～１）４个程度。口感特色分为焦甜

感、回 甜 感、清 甜 感，包 括 明 显（１００～７６）、较 明 显

（７５～５１）、较不明显（５０～２６）、不明显（２５～１）４个

程度。

１．４　数据处理

利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统 计 软 件 进 行 ＬＳＤ和 Ｄｕｎ－
ｃａｎｓ分析，比较各处理间差异显著性［１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的类胡萝卜素降解产

物含量比较

为便于分析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致香物质含

量的差异，把所测定的致香物质按前体物不同进行

分类［１６－１７］，可分为类胡萝卜素降解产物、美拉德反应

产物、类西柏烷降解产物和芳香族氨基酸降解产物

４类。类胡 萝 卜 素 降 解 产 物 包 括β－大 马 酮、β－紫 罗

兰酮、香叶基丙酮、金合欢基丙酮、二氢猕猴桃内酯、

异佛尔酮、氧 化 异 佛 尔 酮、β－二 氢 大 马 酮、巨 豆 三 烯

酮 （４个 异 构 体）、６－甲 基－５－庚 烯－２－酮 等，对 烟 叶 香

味品质有重要影响［１７］。由图１可见，不同烤烟品种

（系）烟叶 的 类 胡 萝 卜 素 降 解 产 物 含 量 表 现 为 云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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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中烟１００＞ＮＣ８９＞优 选１号＞秦 烟９６。与 主

栽品种ＮＣ８９相比，云烟８７和中烟１００烟叶类胡萝

卜素降解产物含 量 分 别 增 加２０．０７％和６．４５％，优

选１号和秦烟９６烟叶的类胡萝卜素降解产物含量

分别降低８．５３％和１０．９６％。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品种间差异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下图同

图１　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的类胡萝卜素降解产物含量

２．２　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的美拉德反应产物含

量比较

美拉德反应 产 物 包 括 糠 醛、５－甲 基 糠 醛、糠 醇、

２－乙酰呋喃等，其中多种物质具有特殊的香味，烟叶

醇化后的坚果香、甜香等优美香气与这些化合物有

很大的关系［１７－１８］。图２显示，不同烤烟品种（系）烟

叶的美拉德反应产物含量表现为云烟８７＞中烟１００
＞秦烟９６＞优选１号＞ＮＣ８９，其中，云烟８７与中烟

１００差 异 不 显 著，但 显 著 高 于 秦 烟９６、优 选１号、

ＮＣ８９。云烟８７、中烟１００、秦烟９６和优选１号烟叶

的美拉德反应产物含量分别比主栽品种ＮＣ８９增加

６２．４０％、３３．１８％、１２．７８％和８．００％。

图２　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的美拉德反应产物含量

２．３　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的类西柏烷降解产物

含量比较

类 西 柏 烷 降 解 产 物 中 茄 酮 是 代 表 性 的 致 香 物

质，其影响烟香味的底韵，具有胡萝卜、甘草的甘甜

香和口感饱满丰富的特征［１７－１８］。在５个参试烤烟品

种（系）中，烟叶类西柏烷降解产物含量表现为秦烟

９６＞ＮＣ８９＞优选１号＞中 烟１００＞云 烟８７，其 中，
秦烟９６、ＮＣ８９、优 选１号 间 差 异 不 显 著，但 三 者 均

显著高于云烟８７（图３）。

图３　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的类西柏烷降解产物含量

２．４　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的芳香族氨基酸降解

产物含量比较

芳香族氨基酸降解产物包括苯甲醇、β－苯乙醇、
苯甲醛、苯 乙 醛 等，对 烤 烟 的 果 香、清 香 贡 献 较

大［１７－１８］。图４表明，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的芳香

族氨基酸降解产物含量依次为中烟１００＞云烟８７＞
优选１号＞ＮＣ８９＞秦烟９６，其中，中烟１００、云烟８７
显著高于ＮＣ８９、优选１号、秦烟９６，且ＮＣ８９、优选

１号显著高于 秦 烟９６。与 主 栽 品 种 ＮＣ８９相 比，中

烟１００、云烟８７和优选１号烟叶的芳香族氨基酸降

解产物含量分别增加３４．７１％、３３．６３％和１５．３９％，
而秦烟９６降低２６．４９％。

图４　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的芳香族氨基酸降解产物含量

２．５　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的总致香物质含量比较

从图５可以看出，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的总

致 香 物 质 含 量 表 现 为 云 烟８７＞中 烟１００＞优 选

１号＞ＮＣ８９＞秦烟９６，且各品种间差异显著。与主

栽品种ＮＣ８９相比，云烟８７、中烟１００和优选１号烟

叶总致 香 物 质 含 量 分 别 增 加１７．３５％、１１．５５％和

３．７１％，而秦烟９６降低６．７２％。

图５　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的总致香物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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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风格特色的差异分析

从表１可以 看 出，５个 烤 烟 品 种（系）烟 叶 的 香

型风格均为浓香型，口感特色均为焦甜，风格特色没

有明显差异。其 中，中 烟１００、云 烟８７和 优 选１号

风格特 色 程 度 得 分 较 高，ＮＣ８９次 之，秦 烟９６风 格

特色程度得分最低。

表１　不同烤烟品种（系）烟叶风格特色的感官评价

品种（系）
香型风格

香型 程度／分

口感特色

甜感类型 程度／分

ＮＣ８９ 浓香 ７５ 焦甜 ７０
中烟１００ 浓香 ８０ 焦甜 ７５
云烟８７ 浓香 ８０ 焦甜 ７５

优选１号 浓香 ８０ 焦甜 ７５
秦烟９６ 浓香 ７０ 焦甜 ６５

３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不同烤烟品种（系）间烟叶的

类胡萝卜素降解产物、美拉德反应产物、类西柏烷降

解产物、芳香族氨基酸降解产物含量均有差异，且部

分达到了显著水平。云烟８７、中烟１００烟叶类胡萝

卜素降解产物、美拉德反应产物、芳香族氨基酸降解

产物含量较高，ＮＣ８９、秦烟９６、优选１号烟叶的类西

柏烷降解产物含量较高。同一生态条件下不同烤烟

品种（系）烟叶致香物质类群的含量差异性可能是烤

烟基因型的遗传基础不同所导致［７－１２］。在本试 验５
个参试烤烟品种（系）中，中烟１００、云烟８７和优选１
号的总 致 香 物 质 含 量 和 风 格 特 色 程 度 得 分 较 高，

ＮＣ８９次之，秦烟９６最低，提示中烟１００、云烟８７和

优选１号可 选 作 驻 马 店 烟 区 今 后 的 主 推 烤 烟 品 种

（系），比目前主栽品种 ＮＣ８９更有利 于 彰 显 烟 叶 风

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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