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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成熟度对鲜烟素质和烤后烟叶质量的影响 

刘  辉 1,2，祖庆学 3，王松峰 1，杨双剑 3，黄  宁 3，仙立国 1,2，周建云 3， 

蔡  武 3，高宪辉 4，张  烨 5，孙福山 1* 
（1.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农业部烟草生物学与加工重点实验室，青岛 266101；2.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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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厦门 361000） 

摘  要：为进一步探讨贵阳烟区不同成熟度鲜烟叶素质特点和适宜成熟度特征指标，以云烟 87为试验材料，研究了下中上

3个部位由低到高 3个成熟度鲜烟叶的含水量、色素、主要化学成分，以及烤后烟叶等级结构、化学成分和感官质量的差异。

结果表明，不同部位随着成熟度的提高，鲜烟叶片、叶脉和整叶含水量，叶绿素 a、叶绿素 b、叶绿素、类胡萝卜素含量均

呈逐渐降低趋势，类胡萝卜素/叶绿素逐渐增高，且达到显著差异；总糖、还原糖含量逐渐增加，总氮、烟碱、蛋白质含量逐

渐降低。从不同成熟度的烤后烟叶等级结构、均价、外观质量、化学成分含量和感官质量综合分析表明，下中上 3个部位适

宜成熟度为 XM2、CM2、BM2，即下部烟适宜成熟度外观指标为叶面 60%黄绿色，主脉变白 1/3以上；中部烟为叶面 70 %

黄绿色，主脉变白 1/2以上；上部烟为叶面 80%黄绿色，主脉变白 2/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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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fresh tobacco with different maturity in Guiyang and to reveal indicators 
for their optimal maturity, using Yunyan 87 as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 the quality features (water content, pigment and major 
chemical components) of lower, middle and upper fresh tobaccos with three levels of maturity were investigated. Furthermore, the 
effects of position and maturity on the quality of cured tobacco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maturity, the 
water content of fresh tobacco leaves, veins and whole leaves, as well as the content of chlorophyll a, chlorophyll b, chlorophyll and 
carotenoid gradually reduced, while the ratio of carotenoid to chlorophy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content of total sugar, reducing 
sugar and the total nitrogen gradually increased while the content of nicotine and protein decreased steadily.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leaf grade structure, average price, appearance quality, content and coordination of chemical components, as well as the 
sensory evaluation of the cured tobacco turned out that the appropriate maturity of the lower, middle and upper leaves are XM2, CM2 
and BM2, respectively. Specifically, the appearance index for the lower leaves with optimal maturity is 60% yellowish green leaf area 
and 1/3 white main vein at least; the middle leaves can be harvested with 70% yellowish green leaf area and 1/2 white main vein; the 
upper leaves with appropriate maturity are those with 80% yellowish green leaf area and 2/3 white main vein at least. 
Keywords: flue-cured tobacco; maturity; fresh tobacco quality; flue-cured tobacco quality 
 

鲜烟采收成熟度是指烟叶在田间生长发育到

适于调制加工的成熟程度[1]，它与烤后烟的外观质

量、评吸质量及香气质量等方面密切相关，鲜烟素

质不同，烟叶质量不同[2-5]。鲜烟素质是鲜烟叶自身

具备的特征特性，主要体现在水分、色素含量、化

学成分等方面[6]。鲜烟素质可作为鲜烟采收成熟度

的内在基础与成熟度形成对应关系[7]，孙福山等[8]、

王春凯等[9]根据烟叶的外观特征将不同部位鲜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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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欠熟、适熟、过熟，并通过研究不同成熟度与

烤后烟质量的关系，表明适熟烟叶烤后烟质量最佳。

这些研究结果在烤烟生产过程中应用较广，适宜成

熟度烟叶可以提高烟农收益和工业可用性[10-11]。但

在生产中，由于地域不同，气候、土壤肥力、水分、

栽培方式等有较大差异，适宜成熟度的标准不同[12]，

青烟早采的现象较为普遍，对于烤后烟质量也有不

利的影响。赵铭钦等[13]认为，较低成熟度烟叶采烤

的烤后烟叶化学成分不协调，评吸质量表现为香气

质差、香气量不足，刺激性明显，青杂气略重，潜

在质量特征未充分彰显，烟叶内在品质有较大提升

空间。陈颐等[14]、孙阳阳等[15]认为适熟处理初烤烟

叶产质量最高、内在化学成分最协调、感官评吸质

量最好。针对田间烟叶成熟鲜烟素质研究甚少，采

收适宜成熟度掌握不准等问题，本文以贵阳烟区主

栽品种云烟 87 为材料，研究了不同部位不同成熟

度鲜烟素质差异和烤后烟质量，探讨不同部位不同

成熟度鲜烟素质特点和适宜成熟度外观特征，以达

到提高烤后烟质量的目的。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地点与材料 

试验于 2018 年 7 月至 9 月在贵州省贵阳市开

阳县龙岗镇进行，供试品种为云烟 87，土壤类型为

黄壤，肥力中等，行距 120 cm，株距 50 cm，选取

大田管理规范、长势均匀的烟田，选取下部（4～6

叶位），中部（9～11 叶位），上部（15～17 叶位）

3个部位烟叶为试验材料。 

1.2  试验设计 

依据烤烟生产实际分下（X）、中（C）、上（B）

3 个部位，按照叶色黄绿和主脉变白程度设置 3 个

由低到高成熟度档次，即M1、M2、M3，共 9个处

理，鲜烟外观特征详见表 1。每个成熟度处理分别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完整鲜烟叶 5片，重复 3次。分

别测定每片鲜烟水分、色素含量和主要化学成分。

烘烤试验选取 3竿鲜烟，重复 3次。置于同一烤房

中层进行烘烤，对烤后烟进行分级、外观鉴定、化

学成分检测与评吸。 

1.3   测定项目及方法 

1.3.1  鲜烟叶片、主脉、整叶含水量测定  鲜烟叶

片水分含量的测定采用烘箱法[16]，将叶片与叶脉分 

表 1  不同部位烟叶不同成熟度梯度及主要外观特征 

Table 1  Main appearance features of different parts of 
tobacco leaves of different maturity  

部位 

Leaf location 

处理 

Treatment 

外观特征 

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s 

X 

XM1 叶面 50 %黄绿色，主脉开始变白 

XM2 叶面 60 %黄绿色，主脉变白 1/3以上 

XM3 叶面 70 %黄绿色，主脉变白 1/2以上 

C 

CM1 叶面 60 %黄绿色，主脉变白 1/3以上 

CM2 叶面 70 %黄绿色，主脉变白 1/2以上 

CM3 叶面 80 %黄绿色，主脉变白 2/3以上 

B 

BM1 叶面 70 %黄绿色，主脉变白 1/2以上 

BM2 叶面 80 %黄绿色，主脉变白 2/3以上 

BM3 叶面 90 %黄绿色，主脉基本全白 

 
离，分别称量鲜质量后放置于恒温干燥箱中，在

105 ℃下杀青 15 min，随后于 60 ℃下干燥至恒质

量，分别称量干质量，以含水量=[（鲜质量-干质量）

/鲜质量]×100%公式计算。 

1.3.2  鲜烟色素含量的测定  鲜烟叶色素采用分

光光度法，色素含量以每克鲜样含有的毫克数表示。  

1.3.3  鲜烟主要化学成分测定  鲜烟经杀青烘干

后磨碎，总糖、还原糖按照 YC/T 159—2002方法测

定，烟碱按照 YC/T 160—2002方法测定，总氮按照

YC/T 161—2002 方法测定，淀粉按照 YC/T 216—

2007方法测定，蛋白质按照 YC/T 249—2008方法

测定。 

1.3.4  烤后烟质量评价  感官质量评价由山东中

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7位感官评吸专家按

照企业感官评价方法进行鉴评。主要指标定性描述

包括香韵、劲头和浓度等，定量指标包括香气质（9

分）、香气量（9 分）、杂气（9 分）、余味（9 分）、

燃烧性（5分）、灰色（5分）。 

1.3.5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2019 进行数据处理，

用 SAS 9.4进行方差分析。 

2   结  果 

2.1  不同成熟度对鲜烟素质的影响 

2.1.1  不同成熟度对鲜烟含水量的影响  由表 2可

知，下、中、上 3 个部位烟叶随着成熟度的提高，

其整叶总含水量、叶脉含水量、叶片含水量呈下降

趋势，表现为M1>M2>M3。其中鲜烟下、中部叶的

不同成熟度间叶片含水量，中、上部叶的不同成熟

度间整叶水分含量均呈显著差异。说明随鲜烟成熟

度的提高，鲜烟含水量显著减少，下、中、上 3个 



68                                           中国烟草科学                                    2020年第 41卷 

 

部位均为M2含水量中等。 

2.1.2  不同成熟度对鲜烟色素含量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随着成熟度升高，下、中、上 3个部位的叶

绿素（包含叶绿素 a、叶绿素 b）、类胡萝卜素含量

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且差异显著，表现为M1＞M2

＞M3，但类胡萝卜素下降的趋势相对叶绿素下降趋

势较缓和，故随着同部位成熟度升高，类胡萝卜素/

叶绿素比值逐渐升高，且呈显著性差异，表现为M3

＞M2＞M1。下、中、上 3 个部位均为 M2 色素含

量中等。 

2.1.3  不同成熟度对鲜烟化学成分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随着成熟度提高，总糖、还原糖含量呈上升

趋势，表现为M3＞M2＞M1；总氮、烟碱、蛋白质

呈下降趋势，表现为M1＞M2＞M3，下、中、上 3

个部位均为 M2主要化学成分含量中等；淀粉含量

大致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其中，下部、中部叶的

总糖、还原糖、总氮、烟碱含量在不同成熟度间均

呈显著性差异。上部叶的还原糖、蛋白质含量在不

同成熟度间均呈显著差异。  

 

表 2  不同成熟度鲜烟叶片、叶脉、整叶含水量 

              Table 2  Water content of leaves, veins and whole leaves of fresh tobacco with different maturity          % 
部位 

Leaf location 

处理 

Treatment 

叶脉含水量 

Vein water content 

叶片含水量 

Leaf water content 

整叶含水量 

Total water content 

X  

XM1 89.75a 68.56a 80.77a 

XM2 87.90b 67.66b 78.43b 
XM3 87.14b 65.95c 78.33b 

C 

CM1 87.75a 70.58a 80.73a 

CM2 87.06a 68.67b 79.01b 
CM3 87.02a 67.91c 77.05c 

B 
BM1 86.09a 86.59a 78.83a 
BM2 85.13a 86.01b 78.05b 

BM3 84.07a 85.67b 77.11c 

注：表中同列数字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到显著（p<0.05）水平；表中数字表示为平均数，下同。 

Note：The numb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 the table are marked with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to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ce has reached a significant level(p<0.05) 

and the numbers in the table are expressed as averages. Same as below. 
 

表 3  不同成熟度鲜烟色素含量 

Table 3  Pigment content of fresh tobaccos with different maturity 

部位 

Leaf location 

处理 

Treatment 

叶绿素 a 

Chlorophyll a/ 
 (mg·g-1) 

叶绿素 b 

Chlorophyll b/ 
(mg·g-1) 

叶绿素 

Chlorophyll/ 
(mg·g-1) 

类胡萝卜素 

Carotenoids/ 
(mg·g-1) 

类叶比（类胡萝卜素/叶绿素） 

Carotenoid/chlorophyll 

X 

XM1 0.97a 0.40a 1.30a 0.22a 0.16a 

XM2 0.63b 0.27b 0.91b 0.16b 0.18b 
XM3 0.47c 0.23c 0.70c 0.15c 0.22c 

C 
CM1 0.63a 0.28a 0.91a 0.18a 0.20a 
CM2 0.42b 0.19b 0.61b 0.15b 0.24b 

CM3 0.28c 0.10c 0.38c 0.11c 0.28c 

B 

BM1 0.56a 0.27a 0.83a 0.19a 0.23a 

BM2 0.35b 0.11b 0.46b 0.12b 0.25b 
BM3 0.22c 0.08c 0.30c 0.09c 0.29c 

 

表 4  不同成熟度鲜烟化学成分 

Table 4   Chemical components of fresh tobaccos with different maturity                    % 
部位 

Leaf location 

处理 

Treatment 

总糖 

Total sugar 

还原糖 

Reducing sugar 

总氮 

Total nitrogen 

烟碱 

Nicotine  

蛋白质 

Protein  

淀粉 

Starch 

X 

XM1 3.89c 3.03c 2.08a 1.55a 8.62a 34.9c 

XM2 4.13b 3.27b 1.73b 1.41b 6.75b 41.1a 
XM3 4.46a 3.54a 1.44c 1.27c 5.33b 38.8b 

C 
CM1 4.04c 3.13c 1.77a 1.61a 7.31a 41.6b 
CM2 4.38b 3.39b 1.42c 1.47b 5.66b 47.4a 

CM3 4.63a 3.71a 1.34b 1.33c 5.03b 47.1a 

B 

BM1 4.22b 3.55c 1.32a 1.88a 9.06a 30.5b 

BM2 4.57a 3.70b 1.31b 1.71a 6.65b 44.6a 
BM3 4.65a 3.94a 1.24a 1.68a 4.95c 4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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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成熟度对烤后烟等级结构的影响   

由表 5可知，不同部位鲜烟随着成熟度的提高，

其烤后烟上等烟比例和均价先提高再下降，表现为

M2＞M3＞M1。下部烟以 XM2 的中等烟比例和均

价最高，分别达到 85.54%和 17.86元/kg，均显著高

于 XM1、XM3；中部烟 CM2处理上等烟比例和均

价最高，分别为 76.77%和 28.87元/kg，上等烟比例

显著高于 CM1、CM3，均价显著高于 CM1；上部

烟 BM2处理上等烟比例和均价最高，分别为 62.79%

和 23.23元/kg，上等烟比例显著高于 BM1、BM3， 

均价显著高于 BM1。说明掌握适宜采收成熟度有利

于提高烤后烟等级结构和均价，鲜烟成熟度较低和

较高都不利。  

2.3  不同成熟度对烤后烟质量的影响 

2.3.1  不同成熟度对烤后烟外观质量的影响    

由表 6可知，不同部位不同成熟度鲜烟烤后烟叶成

熟度、结构、身份、油分和色度差异不大，但总分

以 XM2、CM2、BM2 的最高，说明不同部位成熟

度M2比M1、M3的外观质量有一定的改善。 

 
表 5  不同成熟度烤后烟等级结构 

Table 5  Grade structures of cured tobaccos with different maturity 
部位 

Leaf location 

处理 

Treatment 

上等烟比例 

High grade leaf/% 

中等烟比例 

Middle grade leaf/% 

均价/(元·kg-1) 

Average price/(Yuan·kg-1) 

X 
XM1 0.00a 76.13c 13.07c 
XM2 0.02a 85.52a 17.86a 
XM3 0.00a 83.89b 16.82b 

C 
CM1 70.23c 19.59a 24.94b 
CM2 76.77a 6.45c 28.87a 
CM3 75.52b 14.45b 27.80a 

B 

BM1 55.78c 40.62a 19.11b 

BM2 62.79a 31.78c 23.23a 

BM3 60.25b 38.12b 22.02a 

 

表 6  不同成熟度烤后烟外观质量 

Table 6  Appearance quality of flue-cured tobaccos with different maturity 

部位 

Leaf location 

处理 

Treatment 

颜色 

Color(10分)  

成熟度 

Maturity(10分) 

结构 

Structure(10分) 

身份 

Thickness(10分) 

油分 

Oil(10分) 

色度 

Chroma(10分) 

总分 

Composite score(10分) 

X 

XM1 橘-(9.0) 成熟（9.0） 疏松-（8.5） 中等（9.0） 有-（6.5） 中-（4.5） 7.225 

XM2 橘（9.5） 成熟（9.0） 疏松（9.0） 中等（9.0） 有-（6.5） 中（5.0） 8.275 

XM3 橘（9.5） 成熟（9.0） 疏松（9.0） 中等（8.5） 稍有（5.0） 中+（5.5） 7.725 

C 

CM1 橘（9.5） 成熟-（8.5） 疏松（9.0） 中等-（8.5） 有（7.0） 中（5.0） 8.125 

CM2 橘（9.5） 成熟（9.0） 疏松（9.0） 中等（9.0） 有+（7.5） 强（7.0） 8.625 

CM3 橘（9.5） 成熟（9.0） 疏松（9.0） 中等（9.0） 有+（7.5） 中+（5.5） 8.375 

B 

BM1 橘（9.5） 成熟（9.0） 稍密（5.0） 稍厚（7.0） 有+（7.5） 弱+（3.5） 7.525 

BM2 橘（9.5） 成熟（9.0） 稍密-（5.5） 稍厚+（7.5） 有+（7.5） 弱+（3.5） 7.725 

BM3 橘+（9.0） 成熟（9.0） 稍密（5.0） 稍厚+（7.5） 有+（7.5） 弱（3.0） 7.225 

 
2.3.2  不同成熟度对烤后烟主要化学成分的影响  

由表 7可知，不同部位鲜烟随着成熟度的提高，烤

后烟总糖、还原糖、淀粉（除上部）含量呈上升趋

势，表现为M3＞M2＞M1；烟碱、总氮含量呈下降

趋势，表现为M1＞M2＞M3。说明M2处理的主要

化学成分含量中等，趋于适宜。不同部位不同成熟

度烤后烟的主要化学成分两糖比、氮碱比差异不大，

而糖碱比差异较大，总体来看M2、M3的较高，趋

于适宜。 

2.3.3  不同成熟度对烤后烟感官质量的影响  由 

表 8 可知，下部烟感官质量主体香韵均为蜜甜香，

XM3有吸食者不喜好的干草香，XM2浓度中偏浓，

好于XM1、XM3；总分表现为XM2＞XM3＞XM1，

主要表现在香气质、香气量较好，杂气较小，其他

差异不大，综合评价 XM2 较好。中部烟主体香韵

均为蜜甜香，CM3有吸食者不喜好的木香；CM2劲

头适中，浓度中偏浓，均好于 CM1、CM3，总分表

现为 CM2＞CM3＞CM1，主要表现在香气质、香气

量较好，余味较舒适，杂气和刺激性较小，综合评

价 CM2较好。上部烟主体香韵均为蜜甜香，BM2  



70                                           中国烟草科学                                    2020年第 41卷 

 

表 7  不同成熟度烤后烟主要化学成分 

Table 7  Major chemical components of flue-cured tobaccos with different maturity 
部位 

Leaf  
location 

处理 

Treatment 

烟碱 

Nicotine/ 
% 

总糖 

Total sugar/ 
% 

还原糖 

Reducing 
sugar/% 

总氮 

Total  
nitrogen/% 

淀粉 

Starch/ 
% 

两糖比 

Reducing sugar/ 
total sugar 

糖碱比 

Reducing sugar/  
nicotine 

氮碱比 

Total nitrogen/  
nicotine 

X 
XM1 2.13 22.57 15.24 2.18 1.00 0.68 7.15 1.02 
XM2 1.85 31.72 22.62 1.83 2.63 0.71 12.22 0.99 
XM3 1.83 33.70 22.91 1.80 2.89 0.68 12.51 0.98 

C 
CM1 3.04 24.39 23.60 2.04 2.87 0.97 7.76 0.67 
CM2 2.82 29.43 27.24 1.88 4.48 0.93 10.64 0.67 
CM3 2.75 30.33 28.39 1.84 5.50 0.94 10.70 0.67 

B 

BM1 4.76 16.46 15.77 2.87 4.04 0.96 3.31 0.60 

BM2 4.35 19.63 18.82 2.73 3.91 0.96 4.51 0.63 

BM3 4.29 20.51 20.06 2.30 5.45 0.98 4.78 0.54 

 
表 8  不同成熟度烤后烟感官质量 

Table 8  Sensory evaluation of flue-cured tobaccos with different maturity 

处理 

Treatment 

香韵 

Fragrance 

劲头 

Strength 

浓度 

Concentration 

香气质 

Aroma  
quality 
(9) 

香气量 

Aroma  
amount 
(9) 

杂气 

Miscellaneous 
gas(9) 

余味 

Aftertaste 
(9) 

刺激性 

Irritation 
(9) 

燃烧性 

Combustibility 
(5) 

灰色 

Cigarette  
ash(5) 

总分 

Score 
(100) 

XM1 蜜甜香 适中 中等 6.50 6.57 6.50 6.00 6.50 4.00 4.29 64.06 

XM2 蜜甜香 适中 中偏浓 6.86 6.71 6.86 6.43 6.57 4.00 4.00 65.76 

XM3 蜜甜香、干草香 适中 中等 6.50 6.64 6.43 6.43 6.71 4.00 4.00 64.62 

CM1 蜜甜香 较大 中等 6.14 6.14 6.07 6.14 6.29 4.00 4.00 61.57 

CM2 蜜甜香 适中 中偏浓 6.50 6.50 6.36 6.25 6.36 4.00 4.00 62.02 

CM3 蜜甜香、木香 较大 中等 6.29 6.36 6.14 6.07 6.14 4.00 4.00 61.90 

BM1 蜜甜香、木香 适中 中等 5.00 5.57 5.00 5.21 5.00 4.00 4.00 53.63 

BM2 蜜甜香、清香 适中 中等 5.64 6.07 5.43 5.43 5.07 3.93 4.00 56.46 

BM3 蜜甜香 适中 中等 5.93 6.29 5.86 5.79 5.21 3.93 4.00 58.73 

 
还有吸食者喜好的清香；总分表现为 BM3＞BM2＞

BM1，主要表现在香气质、香气量较好，杂气和刺

激性较小，说明 BM2香韵较好，BM3总分较高。 

3  讨  论 
不同烟叶成熟度，其鲜烟含水量、色素和主要

化学成分等素质不同，本文试验结果表明，随着烟

叶成熟度的提高，鲜烟含水量、色素含量逐渐减少，

类胡萝卜素/叶绿素逐渐增高，总糖、还原糖含量逐

渐增加，总氮、烟碱、蛋白质含量逐渐减少。这与

高宪辉等[7]、张烨等[17]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不同

烟区不同成熟度鲜烟素质指标也有一定差异。 

不同鲜烟素质与烟叶质量有密切相关，一般认

为成熟鲜烟含水量 80%~90%，鲜烟含水量过高易挂

灰，过低易出现青筋青片，故含水量适中有利于提

高烤后烟质量[1]。苏宇等[18]认为成熟期叶绿素 a、类

胡萝卜素与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变化显著负相关，但

类胡萝卜素与还原糖的含量变化显著正相关，叶绿

素含量较高对烟叶品质不利，类胡萝卜素含量较高

有利于烟叶品质形成[19]。贾琪光等[20]认为，鲜烟化

学成分适中，烤后烟叶质量最好。相关研究认为[21-22]，

适宜成熟度烟叶的烤后烟化学成分最协调，感官质

量最好，均价最高。崔国民等[23]、赵石兰等[24]、彭

玉富等[25]研究表明，随着采收成熟度的提高，烤后

烟的等级结构、感官质量呈先提高后下降趋势，达

到适熟标准时，烤后烟质量最好。本试验中，下、

中、上 3 个部位以 XM2、CM2、BM2 适宜成熟度

鲜烟含水量、色素和主要化学成分含量在中等值，

烤后烟等级结构和感官质量评价也为最好。说明了

鲜烟成熟度偏低、偏高，鲜烟素质不协调，对烟叶

品质的形成也不利，这对根据不同鲜烟素质特点预

判烤后烟质量提供了一定理论基础。 

4  结  论 
本试验研究表明，不同部位不同成熟度鲜烟素

质特点有一定差异，同一部位随着成熟度提高，鲜

烟叶片、叶脉、整叶含水量，以及叶绿素（叶绿素

a、叶绿素 b）和类胡萝卜素含量均呈下降趋势，类

胡萝卜素与叶绿素叶比值呈上升趋势；鲜烟主要化

学成分中总糖、还原糖含量呈上升趋势，总氮、烟

碱、蛋白质含量呈下降趋势。不同成熟度烤后烟质

量有一定差异，以烤后烟等级结构、均价和感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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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为主综合分析，不同部位鲜烟采收适宜成熟度主

要外观指标下部烟为叶面 60 %黄绿色，主脉变白

1/3以上；中部烟为叶面 70 %黄绿色，主脉变白 1/2

以上；上部烟为叶面 80 %黄绿色，主脉变白 2/3以

上。这对烤烟不同部位鲜烟素质分类和适宜成熟度

外观特征指标有一定指导和应用价值。针对鲜烟素

质的评价指标尚有待于深入研究，这也是今后研究

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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