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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配方模块主要内在品质灰色关联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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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灰色关联度法对烟叶配方模块主要内在品质与综合评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与综

合评分之间的关联度依次为总糖质量分数>还原糖质量分数>糖差>糖碱质量比>烟碱质量分

数>总氮质量分数>钾质量分数>氮碱质量比>氯质量分数，为配方模块设计的优化和完善提供

了科学理论依据和分析方法，对烟叶模块品质进行了科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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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y System Analysis on Inner Quality of Tobacco Blending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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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the inner quality of blending module tobacco and the integral rating were

investigated by way of grey correlation degree．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rder Of relational

grades of main qualitative characters is total sugar>reductive sugar：>sugar>the ratio of sugar to

nicotine二>nicotine：>total nitrogen>the potassium content>the ratio of nitrogen to nicotine：>the

chlorine content．The results presented here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e and a analytical way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design for blending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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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是卷烟工业的基础，烟叶品质的好坏直接

影响卷烟的品质[1]。烟叶的化学成分决定烟叶的

质量，适宜的化学成分及量比例对烟叶的评吸品质

影响较大‘引。烟叶化学成分与烟叶品质关系的研

究一直是烟草化学家关注的主题n]。而随着卷烟

工业对原料的不断需求，配方打叶将是今后烟草加

工的必由之路。目前，配方打叶研究在国内还处于

起步阶段，烟叶配方模块的主要化学成分与评吸品

质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本试验中对烟叶配方模

块的主要化学成分与综合评分的关联度作了研究，

初步摸清与综合评分关联度大的化学成分，以利于

优化和完善模块配方设计，提高模块烟叶可用性，

以及对烟叶配方模块品质进行科学的评价。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来自我国著名学者邓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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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于1982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的灰色系统理

论‘4-51。其具有表格化、计算简便、精确度和量化程

度高等优点，现已在社会、经济预测和农业科学中

广泛应用。笔者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烟叶配

方模块主要内在品质进行了关联度分析。

1材料与方法

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2007年贵州不同地区不

同烟叶配方模块已加工片烟作研究对象，进行化学

成分分析和感官品质评吸，总计32份，分析的化学

成分主要为总糖、还原糖、烟碱、氯、总氮，钾。以及

化学成分衍生出的化学均匀性指标糖碱质量比，氮

碱质量比，糖差。综合评分由有经验的烟叶原料研

究和配方人员组成，人数7人，根据送检烟样香气

质、香气量、杂气、刺激性、吃味、劲头等感官评吸指

标分别评分，而后累计获得综合评分。

烟叶化学成分的分析检测依据：水溶性糖的测

定参照YC／T 159--2002；烟碱的测定参照YC／T

160--2002；总氮的测定参照YC／T 161—2002；氯

的测定参照YC／T 162—2002；钾的测定参照LY／T

1270--1999。仪器：Futura多通道连续流动分析

仪，法国ALLIANCE公司制。

各模块产地及组成见表1。按照灰色关联度分

析的要求，将32个烟叶配方模块的综合评分、6个

化学成分以及3个化学成分均匀性指标视为一个

总体，即灰色系统。设综合评分为参考数列X。，总

糖质量分数、还原糖质量分数、氯质量分数、烟碱质

量分数、总氮质量分数、钾质量分数、糖碱质量比、

氮碱质量比及糖差分别为比较数列X。、X：、X。、

X。、Xs、X。、X，、X。、X。，将各数据平均值列入表2。

数据处理由DPS数理处理系统进行印]。

表1各烟叶模块产地及组成

Tab．1 Origination and compositions of tobacco blending module

躺磅X／啊X弦／该X／—X耵／蕊X／—X／F蓼飞XrF蕈
化学指标 撞△

1％ 2％ 3％ 4％ 5％ 6％ X7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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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与分析

由DPS数理处理系统分析，结果见表3。总糖

质量分数、还原糖质量分数、烟碱质量分数、氯质量

分数、总氮质量分数、钾质量分数6个化学成分量

指标，以及糖碱质量比、氮碱质量比、糖差3个化学

成分均匀性指标与综合评分的关联度排序结果：总

糖质量分数(0．473 73)>还原糖质量分数

(O．459 02)>糖差(0．417 56)>糖碱质量比

(0．416 63)>烟碱质量分数(o．412 87)>总氮质量

分数(0．404 26)>钾质量分数(0．367 92)>氮碱质

量比(0．350 52)>氯质量分数(o．332 24)。根据关

联度分析原则——“联度大的数列与参考数列最密

切，关联度小的数列与参考数列关系较远”可知，与

综合评分关联度最大的是总糖质量分数和还原糖

质量分数，其次是糖差和糖碱质量比，其下依次是

烟碱质量分数，总氮质量分数，钾质量分数，氮碱质

量比和氯质量分数。

表3各指标与综合评分的关联度

Tab．3 Analysis of degree of grey inciden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index and synthesis score

关联系数

G(综合评分)
关联度排序

总糖质量分数=0．473 73， 烟碱质量分数一0．412 87，糖碱质量比=0．416 63

还原糖质量分数=0．459 02，总氮质量分数=0．404 26，氮碱质量比=0．350 52

氯质量分数=0．332 24， 钾质量分数一0．367 92， 糖差=0．41 7 56

总糖质量分数>还原糖质量

分数>糖差>糖碱质量比>

烟碱质量分数>总氮质量分
数>钾质量分数>氮碱质量

比>氯质量分数

3 讨 论

在实际的模块配方设计过程中，按照配方模块

设计原则，通过模块各组成烟叶的评吸结果，结合

各主要化学指标，重点考察总糖质量分数、还原糖

质量分数、烟碱质量分数等化学指标，以及化学成

分衍生出的化学均匀性指标糖差和糖碱质量比，组

配模块烟叶，以利于提高配方模块烟叶的综合评吸

品质和单等级烟叶的可用性，为模块配方打叶的优

化和完善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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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项指标与综合评分的关联度看，与综合评

分之间的关联度依次为总糖质量分数>还原糖质

量分数>糖差>糖碱质量比>烟碱质量分数>总

氮质量分数>钾质量分数>氮碱质量比>氯质量

分数，与前人研究的单等级烟叶各化学成分与综合

评分的关联性基本一致[7_9]，总糖质量分数、还原糖

质量分数、糖差和糖碱质量比均表现为与综合评分

关联度最大的前4项指标，说明模块烟叶与单等级

烟叶有着相同的关联度变化规律。对于烟叶配方

模块与单等级烟叶应重点控制总糖质量分数、还原

糖质量分数、糖差和糖碱质量比4个化学指标，而

在实际的模块设计中，主要以烟碱质量分数作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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