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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工艺学》实验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        学时：40        实验学时：3     学分：2.5 

 

一、课程性质和任务 

《卷烟工艺学》是烟草专业的核心专业课之一，为了促进烟草行业的科技进

步，提高烟草原料和卷烟产品的质量安全性，既满足消费者的要求，又对消费者

健康负责。故它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其主要任务是：一是对烟叶原料的评吸，鉴

定烟叶品质的优劣；二对卷烟产品的评吸，评定卷烟质量的优劣。 

二、教学内容和方法 

（一）评吸工作的分类 

  烟草行业的评吸工作分为四类： 

  一是单料烟的评吸，其目的是鉴定烟叶质量的好坏，以指导烟叶种植、配方

和发酵工艺的改进。 

  二是叶级配方的评吸，多用于新产品开发和老产品改造工作，其目的是为了

调整和改进叶级配方。 

  三是加料加香的评吸，其主要目的是选择适宜的加料加香品种及合理的使用

比例。 

  四是产品对比评吸，一是指同一牌号不同生产日期或配方调整、工艺改进的

产品；二是指同类型、同等级、不同牌号产品的对比评吸。其目的是检验产品质

量的稳定性，以便于更新改造。 

（二）何谓感官评吸 

  烟草及其制品的评吸，主要是通过感官评吸进行评价。感官评吸就是指通过

人体感官司去感受烟气的作用，即通过人体的嗅觉、味觉感受去品评产品内在质

量的优劣。当然，这些感官的感受还要通过神经系统、大脑的记忆、语言的表达

去完成，而且必须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参与评吸或工作。 

（三）评吸基本功 

  一个“瘾君子”可以品评卷烟，但称不上评吸人员，只有经过感官训练后才

能担当评吸工作。而一个优秀的评吸工作者，不仅应该具备良好的味觉、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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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感官功能以及健康的身体，而且还要有勤学苦练、长期实践的经验积累，要

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强的记忆能力。 

一个优秀的评吸人员，应该具备以下三个基本功： 

1. 准确性。对烟气质量作出准确的判断，并能运用专业的词汇正确描述； 

2. 灵敏性。感觉器官对烟气的感受灵敏度高，能鉴别出香味、吃味的变化，包

括加料、加香的变化。 

3. 再现性。在对同一样品的反复评吸中，能做到各次判断，评价结果基本一致。 

三、教学目的要求 

1、色泽鉴定 

  色泽是对烟叶或烟丝呈现出的颜色与光泽的总称，色泽鉴定是用视觉感受来

完成的。单料烟的色泽，应根据国标规定的各类型烟叶等级进行判断和描述。 

  卷烟产品的色泽，应根据国标规定的各类型产品等级进行判断打分。鉴定时

要求整盒检验其光泽，不能剥开烟支或在光线下对一支、几支进行观察打分，更

不能在有颜色的光线或阳光直射下观察。 

2、香气质量鉴定 

  香气质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香气的质，二是香气的量。二者兼顾，综合评

价。香气质量鉴定是通过嗅觉感受和味觉感受完成的，质的好坏靠鼻腔去判断，

量的多少由整个口腔去衡量。香气分为头香（嗅香、包装香）、支流香气和主流

香气三种。头香指未燃烧时散发出的香气；支流香气指点燃后烟支在自然燃烧过

程中散发出的香气；主流香气是指点燃后抽吸烟支所感觉的香气。 

3、杂气鉴定 

  杂气是指烟气中含有的令人感到不愉快的气息。杂气的鉴别是由鼻腔感受来

完成的。 

  杂气的产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烟叶本身固有的，如木质气、生青气、枯焦

气等；一是外界污染的，如不良加香产生的化妆品气息，环增因素产生的汽油、

药物等等气息。 

4、谐调鉴定 

  谐调指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烟气类型的谐调，指叶组配方时使用的各类型

烟叶和各香型烟叶的香气谐调；二是指加料加香物质香气与烟叶香气的谐调。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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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鉴定靠鼻腔感受完成。在产品的评吸中，不仅要从加料加香方面衡量香气，还

要考虑烟气类型的协调与否。 

  谐调鉴定对单料烟的评吸无意义。 

5、余味鉴定 

  余味是指烟气呼出后，在口腔内的残留物。余味鉴定要靠舌头的感受来判断，

如对酸、甜、苦、辣、涩的味觉，对加香加料残余物的反应程度。 

6、刺激性鉴定 

  刺激性是指烟气对感官的冲击。在感受上分为口腔刺激、鼻腔刺激和喉部刺

激三种。其感受就像在上腭、喉部和鼻腔有一种扩散的、单一的（类似无数针尖

在扎）冲击感。刺激性大的，在口腔似有“辣”味，在鼻腔会使人流泪或有流泪

感，在喉部会使咽喉紧缩引起咳嗽。刺激性鉴定靠口腔、鼻腔、咽喉三部分器官

来完成。 

  烟气的刺激性主要是由卷烟中酸性过大和碱性过大而产生的，同时与烟支的

水分、松紧程度等也有关。烟支的水分大则刺激性小；另外还与评吸者抽吸量和

进出气速度有关。 

7、生理强度鉴定 

  生理强度俗称“劲头”，与烟气浓度和香气量有关。就烟叶来讲，体现出烟

碱含量的多少；就产品来讲，代表着一个产品的风格。在评吸中生理强度不作为

质量指标进行打分。感受生理强度的强弱或大小，由喉部去完成。其特征是：劲

头大的仿佛有一硬物“顶”在喉部而咽不下去；劲头不太大的则“半推半就”勉

强放行；劲头小的则可顺利下咽通过。评吸人员应特别注意把生理强度与刺激性

区分开。 

四、考核方式及办法 

  对评吸人员的基本功要求中，不仅要求对烟气质量做出准确判断，而且要求

评吸人员能够运用专业术语正确描述。因此，熟悉专业术语并理解其含义是很重

要的。目前，国标规定的评吸术语大体有 24个，分述如下： 

1.油润：烟丝光泽鲜明，有油性而发亮。 

2.香味：对卷烟香气和吃味的综合感受。 

3.香味清雅：香味飘溢，幽雅而愉快，远扬而留暂，清香型烤烟属此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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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香味浓馥：香味沉溢半浓，芬芳优美，厚而留长，浓香型烤烟属此香味。 

5.香味丰满：香味丰富而饱满。 

6.谐调：香味和谐一致，感觉不出其中某一成分的特性。  

7.充实：香味满而富有，实而不虚，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出来。但比半满差一些，

即富而不丰，满而不饱。 

8.纯净：香味纯正，洁净不杂。 

9.清新：香味新颖，有一种优美而新鲜的感受 

10.干净：吸食后口腔内各部位干干净净，无残留物。 

11.舌腭不净：吸食后在口腔、舌头、喉部等部位感受有残留物。 

12.醇厚：香味醇正浓厚，浑圆一团，给人一种圆滑满足的感受。 

13.浑厚：香味浑然一体，似在口腔内形成一实体，并有满足感。 

14.单薄：香味欠满欠实。  

15.细腻：烟气粒子细微湿润，感受如一下子滑过喉部，产生愉快舒适感。 

16.浓郁：香味多而富，芳香四溢，口腔内变有饱满感。 

17.短少：香味少而欠长，感觉到了，但不明显。 

18.充足：香味多而不欠，但却不优美丰满。 

19.淡薄：香味淡而少、轻而虚，感觉不出主要东西。 

20.粗糙：感受烟气似颗粒状，毛毛的，产生不舒适感。 

21.低劣：香味粗俗少差，虽有烟味但不产生诱人的感受。 

22.杂气：不具有卷烟本质气味，而有明显的不良气息。如青草气、枯焦气、土

腥气、松质气、花粉气等。 

23.刺激性：烟气对感官造成的轻微和明显的不适感觉。如对鼻腔的冲刺，对口

腔的撞击和喉咙的毛辣火燎等。 

24.余味：烟气从口鼻呼出后，口腔内留下的味觉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