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牗云南省烟草昆明市公司 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２１牘

摘 要 本文总结了我市部分替代进口烟叶开发项目三年来的工作成效，提出了依托资源优势，依靠科

技，进行技术、管理创新，进一步开发部分替代进口烟叶的工作思路，同时为昆明市优质烟叶生产技术和管

理探索一些有效途径。

关键词 开发 替代进口烟 思路初探

为不断改善国内烟叶质量，充分发挥我国适宜优质烟叶生产的自然资源优势，探索适合我国气候和土壤

条件的优质烟叶栽培技术措施，加大优质烟叶生产，满足高档卷烟对原料的需求，形成一套科学的替代进口

烟叶生产技术体系，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进口烟叶的替代问题，实现优质主料烟原料的均衡稳定供应。根

据国家烟草专卖局部署，昆明市烟草公司从 ２００４年开始，连续三年进行部分替代进口烟叶生产示范开发，
在上级公司的正确领导下，昆明市烟草公司紧紧围绕项目开发目标和主攻方向，加强领导，强化管理，加大

资金投入，狠抓技术措施落实到位率，探索新的管理和生产方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

了合作厂家和有关专家的好评，烟叶质量水平明显提高。

１ 工作回顾

１．１ 成绩显著，示范效果好

１．１．１ 烟株营养生长得到改善

部分替代进口烟叶生产由于创新了生产组织方式，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各项科技措施到位率高，规

范化生产水平高，烟叶田间农艺性状明显改善，烟株营养平衡，群体适宜，发育良好，整齐度高，烟叶田间

成熟度明显提高，分层落黄明显，顶叶开片较好，厚薄适中。行距 １２０ｃｍ，株距 ５０ｃｍ，单株有效叶数达到
２０～２２片，株高 １１０ｃｍ左右，下二棚平均叶长 ６４ｃｍ，平均叶宽 ３４．６ｃｍ，腰叶平均叶长 ７０．５ｃｍ，平均叶宽
３４．５ｃｍ，上二棚平均叶长达到６５．１ｃｍ，平均叶宽达到３１ｃｍ，逐步优化了烟株个体和群体结构。
１．１．２ 烟叶质量明显改善

１．１．２．１ 烟叶外观质量明显提高

经红云集团和龙岩卷烟厂综合评价，示范点烟叶外观质量好，在烟叶纯度、油分、色度、身份等方面较

大面生产的同品种烟叶都有较明显提高。桔黄色烟叶居多，色泽鲜艳，色度饱满，成熟斑明显，成熟度较

好，油分足，组织疏松尚细致。

１．１．２．２ 烟叶化学成分逐渐协调

示范点烟叶化学成分较大面烟叶协调，总糖含量较津巴布韦烟叶含量高，但较昆明大面生产烟叶有一定

程度的降低，烟碱含量较适中 （２００５年由于特殊气候因素的影响，烟碱含量较低）。总体上看，通过项目开
发，烟叶内在化学成分逐渐协调，与津巴布韦烟叶相比，差距较小，部分指标接近津巴布韦烟叶水平 （见表

１、表２）。



项目 总糖 总氮 烟碱 还原糖 糖碱比 蛋白质 蛋碱比 非烟碱氮

２００４宜良竹山平均值 ２３．７６ １．９１ ２．４２ １９．９６ ９．８５ ９．３１ ３．８５ １．４９

２００４津巴布韦平均值 ２２．３９ １．５４ ２．２９ １８．０７ ９．７８ ７．１３ ３．１１ １．１４

表２ ２００５年宜良示范点烟叶与津巴布韦烟叶 （标样）常规化学指标对比

表１ ２００４年宜良示范点烟叶与津巴布韦烟叶 （标样）常规化学指标对比

１．１．２．３ 烟叶感官质量明显改善

经卷烟企业综合评价，２００４年示范点烟叶香气质好，刺激较小，甜润较好，香气量中至较足，浓度中至
较浓，余味尚净尚适至较净较适，劲头中偏强，清甜香风格较突出，燃烧性较好，灰色灰白；２００５年示范点
烟叶香气质好，刺激小，甜润较好，香气量中至较足，浓度中至较浓，余味尚净尚适至较净较适，清甜香风

格较突出，焦甜香中等，燃烧性较好，灰色灰白，由于昆明特殊气候影响，烟气浓度稍弱。２００６年，经国家
局专家组感官质量综合评价，昆明示范点烟叶得分较高，仅次于津巴布韦烟叶 （见表３）。

项目 总糖 总氮 烟碱 糖碱比 蛋白质 蛋碱比 非烟碱氮

２００５宜良竹山平均值 ２５．２ １．８４ １．８９ １３．３３ ９．４３ ４．９８ １．４２

２００５津巴布韦平均值 １８．７ ２．１９ ３．０６ ６．１１ １０．４０ ３．４０ １．２５

注：此排名是２００６年国家局专家组对各示范点烟叶评吸打分结果，此处只列出前六名，权重：Ｂ２Ｆ为
２，Ｃ３Ｆ为５，Ｘ２Ｆ为３。

产地 名次 Ｂ２Ｆ排名 Ｃ３Ｆ排名 Ｘ２Ｆ排名

津巴布韦 １ １ １ １
云南宜良 ２ ５ ２ ２
福建蒲城 ３ ４ ３ ５
云南罗平 ４ ５ ５ ３
云南施甸 ５ ２ ８ １
福建邵武 ６ ９ ４ ５

表３ 示范点烟叶样品感官质量综合评价排名表

总体而言，示范点烟叶纯度较好，油分较好，色度较强，内在化学成分较协调，香气风格特征较好，香

气质较好、细腻度和回甜感较好、香气量尚足、余味较舒适、刺激较小、浓度劲头适中，烟碱含量总体适

中。

１．１．３ 工业反映好，可部分替代进口烟叶

通过前期的研究，龙岩卷烟厂在七匹狼 （白）卷烟产品中基本实现了利用示范点烟叶部分替代津巴布韦

烟叶的目标；红云集团在２００５年的云烟系列产品开发工作中，已经开始使用部分替代进口烟叶，以提高新
产品香气品质的丰富性，延缓进口烟叶的消耗速度，替代比例为原用津巴布韦烟叶比例的２０％。工业企业充
分肯定示范项目工作效果，示范点烟叶质量明显提高，有力地提升了示范点烟叶在 “云烟”、 “七匹狼”系

列品牌配方中的地位。



１．１．４ 烟叶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２００４年平均亩产量１３７．５Ｋｇ，比非示范区 （１３４Ｋｇ／亩）高３．５Ｋｇ／亩；平均亩产值１６５２．７５元，比非示范
区 （１４３１．１２元）高２１８．６３元；上等烟比例为 ５１．３％，收购均价为 １１．９８元，比非示范区分别高 １８．６％、１．３
元。２００５年平均亩产量 １４０Ｋｇ，比非示范区 （１３６Ｋｇ／亩）高 ４Ｋｇ／亩；平均亩产值 １６１４．９元，比非示范区
（１４７４．２４元）高１４０．６６元；上等烟比例为４７．７％，收购均价为１１．７４元，比非示范区分别高１１．３％、０．９元。
示范区烟叶产量、产值增加明显，受到当地烟农和政府的一致好评。

１．１．５ 创新收购和工商交接模式，完善烟叶质量追踪体系

烟叶收购中，我们把 “严格合同、提升预检、规范管理、公正定级”当作规范收购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全面推行 “入户预检、轮流交售、密码验级、封闭收购”的收购模式，严格单收单调，安排单独收购点、线

收购。为减少二次验级入库的工作量，增强双方诚信度，经工商双方共同研究决定，示范点烟叶实行在产区

一次验级入库，即由工业企业派质检人员驻收购点，对收购的等级、纯度进行把关，所收购烟叶经工商双方

认可，直接调运，不再进行二次验级，此项工作进展顺利，成效逐渐得到体现，得到了双方一致好评。同时

建立了烟叶质量跟踪体系，对烟农交售的烟叶进行编码，确认产地，以实现烟叶质量评价的可追溯性。

１．１．６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产管理体系

部分替代进口烟叶开发工作全面实施 ＧＡＰ管理模式，建立了烟农电子档案，完善了户籍化管理制度，
加强了对技术人员的动态管理、考核力度，出台了 《烟技员ＧＡＰ管理考核办法》和 《烟农ＧＡＰ管理考核办
法》，将各项考核指标分阶段进行细化，并严格落到实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动态管理和考核体系。

１．１．７ 初步形成了市场配置资源的生产经营能力

从卷烟市场需求出发，针对工业企业对优质原料的需求特点，选择生态环境条件最适宜地区，创新生产

和管理模式，改进烟叶生产技术措施，推进烟叶生产的良种化、区域化、规范化，生产适合工业需要的优质

原料，通过三年的项目开发工作，我们具备了一定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生产经营能力。

１．２ 强化管理，精心组织

１．２．１ 加强领导，健全组织机构

为切实抓好部分替代进口烟叶生产示范项目的开发，确保项目各项工作严格按技术实施方案顺利开展，

昆明市烟草公司高度重视项目开发工作，成立了部分替代进口烟叶生产示范领导小组，明确了项目实施人员

和各自的工作职责，保证了行政和技术措施的落实到位。

１．２．２ 工、商、研紧密协作

根据卷烟企业提出的烟叶质量目标和要求，工、商、研紧密协作，多次论证，对技术实施方案作了修改

和完善。就品种、育苗、移栽、平衡施肥、病虫害防治、打顶和留叶数、成熟采收和烤房建造、农户信息管

理、技术培训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设计和详细规划，对开展的配套研究进行了研讨和论证，更好的适应了项目

工作的要求及当地生产的实际，使示范项目在整个实施过程中有了科学、具体的技术措施保证。

１．３ 加强基础工作

１．３．１ 精心策划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耕作制度

本着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加强了对示范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了烟

水、烟路、烤房配套设施，兴建了机耕路、水渠、小水窖、水池、管网等烟田基础设施，加强了烤房改造和

新建力度。同时，我们制定了示范区的耕作制度，对耕地实行用养结合，大力推广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

提高植烟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结构。建立了以烟为主的种植制度，进行合理轮作，确保植烟土壤可持

续利用。

１．３．２ 强化技术培训和服务，提高人员素质

生产技术人员的素质和烟农的生产技术水平是确保烟叶生产技术到位和生产优质烟叶的关键。在项目开

发过程中，邀请省内外烟草专家进行专题培训。培训讲究针对性，突出实效性，注重互动性，形式灵活多

样。使烟农对各个技术操作要点有了清楚的认识和理解，技术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保证了各项技术措施高



质量的有序进行，促进了技术成果的转化和落实。并建立了技术员———烟技员———烟农互助组———烟农的技

术服务体系。

１．３．３ 制定优惠扶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

为确保部分替代进口烟叶生产示范项目的顺利实施，我们加大了对示范项目资金扶持力度，制订了资金

投入计划，主要用于烟区水利、烤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烟用物资补助、土壤改良、特色烟叶开发、优质优价

补贴，有效改善了烟田基础设施，使得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改善，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保护了

烟农的利益和积极性。

１．３．４ 加强试验研究，积极开发特色烟叶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我们积极开展特色烟叶研发工作，加强科学试验研究，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固定专

门的技术人员，借助技术依托单位的技术力量，针对制约昆明市部分替代进口烟叶质量的关键技术，配合卷

烟企业提出的质量目标，有针对性进行了科学试验。把替代进口烟叶生产与特色烟叶研发工作结合起来，在

生产替代进口烟叶过程中，保持自己的风格特色。

１．４ 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

１．４．１ 科学选地，实行１００％轮作
精心选择能生产特色风格烟叶的土壤、气候条件，兼顾水利设施、生产水平等基础条件，将部分替代进

口烟叶生产示范点选择在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水源较好、热量资源丰富、土壤耕作层较深、群众基础好的

片区，实行１００％轮作。
１．４．２ 坚持绿肥和秸秆还田，改良土壤

针对土壤贫瘠化条件下烟叶增质缓慢的状况，对土壤进行了改良，在实行１００％轮作的基础上，对前作
种植进行了调整，加大绿肥种植和作物秸秆还田的面积。并对示范点内的烟地进行了机械深耕，深耕深度达

到３０厘米以上。通过这些措施，改善了土壤结构，培养了稳固的优质烟区。
１．４．３ 以营养平衡技术为重点，协调大田烟株营养

为切实做到精准施肥，提高肥料利用率，确保烟株营养平衡，项目组提出了以营养平衡为大田生产技术

的重点，结合土壤化验分析结果、前作生长情况、品种，对示范点的施肥量和施肥结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提高硝态氮的比例，加大了施用农家肥盖塘的技术推广力度，根据土壤微量元素的含量适量施用微量元素，

把土壤营养协调到了较好状态。根据土壤和当年气候条件改进基肥、追肥的施用方法，并成立专业施肥队

伍，确保施肥定量到株。

１．４．４ 实施ＧＡＰ管理模式
按ＧＡＰ管理模式管理，牢固树立向管理要质量、向管理要效益的思想，重落实，强管理，狠抓中耕管

理各项工作，抢节令移栽，及时查塘补缺，根据烟株长势和天气状况，结合基肥使用情况，按实施方案进行

追施提苗肥；贯彻落实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以农业防治为基础，以统防统治为措施，以降

低农残为中心，加强预测预报，以测报指导防治，以最小的防治投入，获得最大的防治收益。

１．４．５ 加强新型烤房建设，突出成熟采收，科学烘烤

为提高示范区烟叶烘烤质量，我们加强了标准化烤房的建设力度，配备现代化动力排湿系统设施。在成

熟采收上，制定了具体的成熟采收标准，严格掌握烟叶成熟度特征和标准，采用准采证制，做到下部叶适时

早收，中部叶成熟稳收，上部叶充分成熟后４～６片叶一次性采收。在烘烤期间烘烤辅导员、技术人员分片巡
回指导到户，严格烘烤记录，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加强烘烤管理，全面提高示范区烘烤水平。

２ 项目工作的经验与体会

２．１ 示范点自然条件的选择。要生产出类似或接近津巴布韦、巴西的烤烟，必须选择类似或接近津巴布韦、

巴西的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下一步应对昆明市最适宜植烟区的烟叶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明确生产替代进

口烟叶的区域，估算出生产替代进口烟叶的生产潜能，改善适宜的产区生产条件，改进生产不分替代进口烟



叶的技术措施，从而最大限度地生产替代进口烟叶，满足工业配方的需要。

２．２ 坚持绿肥和秸秆还田，改良土壤。改良土壤，对烟叶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部分替代进口烟叶的质量

都起着重要作用。前三年，我们虽然在绿肥和秸秆还田、改良土壤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但要进一步探索适

合当地条件的经济、可行、有效的土壤改良和保护措施。

２．３ 根据烟厂工业验证后提出的烟叶质量改进意见，从烟叶生产的长远利益出发，有针对性地改进现行生产

技术措施，重点把握好对基层技术员、烟农的宣传、培训工作和提高各项技术措施的落实到位率。

２．４ 加强特色烟叶生产技术研究。通过三年的部分替代进口烟叶开发工作，示范点烟叶种植水平虽然有了明

显改善，部分烟叶质量指标接近或达到了津巴布韦烟叶水平，但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与津巴布韦在生态条

件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很难改变，我们应该研究如何在现有的生态条件下，生产出具有自身风格特色的

烟叶，这项研究应有针对性，要根据工业企业提出的烟叶质量改进意见，针对限制本地特色烟叶开发的关键

技术措施开展更系统、更具体的研究。

２．５ 部分替代进口烟叶开发工作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优质烟叶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今后为在我市优质烟

叶开发中，可考虑引用、借鉴一些较为完善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方法，探索新的有效途径，以有效引导我市烟

叶种植水平的提升。

３ 进一步加强部分替代烟叶开发的工作思路

３．１ 充分认识部分替代进口烟开发的作用

替代的目的是找出差距，替代的结果要达到提高生产水平，增强烟叶原料供应的安全性，促进烟叶生产

和卷烟工业原料使用水平的提高，提高我们在国际世界烟叶市场上的主动性，降低对进口烟叶的依赖性。通

过部分替代进口烟叶开发，以津巴布韦烟叶为方向，以香气质为重点，准确定位，依靠科技进行技术、管理

创新组织生产，进而指导大面积烟叶生产，提高烟叶的整体质量水平。同时通过以点带面对烟叶工作进行创

新性的、有意义的探索，即：对制约烟叶发展的根本性因素的解决进行探索；对中国烟叶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进行探索；对中式卷烟具体内涵进行探索；对工商共建、联合协作方式进行探索。

３．２ 明确进口烟叶的内涵，提高烟叶质量和可用性

部分替代进口烟的关键是质量和可用性，满足卷烟工业企业对优质原料的需求。通过研究市场发展动

态，及时掌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市场对烟叶外观质量、内在化学成分的需求，有目的、有目标地调整生

产技术，抓好替代进口烟叶生产，为满足市场需求做好坚实的基础工作。

３．３ 明确部分替代进口烟叶开发工作的目标、思路

部分替代进口烟叶生产示范应以满足名优卷烟品牌对优质主料烟需求为导向，以津巴布韦烟叶质量水平

为参照，选择生态条件最适宜的地区，通过工商紧密合作，批量生产优质主料烟叶，保障优质原料安全稳定

供应。对部分替代进口烟叶工作，要克服 “短视”和 “应付”思想，要从长计议、统筹规划，实现可持续发

展；要综合运用优质烟叶生产技术，根据烟叶质量潜力和市场潜力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要规划适宜区域的

宜烟耕地，合理轮作，确定基本烟田；要配套完善烤房、水利、收购设施和技术力量，保持生产规模稳定并

逐年扩大，实现可持续发展。

３．４ 准确定位、依靠科技，打造部分替代进口烟叶生产管理模式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烟叶市场出现了大变革、大转折、大发展的趋势，充分利

用本地区的资源优势，紧紧抓住开发替代进口烟叶的商机。开发部分替代进口烟叶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要

切实加大、提高各项工作的力度，研究、制定科学、周密的种植方案，抽派技术人员深入基地，从土壤成分

调查、测土施肥、育苗、移栽、大田管理、成熟采摘、分级扎把、烤房改造等进行全方位的技术培训，并实

行全过程负责。



３．５ 继续坚持 “工商共建、稳步推进、协调发展”的工作原则

建立新型的工商关系是搞好部分替代进口烟叶生产示范和工业验证工作的重要保证，工商双方要树立共

同创造价值的历年，紧密合作，形成合力，发挥１＋１＞２的协同效应。工业企业、产地分公司，科研单位要明
确各方权利和义务、目标与任务和主要措施。通过工商密切协商，研讨确定烟叶质量改进措施；进一步完善

烟叶收购和工商交换规程；建立烟叶资源共享机制；完善方案，做好示范烟叶的工业验证工作。

３．６ 要切实搞好部分替代进口烟叶工业验证和配方使用

工业验证和配方使用是部分替代进口烟叶开发工作的最后环节，也是最关键的环节。卷烟工业企业要从

原料发展战略的高度，深入研究国产烟叶与进口烟叶的生产和质量特点，优化配方结构，使国产烟叶真正能

替代一部分进口津巴布韦烟叶。在使用国产烟叶时，要采用叶组配方进行替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基本保

持原有产品风格的同时，降低进口烟叶使用比例，同时提高国内优质烟叶的利用率，扩大原料使用范围，降

低成本。通过部分替代进口烟叶这个项目平台，提高中国烟叶资源的配置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