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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进一步深入贯彻 《中国卷烟科技发展纲要》精神和 “坚持中式卷烟的发展方向，以培育名

优品牌为基点，深入研究中式卷烟的理论内涵和技术关键，以降焦减害、降低生产成本为中心任务，进一步

增强我国卷烟产品的竞争力”的工作思路，烟草行业提出了烟草育种、特色工艺、调香技术和降焦减害等领

域战略性课题，以不断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烟草工业科研方面，开展了中式卷烟关键技术

的研究工作，不断推进中式卷烟特色工艺和核心技术研究，使中式卷烟特色工艺技术取得实质性进展；卷烟

降焦减害技术的深入研究，使烟草行业的控焦保质能力进一步提高；中式卷烟香精香料核心技术研究工作全

面启动，在理论上对烟草行业香精香料技术的发展进行了总结，使烟用香精香料技术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

高潮。烟草农业科研方面，在烟草育种、烟叶成熟度、替代进口烟、烟草种植区划等重大项目上取得阶段性

进展；大力推广普及先进实用新技术，集约化育苗、三段式烘烤、平衡施肥等覆盖率持续上升，烟叶质量得

到明显改善，可用性进一步提高，实现了烟叶生产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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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烟草工艺及相关学科

牗一牘制丝工艺技术水平分析及提高质量的技术
继续开展了卷烟生产制丝线工艺技术水平分析，以 “提质控焦”为主要目标，研究如何提高卷烟生产企

业卷烟产品质量水平、卷烟产品质量稳定性，以及如何缩小卷烟产品焦油波动范围 牗平均级差控制在１．８ｍｇ／
支以内牘，同时提高企业技术、生产和管理人员的素质，最终达到提高卷烟企业经济效益、增强卷烟生产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制丝工艺技术水平分析及提高质量的技术，在楚雄、龙岩、常德、淮阴、哈尔滨等卷烟企业试点和上

海、玉溪、长沙、曲靖、宁波、厦门、武汉等卷烟企业示范基础上，２００４年在南京、许昌、柳州、青岛、南
昌、济南、成都、广州等卷烟企业进行了技术集成推广。重点开展了打叶复烤工艺参数优化技术、卷烟生产

工序质量评价技术、白肋烟加料与烘焙技术， “卷烟三纸一棒”降焦与控焦技术、提高Ｃ０２膨胀烟丝质量技
术、叶丝和梗丝在线膨胀新技术等技术推广。

经过３年多的实施，许多企业取得显著效果：１２家试点企业和示范企业平均卷烟感官质量得分提高０．６５
分；卷烟烟支重量标准偏差下降了３ｍｇ／支左右；批内卷烟焦油波动值下降了１．１ｍｇ，达到０．８４ｍｇ。
牗二牘特色工艺应用技术
通过原料特性 牗感官特性、化学特性、加工特性牘、原料分组基本原则、原料分组加料、关键工序控制因

素、设备性能、相关技术等技术研究，建立起一套较为科学、合理的卷烟原料及加工过程中感官质量评价内

容、评价标准和结果表达的方法；提出主产区主要等级、部位的烟叶在不同加工过程中质量变化趋势；提供



具有可操作性、可指导卷烟生产应用的原料分组的基本原则；提出不同质量缺陷的卷烟原料所采用的功能性

料液及加料方式；提出分组加工的技术要求、质量控制模式；为工艺设备的开发提供技术依据。卷烟企业应

用特色工艺技术基础及共性技术研究成果，开展了烟片分组处理、烟片及叶丝分组处理研究。企业根据卷烟

产品的需要，对卷烟原料进行分组打叶处理，对叶片进行分组加工与加料处理，对叶丝进行分组加工处理，

实施卷烟加工的个性化、精细化和数字化，实现卷烟产品系统化设计、精细化加工、智能化控制。

目前，特色工艺技术研究正在烟草行业逐步实施。企业正在围绕着原料来源状况和产品具体特点，开展

“分组加工和加料处理技术”等研究工作，部分企业已初步实现 “卷烟原料分组加工技术”。通过原料分组加

工 牗包括工艺参数牘和加料处理技术以及不同干燥方式组合使用，提高了原料使用效率，使原料价值最大化，
提升了产品质量，降低了原料成本。

犤附犦国外状况
叶丝干燥新技术牗ＨＤＴ牘解由德国ＨＡＵＮＩ公司研发，指高湿叶丝在较高温气流输送干燥塔中进行快速脱水，

使叶丝膨胀与干燥。目前德国、印尼、俄罗斯、也门、中国大陆和台湾省已投入使用。应用结果表明，该项技术具

有一定特点：①可提高叶丝的填充能力、减少卷烟中的烟丝用量、降低卷烟生产成本；②可降低卷烟焦油量；③
加大了调整卷烟配方设计的余地；④由于采用气流干燥技术使干燥加快，减少了干头干尾烟丝量等。

二、烟草化学及相关学科

牗一牘应用近红外检测技术快速测定烟叶主要化学成分 牗２０项指标牘
近红外光谱技术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方便、高效、低成本的绿色分析技术 ［１～３］。郑州烟草研究

院、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上海烟草 牗集团牘公司、长沙卷烟厂、昆明卷烟厂５家单位根据近红外的优势和
检测的要求，选择水溶性总糖、还原糖、总氮等２０项指标作为研究内容，２００４年已完成云南、贵州等１７个
省区的７００余个烤烟、白肋烟和香料烟烟叶样品２０项指标的测定，根据分析结果建立了１７项指标的烤烟型
近红外定量分析模型，并通过模型的验证和评价对模型进行优化。结果表明，对上述１７项指标均能建立稳
定的近红外预测模型。可以预见，随着烟草行业研究的不断深入，近红外光谱技术将凭借其独特的技术优势

在烟草的品质监测和控制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牗二牘环境烟草烟气对室内空气质量影响的研究
环境烟草烟气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是目前国际烟草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 ［４～９］。２００４年郑州烟草研究院

建立起了国内首个环境烟草烟气实验舱。该实验舱达到美国联邦标准１００级要求。实验舱温湿度在湿度３５％
～８５％±５％、温度１５～４０℃±２℃范围内可以控制，实验舱新风换气次数可以控制在３～１５次／ｈ范围之内。通过
研究建立了环境烟草烟气中主要有害成分和污染指标物的分析测定方法，分析了ＥＴＳ中的ＲＳＰ、一氧化碳等
４７种有害成分，确立了适当可行的收集分析方法；同时在环境烟草烟气实验室内对国内外主要牌号卷烟产生
的ＥＴＳ中的４７种有害成分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绝大部分有害成分与指标物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稳定，
卷烟类型、牌号、焦油量对这种比例关系的影响比较小。另外，对典型的室内环境 牗会议室等牘的ＥＴＳ状况
进行了测量，并对卷烟产生的ＥＴＳ对室内空气中有害成分所占比例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在大部分的室内环
境中，吸烟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都不超过３０％，采用有效的通风可以明显地消除ＥＴＳ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
响。

牗三牘国内外主要品牌卷烟主流烟气中部分有害成分 牗芳香胺、挥发性羰基化合物、挥发酚牘的对比研究
对国内外３６种卷烟主流烟气中部分有害成分 牗芳香胺、主要挥发性羰基化合物、挥发酚牘犤１０～１２犦的输送量进

行了分析，对比了国内外各种类型卷烟的差别。结果表明：卷烟主流烟气中芳香胺化合物的含量在 ４．４１～
３３．２ｎｇ／支之间，混合型卷烟烟气中的含量明显高于烤烟型卷烟烟气，同一类型国内外卷烟在芳香胺含量上差
别并不明显，基本趋势是随着焦油量降低而减少；卷烟主流烟气中羰基化合物的含量在 １９３～１５３６μｇ／支之
间，国内烤烟型卷烟主流烟气中羰基化合物的含量高于混合型卷烟，但在较高焦油的混合型产品的烟气中，

羰基化合物的含量也相当高，国内低焦油混合型产品烟气中羰基化合物的含量是最低的；国内卷烟烟气中酚

类成分总量的输送量的范围在６８．３５～２８６．８５μｇ／支之间，卷烟烟气中酚类成分的输送量与卷烟烟气焦油量存



在明显的相关性。

牗四牘叶组配方质量稳定性化学指标控制研究
叶组配方质量及其稳定性将直接影响卷烟产品的质量及其稳定性，如何对其进行科学的评价，企业日常

生产和配方替代过程中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要求，怎样实现对卷烟产品质量稳定性的控制，是生产企业非

常关心和急待解决的问题。通过测定模拟叶组配方替代中烟叶的植物碱、还原糖等常规成分以及香味成分等

化学成分的变化，并结合感官评吸、运用化学计量学的方法，建立了叶组配方质量稳定性化学指标数字模

型，并通过实际配方对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该模型与实际吻合率较高，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三、烟用香精香料及相关学科

牗一牘香原料的开发应用
１、合成香料的开发
针对低焦油卷烟香气补偿的问题，研究合成了３－羟基－１－牗２，６，６－三甲基－３－环己烯基牘－１－丁酮、乙

基香兰素的葡萄糖苷、烟用酚类碳酸薄荷酯潜香物质、环十六内酯、环十五内酯、环十四内酯和环十三内酯

的前体物等多种香料前体物和潜香物质。

一些重要的烟草香味物质如二氢大马酮和降龙涎醚完成了中试合成，产品纯度及加香效果达到进口产品

的水平；多家单位开展了巨豆三烯酮的合成研究。

２、天然香料的开发
利用新技术进行天然香料的提取和分离已成为天然香料开发的一个重要领域。本行业开展了利用超临界

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微波技术、生物发酵技术、分子蒸馏技术制取天然香料的研究，开发出一批新型天然香

原料。这些研究为今后国内天然香料的深加工及新型天然香料和中草药的开发应用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牗二牘香精分析及质量控制技术
１、香精分析技术
采用自动热脱附－气质法快速测定了烟用香精香料的挥发性化学成分；进行了自动化静态顶空－气相色

谱－质谱和顶空－固相微萃取－毛细管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方法快速分析香精挥发性成分的研究，同时采用保留
指数检索对质谱检索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确认，以提高对挥发性成分定性分析的准确性。这些研究紧跟国际上

比较先进的分析检测方法，针对烟用香精香料的特点，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２、香精质量品控研究
利用色谱／质谱指纹图谱对烟用香精香料质量控制和卷烟产品质量控制进行了分析。建立了香精特征组

分的确定方法，并进一步探讨了香精组分对吸味的影响，建立了香精质量控制方法，设计了烟用香精的质控

软件，对香精质量进行了自动判断。虽然目前这些方法还不十分成熟，但这些研究为今后形成一套较为科学

的香精质量控制检测方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牗三牘调香技术
开展了 “中式卷烟香精香料核心技术研究”，进行了香料单体在卷烟中的作用评价方法、代表性香料单

体转移率和低焦油卷烟香味补偿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并在部分酯类单体在卷烟中的转移行为研究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

牗四牘降焦减害及安全性
含中草药的中式低害卷烟作为中式卷烟的重要分支，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随着 “含中草药的中式低害

卷烟”市场日趋成熟，现代化的制造技术日新月异，其发展前景无比广阔。当前，含中草药的中式低害卷烟

的研制、生产方兴未艾，已成为行业的热点。

四、烟草标准检测及相关学科

牗一牘制定、修订并清理了一批重要的标准



完成了卷烟国家标准的修订和卷烟国家标准宣贯教材的编写。清理了在用的烟草各类标准３００项、废止
过时标准近９０余项、发布行业标准１２项，同时报批国家标准９项、进行ＷＴＯ／ＴＢＴ通报１项。
牗二牘计量工作正常运转
２００４年计量相关器具１５００余件，有效地开展了行业量值传递工作，保证了行业质检工作的科学性。
（三）烟草制品的检验

牗１牘对３６个名优卷烟 牗含规格牘及产量较大的非名优卷烟品牌进行了全项目统检和两次市场抽查。２００４
年全国卷烟焦油含量加权平均值为１３．６ｍｇ，比２００３年的１４．３ｍｇ又降低０．７ｍｇ／支。
牗２牘开展了对２００４年国产、进口卷烟中农药残留量进行监督检测工作。
牗３牘进一步完善了监测方法和检测手段，开展了烟用材料的检验。先后开展了烟用丝束、烟用滤棒、卷

烟纸、接装纸、香精香料等辅助材料的统检和市场抽检。检测数据显示，２００４年辅助材料的质量比２００３年
有了提高，特别是烟用接装纸的质量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牗四牘持续提高实验室检验能力
进一步推进ＧＢ／Ｔ１５４８ｌ牗ｉｄｔＩＳ０１７０２５牘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的贯标工作。通过建立和

不断完善质检站质量管理体系，进一步促进了烟草行业质检机构的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目前，行业内已经

有１６个省级烟草质检站、４个企业质检站通过了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的评审。
牗五牘打击假冒伪劣烟草制品
依据 《假冒伪劣卷烟鉴别检验规程》，不断完善检验手段，研究制定了 《假冒伪劣烟草专用机械鉴别检

验规程 牗试行牘》，２０００年以来，行业省级质检站共鉴别检验卷烟 １８８万批次，查出涉案总基数 ４．１９亿条。
２００４年对４批丝束、１２批滤棒和３批烟叶进行了真伪鉴别；还开展了假冒烟机鉴别检验，鉴别检验了５１台
牗套牘烟机和４个批次的零配件。
牗六牘积极参与烟草国际标准化活动及国际共同实验研究
牗１牘完成了国际标准投票 １０次；正式启动了 ＷＴＯ／ＴＢＴ工作站烟草行业的联络工作；参加了第 ２５届

ＩＳＯＴＣｌ２６会议，介绍了郑州烟草研究院负责制定的ＹＣ／Ｔ１８６—２００４《卷烟烟丝弹性的测定方法》标准，为正
式提出ＩＳＯ标准做了准备。
牗２牘通过 “２００４年卷烟烟气分析、卷烟纸、烟用醋酸纤维丝束国际共同实验研究”，参加ＣＯＲＥＳＴＡ常规

分析分学组组织的化学连续流动分析、农用化学品分学组组织的农药残留实验室间比对和分析方法验证，以

及卷烟点火特性共同实验和省级检测站交叉检验测试数据差异分析，有效地验证了各参试实验室的检验能

力。

（执笔：谢剑平 刘朝贤 张晓兵 胡军 闪红光 王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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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烟草遗传育种及相关学科

（一）新品种选育取得重要进展

在烟草遗传育种南、北中心和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及大学广泛合作的基础上，以常规育种方法为主，加强

了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工作，获得了一大批优异的中间世代材料和新品种：中国烟草遗传育种研究 （北方）

中心以 ＭＳＫ３２６与中烟 ９８杂交育成的烤烟性不育一代杂交种中烟 ２０１；中国烟草育种研究 （南方）中心以

ＭＳＫＸ１３为母本，以ＫＸ１４为父本选育的烤烟雄性不育一代杂交种云烟２０２，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通过了全国烟草
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中国烟叶公司和中国烟草遗传育种研究 （北方）中心从巴西引进的烤烟新品种

ＰＶＨ０９通过认定；湖北省烟草公司建始县公司和中国烟草白肋烟试验站用ＭＳＴｎ８６作母本、ＬＡＢ２１作父本共



同选育的白肋烟一代杂交种鄂烟３号；中国烟草白肋烟试验站和湖北省烟草科研所以ＭｓＴｎ９０为母本、Ｋｙ１４
为父本育成的白肋烟一代杂交种鄂烟４号，由四川省烟草公司达州烟草科研所以ＭＳＫＹ１４母本、达所２６为
父本育成的白肋烟一代杂交种达白一号；２００４年１２月通过全国烟草品种审定委员会的认定。新育成品种不
仅具有较好的产量、质量表现，在病害抗性方面都有所突破，并具有较好的适应性。新品种的育成与推广应

用，丰富了我国烟草品种的遗传基础，并将为我国烟草品种合理布局和解决目前生产上关键问题发挥重要作

用。

牗二牘品种试验示范主要进展
１、烤烟品种试验进展
２００４年通过１２个烤烟新品种 牗系牘全国２５个试验点的小区对比试验，筛选出４个优良品系升入生产试

验。其中北方区为９７１７、８５０４，南方区为云烟９７、ＣＦ２０９。
２００４年在南方区１１省１３个试点对ＹＨ０１、９６０ｌ和Ｋ３２６，北方区５省５个试点对ＣＦ９８６、６６１４和ＮＣ８９

进行了生产对比试验，并进行了不同施肥水平及烘烤特性观察试验。试验结果表明：ＹＨ０１主要经济性状与
对照品种Ｋ３２６相接近，在各点表现均较一致，适宜区较广；９６０１在江西峡江、皖南宣城和广东南雄表现较
突出，明显优于对照品种Ｋ３２６，适宜于东南地区的冬烟烟区种植；北方区的ＣＦ９８６表现较为突出，各点的
试验结果明显优于对照品种；６６１４在河南襄县表现较好，其他各点与对照相近。
２、白肋烟品种试验进展
２００４年 ７个白肋烟新品系、８个试验点的小区试验结果表明，参试品系 ＹＮＢＳｌ、２００９和 ２０１７的产量、

产值、均价、上中等烟率均较高；２００９、ＹＮＢＳ２评吸质量与对照相当，为中偏上，其余品系评吸质量为中
等；按照区域试验程序，推荐２００９、ＹＮＢＳｌ、５０９２６这３个品系下年度升人生产示范试验。

生产示范结果表明，ＥＢ４＃大田生长势强，产量、产值、均价分别比对照品种增加 １１．８％、１６．３％、
４．２％；原烟颜色多为红黄色，叶面皱折，结构疏松，外观质量好。
牗三牘烟草远缘体细胞杂交育种研究
采用不对称体细胞杂交技术，可以打破有性杂交的不亲和障碍，使远缘物种间的叶绿体基因组与线粒体

基因组重新组合，创造新变异的细胞质。获得了 ３３株再生植株，经形态学、细胞学、同工酶分析和 ＲＡＰＤ
分析，断定再生植株具有普通烟草的细胞核。获得的全部胞质杂种植株除表现雄性不育外，其他性状与

Ｋ３２６一致，与普通烟草品种回交可正常结实。新胞质雄性不育系的选育为我国烟草雄性不育系和杂种优势
的研究增加了新的细胞质来源，用于配制杂种一代在生产中应用的潜力也较大。

通过原生质体融合获得 Ｎ．ｔａｂａｃｕｍ牗２ｎ＝４８牘革新一号和粉蓝烟草 Ｎ．ｇｌａｕｃａ牗２ｎ＝２４牘的种间体细胞杂种，
获得的再生植株经形态学、育性、根尖染色体数目检测以及采用ＲＡＰＤ和ＳＣＡＲ双标记技术来分析杂种细胞
核基因组组成，各项指标表明，该杂种含有双亲共同的全部细胞核遗传组成，即为种间对称杂种。与通过双

单倍体染色体加倍而获得的双二倍体杂种相比，该对称体细胞杂种具有一定的自交育性，因而可以通过自交

来加以保存。这就为研究在烟草属中不同来源的染色体的行为和进化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同时它在远缘杂交

研究中可充当桥梁亲本，有利于野生烟草的有益性状转移到普通烟草栽培品种。

二、烟草营养栽培及相关学科

牗一牘烟草种植区划研究
在全国烟叶质量主要化学成分分析等 “三大分析”工作的基础上，２００４年在全国２０个左右的烟叶生产

省份的种植区划研究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云南、山东等７个烟叶主产省的典型区划研究工作也已正式启动。
全国烟草种植区划研究是目前各项研究的基础，也是发展中式卷烟和烟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通过烟叶质量

动态数据库的建立，可以为卷烟配方设计、加香加料、优化烟叶资源配置提供重要而丰富的基础数据信息。

牗二牘以成熟度为中心，配套生产技术的试验、示范与推广
在中国烟叶公司的组织协调下，由青州烟草所组织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开展以成熟度为中心的专项技术

研究，其中包括生理生化指标体系的研究制定、配套生产技术试验示范和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等；同时在



云南等１４个省３４个县进行生产示范，示范面积达１万多ｋｍ２；通过生产示范的烟叶由上海等１９个卷烟工业
或中间商参与烟叶质量评价、配方验证和使用工作。

通过１年来的试验研究，取得以下几个方面的进展：初步确立了全国协作的集教、学、研，农、工、商于一体
的科研课题组；进一步研讨落实了科研计划和生产技术推广应用方案；围绕烟叶成熟度这一影响烟叶质量的关

键因素，针对不同产区、不同品种、不同卷烟企业对烟叶原料质量的不同要求，进行不同的专题研究，取得了很

多对生产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着手建立生产信息咨询系统，研究录制技术推广音像制品，建立和完善推

广体系和推广队伍，使科研成果和新技术能够及时落实到位，为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牗三牘部分替代进口烟叶生产示范和工业验证
部分替代进口烟叶生产示范和工业验证项目，以提高成熟度为核心，突出不同产地烟叶的香气风格特

征，增加香气量和香气浓度，改善烟叶化学成分，批量生产具有津巴布韦烟叶质量水平的品种，有计划有步

骤地解决进口烟叶部分替代问题，以满足名优卷烟生产对优质原料日益增长的需求。针对示范点烟叶质量与

进口烟质量的差距，确立实施方案，并进行了 “高香气、中烟碱、低焦油优良品种筛选”、 “成熟度量化指

标和烤香技术研究”、 “土壤改良试验”、 “生态增温地膜试验”、 “烟叶成熟采收模式试验”和 “烘烤关键

温湿度和烘烤工艺试验”等相关专题试验研究与烟叶验证工作 犤１３～１５犦。

三、物保护及相关学科

牗一牘烟草病虫害预测预报
２００４年进一步完善了烟草主要病虫害测报调查技术，形成了初步技术规范，并在有关烟区推广应用。完

善了全国１６个省预测预报站点建设，按照烟草生态区域布局进行相关调整，使预测预报站点布局更为合理、
运转更为有效。在湖南、云南、湖北３个省区进行了烟草病虫害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示范，进行统一测报、
统一防治，将烟草病虫害预测预报与综合防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了综合防治效果，并起到了较好的示范

作用。

牗二牘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我国烟草主要病虫害综合治理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已在山东临沂、贵州遵义、云南大理３个科研示

范基地及福建长汀、广西靖西、江西石城、河南三门峡、云南弥勒、四川会理、黑龙江宾县７个烟叶标准化
示范县全面展开。各地根据本地生态、社会、经济条件，结合本地病虫害发生为害的实际情况，开展了烟草

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示范面积近１５００ｈｍ２。建设了较为标准的病虫害综合防治示范区，建
立了技术支撑和保障体系、技术实施体系、效果评价体系等 ３个体系；形成了烟草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规
范、烟草病虫害预测预报技术和工作规范、烟草农药合理使用技术规范等３个技术规范；基本达到了３个技
术经济指标，一是病虫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控制在１０％左右，二是防治成本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烟叶效益明显
增加、投入产出比增高，三是烟叶农药残留量低于国内有关标准。

牗三牘病毒病有效控制技术
通过对我国主要产烟省份 牗黑龙江、辽宁、山东、河南等４省牘烟草主要病毒种类及株系调查，已基本

明确各地主要病毒病种类和株系分布。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开展了快速病毒检测技术研究，并已成功

研制出用地高辛标记探针检测ＴＭＶ、ＣＭＶ和ＰＶＹ等３种烟草上的病毒病检测试剂盒，并提供给研究单位应
用。沈阳农业大学开展抗病毒复配剂的研究，已成功研制出克Ｙ特灵和博联生物菌两个对病毒病有较好防效
的抗病毒剂，特别是克Ｙ特灵对马铃薯Ｙ病毒病有比较理想的防治效果。青州烟草研究所开展了烟草种质资
源抗主要病毒种类 牗ＴＭＶ、ＣＭＶ、ＰＶＹ等牘的筛选和利用研究；针对主要病毒种类进行抗病毒品种选育研究，
并已初步选育出几个抗病毒病较好的烟草品系 犤１６～１７犦。

四、技术推广与普及

烟草品种布局进一步优化，自育品种种植面积接近６０％，一些风格较为突出的品种种植面积有所扩大。



集约化、商品化育苗面积大幅度增加，２００４年漂浮育苗面积达到约５０万ｈｍ２，同比增加约１８万ｈｍ２，达到
种植总面积的５１％；三段式烘烤工艺应用面积约１００万ｈｍ２，普及率达到９７％；平衡施肥技术得到进一步普
及，推广面积约５３万ｈｍ２，占植烟总面积的５３％；全国病虫害测报网覆盖面积达到约８０万ｈｍ２，占种植面积
的 ７９％，其中统防统治面积约 ４２万 ｈｍ２，占 ４２％，在提高烟叶质量、降低病虫害损失方面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各地在推广以控氮降碱为重点的平衡施肥技术的同时，科学地调整专用肥配方，注重烟水配套、以水调肥，

满足了烟叶生长的需要；不断应用集约化、自动化的新型调制设备于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劳动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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