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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现代烟草农业是当前烟叶生产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如何更好、更快的建设现代烟草农业已经成为摆在烟

草行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笔者从烘烤的角度，针对我国烟草生产现状，分析了发展专业化烘烤的背景基础和制约因素，

探讨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并就如何更好的发展专业化、社会化烘烤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以便尽快形成专业化烘烤体系，

健全推广机制，为我国现代烟草农业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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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pecialization Flue-curing in China 

SONG Zhaopeng1, SUN Fushan2, XU Zicheng1, LI Xianfeng3, WANG Songfeng2, GONG Changrong1* 
(1. College of Agronomy,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 China; 2. Tobacco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Qingdao 266101, China; 3. Hanzhong Tobacco Company of Shaanxi, Hanzhong, Shaanxi 723000, China) 

Abstract: It is a new direction and requiment to develop modern tobacco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how to construct the modern 
tobacco agriculture better and faster has been a major task facing on tobacco industry. To offer some theoretic base for developing 
morden tobacco agruculture, the background for developing specialization curing and its restriction factors were discussed basing on 
the normal status of Chinese tobacco production with a view of curing, the future developing direction were also addressed, and 
putting forward a series methods on how to developing the specialization, socialization curing better, so as to form the system 
technology of specialization curing, and set up the mechanism of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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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烟叶生产要努力实现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以来[1]，全国各地

掀起了探索和研究现代烟草农业的热潮[2]，山东、

云南、福建、辽宁等地的一些生产环节已初步具备

了现代烟草农业的基本特征[3-6]。 

烘烤是烟叶生产的关键环节[7]。由于烤房建设

和烘烤的特殊性[3]，目前我国的专业化烘烤进程相

对缓慢，专业化烘烤现状与现代烟草农业的迫切需

要很不适应，烘烤的压力很大[6,8]。在此形势下，及

时回顾我国专业化烘烤的基础和现状，查找存在的

问题，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对建设现代烟草农业

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专业化烘烤的基础和现状 

1.1  户均种烟面积逐年增加，规模化种植成为趋势 

近年来，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正确引导下，规

模化种植已成为趋势。从表 1 可以看出，2007 年种

植 0.67 hm2以上的烟农占全国烟农总数的比例已达

到 11.18%，占全国烟叶种植总面积的 32.48%，分

别比 2006 年增加 48.47%和 38.21%[2]。规模化种植

的发展，为专业化烘烤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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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6—2007 年全国规模化种植情况统计     % 
Table 1  Large-scale plantations of tobacco in China 

in 2006-2007 
 规模种烟户

*/全国烟农

总户数 

规模种烟户种烟

总面积/全国烟叶

种植总面积 

规模种烟户烟叶

收购总量/全国烟

叶总收购量 
2006 年 7.53 23.50 23.77 
2007 年 11.18 32.48 32.60 
2007 比 2006 增加 48.47 38.21 37.15 
注：*本文将种烟 0.67 hm2 以上的烟农称为规模种烟户。数据来源：文

献[2]。 

1.2  密集烤房得到大面积推广，烤房建设呈集群化

发展趋势 

由于密集烤房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9]，再加上

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政策支持，近几年发展很快。到

2007年 9 月全国已累计推广密集烤房 10 万多座（表

2），烘烤面积占种烟总面积的 20％左右。 

同时，各地也加大了烤房群的建设力度。到

2007 年底，云南曲靖已建造 20 座以上的专业化烘

烤群 30 余个，福建、贵州等地也相继建设了拥有

40 座烤房的烤房群[10-11]。密集烤房群的建设有效推

动了烤烟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的发展。 
 

表 2  2005—2007 年全国密集烤房数量及承担烘烤烟叶面积 
Table 2  Number of bulk curing barns in 2005-2007 and the 

coverd areas of tobacco planting 
年份 密集烤房数量/座 密集烤房承担烘烤烟叶面积/100 000 hm2 
2005 33 817 4.44 
2006 42 937 10.23 
2007 24 245 13.47 
注：本表数据截止到 2007 年 9 月，来源于中国烟叶公司。2005 年和 2006

年密集烤房数量为通过国家局验收并已经按政策给予补贴的数量。2007

年为新建数量，其中部分省市尚未通过国家局验收。 

1.3  烘烤配套技术日趋完善，专业化技术队伍初步

建立 

“烤烟适度规模种植配套烘烤设备的研究与

应用”项目的实施，确立了密集烘烤理论，提出了

密集烤房适宜的装烟密度、烘烤工艺原则和关键技

术要点，解决了温湿度自控设备配置技术的关键问

题，制定了《密集烤房技术标准》[12]。确保了密集

烤房在生产中的应用效果。 

在密集烘烤技术完善的过程中，通过举办各种

形式的技术培训，提升了我国烟叶烘烤队伍的技术

水平，形成了全国烟叶烘烤研究与推广的省、市、

县三级人才梯队。初步建立了烟叶烘烤技术人才数

据库，为将来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奠定了基础。 

1.4  各地积极探索专业化烘烤模式，专业化烘烤体

系基本显现 

专业化烘烤是随着现代烟草农业的提出和密

集烤房的应用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烤烟生产模式，其

实质是烟叶种植与烘烤脱钩，实行专职种烟和专职

烤烟[3]。近年来，辽宁，云南、福建、山东等地都

在生产实践中进行了专业化烘烤的示范探索[3-6]，专

业化烘烤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也不断完善，特别是辽

宁阜新、山东临朐等地开展的“种烤分离”模式已

基本成熟，专业化烘烤体系已基本显现[3,6]。 

2  存在问题 

2.1  烤烟规模化种植比例小，发展不平衡 

当前，规模化种植主要集中在一些地势平坦的

产区，其它地方除少数种烟专业户外，大部分仍然

采用传统的生产方式。据统计：2007 年全国烟农户

均种烟面积 0.36 hm2 [13]，烟叶集约化种植的比例较

低，各地发展也不平衡，湖南烟农户均种烟面积达

到 0.48 hm2 [13]，黑龙江烟农户均种植面积则为 1.86 

hm2 [14]。 

根据我国烤烟生产现状，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

烟叶集约化生产只占 10%左右，各种形式的种烟专

业户和专业化农场只占 20%左右，70%仍然是农户

小规模种植。这说明，我国烟叶由传统生产向集约

化生产转化任务还很艰巨，并且只有实现这一转

化，专业化烘烤水平才能大幅提高。 

2.2  密集烤房的建设和质量存在一定问题 

密集烤房在建设和应用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

题：①烤房的建设和规划牵扯很多部门，一次性投

入资金大，建造成本高。按现行的烤房规格和技术

要求[12]，新建一座密集烤房需 10 000 元以上。另外，

规模化种植要求烤房集群发展，在农村土地政策紧

张的背景下，常常造成审批难、建设难，就算建成

以后，烤房的归属和管理也存在很多问题；②烤房

闲置现象严重。由于规划不当，种植区域转移或种

植农户转移，致使原建烤房因无烟可烤而废弃的现

象在各个烟区都很突出；③对烤房的保养和维护重

视不够。烤房的保养和维护与其使用寿命、能耗、

烤后烟叶质量有很大关系。即便一个全新的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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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热能利用率大概也只有 60%，如果没有得到较好

的维护，其热能利用率则只有 30%～40%[15]；④烤

房结构和关键设备需要优化。目前密集烤房的一些

关键设备稳定性差，故障率高，操作繁琐。部分省

市前几年建造的烤房有的已经报废。  

2.3  密集烘烤工艺需要优化改进 

烘烤工艺就必须根据烤房结构的特点进行优

化改进，简化操作，实现“精准控制”。目前在工

艺方面存在以下问题：①烘烤操作主观随意性大。

烘烤过程中，不同的人操作，在每个“控制点”所

达到的烟叶变化目标和时间长短全凭经验，有较大

的主观随意性。即时在同一个“控制点”，湿球温

度的高低、通风的控制等，也相差很远；②对密集

烘烤条件下烟叶大分子物质如淀粉、色素的降解机

制，烟叶品质形成的生理基础还不清楚，不能有效

地调控烟叶内含物质的降解转化；③对装烟量和叶

间隙风速、风压的关系尚不明确。装烟容量和装烟

密度对烤房内的静压，叶间隙风速和风压关系密

切，如果配合不当会严重影响烟叶质量；④对湿球

温度、通风的控制重视不够。在生产实践中，时常

发现湿球水瓶缺水、加不合格的水，甚至不使用湿

球温度等现象。⑤烘烤工艺和自控设备的匹配度

差，不能充分发挥先进设备的优势和潜力，自控水

平较低。⑥烘烤目标落后，过分重视外观质量[16]，

对通过烘烤工艺实现节能降耗重视不够，技术到位

率低。 

2.4  专业化烘烤技术队伍存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 

烤房建设和烘烤技术的专业性很强，涉及到多

种学科的知识，除要求熟悉烟叶生产和一般烘烤技

术外，还要有建筑工程、燃烧学、电工学、控制理

论等方面的基础知识。然而目前从事烘烤的专业人

员多来自农艺技术背景，对烘烤理论体系不能完

全、准确的掌握，影响了烟叶的烘烤质量和烘烤工

艺的技术到位率[17]。目前烘烤技术队伍严重滞后于

密集烤房的发展，各产区烘烤专业技术人才数量严

重偏少，且各地分布不均，人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

密集烤房健康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 

3  发展专业化烘烤的思路 

3.1  积极推广密集烤房，引导规模化种植 

规模化种植是进行专业化烘烤的基础。密集烤

房的大面积推广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权归属的情况

下，通过引导和促进土地连片、土地的流转集中，

可大大缩短烤烟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进程。福建

省 2007 年通过引导烟农把种烟面积与密集烤房配

套，培养了一大批户均种烟面积 1.33 hm2 左右，拥

有 1 座密集烤房的职业烟农[18]。据统计，自密集烤

房推广以来，福建省种烟 0.67 hm2 亩以上的规模种

植面积已由 2004 年的 1.67×105 hm2 提高到 2007

年的 3.05×105 hm2 [19]。密集烤房引导规模化种植

取得了显著成效。 

3.2  集群化高标准建设、综合考虑配套设施 

先进的烤房设备作为烘烤工艺的载体，是发展

专业化烘烤必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在烤房的建设

过程中要严格贯彻落实《密集烤房技术标准（试

行）》[12]，从密集烤房的形式与结构、供热设备、

循环风机、自控设备的科学性、耐用性和经济性入

手，优化设备配置，充分发挥烤房潜能，使之更好

地满足烘烤需要，同时实现节能降耗。烤房建设也

要与基本烟田建设、烟站建设、规模种植、专业化

烘烤的特点结合起来，将烟水、烟路、烤房等设施

的建设统一起来进行考虑，以密集烤房为主，以群

组式为主，以整村连片推进为主，综合考虑烤房的

利用率，系统设计烤房建设布局[20]。 

3.3  量化烘烤工艺，实现精准控制 

量化烘烤工艺是发展专业化烘烤的关键。量

化、精准的烘烤技术不仅使技术人员容易掌握，也

能很好地与自控设备相匹配，实现烘烤的自动控

制，更为烤房的联网控制打下坚实基础。 

量化烘烤工艺的研发，第一要重视烟叶的采收环

节。必须严把鲜烟质量关，严格执行“成熟度认定

—按量采收—鲜烟分级－检验－编烟—称量—烘

烤”的专业化分离工作流程[3]；第二要加强烘烤生

理的研究，探明密集烘烤环境温湿度和通风条件与

烟叶水分动态、呼吸速率、干物质降解的相关关系，

全面揭示烟叶品质形成的生理生化基础，为量化烘

烤工艺的研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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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重视信息技术，实现联网控制 

通过信息技术，实现烤房群的联网控制将加快

专业化烘烤的发展步伐。烤房的联网控制主要包括

信息采集系统和智能决策系统。 

信息采集系统包括 2 个方面，一是烤房群内各

烤房烟叶的背景信息。如农田地理信息，烟叶生产

信息等。二是烘烤过程的动态信息，实时获取烘烤

过程中各烤房烟叶变化情况信息，全面及时了解烘

烤动态，为制定正确的烘烤工艺服务。 

烘烤智能决策系统可以根据内置的烘烤知识

专家库，结合烟叶的背景信息，制定出 优的烘烤

工艺，并结合在线专家系统，根据烘烤进程自动调

整烘烤方案，解决烘烤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复杂的、

非定量化的问题，提高烤房的可控程度和稳定性，

实现烘烤的智能化、精准化[21]。 

3.5  培育新型烟农，加快专业队伍建设 

提高烟农的职业化水平是实行专业烘烤的重

要条件。先进的烤房设备和烘烤技术都需要较高素

质的烟农来落实。因此，要把培养一批职业化烘烤

队伍作为专业化烘烤的重要内容来抓，通过加强培

训和政策扶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和光电

技术手段，采用多媒体、网络视频等先进设施，对

烟农进行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技术培训，努力提高

烟农素质，促进烟农队伍的职业化。同时也要在烟

农组织形式上进行有益探索，加快专业化烘烤发展

进程。这样，用先进的设备、专业化的人员专门从

事烘烤，既保证了烤后烟叶的质量，又让烟农从繁

杂的劳动中解脱出来。 

3.6  注重科技进步，明确技术改进方向 

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发展专业化烘烤的重要支

撑。针对一些影响专业化烘烤进程的关键技术，如

新型节能密集烤房的研发、烤房的保养和维护、烘

烤工艺的优化、烤房群的联网在线动态控制等必须

加强科技创新，组织精兵强将，协同技术攻关，尽

快有所突破。要以提高烟叶烘烤品质、降低能耗，

减少因烘烤造成的环境污染为目标，把握好前瞻

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研究的关系，重视从烟叶采收

到分级整理的各个环节，使之成为一个有机、完备

的技术体系[6]。 终实现烘烤作业工厂化，真正实

现专业化烘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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