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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烟草香味学》内容简介：烟草的香味是烟叶质量和特色的核心内容，最大限度地提高烟叶的香味品
质是卷烟原料生产的客观要求，也是摆在烟草科技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随着卷烟焦油
含量的不断降低，对烟叶原料的香味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提高烟叶香味品质的实践需要有一定的理论作指导，烟草香味学是在适应这一需要的情况下诞生的，
它是一门全新的综合性学科，其主要任务是对烟叶香味物质的种类、性质、形成、转化、遗传，以及
与品种类型、生态、栽培、调制、陈化等的关系进行全面的阐述，为通过遗传育种手段、生物工程手
段、化学手段、农艺和初加工工艺手段提高烟叶原料的香味品质提供理论基础。

由于烟叶香味物质的形成和转化是一种生理生化过程，这一过程受内部的遗传基因，外部的生态和栽
培条件，调制、陈化等初加工过程的综合影响，因此，烟草香味学所涉及的知识面十分广泛，与无机
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植物生理学、烟草栽培学、烟草调制学、烟草遗传育种学
、植物学等都有密切的联系，但烟草香味学并不是其他学科知识的组合，而是以烟草香味为中心并贯
穿始终形成的完整的、独特的理论和知识体系。
特别是烟草的香味物质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才逐渐被揭示和认识的.人们在烟草香味的各个研究领域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和全新的成果。
对处于零散状态的研究进行系统归类和理论升华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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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香味及产生机理一、香味的概念二、嗅觉和味觉的产生机理三、嗅觉和味觉
的特性及影响因素第二节 香气的分类和强度一、香气的分类二、香气的韵调三、香气的强度第三节 
烟草香型及风格特色一、烟草的香型二、烟叶的风格特色第四节 烟草香味学研究内容和意义一、烟草
香味学的研究内容二、烟叶香味研究的意义第五节 烟草香味研究进展一、烟叶及烟气香气成分的分离
和鉴定二、烟叶香气前体物及其降解转化三、烟叶香味物质的遗传差异和遗传改良四、环境和调制因
素对香味品质的影响第二章 烟草香气成分第一节 香气成分的分类一、按功能团分类二、按香气前体
物分类三、混合分类第二节 烟草的香气成分一、酸类二、醇类三、羰基类四、酯类和内酯五、酚类六
、氮杂环类七、酰胺和亚胺类第三节 烟草香味与化合物结构和性质的关系一、香味与化合物结构之间
的关系二、决定气味本质和强度的因素三、各类化合物的气味特征四、一些香气类型的分子结构特征
第四节 烟叶香气成分与香气质量的关系一、烟叶香气成分与感官评吸的关系二、烟叶香气成分与烟叶
香型的关系第三章 烟草香气前体物第一节 烃类一、烷烃二、萜烯第二节 醇类一、类西柏烷类萜醇二
、赖百当类萜醇三、茄尼醇第三节 脂类一、脂肪酸二、类脂第四节 糖及其衍生物一、糖类二、蔗糖
酯三、糖苷第五节 酚类第六节 氨基酸及与糖的缩合物一、氨基酸二、糖一氨基酸缩合物第七节 生物
碱一、香味价值二、生物碱与香气的关系三、糖、碱、氮比值第四章 烟草香气成分含量变异第一节 
烟草香气成分的遗传差异一、烟草的主要类型和品质特征二、烟草不同类型香气成分的差异三、烟草
不同品种香气成分的差异第二节 烟叶香气成分的空间分布一、不同部位间烟叶香气成分的差异二、不
同叶点香气成分的差异⋯⋯第五章 烟草香味与腺毛分泌物第六章 烟草香味物质合成及降解第七章 烟
叶香味物质的动态变化第八章 生态因素对烟草香味的影响第九章 栽培和调制因素对烟草香味的影响
第十章 烟草香味品质评定和分析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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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正确的评吸方法直接关系到评吸结果的正确与否，不同的评吸方法会对一个样品得出
不同的判断，甚至会作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这就要求评吸人员在评定样品时用同一方法进行，避免判断失误。
一般来说，评吸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烟气局部循环法；二是烟气整体循环法。
两种方法各有特点，评吸时采用哪种方法，要视评吸的目的而定，而不能随意使用某一方法。
1.局部循环法所谓局部循环法是指在评吸时只采用部分感觉器官进行评吸判断。
具体地讲，就是当烟气被吸人口腔后，在口腔内稍微停一下，然后直接通过鼻腔徐徐呼出这样一个小
的循环过程。
局部循环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对浓度等个别项目进行判断，多用于对单体烟用香料、香精的鉴别
及调香，或单独针对以上所述的某个单项进行比较。
如要对某个样品作全面的综合性判断，就必须采用整体循环的评吸方法，否则将会对香气、杂气和刺
激性作出错误的判断。
2.整体循环法所谓整体循环法是指在评吸时采用全部评吸感觉器官进行评吸判断。
具体地讲，就是当烟气被吸人口腔后，通过喉部将烟气吞咽下去，而后再从鼻腔徐徐呼出。
通过这样一个吸、吞、呼的全过程，再经过几次这样的反复，就可对一个样品作出判断。
采用整体循环法评吸样品，所得结论是综合性的，因而能全面反映其香味、杂气、刺激性、协调性、
劲头、余味等各项指标，在对烟草及烟草制品进行内在质量鉴定时多用此法。
客观地讲，鉴定烟草及烟草制品的内在质量采用整体循环的评吸方法较正确。
这不仅因为该方法能全面地衡量烟草及烟草制品内在质量的各个方面，而且该方法也符合消费者的吸
烟习惯，有利于推荐出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来。
同时也能把农业、工业与消费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另外，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对烟草及烟草制品的评价也在日臻完善，使之更趋于合理。
如以往在评定一个样品时，将“香气”与“吃味”截然分开，而现在则统称为“香味”，用来表示“
香气”与“香味”综合感受的质量指标。
整体循环评吸法就能体现这一点，能够一次得出“香味”的综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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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烟草香味学》是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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