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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烟草是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烟叶生产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一直以来，广西烟草业始终秉承 “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
观，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大力发展现代烟草农业，为广西现代农业的发展及新农村建
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始终把发展烟叶生产作为促进农民增
收的一项优势产业来抓，并于２０１３年提出 “到２０１５年，力争烟叶收购量达到１００万
担，烟草税利达到３００亿元，把我区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优质烟叶产区，并逐步建成
优质烟叶出口基地”的发展目标，这给广西烟草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广西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烟草种植主要集中在低山、丘陵、盆地交错分布的桂
西山区，具备优质烟叶生产的光、热、水、土等自然条件，是生产优质烟叶的最适宜
区域之一。在全国第三次烟草种植区划中广西烟区被划分为二级烟草种植区，烟叶质
量较好。近年来，广西烟区坚持以现代烟草农业建设为统领，以 “扩规模、优结构、
提质量”为中心任务，大力开展基础设施配套和专业化服务配套建设，积极转变生产
方式，不断优化烟叶结构，烟叶等级和质量得到稳步提高，工业企业对广西烟叶的需
求不断增加。

为了更好地促进广西烤烟生产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充分彰显广西烟叶特色，稳
步提高烟叶的质量和可用性，我们结合广西烟叶生产实际，编写了这本 《广西烤烟生
产实用技术》。

本书内容涉及烟草栽培管理、烟叶调制与贮存管理、烟叶分级和专业化散叶收购、
烟叶质量评价体系和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等几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对本书的系统学习，
可以掌握烟草生态学、品种选用、育苗及营养施肥、移栽、中耕灌溉、病虫害防治等
大田栽培管理技术；可以掌握烟叶成熟采收、烤房建设及调制工艺技术；可以熟练掌
握烟叶分级理论、专业化分级散叶收购及初烤烟叶的贮藏与保管办法；也可以掌握烟
叶质量评价和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等相关内容，从而运用这些理论和技术，并充分结合
生产实际，不断促进烟叶生产技术和烟叶质量的提高。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对此向
有关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其中，所引用文献尽量列于书后，但仍会有些资料因
疏漏未能列出，敬请谅解。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广西中烟工业公司和广西烟草学会
领导、同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所述知识体系和内容处于不断更新和完善中，加
之作者水平有限，疏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愿与各位同仁为烟
草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编者

２０１３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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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烟草的起源与发展

一、烟草的起源与分布

早在４　０００年前，当人类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烟草就已进入拉丁美洲人的生活。当时
的玛雅人 （居住在今天的墨西哥）就开始了烟草的种植和吸食。他们在摘取植物时尝到烟
草有醉人的香气，能提神解乏，便把烟草当作刺激物咀嚼，渐渐成为一种嗜好。人类吸烟
就是从咀嚼烟叶演变过来的。今天的考古学家在南美洲发现了３　５００年前的烟草种子，证
明在那个时候人类就有了烟草种植的行为。多数史料和世界各国烟草专著公认烟草起源美
洲。随着航海与交通的发达，烟草逐渐从美洲传入世界各地。

烟草对环境条件有广泛的适应性，自北纬６０°至南纬４５°的广大地区均有种植，几乎遍
及世界各国。主要产区分布在北纬４５°至南纬３０°之间。全世界大约有１００个国家生产烟
草，其中主要生产国为中国、印度、巴西、美国、土耳其、津巴布韦以及马拉维，这些国
家的烟草总产量占全球的８０％以上。目前，烟草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每年为国家
提供的税收居全国各行业之首。中国烟叶和卷烟产量均占世界总产量的１／３。

二、我国烟草的引种与发展

（一）引种
晾晒烟传入中国大约是在１６世纪中叶明朝万历年间。

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年），英美烟公司在华设立分支机构设厂生产和销售卷烟，为了
获得廉价的卷烟原料，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决定在中国的土地上种植卷烟的主要原料———

美种烟叶 （烤烟）。

光绪三十年至民国三年 （１９０４～１９１４年），英美烟公司先后对湖北、湖南、河南、江
西、浙江、安徽、山东、广东、四川、云南、甘肃、陕西、吉林、辽宁等省的４９个县
（市）的自然环境、土壤、气候、种植晾晒烟情况进行调查，并引导农民种植美种烟叶。

１９１３年，河南许昌、山东潍坊、安徽凤阳试种美种烟叶成功。同年，湖北、台湾种植烤
烟成功。

湖北　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年），英美烟公司到湖北省老河口、荆州等地发放美烟种子
和有关资料，宣传改良烟叶生产。１９１３年，英美烟公司在湖北省光化县老河口建立烤烟
种子试验站，但试验证明该地雨水过多，不适宜种植，遂停止试种。

１９１３年，英美公司派人在均州 （今丹江口市）发放种子，提倡种烟，当年收获约



２　　　　

３　３６０担 （１６８吨），英美烟公司悉数收买。所收烟叶分为三等，一等每担白银１４两，二
等１２两，三等９两，农民获利颇丰。１９１４年，农民种植较多，英美公司以品质不良为借
口，按原价只收买２　２４０担 （１１２吨），且除一等价格不变外，二等为１１两，三等８两，

其余烟叶全部拒收，农民不得不贱价出售，最高价不超过３～５两。此后均州烤烟种植面
积日渐减少。

＊亩为非法定计量单位，１亩＝１１５
公顷＝１０　０００１５

平方米≈６６６．７平方米。

山东　１９１３年，英美烟公司派技师布洛奇 （Ｅ．Ｂ．Ｂｕｌｌｕｃｈ）、魏德克 （Ｉ．Ｆ．Ｗｈｉｔａｋａｒ）

等５人带翻译张桂棠、董伯年、夏明斋到潍县坊子调查土壤和土烟种植情况，向附近农民
发放美国烟种，动员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试种。最早种烟的有大营子村的吴叙、宁家沟村
的刘垮龙、郭家村的郭洪志等，共试种烤烟２６亩＊，均获得成功。同年，英美烟公司同时
在潍县坊子建立烤烟种子试验站。次年，坊子试验站成为全国推广美烟种子的中心。

１９１４年１月，英美烟公司在潍县坊子以大洋３００元的年租金租用德国位于坊子的煤矿
空场和医院原址，作为烤烟试验场，约１８０亩，分２０余区，位于前埠头、后埠头和石拉
子村，由杂货商田俊川承租种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烟叶市场原料紧缺，英美烟公司采取无偿供种，馈赠卷烟，

贷给现金、豆饼、炉具，补贴建设烤房，并许以收获后高于粮食５～１０倍的价格收买，诱
导农民种烟。１９１５年种植面积达到０．９５万亩。１９１６年种烟人数大增，英美烟公司专家奔
走各地，加强培训农民种植烤烟。１９１７年种植面积猛增到２．９８万亩。后来，烤烟种植迅
速扩展到安丘、临朐、昌邑、昌乐、寿光、临淄等县，使这些地方成为重要的烤烟产区。

河南　河南最早试种烤烟的地方在襄城县。１９１３年春，由文斯德、皮得利和买办任
伯彦、周小亭及职员吴世辅等到襄城县颖桥镇宣传试种烤烟。为扩大种植面积，英美烟公
司采取无偿提供烟种、肥料、温度计、烤烟管，传授烤烟技术，并以最优价格收购等手
段，引导农民种烟。次年，颖桥附近的寇庄、举人杨 （今新杨庄）、袁庄、邢庙村等级地
相继种植。随后扩展到许昌县、禹县、郏县、郾城县、鄢陵县、长葛县、临颍县等级地。

数年后，普及到许昌附近及其以西十余县，逐渐形成著名的许昌烟区。

安徽　１９１３年，英美烟公司在安徽省凤阳县，通过买办协助，推广种植烤烟成功之
后，烤烟的种植便在凤阳及其邻近的怀远、定远等地推广，凤阳成为全国烤烟的三大产区
之一。

台湾　台湾业界人士称烤烟为黄色种烟叶。最初，由花莲港厅吉野、丰田、林田３个
官营移民村所属土地交由日本移民栽培，１９１３年试种。这年参加试种的烟农有５人，烟田
面积４　１０７．６平方米。１９１４年售卖１　０８９千克，获烟款６１３．０３元。

第二次试种是１９１５年，参加的烟农１４人，面积仍为４　１０７．６平方米，产量１　８００千
克。日本邀请农商务省伊藤一二技师前来实地考察获其肯定后信心大增。１９１６年参加试
种的２６人，面积增至２２　２９８．４平方米，产量１２　５００千克，农民收益６　０００余元。以后几
年台湾黄色种烟叶逐年发展，除花莲外，烟田逐渐遍及台中、埔里、屏东、高雄、嘉义、

宜兰、台北等地。

辽宁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卷烟原料缺乏，日本在华机构 “南满铁路股份公
司”开始在东北寻找适宜地区，试图发展烤烟种植。１９１７年，该公司在凤城及复县得利
寺进行烤烟栽培调查，遂开始试种烤烟。１９１８年，凤城种植烤烟８５５亩，产量和品质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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