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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物理特性与化学成分的相关及逐步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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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烤烟烟叶物理特性与化学成分的定量关系，并为客观准确评价烟叶质量提供理论依据，对２００９年

的９０个烤烟烟叶的物理特性和主要化学成分含量进行检测鉴定，并进行了新复极差法多重比较和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结果表明：在所考察的５项物理特性（叶片厚度、单叶质量、含梗率、填充值和抗张强度）指标中，变异从大到

小的排序为：叶片厚度＞单叶质量＞抗张强度＞含梗率＞填充值；４项化学成分指标（烟碱、氯、总糖和钾含量）变异

从大到小的排序为：氯＞钾＞烟碱＞总糖。随着烟叶部位的增高，烟叶的厚度、单叶质量和抗张强度逐渐增大，而

含梗率和填充值逐渐减小。烟叶物理特性和各项化学成分指标所建立的多元回归方程及回归系数均达到极显著

水平。叶片厚度和含梗率与烟碱含量关系密切，其中叶片厚度（标准回归系数为０．５５１，下同。）与烟碱含量呈极显

著正相关，含梗率（－０．２６８）与烟碱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叶片厚度（０．６０８）、含梗率（０．２６２）都与烟叶氯含量呈极

显著正相关，是烤烟氯含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叶片厚度和填充值影响总糖含量的变化，其中叶片厚度（－０．５７７）与

总糖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填充值（－０．２１０）与总糖含量呈显著负相关；单叶质量（－０．５７７）与钾含量呈极显著负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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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６期 王冬等：烤烟物理特性与化学成分的相关及逐步回归分析

　　烤烟烟叶的物理特性和常规化学成分与烟叶的

加工性能、可用性和烟气组分密切相关，是烟叶质量

的重要构成因素，也是反映烟叶品质与加工性能的

重要参数，不但与烟叶的类型、品种、等级和质量相

关，而且与卷烟配方设计、烟叶加工和贮藏工艺有着

极其密切的关系，因而直接影响烟叶品质和卷烟制

造过程中的产品风格、成本及其他经济指标［１３］。随

着烟叶原料加工精细化要求的不断提高，烟叶物理

特性和化学成分的变化规律及其相关性已成为烟叶

质量评价和卷烟配方设计中十分关注的问题。

烟叶的物理性状与烟叶组织结构及内含物质的

充实程度密切相关［４］，也与卷烟烟气焦油释放量关

系密切［５］。有关烤烟叶厚、叶质量等物理性状与评

吸质量和化学品质变化规律的相关性研究已有不少

报道［６１０］。但总体看来，烟叶物理特性对主要化学

成分含量的影响还缺乏更加深入全面的探索，二者

相关性方面的研究空白需要进一步补充。本试验对

２００９年的９０个烤烟烟叶样品的物理特性和主要化

学成分含量进行的测定，旨在探索烤烟烟叶物理特

性的变化规律及其与化学成分的关系，为烤烟质量

评价体系的完善、叶组配方的建立、以及原料的合理

使用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烤烟品种为云烟８７。分别取河南、山西、

吉林、云南４个产烟省１１个点２００９年生产的考烟

烟叶样品（表１），每点均取上部（１７～１８叶位）、中部

（１１～１３叶位）和下部（４～６叶位）３个样品共计９０

个烤烟烟叶样品，根据不同取样点和不同叶位，按照

表１　取样点和样品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省份 取样地点 样品数

河南 汝阳、襄县、舞阳、方城、宝丰 １５

吉林 和龙、敦化、龙井、汪清 １２

山西 平陆 ２４

云南 沧源 ３９

合计 ９０

河南（１～１５）、山西（１６～２１、３４～５１）、吉林（２２～

３３）、云南（５２～９０）随机进行编号。

１．２　测定方法

采用吉文书等［１１］的方法分别测定烟叶的叶片

厚度、单叶质量、含梗率、填充值和抗张强度。烟碱

的测定采用王瑞［１２］的新紫外分光光度法；氯、总糖

和钾含量数据用法国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公司生产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Ｆｕｔｕｒａ流动分析仪测定。

１．３　数据处理

利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用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并进行多元逐步回

归分析［１３１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的变化

对９０个烤烟烟叶样品的叶片厚度、单叶质量、

含梗率、填充值和抗张强度等５项物理指标的测定

结果见图１～５，每项物理特性指标测定结果的统计

数据见表２。

图１　烟叶叶片厚度

Ｆｉｇ．１　Ｌｅａｆ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

图２　烟叶单叶质量

Ｆｉｇ．２　Ｌｅａｆ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

３５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０年 第１５卷　

图３　烟叶含梗率

Ｆｉｇ．３　Ｓｔｅｍ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

图４　烟叶填充值

Ｆｉｇ．４　Ｆｉｌｌ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ｏｆ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

图５　烟叶抗张强度

Ｆｉｇ．５　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尤以叶片厚度的变异程度

最大，变异系数为２８．３％；其次是单叶质量和抗张

强度，变异系数分别为２６．２％和２０．２７％；含梗率和

填充值的变异系数分别为１５．２９％和１４．１３％，两者

的变异较小。由此说明烤烟烟叶的物理特性的差异

主要表现在叶片厚度、单叶质量和抗张强度方面。

不同部位烤烟烟叶物理特性变化规律（表３）表

现为，随着部位的升高，烟叶的厚度、单叶质量和抗

张强度增大，而含梗率和填充值逐渐减小。

表２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测定结果的统计分析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

统计指标 叶片厚度／μｍ 单叶质量／ｇ 含梗率／％ 填充值／（ｃｍ３／ｇ） 抗张强度／（ｃＮ／ｍｍ２）

最小值 ４８．００ ４．６９ １８．５７ ２．２２ １２９．６０

最大值 １７４．２０ １６．７０ ３８．１５ ４．８３ ４４８．６０

平均值 ９３．２５±２６．３９ ９．３５±２．４５ ２７．５３±４．２１ ３．４６±０．４９ ２３３．３０±４７．３１

变异系数 ０．２８３０ ０．２６２０ ０．１５２９ ０．１４１３ ０．２０２７

表３　不同叶位烤烟物理特性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ａ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部 位 叶片厚度／μｍ 单叶质量／ｇ 含梗率／％ 填充值／（ｃｍ３／ｇ） 抗张强度／（ｃＮ／ｍｍ２）

上部叶 １０１．０４±２８．９０ １０．３０±２．１５ ２５．４９±３．５３ ３．３４±０．４９ ２４５．７５±５５．０８

中部叶 ９２．９８±２３．９６ ９．６４±２．５５ ２７．２０±２．６７ ３．３９±０．４２ ２３６．２６±４３．５６

下部叶 ８５．７４±２４．６４ ８．１２±２．１８ ２９．９１±４．９５ ３．６４±０．５３ ２１８．００±３９．０６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２．２　烤烟烟叶常规化学成分的变化

对９０个烤烟烟叶样品的烟碱、氯、总糖和钾等

４项常规化学成分测定结果见图６，每项化学成分指

标测定结果的统计数据见表４。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氯含量的变异程度最大，

变异系数为４６．４０％；其次是钾含量，变异系数为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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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烟叶中烟碱、氯、总糖和钾质量分数

Ｆｉｇ．６　Ｎｉｃｏｔｉｎｅ，ｔｏｔａｌｓｕｇａｒ，ｃｈｌｏｒｉｎｅａｎｄ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

表４　烤烟烟叶化学成分测定结果的统计分析

Ｔａｂｌｅ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ｅｃｕｒ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　狑／％

统计指标
烟叶化学成分

烟 碱 氯 总 糖 钾

最小值 １．１３ ０．１０ １６．０３ ０．７４

最大值 ４．１１ ０．９１ ３５．７５ ２．８５

平均值 ２．３０±０．５９ ０．３６±０．１７ ２５．４４±５．１１ １．５８±０．５５

变异系数 ０．２５６６ ０．４６４０ ０．２００９ ０．３４５４

３４．５４％；烟碱和总糖的变异系数分别为２５．６６％和

２０．０９％，两者的变异较小。由此说明烤烟烟叶的化

学成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氯和钾含量方面。

２．３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与常规化学成分的关系

对不同省份烟叶的叶片厚度、单叶质量、含梗

率、填充值和抗张强度与主要化学成分分别进行新

复极差法多重比较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２．３．１　不同生态条件下烤烟样品物理特性和化学

成分的变化分析

河南、山西、吉林和云南４个取样省份的样品物

理特性和化学成分的均值以及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５。研究表明，不同生态区域烤烟的叶片厚度、单叶

质量、含梗率和抗张强度以及各化学成分含量均达

到极显著水平，可见生态条件对烟叶的物理特性和

化学成分有较大影响。而不同省份之间烤后烟烟叶

填充值差异不明显。

２．３．２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与烟碱含量的关系

如果将全部物理性状分别与化学成分进行回

归，则可能会给回归系数的估计带来不合理的解释

（存在共线性关系），如烟叶厚度会影响到单叶质量

进而影响化学成分含量，从而导致建立起来的回归

方程可靠性差、精度低。因此，采用了逐步回归分析

方法建立“最优”回归模型，包含了所有对某项化学

成分有显著影响的物理性状变量，但不包含对其影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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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生态条件下烤烟样品各物理特性和化学成分指标的均值和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５　Ｍｅａｎ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指 标
产 区

河南 吉林 山西 云南
犉

物理特性 叶片厚度／μｍ １２８．４４ａＡ ６７．８８ｄＣ １０３．８６ｂＢ ８２．６３ｃＣ ３３．５０３

单叶质量／ｇ １２．８９ａＡ ７．９２ｂＢ ９．０１ｂＢ ８．６６ｂＢ ２２．４９７

含梗率／％ ３０．８０ａＡ ２７．０８ｂＢ ２５．７５ｂＢ ２７．３９ｂＡＢ ４．８９３

填充值／（ｃｍ３／ｇ） ３．２２ｂＡ ３．４８ａｂＡ ３．５８ａＡ ３．４７ａｂＡ １．６８２

抗张强度／（ｃＮ／ｍｍ２） ２２２．４７ｂｃＡＢ １９６．２０ｃＢ ２５４．８１ａＡ ２３７．０９ａｂＡ ４．８０６

化学成分 狑（烟碱）／％ ２．６０ａＡ ２．０９ｂＢ ２．６５ａＡ ２．０８ｂＢ ７．６０１

狑（氯）／％ ０．５８ａＡ ０．１４ｄＤ ０．４５ｂＢ ０．３０ｃＣ ５０．５５０

狑（总糖）／％ １８．９９ｃＣ ３２．１４ａＡ ２５．３７ｂＢ ２５．８７ｂＢ ２９．０９５

狑（钾）／％ ０．９５ｃＣ １．０３ｃＣ １．５５ｂＢ １．９９ａＡ ４７．５０６

　　注：同行数据后不同大、小写字母表示在犘＜０．０１、０．０１＜犘＜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表示差异极显著（犘＜０．０１）。

响不显著的的物理性状变量（即为入选指标）。

根据逐步回归原理，采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烟

叶的叶片厚度、单叶质量、含梗率、填充值和抗张强

度与烟碱含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表６～７），得到多

元回归方程为犢＝２．２６８０＋０．０１１４犡１－０．０３７

６犡３（狀＝９０），其中，犢 为烟叶烟碱含量，狑／％；犡１～

犡５分别为叶片厚度、单叶质量、含梗率、填充值和抗

张强度的测定值，μｍ、ｇ、％、ｃｍ
３／ｇ和ｃＮ／ｍｍ

２；狀为

样品数。

表６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与烟碱含量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６　ＡＮＯＶＡ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ｎｉｃｏｔ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变异来源 自由度 离差平方和 均方差 犉 犘

回归　 ２ １１．２４２ ５．６２１ ２４．７９４ ０．０００

离回归 ８７ １９．７２３ ０．２２７

总变异 ８９ ３０．９６５

表７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与烟碱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７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ｎｉｃｏｔ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项 目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

系数

显著性

犜 犘

常数项 　２．２６８ ０．３９７ 　５．７０９０．０００

叶片厚度（犡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５１１ 　５．９４２０．０００

含梗率（犡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２ －０．２６８ －３．１１７０．００２

　　表６是对拟合模型方差分析检验的结果。由此

可知，方差分析结果回归方程达极显著水平，回归系

数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说明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

义，但模型统计学意义不等于模型内所有的变量就

有统计学意义，还需进一步对各变量进行检验。

表７是对该模型中各个系数检验的结果，用狋

测验。从中可以看出，２个自变量的系数都有统计

学意义。叶片厚度的偏回归系数为０．０１１，标准化

回归 系 数 为 ０．５１１；含 梗 率 的 偏 回 归 系 数 为

－０．０３８，标准化回归系数为－０．２６８。通过比较２

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可知叶片厚度

对烟碱含量的影响更大。

对拟合模型方差分析检验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的２个物理特性变量对烟碱含量的决定系数犚２＝

０．３６３，说明应用当前模型能解释３６．３％的因变量

变化。在所考察的烟叶物理特性的５项指标中，叶

片厚度与烟碱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含梗率与烟碱

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而单叶质量、填充值和抗张强

度的影响不显著。

２．３．３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与氯含量的关系

对烟叶的叶片厚度、单叶质量、含梗率、填充值

和抗张强度与氯含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表８～９），

得到多元回归方程为：犢＝－０．２８６５＋０．００３９犡１＋

０．０１０４犡３（狀＝９０）。

从表８和９可知，方差分析结果回归方程达极

显著水平，回归系数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入选对

氯含量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的２个物理特性对氯含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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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决定系数犚２＝０．４０４，说明应用当前模型能解

释４０．４％的因变量变化。在所考察的烟叶物理特

性的５项指标中，叶片厚度、含梗率都与烟叶氯含量

呈极显著正相关，而单叶质量、填充值和抗张强度的

影响不显著。

表８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与氯含量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８　ＡＮＯＶＡ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ｃｈｌｏｒ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变异来源 自由度 离差平方和 均方差 犉 犘

回归　 ２ １．０１１ ０．５０６ ２９．５１１ ０．０００

离回归 ８７ １．４９０ ０．０１７

总变异 ８９ ２．５０２

表９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与氯含量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ｃｈｌｏｒｉｎ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项 目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

系数

显著性

犜 犘

常数项 －０．２８６ ０．１０９ －２．６２４０．０１０

叶片厚度（犡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６０８ 　７．３０６０．０００

含梗率（犡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２６２ 　３．１５００．００２

２．３．４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与总糖含量的关系

对烟叶的叶片厚度、单叶质量、含梗率、填充值

和抗张强度与总糖含量进行逐步回归性回归分析

（表１０～１１），得到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犢＝４３．３７４０－

０．１１１８犡１－２．１７２８犡４（狀＝９０）。

从表１０和１１可知，方差分析结果回归方程达

极显著水平，回归系数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入选

的对总糖含量有显著或极显著影响的２个物理特性

对氯含量的决定系数犚２＝０．３０９，说明应用当前模

型能解释３０．９％的因变量变化。在所考察的烟叶物

理特性的５项指标中，叶片厚度与烟叶总糖含量呈

表１０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与总糖含量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１０　ＡＮＯＶＡ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ｓｕｇａ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变异来源 自由度 离差平方和 均方差 犉 犘

回归　 ２ ７１９．０７８ ３５９．５３９ １９．４７９ ０．０００

离回归 ８７ １６０５．８６７ １８．４５８

总变异 ８９ ２３２４．９４６

表１１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与总糖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１１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ｒｕｇａ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项 目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

系数

显著性

犜 犘

常数项 ４３．３７４ ４．１３７ １０．４８５ ０．０００

叶片厚度（犡１）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８ －０．５７７ －６．２１８０．０００

填充值（犡４） －２．１７３ ０．９５９ －０．２１０ －２．２６６０．０２６

极显著负相关，填充值都与总糖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而单叶质量、含梗率和抗张强度的影响不显著。

２．３．５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与钾含量的关系

对烟叶的叶片厚度、单叶质量、含梗率、填充值

和抗张强度与钾含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表１２～

１３），得到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犢＝２．４７４７－

０．０９５２犡２（狀＝９０）。

表１２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与钾含量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１２　ＡＮＯＶＡ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ｃｏｎｔｅｎｔ

变异来源 自由度 离差平方和 均方差 犉 犘

　回归 １ ４．８４４ ４．８４４ １９．５５１ ０．０００

离回归 ８８ ２１．８０３ ０．２４８

总变异 ８９ ２６．６４７

表１３　烤烟烟叶物理特性与钾含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１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ｃｏｎｔｅｎｔ

项 目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系数
显著性

犜 犘

常数项 ４３．３７４ ４．１３７ １０．４８５ ０．０００

单叶质量（犡２）－０．１１２ ０．０１８ －０．５７７ －６．２１８０．０００

表１２和１３显示方差分析结果回归方程达极显

著水平，回归系数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在烟叶钾

含量与物理性状的回归分析中，只有单叶质量入选

为有效变量，决定系数为犚２＝０．１８２。单叶质量与

钾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３　结论与讨论

１）在所考察的烤烟烟叶的叶片厚度、单叶质量、

含梗率、填充值和抗张强度５项物理特性指标中，变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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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从大到小的顺序为：叶片厚度＞单叶质量＞抗张

强度＞含梗率＞填充值；而所考察的化学成分变异

程度从大到小顺序为：氯＞钾＞烟碱＞总糖。不同

部位烤烟烟叶物理特性的变化规律是：随着部位的

增高，烟叶的厚度、单叶质量和抗张强度增大，而含

梗率和填充值变小。

２）通过对烤烟烟叶物理特性和主要化学成分的

分析：除烟叶填充值外，不同省份各项物理特性和化

学成分指标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通过逐步回

归分析，结果表明，对烟叶物理特性和各项化学成分

指标所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经显著性检验，回归方

程及回归系数均达到极显著水平，表明烟叶物理特

性与各项化学成分之间存在着多元回归关系。

３）综合各项分析结果，烟叶叶片厚度与烟碱含

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含梗率与烟碱含量呈极显著负

相关，说明烤烟烟叶部位是影响烟碱含量的主要因

素，随着部位的升高，烟碱含量升高；叶片厚度、含梗

率都与烟叶氯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叶片厚度与总

糖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填充值与总糖含量呈显著

负相关；单叶质量与钾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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