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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皖南焦甜香感强度不同的 12 个烤烟样品中 10 种矿质元素及其植烟土壤中 10 种矿质元素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和分析。结果表明：皖南大部分植烟土壤速效 P 含量适中，速效 K 含量较高，不同焦甜香感烤烟的植烟土壤中矿质元素的含

量没有明显的差异。与优质烤烟相比，皖南不同焦甜香感强度的烟叶中 Mn、Cu 和 Zn 含量适中，K、Ca、Fe 和 Mg 含量偏

低。在烟叶所含的 10 种矿质元素中，在 C3F 等级烟叶焦甜香感“中”的烟叶中 Ca、Cu、Fe 和 Zn 含量显著低于焦甜香感

“中
-
”的烟叶。因此，土壤和烟叶中矿质元素的含量对烟叶焦甜香感强度的影响较小，并不是引起烟叶焦甜香感强度差异的主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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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和烤烟烟叶中矿质元素的含量之间有密切关

系[1]，二者对烤烟品质有重要影响[2-3]。然而，土壤和

烤烟烟叶中矿质元素的含量与烤烟特色风格的关系则

未见报道。 

2003 年在皖南发现具有津巴布韦烟叶特有的焦甜

香风格的烤烟，但对其形成机理了解甚少，严重制约了

当地特色烟质量的稳定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本文对具有

不同焦甜香感的皖南烤烟烟叶及其植烟土壤中矿质元

素含量进行了分析和相关性研究，以期探讨土壤和烟叶

中矿质元素含量与烟叶焦甜香特色风格的关系。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设计 

在皖南烟区选取不同质地土壤样品共 12 个，以

冲积土壤为主，其次是水稻黏土，少量河滩地和山地

红壤（表 1），种植当地适栽烤烟品种，常规栽培管理，

烤烟生长旺长期采用 5 点取样法取烤烟根际土，测定

土壤化学成分。取成熟采收烤后烟叶进行化学成分测

定和感官评吸评价。 

1.2  实验方法 

1.2.1  土壤理化性状分析    土壤质地、pH 值和有

机质、腐殖质、碱解N、速效P、速效K含量及全量矿

质元素（Al、B、Ca、Cu、Fe、K、Mg、Mn、Na、P、

Si、Ti、Zn）含量的测定采用常规土壤分析法[4]。 

1.2.2  烤烟理化指标鉴定分析   均采用常规法[5]。 

1.2.3  烟叶感官评吸评价    烟叶成熟采收烘烤后，

选取具代表性的中部烟叶 C3F 等级和上部烟叶 B2F 

等级烟叶切丝，卷制成长 70 mm、圆周长 24.5 mm 的

单料烟支，置于 22℃ ± 1℃ 和相对湿度 60% ± 2% 

的环境中调节含水率 48 h，取出，请全国卷烟评吸委

员会评委进行评吸评价。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中矿质元素含量与烟叶焦甜香特色风格的 

     关系 

皖南烟区 12 个不同质地土壤样点烤烟旺长期

根际土壤化学成分含量的测定结果列于表 1 和表 2，

成熟采收烤后烟感官评吸评价结果见表 3。由表 1

可见，皖南烟区 12 个样点土壤有机质含量范围在 

12.17 ~ 33.83 g/kg，除少数土样有机质含量偏低外，

大多数土壤有机质含量适于植烟。12 个样点土壤碱

解 N 含量范围在 43.30 ~ 195.42 mg/kg，碱解 N 含量

偏低，低于 65 mg/kg 的土样占 10.5%，含量适宜

在 65 ~ 100 mg/kg 的土样占 31.6%，含量偏高、高

于 100 mg/kg 的土样占 57.9%。皖南烟区土壤碱解

N 含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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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烟区 12 个样点土样速效  P 含量范围在 

9.50 ~ 49.57 mg/kg，含量偏低、低于 10 mg/kg 的土

样占 10.5%，含量适宜在 10 ~ 20 mg/kg 的土样占

47.4%，含量较高在 20 ~ 40 mg/kg 的土样占 26.3%，

含量偏高、＞40 mg/kg 的土样占 15.8%。皖南烟区

大部分土壤速效 P 含量适于植烟。12 个样点土样速

效 K 含量范围在 225.05 ~ 535.97 mg/kg，含量较高

在 220 ~ 350 mg/kg 的土样占 42.1%，含量偏高、＞

350 mg/kg 的土样占 57.9%。皖南烟区大部分土壤速

效 K 含量较高。

 

表 1  皖南烟区 12 个样点烤烟旺长期根际土壤常规及速效养分 

Table 1  Contents of soil nutrients of 12 sampling sites in south Anhui  

编号 土壤质地 有机质（g/kg） 碱解 N（mg/kg） 速效 P（mg/kg） 速效 K（mg/kg） pH 

1 冲积沙壤土 24.59 114.41 17.44 388.52 4.06 

2 冲积沙壤土 19.48 92.99 23.53 428.95 6.10 

3 冲积沙壤土 15.67 82.37 15.37 225.05 5.20 

4 冲积沙壤土 24.61 114.42 9.50 345.96 5.00 

5 冲积沙壤土 22.83 114.61 27.19 416.71 4.39 

6 水稻粘土 31.84 178.78 18.54 258.69 4.08 

7 水稻粘土 33.83 195.42 30.14 258.65 4.02 

8 冲积粉沙土 17.23 51.36 45.43 392.72 4.66 

9 冲积粉沙土 12.17 43.30 41.59 345.75 4.40 

10 坡积沙壤土 30.43 177.75 12.92 528.35 4.67 

11 冲积粉沙土 28.18 137.99 23.51 438.80 4.05 

12 山地红壤 16.86 82.56 49.57 535.97 4.38 

 

表 2  皖南烟区 12 个样点烤烟旺长期根际土壤全量矿质元素含量（g/kg） 

Table 2  Contents of soil total mineral elements of 12 sampling sites in south Anhui     

编号 Al Ca Fe K Mg Mn Na P Si Ti 

1 52.99 2.35 13.65 18.88 3.65 0.19 8.69 0.47 284.39 3.19 

2 59.47 4.03 22.02 20.26 5.87 0.43 9.81 0.84 350.72 4.79 

3 54.45 2.47 17.06 19.14 3.83 0.28 8.10 0.74 279.30 3.00 

4 60.35 2.28 19.13 19.35 4.87 0.23 7.63 0.61 273.28 3.39 

5 58.56 2.07 18.71 18.81 4.53 0.27 8.04 0.92 274.81 3.28 

6 44.60 1.68 16.95 10.70 4.07 0.16 2.22 0.61 387.84 5.40 

7 44.91 6.29 17.92 10.04 4.23 0.21 2.65 0.97 396.48 6.10 

8 68.35 4.03 32.69 23.78 7.63 0.64 9.80 1.06 352.76 4.63 

9 73.24 3.87 37.66 22.85 8.47 0.71 10.57 0.93 409.70 5.23 

10 77.66 2.63 23.01 25.97 4.08 0.42 10.61 1.02 383.65 7.42 

11 72.32 3.41 26.79 21.73 6.96 0.35 9.42 1.01 315.42 4.65 

12 60.60 2.21 30.45 14.80 4.86 0.63 5.22 1.08 332.30 5.69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 12 个烤烟样品感官评吸结

果中，有 4 个样品（1、3、10、12）的中部叶焦甜香

感强于其上部叶；7 个样品（2、4、5、6、7、8、9）

的中部叶焦甜香感与其上部叶相同；仅 1 个样品（11）

上部叶的焦甜香感强于其中部叶。因此，皖南烟区烤

烟焦甜香感中部叶比上部叶稍强或相同。中部叶焦甜

香感达到“中+” 的只有 1 个样品，占 8.3%；达到

“中”的有 3 个，占 25.0%；达到“中-” 的有 4 个，

占 33.3%；表现为“弱”焦甜香感的有 4 个样品，占 

33.3%（表 3）。所以，中部叶中有明显焦甜香感（“中”

及以上）的样品占 1/3。上部叶中焦甜香感达到“中+” 

的也只有 1 个样品，占 8.3%；达到“中”的有 1 个，

占 8.3%；达到“中-” 的有 3 个，占 25.0%；表现

为“ ”或“弱弱 -”焦甜香感的有 7 个样品，占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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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上部叶中有明显焦甜香感（“中”及以上）

的样品仅占 1/6。 

分别将中部叶或上部叶焦甜香感不同烤烟的植烟

土壤中各种矿质元素的含量进行统计分析，除中部叶

焦甜香感“中”的植烟土壤速效K含量显著高于焦甜香

感“中-”植烟土壤（p＜0.05）外，其他矿质元素含量

没有明显的差异（表 4 ~ 7），表明土壤中矿质元素的

含量对烟叶焦甜香感强度的影响较小。

 

表 3  皖南烟区 12 个样点部分烤后烟感官评吸评价结果及烟叶矿质元素含量 

Table 3  Scores of smoking quality and contents of mineral elements of tobacco leaves from 12 sampling sites in south Anhui 

编号 烟叶 

等级 

Ca 

(g/kg) 

K 

(g/kg) 

Mg 

(g/kg) 

Na 

(g/kg) 

P 

(g/kg) 

B 

(mg/kg) 

Cu 

(mg/kg) 

Fe 

(mg/kg) 

Mn 

(mg/kg) 

Zn 

(mg/kg) 

焦甜香感

C3F 15.41 21.31 3.36 1.00 2.06 12.14 33.49 102.26 89.78 54.51 中- 1 

B2F 15.18 13.15 3.25 0.92 1.80 17.07 36.87 62.36 77.56 58.30 弱 

C3F 12.42 23.35 3.86 1.04 1.89 12.98 16.33 100.31 67.82 45.44 中 2 

B2F 13.94 18.67 3.27 0.97 1.98 26.01 32.56 86.13 107.29 53.82 中 

C3F 17.18 26.61 3.64 1.08 2.71 21.74 34.73 113.03 48.25 65.00 中- 3 

B2F 16.43 20.49 3.42 1.01 1.91 25.95 43.66 89.87 94.90 60.61 弱- 

C3F 11.89 12.00 3.47 0.89 1.50 34.87 12.55 73.19 174.39 46.47 弱 4 

B2F 10.67 15.61 2.87 0.92 1.59 18.73 9.62 70.86 181.21 51.08 弱 

C3F 16.97 21.32 1.13 1.02 2.36 13.39 20.94 66.03 23.25 50.06 弱 5 

B2F 20.53 15.66 3.02 0.91 1.49 22.91 25.32 60.74 56.87 55.97 弱 

C3F 16.20 31.70 2.07 0.97 1.92 12.25 17.45 116.91 110.45 64.63 中- 6 

B2F 14.61 16.64 2.11 0.97 1.74 15.28 40.90 74.68 70.18 52.19 中- 

C3F 14.44 25.42 1.72 1.00 1.27 14.00 10.89 157.06 129.06 104.29 弱 7 

B2F 17.42 16.46 2.14 0.94 1.30 32.00 19.66 106.28 142.83 74.03 弱 

C3F 12.99 19.55 3.21 0.97 2.00 12.00 25.11 101.69 132.17 68.61 中- 8 

B2F 12.86 18.87 2.94 0.94 1.78 23.45 27.06 126.51 164.58 71.47 中- 

C3F 14.49 29.25 2.63 0.97 2.49 12.72 23.30 109.40 110.19 54.23 中
－ 9 

B2F 14.36 24.42 2.57 1.02 2.60 12.14 28.84 100.88 24.80 48.18 中
－ 

C3F 11.28 20.71 3.42 1.12 1.89 32.58 23.30 95.17 236.47 45.20 中 10 

B2F 11.59 17.17 3.78 0.90 1.85 40.72 22.29 93.16 252.48 46.07 中- 

C3F 10.39 27.22 4.20 0.94 2.63 10.42 24.84 85.68 73.33 51.76 中 11 

B2F 9.66 16.35 2.95 0.97 1.83 19.93 16.97 97.51 176.34 45.53 中+ 

C3F 10.20 24.30 4.28 0.91 2.56 9.74 22.94 80.32 69.05 47.63 中+ 12 

B2F 12.25 18.03 3.85 0.92 2.37 24.31 20.83 88.48 122.69 46.58 弱 

 

表 4  焦甜香感强度不同的中部叶植烟土壤中 K 和 P 的含量 

Table 4  Contents of K and P of soils in which tobacco central leaves had different burnt sweet smelling 

焦甜香感 速效 P（mg/kg） 速效 K（mg/kg） 全 P（g/kg） 全 K（g/kg） 

中
＋ 49.57 535.97 1.08 14.8 

中  19.99 ± 11.78* 465.37 ± 95.79a 0.96 ± 0.17 22.65 ± 5.21 

中-  23.24 ± 12.02 304.50 ± 75.37b 0.69 ± 0.20 17.89 ± 4.78 

弱 28.01± 13.45 353.51 ± 73.79ab 0.89 ± 0.21 18.00 ± 5.95 

注：* 平均值 ± 标准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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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焦甜香感强度不同的中部叶植烟土壤中部分矿质元素的全量（g/kg）    

Table 5  Total mineral element contents of soils in which middle tobacco central leaves had different burnt sweet smelling 

焦甜香感 Mg Fe Mn Ca Na Al Si Ti 

中
＋ 4.86 30.45 0.63 2.21 5.22 60.6 332.3 5.69 

中 5.64 ± 1.68  23.94 ± 7.11  0.40 ± 0.18 3.36 ± 1.36 9.95 ± 3.05 69.82 ± 11.49 349.93 ± 53.18 5.62 ± 1.36 

中- 5.01 ± 1.74  21.33 ± 8.02  0.34 ± 0.20 2.59 ± 1.56 7.40 ± 3.03 56.32 ± 9.57 340.31 ± 56.80 4.21 ± 1.14 

弱 5.327 ± 1.47  22.11 ± 6.54  0.34 ± 0.19 3.67 ± 1.91 7.03 ± 3.42 58.04 ± 10.35 324.33 ± 59.79 4.35 ± 1.23 

 

表 6  焦甜香感强度不同的上部叶植烟土壤中 K 和 P 的含量 

Table 6  Contents of K and P of soils in which tobacco upper leaves had different burnt sweet smelling 

焦甜香感 速效 P（mg/kg） 速效 K（mg/kg） 全 P（g/kg）  全 K（g/kg）  

中
＋ 23.51 438.8 1.01 21.73 

中 23.53 428.95 0.84 20.26 

中-  24.35 ± 14.10 377.60 ± 111.92 0.85 ± 0.18 19.84 ± 7.66 

弱和弱-  27.81 ± 13.11 366.23 ± 99.80 0.84 ± 0.20 17.83 ± 4.88 

 

表 7  焦甜香感强度不同的上部叶植烟土壤中部分矿质元素的全量含量（g/kg） 

Table 7  Total mine element contents of soils in which upper tobacco central leaves had different burnt sweet smelling  

焦甜香感 Mg Fe Mn Ca Na Al Si Ti 

中
＋ 6.96 26.79 0.35 3.41 9.42 72.32 315.42 4.65 

中 5.87 22.02 0.43 4.03 9.81 59.47 350.72 4.79 

中-  5.54 ± 2.17 25.87 ± 9.17  0.43 ± 0.25 2.73 ± 1.74 7.80 ± 4.34 65.17 ± 15.86 393.73 ± 21.13 6.02 ± 1.07 

弱和弱-  4.80 ± 1.61 21.37 ± 7.37  0.35 ± 0.19 3.10 ± 1.29 7.16 ± 2.88 57.17 ± 10.67 313.33 ± 50.93 4.18 ± 1.35 

 

从表 3 还可见，烟叶 Ca 含量在 9.66 ~ 20.53 

g/kg，平均值 13.89 g/kg，与我国烟叶 Ca 含量临界值

11.1 ~ 34.4 g/kg 相比较适宜，与国外优质烟含量在

25 g/kg 左右相比差距很大。烟叶 K 含量在 12.00 ~ 

31.70 g/kg，平均值 20.59 g/kg，与优质烟 K 含量范围

24 ~ 42 g/kg 相比含量偏低。烟叶 Mg 含量在 1.13 ~ 

4.28 g/kg，平均值 3.05 g/kg，与优质烟 Mg 含量临界

值范围 4 ~ 15 g/kg 相比含量偏低。烟叶 P 含量在 1.27 

~ 2.71 g/kg，平均值 1.98 g/kg，与优质烟 P 含量范围

3.3 ~ 7.6 g/kg 相比含量也偏低。 

烟叶 Cu 含量在 9.62 ~ 43.66 mg/kg，平均值 

24.60 mg/kg，位于优质烟 Cu 含量临界值范围 4.02 ~ 

32.86 mg/kg 的中低限。Fe 含量在 60.74 ~ 157.06 

mg/kg，平均值 94.10 mg/kg，位于优质烟叶 Fe 含量临

界值范围 57.69 ~ 295.19 mg/kg 的低限。烟叶 Mn 含量

在 23.25 ~ 254.08 mg/kg，平均值 114.00 mg/kg，位于

优质烟叶Mn含量临界值范围 22.96 ~ 550.03 mg/kg的

中低限。烟叶 Zn 含量在 45.20 ~ 104.29 mg/kg，平均值

56.74 mg/kg，绝大部分样品位于优质烟 Zn 含量临界值

范围 6.99 ~ 72.58 mg/kg 的中高限（表 3）。 

烟叶中矿质元素的含量与植烟土壤中矿质元素的

含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C3F 等级烟叶的 Mn、

Fe 和 P 含量分别与土壤中 Mn、Fe 和有效 P 含量

呈显著相关性（p＜0.05）；B2F 等级烟叶的 Ca、Mn 和 

P 含量分别与土壤中的 Ca、Mn 和有效 P 含量呈显

著相关性（p＜0.05）。  

分别分析焦甜香感不同的 C3F 和 B2F 烟叶中

大量矿质元素含量的差异性，仅 C3F 等级烟叶焦甜香

感“中
－”的烟叶 Ca 含量显著高于焦甜香感“中”的

烟叶（p＜0.01）（表 8）。比较焦甜香感不同的 C3F 和 

B2F 烟叶中微量矿质元素含量的差异性，C3F 烟叶焦

甜香感“中－”的烟叶 Cu、Fe 和 Zn 含量显著高于

焦甜香感“中”的烟叶（p＜0.01、p＜0.05 和 p＜0.01）

（表 9）。因此，烟叶中矿质元素的含量对烟叶焦甜香

感强度的影响较小，并不是引起焦甜香感强度差异的

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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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皖南烟区 12 个烟样烟叶中大量矿质元素的含量与焦甜香感强度的关系（g/kg） 

Table 8  Relationship between major element contents and different burnt sweet smelling of 12 tobacco leaf samples in south Anhui  

烟叶等级 焦甜香感 Ca K Mg Na P  

C3F 中+ 10.20  24.30  4.28  0.91  2.56  

 中 11.36 ± 1.02 A  23.76 ± 3.28  3.83 ± 0.39  1.04 ± 0.09  2.14 ± 0.43  

 中- 15.26 ± 1.61 B  25.68 ± 5.16  2.98 ± 0.63  1.00 ± 0.05  2.23 ± 0.34  

 弱 14.43 ± 2.54 AB  19.58 ± 6.88  2.11 ± 1.22  0.97 ± 0.07  1.71 ± 0.57  

B2F 中+ 9.66  16.35  2.95  0.97  1.83  

 中 13.94  18.67  3.27  0.97  1.98  

 中- 13.36 ± 1.41 19.28 ± 3.56 2.85 ± 0.71 0.96 ± 0.05 1.99 ± 0.41 

 弱和弱- 15.42 ± 3.57 16.57 ± 2.49 3.09 ± 0.58 0.94 ± 0.04 1.74 ± 0.38 

 

表 9  皖南烟区 12 个烟样烟叶中微量矿质元素的含量与焦甜香感强度的关系（mg/kg） 

Table 9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ce element contents and different burnt sweet smelling of 12 tobacco leaf samples in south of Anhui  

烟叶等级 焦甜香感 B Cu Fe Mn Zn 

C3F 中+ 9.74  22.94  80.32  69.05  47.63  

 中 18.66 ± 12.12  21.49 ± 4.54 ab  93.72 ± 7.42 a 125.88 ± 95.82  47.47 ± 3.72 A 

 中- 14.17 ± 4.24  26.82 ± 7.25 a  108.66 ± 6.65 b 98.17 ± 31.68  61.40 ± 6.60 B 

 弱 20.75 ± 12.23  14.79 ± 5.39 b  98.76 ± 50.61 ab 108.90 ± 77.56  66.94 ± 32.39 AB 

B2F 中+ 19.93  16.97  97.51  176.34  45.53  

 中 26.01  32.56  86.13  107.29  53.82  

 中- 22.90 ± 12.80 29.77 ± 7.92 98.81 ± 21.49 128.01 ± 101.37 54.48 ± 11.61 

 弱和弱- 23.50 ± 5.35 25.99 ± 12.38 79.76 ± 18.03 112.67 ± 45.54 57.76 ± 9.44 

 

3  讨论 

对皖南 12 个具有不同程度焦甜香感的烤烟样品

中 10 种矿质元素含量及其植烟土壤中 10 种矿质元

素含量的分析结果表明，土壤或烟叶中矿质元素含量

对烟叶焦甜香感强度的影响较小，并不是引起焦甜香

感强度差异的主要原因。所以，皖南烤烟焦甜香风格

的形成不是由于土壤或烟叶中某种或某些矿质元素含

量高引起的。 

许多研究表明，土壤或植物中某些矿质元素，尤

其是某些微量元素含量高与植物的优质和道地性有

关。我国湖南优质香稻香气物质的合成可能与土壤和

灌溉水中微量元素含量高有密切关系，香稻产地土壤

的有机质、全 N、碱解 N、全 P、速效 P 都明显高

于非产地，香稻产地土壤中 Fe、Mn、Zn、Cu、La、

Ti、Co、V 和 Ni 等的含量均较非产地高[6-7]，香稻茎、

根对 Mn、As、Zn 等元素富集能力特别强，香米中 

Mn、Zn 含量比普通稻米要高[6, 8]。灌溉水中较高的 Zn 

元素含量[6, 8]、增施 Zn 肥[6-7]或 Zn、Cu、Mn、Mo、

B 5 种微量元素[9]可以改良水稻风味品质。然而，香米

中微量元素含量与香气物质含量之间的关系缺乏统计

学分析。另外，香稻田土壤中各元素含量不仅不同地

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就是同一地区不同丘田，甚

至是同一丘田不同时间采集的样品其含量差异也十分

明显[8]。印度学者报道香米叶中 K、Ca 和 Mg 含量

低于非香米[10]。 

中药材对微量元素的选择性富集和微量元素的络

合物具有对疾病部位特异亲合的药理作用，因此，微

量元素含量对道地药材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道地金银

花药材中 Sr 和 Fe 的含量分别是非道地药材的 2.4 

倍和 1.36 倍，而重金属 Cr 和 Pb 的含量比非道地

低[11]。同样地，道地德庆何首乌中 Se 含量高于全国

平均数，并与当地土壤 Se 含量高相一致[12]。然而，

有些研究结果并不支持高的微量元素含量是道地药材

所必须的。道地产区（江苏句容）太子参中 Ca、K、

Mg、Mn、Na、Ni 和 Sr 元素的含量明显高于非道地

产区（福建柘荣）元素的含量，但是，其他一些元素

的含量则是非道地产区的含量高于道地产区，这可能

与产地土壤中无机元素含量有关，土壤中无机元素在

太子参道地性形成中的作用可能比较小[13]。铜陵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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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皮的活性成分丹皮酚和丹皮多糖显著高于其他产

地，且与丹皮中重金属 Cd、Cu、Mn、Ni、Pb、Ti 和 

Zn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丹皮的活性成分丹皮酚和丹皮

多糖的积累可能是由于丹皮对重金属的选择性吸收造

成毒害作用的自我解毒物质[14]。另外，黄芪和川黄柏

的道地性与微量元素含量无关[15-16]。 

烤烟的香气物质的前体物以及药材的有效药性

成分多是次生代谢物。目前次级代谢产物的产生机

制有 5 种假说，分别是生长/分化平衡假说[17]、碳

素/营养平衡假说[18]、最佳防御假说[19]、资源获得假

说[20]和氧化应激效应假说[21]，这些假说并不支持矿

质元素有利于次生代谢产物的合成，但当矿质元素

的含量过高产生毒害时则可能有利于次生代谢产物

的合成。中度土壤盐分（6 g/kg NaCl）对宁夏枸杞

的正常生长发育以及生理过程不但没有显著的负面

影响，相反有助于枸杞体内一些抗氧化物质（枸杞

多糖、胡萝卜素和菜碱等）的积累，这些抗氧化物

质在枸杞药用价值方面起重要的作用[22]。宁夏枸杞

果实内的多糖含量和总糖含量分别与土壤盐分总量

成显著相关[23]。 

综上所述，土壤、烤烟或其他植物中某些矿质

元素含量高与产品的特色或道地性没有关系，而可

能与生长过程中受到环境包括土壤的胁迫应激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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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Mineral Elements in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Cultivated Soils 

and Burnt-Sweet Smelling Formation in South A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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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s of 10 mineral elements in 12 flue-cured tobacco leave samples and cultivated soil samples were detected, and the 

leaves had different grades of burnt-sweet smelling. The contents of available P in most of the soils were moderate, available K were on the high sid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ents of mineral elements of soils in which tobacco leaves having different grades of burnt-sweet 

smelling. Only Ca, Cu, Fe and Zn contents of C3F tobacco leaves with middle- grade of burnt-sweet smelling were higher significantly than those 

with middle grade of burnt-sweet smell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s of mineral element contents in soils and leaves on burnt-sweet 

smelling grade of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were considerably weak and were not the primary cause for resulting in different burnt-sweet smelling 

grades of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Key words:  Soil, Flue-cured tobacco, Mine element, Specific flue-cured tobac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