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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烤烟享誉中外，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本文运用农业地质学理论方法研究了滇东4县

（陆良、路南、弥勒、泸西）烤烟种植与地质背景的关系。 ’

    笔者认匆，地质背景是烤烟生产多因子复杂系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子，它的作用主

要在于来自地质体的矿质营养元素对烟叶品质的直接影响，以及由母岩衍生土壤的理化性状

对烟叶品质的间接影响等。从宏观上看，云烟主产区受气候带和大地构造带的控制，主要分布

在 ：匕亚热带中和金沙江一红河大断裂以东地区。区内烤烟品质的不均衡分布与地质背景有密

切关系．

    研究中提出烤烟农业地质背景景观区的概念，将研究区划分为 10种景观区，分区设研究

点共 90个，每点按岩石、土壤、烟叶立体剖面采样．分区作小区试验共 15个．使用了卫片遥感

解译、等离子光谱分析、X衍射分析、土壤理化性状多项分析、土壤砂矿物分析 ，烟叶有机物分

析等综合手段，获各类数据逾万，用电脑作多种程序数据处理。

    对烟叶化学成分作 R型聚类分析发现，所有成分明显分为性质迥异的两群．J群是以总

糖为代表的酸性组分，另一群是以总烟碱为代表的碱性组分．烟碱是产生必需生理强度的物

质，而总糖可抑制烟碱过高产生的不良反应，二者的适度平衡是优质烟的化学本质。

    笔者设计了糖一碱二元坐标图，用以表达烤烟内在品J贰 将收集到的国内外及研究区的数

据投入图上，清楚区分出它们的品质特征。按照吸烟安全性及国际市场趋势，要求烟叶总糖不
宜太高(不高于 20%l，烟碱不宜太低(不低于 2%)，糖碱比不高于 10。按此标准，外烟优于云

烟，云烟优于长江以南的烟，长江以南的烟又优于长江以北的烟．

    改善巾烟（包括云烟）品质使之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关键在于降低总糖t、提高
烟碱的含量，使糖碱比降低到 10以下。  ，

    通过相关分析等多种手段研究，我们发现了烟叶灰分中有一组元素（包括稀土元素）与总

糖、烟碱等成分有较密切的关系，将它们命名为烤烟的特征元素组合，同时，研究了这些元素在

岩石一土壤一烟叶系统中的丰度及迁移富集规律。对土壤的多种理化性状与烟叶品质关系也

作了探索研究，发现土壤粒度与烟碱糖碱比有一定关系，即粒度较粗者烟碱较高、糖碱比较低。

原因在于粒度较粗的土壤通透性较好，有利于烟株根系发育，而烟碱的积累主要靠根系完成．

另外，土壤的阳离子交换量、代换性盐基总量和盐基饱和度以中等者最宜植烟（烟碱较高，糖碱

比较低），过高或过低者均不太适宜植烟。这与烟农长期积累的经验——植烟土壤不宜太肥是

一致的．其机理尚需进一步探索，

    笔者研究了 10种景观区的烤烟品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将景观区划分为 3大类宜烟背

景区：

  1 适宜种植外烟型（高碱低糖型）优质烟背景区    ~

  包括前寒武纪砂板岩黄红 壤区、第四纪砾质黄红壤区和多源黄红壤区，占研究区总面积



20%左右。主要分布于陆良县牛首山区、山前丘原区及陆良、弥勒等几个大盆地．所植烤烟烟
碱一般在于2. 5%,糖碱比小于 10。国家在建立出口烟基地时应考虑此点。尤其在山区和山前

丘原区发展烤烟，更具开发山区、缓解粮烟争地矛盾之多种意义．

  ．2 适宜种植云烟型（中碱中糖型）优质烟背景区

  包括古生代及三迭纪碳酸盐岩红壤区和老第三纪钙质泥岩及三迭纪页岩紫色土区，占总
面积的75%左右．4县都有广泛分布，构成岩溶地貌景观，石多土少瘠薄、缺水是本区特点，发

展烤烟是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所植烤烟烟碱在1.5～2. 0%之间，糖碱比15左右，此即清香

型云烟的品质特征．

    3 次适宜区（低碱高糖型）

    包括中生代及古生代各种成分单一的碎屑岩黄红壤区及二迭纪玄武岩红壤区，占总面积

的5%左右，所植烤烟烟碱低于 1.5%,糖碱比大于 15，品质较差，需改．一土壤、补充特征元素，
才能改善品质，提高产量．

    为了验证理论研究结果，还作了15个小区试验．与农学相比，农业地质学的小区试验有3

个特点，一是按不同景观区分别试验，二是必须在测土基础上确定试验因子，三是试验因子不

能仅仅是土壤中缺什么就补什么，而是针对所缺的特征元素。如弥勒县几乎所有烟区土壤皆缺

硼，有譬噻锰，开始也作了硼、锰的试验，但由于它们不是烤烟的特征元素，效果不明显．而在缺
稀土元素，缺镁等的地方作稀土和镁的试验，效果均较显著，

． 综上所述，本课题的主要成果有：

、  1、查明烤烟烟叶化学成分中的酸、碱二类组分及优质烟的评判标准。首次提出糖一碱二元
坐标图的表达方法，找到了改善中烟品质的关键。

‘2、国内外首次揭示了烤烟烟叶中41个元素（包括15个稀土元素）的丰度，发现了影响烤

烟内在品质的特征元素组合和某些土壤理化性状。研究了元素在岩石一土壤一烟叶系统中的
分布和迁移、富集规律．为改善烤烟内在品质找到了又一条途径．初步小区试验的成功，使成

果有较好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3、烤烟农业地质背景景观区概念的提出及具体划分和分类，在宏观上对烤烟生产的优北

布局、分类指导和出口烟基地黻 有重要意义．    ’
    4、总结出。烤烟生产酸碱适度平均律”，在理论上有相当深度．平衡律的主要内容是。烟叶

内在品质的化学本质是酸碱组分适度平衡I影响烟叶内在品质的特征元素（可分偏碱性金属元

素和偏酸性非金属元素）要适度平衡I特征元素所存在的土壤反应条件也应适度平衡l烤烟生
产中针对不同地质背景衍生的土壤，采取补充特征元素或调整土壤pH值的措施，仍应遵循酸
碱适度平衡的规律。

  ‘本课题为云南省地矿局下达的指令性任务，作为支援农业的具体行动之一．90年野外调

研，91年小区试验，92华提交报告，现正在作最后的综合整理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