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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影响因素及提高措施分析
牛瑞锋

（甘肃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甘肃 兰州 730050）

0 引言
烟草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烟叶种植加工、卷烟制造、

包装、销售等。时至今日，国产卷烟品牌众多，彼此之间

价格差异较大。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用于

制造卷烟的烟叶质量存在差异。在烟叶收购过程中，烟

叶的“等级合格率”是用于衡量烟叶质量的核心指标指

标。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提升，现代卷烟工业配方中

涉及卷烟结构的工艺已经得到了提升，由此对烟叶原

料的等级合格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若要确保卷

烟产品质量，必须找出影响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的影

响因素，进而制定行之有效的提高措施。

1 影响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的因素综合分析———
以某烟草公司某次烟叶收购为例

1.1 针对分烟站不合格等级情况的调查统计结果
某烟草公司在某年度开展烟叶收购工作之前，对

上一年度的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进行统计，发现上一

年度的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为 67.42%。本着“解决主要
差距”的原则和目标，决定在本年度开展烟叶收购工作

时，将等级合格率设定为 70%，设定等级为中部上等烟
C3F。以该公司本年度烟叶收购第一工作组负责的区域
为例。该第一工作组（简称一组）负责对某地区 4个烟
站的烟叶收购情况进行综合调查统计。4个烟站在以
A、B、C、D表示。一组工作人员采用的具体方法为：在 4
个烟站均随机抽取 500把烟叶，基于 C3F标准开展调

查，初步得到的结果如表 1所示。根据表 1结果可知，
A、B、C、D 4个“烟叶收购站 C3F等级抽样合格率”彼
此之间的差异并不大，无法从中直接分析出影响烟叶

收购等级合格率的关键原因，基于此，需要进行深度

分析。

1.2 分烟站不合格等级影响原因调查统计结果
一组工作人员对初步检测结果中发现的不合格烟

叶进行深入比对分析，得出的结果如表 2所示。从中可
以看到，烟叶纯度不足、品级不达标（特指混青混不列

级烟叶混非烟物质）、水分超限是主要问题[1]，但也有极
个别其他问题。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后，结果如表 3所
示。从中可以看到，烟叶纯度不足问题发生率最高，占

比超过 60%；品级不达标问题发生率次之，占比超过
30%；水分超限发生率不足 5%，其他问题发生率不足
1%。总体来看，如果能够在烟叶收购工作中高质量地解
决纯度不足、品级不达标问题，便可大幅度提高等级合

格率。

1.3 基于目标可行性的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提升理论
只要将等级合格率提升至 70%，便可完成既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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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烟站不合格等级影响原因调查统计结果、基于目标可行性的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提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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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站 抽查数量/把 抽查等级不合格/把 等级不合格率/%
A 500 171 34.20
B 500 163 32.60
C 500 158 31.60
D 500 155 31.00

表 1 4个烟叶收购站随机抽取 500把 C3F初步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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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因此，一组工作人员通过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可以

无须考虑其他问题，将目标对准“解决烟叶纯度不足问

题”即可，只需使该类问题的解决率达到 11.5%便可。具
体的计算公式如下：等级合格率=1-[（107+107+96+99）
×（1-问题解决率）]÷（500×4）=70%。对上述算式进行简
单计算，便可得出“问题解决率”的具体值为 11.5%。
1.4 基于 PDCA循环工作模式的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
影响因素初步分析

在确定解决烟叶收购合格率不足问题的方向之

后，可基于 PDCA循环工作模式，对造成“烟叶等级纯
度不足”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度分析[2]，制定有针对性的
管理机制，方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烟叶等级纯度不足的 4个主要表现如图 1所示，
“烟叶等级纯度不足”的主要表现为混部位、混颜色、正

组混副组、混低等级烟叶。主要原因是烟农质量意识不

强和入户预检工作不到位造成的，因此提高初分烟叶

质量，关键是加强对烟农初分级指导，落地落实入户预

检。加强对烟农初分过程的技术培训与服务，提高其对

烟叶初分要求的认识，按标准要求分炕次、分部位、分

颜色、分长短。加强对预检员理论知识、分级技能、职

业素养的培训与考核，完善对预检工作的有效管控机

制，要求入户全面预检，杜绝抽样检查，提高烟叶初分

质量。

1.5 影响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的要因分析
为了对导致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不足的要因进行

深度确认，一组工作人员按照表 4方法，完成了对多项
“末端因素”的确认。对表 4中提到的 8项末端因素进
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分拣人员分级水平参差不齐、未按

照要求进行 100%入户预检、缺乏烟叶预检标准为“要
因”，其他末端因素在本次检查中判定为“合格”。

烟站
不合格数 纯度不足 品级不达标 水分超限 其他不合格

数量/把 数量/把 数量/把 数量/把 数量/把
A 171 34.20% 107 21.4 54 10.8 8 1.6 2 0.4
B 163 32.60% 96 19.2 61 12.2 5 1 1 0.2
C 158 31.60% 107 21.4 37 7.4 13 2.6 1 0.2
D 155 31.00% 99 19.8 48 9.6 6 1.2 2 0.4

比例/%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表 2 针对不合格烟叶的深入比对分析结果

影响等级合格率的因素 数量/把 占等级不合格比例/%
纯度不足 409 63.21
品级不达标 200 30.91
水分超限 32 4.95
其他问题 6 0.93

表 3 对导致烟叶不合格的问题的梳理结果

图 1 烟叶等级纯度不足的 4个主要表现

正组混副组

混颜色

烟叶
等级
纯度
不足

混部位

混低等级

末端因素 确认内容 方法 标准

存放点温度不达标 存放点温度 测量统计温度 35 ℃以下
存放点湿度不达标 存放点湿度 测量统计湿度 55%~70%
烟叶种植经济效益低 烟叶种植经济效益 比对烟叶与其他经济作物效益 与其他作物无明显差异

烟叶生产技术方案不统一 是否有统一生产技术方案 现场调查或暗访 有统一生产技术方案

收购作业管理制度完善程度不足 收购作业制度是否完善 组织开展检查考核 有完善收购作业制度

作业人员培训不到位 分拣人员分级水平是否达标 组织分拣人员进行分级测试 实操评估达标

未执行 100%入户预检规定 入户预检工作覆盖面积是否 100% 检查考核 作业评估达标

缺乏烟叶预检标准 预检标准中是否明确纯度标准 比对梳理预检标准 有相关项为合格

表 4 针对“末端因素”的确认方法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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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影响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的其他因素
定级收购是决定烟叶等级质量的关键环节，一旦

出现质量问题，不但影响烟叶的使用质量，还会影响烟

叶收购秩序等。目前常见的收购质量问题主要是烟叶

等级纯度不高，同一批次烟叶质量波动较大，质量均匀

性和稳定性差，导致等级合格率较低，与国家烟叶标准

不符合。因此，需要明确导致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较低

的主要因素，沿着该因素“追溯”，最终确定了末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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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收购烟叶存在的质量问题与检验人员不能严格执

行国家标准，对收购烟叶质量控制不到位，烟叶收购人

员未能规范执行收购程序有关。

2 提高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的措施
2.1 制定并严格实行烤后烟叶分类堆放保管机制

烘烤结束后，需要在下炕、解杆的同时，将正组烟

叶单独存放，把出现严重挂灰、浮青、光滑等明显烤坏

的副组烟叶挑出并单独存放在特定的区域，避免混淆[3]。
此外，不同部位、不同炕次烟叶均应注意区分并放置在

温湿度、干燥程度均达标的存放点保存，避免在保存过

程中出现问题。

2.2 建立健全专业化烟叶分拣人员培养机制，组织开展
全方位培训活动

分烟站应建立完善的、专业化的烟叶分拣人员培

养机制，定期组织开展系统性的培训活动，不能出现

“需要开展有关工作时临时找人”的现象。可采用的方

法如下：①烟站可以与当地合作社取得联系，构建长期
合作关系，由合作社负责寻找从事过烟叶分拣工作，年

富力强且适应一定工作强度的工人。②无论是否有相
关工作经验，在上岗之前必须参与培训，明确作业过

程中的注意事项，提高思想意识，通过考核后方可上

岗[4-5]。③对一次烟叶分拣工作中工作表现突出的优质
人才，分烟站应该建立人才档案，后续再度开展合作时

应优先考虑此类人员，确保工作队伍相对稳定的同时，

也能够提高烟叶分拣工作质量[6]。
2.3 进一步明晰烟叶品种外观特征特性的认知

应该进一步明晰烟叶品种外观特征特性认知，并

在培训中反复强调。比如，云烟 87型专用烟叶的等级
合格标准如下：①烟叶的下部整体较细，主脉颜色相对
较淡，叶柄处的脉络槽比较浅，支脉相对较宽且夹角比

较大。②烟叶中部宽度有所增加，叶尖处存在少许弯
曲，叶柄脉槽宽度中等，支脉夹角也中等。③烟叶上部
较粗，主脉颜色比较深，叶尖较细[7]。总体而言，制定详
细的分拣标准，能够帮助分拣人员降低分拣工作难度，

从而达到提高合格率的目的[8]。
2.4 全面提升对烟叶收购过程的管理水平

提高烟叶收购质量，重点要加强烟站定级收购管

理，规范收购站点验收工作流程，严格执行初验编码、

封闭定级的程序；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坚持对样收购，

保证定级的准确性；落实严格的检验制度，加强对收

购入库烟叶等级质量抽查，对不合格烟叶及时做出处

置；落实收购站点质量责任制度，实行烟站主检、县

公司总检、市公司总监三级负责制；加强对收购等级

质量监督与考核等，对烟叶收购质量控制措施持续改

进等[9]。

3 结语
综上所述，影响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的因素不止

一种。在开展烟叶收购工作时，负责人员首先需要进行

详细调查，在严谨的“确认过程”支持下，确定本次烟叶

收购工作中影响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的“要因”与“非

要因”。为了系统性提升与烟叶收购有关的工作质量，

进而提高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必须制定并实施完善

的管理考核机制、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

养。总之，上述要素均不具有“独立性”，需要通盘考虑，

尽可能提高烟叶收购等级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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