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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同志在国家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积极

支持和配合下，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

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和十六大精神，按照国家局党组确定的“

狠抓基础，稳中求进”的行业工作指导思想和“一要规范、

二要改革、三要创新”的工作重点，认真贯彻落实200*年年

初全国烟草工作会议提出的“进一步狠抓基储狠抓规范、狠

抓落实”、“以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为目标，加快行

业技术创新的步伐”的工作要求和在合肥召开的全国烟草专

卖局长（公司总经理）座谈会提出的“五个确保”的工作要

求，一年来，经过科教司全体职工和全行业科教工作者的积

极努力，科教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现将科教司工作200*年

的工作总结和200*年的工作安排汇报如下： 一、200*年主要

工作 2001年我们针对行业科教工作提出了“一、二、三、四

”工作思路，即：围绕开发新产品改造老产品的目标（一个

目标），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和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体系建设（

二个体系），狠抓优质烟叶生产技术开发推广、卷烟工艺技

术水平提高、卷烟烟气化学成分测试分析三个重点研究方向

（三个重点研究方向），坚持科教工作的四个结合，即：国

内外相结合、行业内外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科研与人才培养相结合。200*年，我们确定行业科教工作

应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即“一、

二、一”工作重点。具体来讲就是：完善质量技术监督工作



体系（一个工作体系），抓好“烟草育种”和“全国卷烟制

丝工艺技术水平分析及提高质量的集成技术推广研究”两个

重点科研项目(二个重点科研项目)，实施人才培养行动计划,

落实“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个人才培养行动计划)。按照以

上的工作思路，200*年科教司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功举办烟草行业技术创新成果展，展现了烟草行

业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提高了烟草行业的整体形象和社会

地位。 在国家局相关部门、北京市局、北京卷烟厂的协助和

各参展省局、企业的努力下，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烟草

行业技术创新成果展览会于今年5月18-22日在北京成功举办

。展览会以“科技创新，降焦减害，关注健康，奉献社会”

为展示主题，全面而概括地展示了烟草行业自1982年组建以

来企业科技进步取得的重大成就，充分展现了烟草行业的科

技水平和烟草制品中的科技含量，表现了烟草行业的综合实

力和精神风貌。据不完全统计，烟草行业和社会各界观展人

员约4万余人。展览会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向社会各

界显示卷烟产品科技含量不低、烟草行业对国家贡献不孝烟

草行业社会形象不差，达到了我们预期的展览目的。 （二）

、以低焦油、低危害卷烟开发技术研究推广为主线，进一步

推进卷烟降焦减害工作深入开展 高香气、低焦油、低危害卷

烟产品开发和降焦减害工作是行业科技工作的一个中心内容

。为此，科教司200*年的工作重点以低焦油、低危害卷烟开

发技术研究推广为主线，进一步推动了行业卷烟降焦、减害

工作深入开展，主要包括以下三项方面工作： 1、加大了卷

烟降焦、减害、控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重点组织实施了已列

入国家经贸委2000年度国家技术创新项目计划和国家局2000



年科技开发项目计划---“降低卷烟烟气中有害成分的技术研

究”项目，该项目围绕着有选择性降低卷烟烟气有害成分，

从降焦、降害、控害和测害等技术不同方面开展新技术、新

工艺、新方法及其配套技术相关的研究，项目属于技术集成

开发研究项目，各个分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经过近三

年的研究，各分项目已基本达到项目预定的各项指标，取得

了技术的突破。其中，少数卷烟企业已成功地运用这些新技

术开发出了低焦油、低危害卷烟产品，已初步研究证明中国

卷烟烟气中亚硝胺含量较少，这一研究结果及测试分析方法

有助于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助于建立技术壁垒。 2、

进一步促进了造纸法再造烟叶的开发和应用推广 200*年，杭

州造纸法再造烟叶已分别在芜湖、合肥、济南、深圳等烟厂

推广使用，累计合同总量达1800吨（杭州烟厂自用的除外）

；汕头造纸法再造烟叶已分别在常德、武汉、上海等烟厂推

广试用，累计合同总量达1440吨。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大造

纸法再造烟叶的技术开发力度。昆船公司和云南院承担的造

纸法再造烟叶中试生产线项目，今年以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目前，2000吨/年的中试生产线已安装完毕，正在调试运行

当中。 3、提高白肋烟质量及可用性技术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为促进低焦油、混合型卷烟开发，解决我国白肋烟烟碱含量

偏高、白肋烟特征香气不明显等问题，科教司重点安排了“

提高白肋烟质量及其可用性的技术研究”大协作项目，目前

已取得重要进展。基本明确了各项重要栽培因素、生态环境

条件与白肋烟生产技术、质量指标及化学成分的关系；探索

出了有效地调控烟碱的技术措施；建立起了白肋烟烟碱积累

的数学模型；基本确立了白肋烟生产综合配套技术规范。今



年7月份，组织行业内工业、农业及科研单位专家对该项目进

行了田间现场分析、技术讲座、技术交流和外观评价、感官

评价的品质鉴定等，结论是：理论上有创新；技术上有进步

；推广上有价值；质量上有提高；方法上有突破。该项科研

成果被评为200*年度国家烟草专卖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

推荐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 （三）、全面启动“卷烟制丝工

艺技术水平分析及提高质量的集成技术研究推广”工作，行

业掀起制丝工艺技术研究与改进的热潮 当前，卷烟制丝工艺

技术水平不高、工艺管理粗放、卷烟质量稳定性差、焦油量

波动性大等问题较大地影响了我国卷烟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是制约我国烟草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全行业开展

“制丝工艺技术水平分析及提高质量的集成技术研究推广”

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 工作任务：以卷烟生产企业为工

作对象，通过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卷烟生产企业制丝工艺技

术水平进行分析与诊断，针对不同卷烟生产企业的客观实际

，有重点地推广近年来行业内外在制丝工艺技术方面的七项

新技术新成果，即打叶复烤与制丝工艺参数优化技术、卷烟

生产工序质量评价技术、白肋烟加料与烘焙技术、卷烟控焦

技术、提高CO2膨胀烟丝质量技术、再造烟叶应用技术和降

低烟叶消耗技术；研究两项应用技术，即小叶组配方技术研

究、叶丝和梗丝在线膨胀新技术（HXD和STS）应用研究。 

工作目标：拟用三年的时间，使卷烟生产企业的卷烟产品质

量水平明显上升，质量稳定性明显提高，焦油波动范围明显

缩小，有关技术和管理人员的素质明显提高。 组织形式：采

取科技推广项目的形式进行。目前第一批试点企业已列入国

家局200*年重点科技开发与推广项目计划。组织形式是以科



技教育司牵头、经济运行司等部门协助、郑州烟草研究院为

主要技术依托单位、卷烟生产企业参加相结合的方式。具体

工作由“项目工作组”和“项目技术组”负责实施。 实施方

式：分国家局、省级局和卷烟生产企业三个层次实施。第一

个层次是国家局级试点，由国家局组织实施。已选定哈尔滨

、淮阴、楚雄、常德、龙岩等五家卷烟生产企业作为国家局

首批试点企业并已陆续开展工作，这批企业的选定是依据项

目内容、需要和企业特点而定的；同时初步选定曲靖等十余

家卷烟企业作为推广示范企业并做好明年进入试点企业的准

备。第二个层次是省级局组织的企业，形式参照国家局层次

的操作模式进行。第三个层次是外围企业，由卷烟生产企业

自行组织实施。效果显著企业可进入推广示范企业、试点企

业。 作为关系到企业长远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该项工作

一经提出就受到企业普遍关注并很快形成共识。目前很多企

业已分别在国家局、省级局、企业级层次开展工作并取得成

效。以哈尔滨卷烟厂为例，该厂作为首批国家局试点企业之

一，从今年1月份开始逐步推广七项技术，目前企业形势明显

好转：税利比去年同期增长近2个亿，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

近4000万元，产品开发水平和科技含量明显提高，新开发的

软包“老仁义”上市不足一月销售9142万箱；职工情绪高涨

。 （四）、以烟草育种和“无公害”烟叶生产为工作重点，

加强优质烟叶生产技术开发与推广工作 1、烟草育种工作全

面启动。目前，我国烟叶生产的当家推广品种还是国外引进

品种。因此加速育种进程，尽快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

质当家品种是农业科研的当务之急。今年的第一批科研计划

中已重点安排了以南、北育种中心分别牵头的大协作项目，



经费资助共500万元，计划到“十五”期末完成5个优质烤烟

新品种的育种目标，每个品种必须达到年推广种植面积50万

亩。届时，我国烟草自育品种种植面积将大大增加。 2、“

无公害”烟叶生产技术研究逐步加强。针对目前我国烟草农

药使用量大，农药品种多、农药使用乱以及高毒、高残留农

药仍在局部使用的现状，200*年，我们通过《“无公害”烟

叶生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的招标工作，使烟叶生产的“

无公害”问题受到普遍关注，“无公害”生产成为发展方向

。所谓“无公害”是指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符

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限制一定的农药使用量，限

定农药使用品种等措施，维护消费者权益，提高农产品质量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国家提出的

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的工作模式。为了做好这方面工作，我

们还组织开展了对“无公害”烟叶农药、重金属最高残留量

标准研究工作，并作为重点研究课题。该项工作主要通过对

全国烟草农药使用现状普查、对代表性的烟区进行烟叶取样

、对烟叶样品的农药残留进行检测，最终研究制订相关的建

议标准。该项工作将直接影响招标项目的考核工作，同时，

该项目的相关数据对下一步的烟草农业科研工作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3、优质烟叶开发初见成效。主要通过两个层次开

展工作。第一个层次是建立烟叶科技示范基地。目前已在福

建三明和龙岩、山东省临沂、四川西昌、贵州遵义等烟区建

立了科技示范基地，作为烟叶生产技术的科研开发基地。第

二个层次是在县一级建立烟叶标准化示范县。主要推广规范

的烟叶生产技术。目前已建立了云南弥勒、山东莒南等10个

标准化示范县，并被国家质检总局列为全国第三批标准化示



范100县之列。上半年会同烟叶公司组织召开了烟叶标准化示

范县项目现场会并制定了该项工作的具体实施计划。 4、烟

草病虫害预测预报及综合防治体系逐步完善。我国烟草病虫

害造成的损失目前基本控制为10-15%，烟草种植先进国家

为3-5%，差距还不校从1996年起，我们开始在全国主要产烟

省（市、区）建立烟草病虫害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工作机构

并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烟草病虫害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网”

。截止2001年底，全国共有16家省级局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

构，各级站总数达到260多家。200*年6月底，我们在云南组

织召开了“全国烟草病虫害预测预报专题学术研讨会”，进

一步推动了该项工作的开展。下一步工作总体目标是：

到2005年全国范围内烟草病虫害损失比目前降低5个百分点。 

（五）不断推进科技项目管理制度改革，科技项目管理进一

步规范化 1、科技项目立项制度更加规范。 经过近几年的改

进，科技项目立项已形成目前的五个规范过程：资格形式审

查、科技委论证、专家评审、国家局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国家局办公会议审议，并实现了网上申报和管理的功能。 2

、建立科技项目招标立项制度 为了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

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平竞争，今年我们加强了科技

项目招标立项工作，在促进科研立项机制改革上迈出了新步

伐。上半年进行的《低焦油低CO卷烟产品研制》和《“无公

害”烟叶生产技术研究与应用》两个项目的招投标取得了比

较满意的结果。今后，要求各省级局要加强科技项目的招标

工作。 3、建立项目经费配套制度和经费执行检查制度 项目

经费配套制度：自今年起，为加大企业对科技的投入力度，

凡各省局在国家局立项的重大科研项目，均应给予相应额度



的配套经费支持，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管理。 经费执行

检查制度：自去年起，逐步开展了对大额科技经费使用单位

进行经费的跟踪检查，目前已完成对郑州院、郑州烟草职工

技术培训中心和生理生化基地三个单位的项目经费执行情况

的检查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