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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烟草行业发展迅猛。作为烟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和质量

控制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目前在烟草制丝的技术和质量控制上，距离其他国家的差距较大，如何通过有效的方式去促

进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优化和质量控制方法的优化，是烟草制丝设备未来发展的重点。论文针对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优化和

质量控制的现状、优化和控制的必要性、质量控制所遇到的问题和优化措施等进行分析阐述，旨在给读者提供建设性参考建议，

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优化，更好地促进中国烟草行业的发展。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China’s tobacco industr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obacco companies, the technology and quality control of tobacco silk-making equipment have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t present,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the technology and quality control of tobacco silk making equipment. How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technology and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of tobacco silk making equipment in an effective way is the focu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obacco silk making equi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laborates on the status quo of technical optimiz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f tobacco silk equipment, the necessity of optimization and control,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quality control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etc.,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aders with constructive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thereby improving to 

better promote the technical optimization of China’s tobacco silk-making equipment, and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tobacco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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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烟草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烟草制丝技术一旦不符

合高标准的要求，将会对于设备运行的能量损耗、烟丝膨胀

率所带来的质量、口感等都会造成影响。为了进一步促进烟

丝的质量，务必要进一步改进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对于烟

丝制作的各环节进行质量控制，从而确保制丝设备所生产的

烟丝口感好、安全性高、能够充分燃烧，从而进一步减低对

人体的伤害。论文针对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和质管现状进行

了分析，结合该技术的优化措施和质量控制注意的要点进行

了阐述，旨在进一步提升中国烟草制丝设备的高效运行和烟

草制丝技术的发展，促进中国烟草行业的发展。

2 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和质量控制现状

目前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和质量控制的现状是稳中求

进、步步为营的状态。从技术上来看，有关单位和个人努力

提高设备的技术含量，以最直观的指标为结果，积极提高烟

草的质量和提高烟草行业的质量标准。从质量控制上看，除

了所谓的技术控制上，还有主客观的其他因素影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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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制丝设备的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偏低，管理机制有待进一

步完善，相关的监管机制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围绕着这些

问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务必要提高人员的思想意识和技术能

力，结合国际优秀的经验来整合、健全管理机制，促进监管

机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确保制丝各环节质量都能够被有效

保障。当然，目前的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和质量控制上还存

在着许多的问题，只有针对问题去解决问题，根据解决的结

果去调整优化，从而进一步促进烟草行业的发展。

3 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改进必要性分析

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改进必要性主要包括三点：第一，

降低设备能耗；第二，提高烟丝膨胀率；第三，提高烟丝的

质量。针对以上三点具体内容阐述如下。

3.1 降低设备能耗

目前烟草制丝设备的能耗较大，在叶丝和梗丝的加工处

理上，只能够单独进行加工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设

备的能耗，加工成本也随之进一步提高。而烟草制丝设备的

技术改进能够有效突破该技术壁垒，提高操作的水平，完成

生产过程中创新工艺和传统工艺的切换，从而进一步降低设

备的能耗。

3.2 提高烟丝膨胀率

在烟草行业中，烟丝的膨胀率高低不仅影响了烟草的口

感，而且也影响烟草对人体的伤害程度高低。目前烟草制丝

设备的技术改进，能够有效提高烟丝的膨胀率，在确保口感

的同时，还能进一步提高烟丝的质量和安全性。因此提高烟

丝制丝设备的技术是很有必要的。

3.3 提高烟丝的质量

技术的突破势必会带来质量的突破，制丝设备的技术更

新，能够进一步提高筛网的效率，能够将加料前的烟丝中的

6mm 以下的烟丝通过筛网设备进行筛除，使最终的成品体

验效果更好，从而更够大大提高烟丝的质量 [1]。

4 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改进设计的优化措施

在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改进设计上，需要针对制丝设备

的各个环节进行优化。在技术改进之前，务必要先熟悉制丝

设备的各个部分，针对各个部分进行全面的熟悉，了解是哪

些部分影响了烟草制丝设备的效率和寿命等，然后将该部分

进行优化，从而实现设备整体化质量的提高。在能耗节省方

面，要能够运用 PLG 控制程序，根据实际工序的具体情况

来按照最小的工艺灵活开机，这样就能够避免整段的开机，

最终对于能耗节省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利用 ET200S 的

模块化组件，能够进一步简化制丝设备的内部线路和设计，

从而进一步优化系统设计，缩短生产周期。

5 烟草制丝设备的质量控制所遇到的问题

烟草制丝设备的质量控制所遇到的问题主要包括三点：

第一，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偏低；第二，制丝环节的管理机

制不健全；第三，围绕制丝环节的监管机制不全。具体内容

阐述如下。

5.1 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偏低

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出现了问题，势必会导致质量控制

遇到问题。导致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偏低的因素主要包括两

点：第一，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不端正，不能够积极调整自

身的工作状态，不能够有责任心、有使命感地开展工作，最

终导致在制丝环节的设备操作不当，烟丝质量检查不仔细，

最终导致烟丝的质量控制出现问题；第二，工作人员的岗位

职能不符合要求，由于制丝环节的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对于

工作人员的技术能力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目前有关单位的

人资部并没有积极组织有效的培训方案，最终导致工作人员

对于某些环节的操作不符合要求，从而给整体的烟草制丝环

节带来了阻力。

5.2 制丝环节的管理机制不全

烟草制丝环节的管理机制不健全也会导致烟草制丝的质

量受到影响。目前导致管理机制不健全的原因主要包括两

点：第一，在管理机制的执行过程中，相关领导并没有给予

足够的关注和助力，最终导致管理机制不能够有权威背书，

最终推进过程中困难重重；第二，在管理机制优化的过程中，

要能够结合国际上有效的管理经验，及时发现制丝环节的各

项问题，并且针对问题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而进一步完

善管理机制，健全制丝环节的管理机制。

5.3 围绕制丝的监管机制不全

没有好的制丝监管机制作为保障，势必会导致管理混乱

或者管理机制无法落地。目前导致制丝环节监管机制不健全

的原因主要包括两点：第一，相关的监管人员的综合素质偏

低。在思想意识上和监管水平上都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第二，

在监管机制的相关制度上，相关制度不能够有效促进监管机

制的运转 [2]。

6 针对烟草制丝设备的质量控制问题的优化

措施

针对烟草制丝设备的质量控制问题的优化措施主要包括

两点，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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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从两点出发：第一，要能够提

高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水平。有关单位务必要通过思想文化

教育让工作人员能够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开展工作，能够

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且提高制丝设备的技术水平和

质量。第二，要能够提高工作人员的岗位技能，人资部要积

极针对目前的制丝技术状况进行培训，并且结合培训要及时

跟进考核。

6.2 健全制丝环节的管理机制

健全制丝环节的管理机制可以从两点出发：第一，要能

够争取相关负责人的支持，从人力、物力上提供助力，在管

理机制健全过程中，能够不断地提供帮助；第二，在管理机

制健全的过程中，要能够结合国际上优秀的管理经验进行整

合和创新，要能够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来落地相关的管理

机制，这样才能够让管理机制落地，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其 

作用 [3]。

7 结语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

水平也在不断改进，其质量控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论文结

合烟草制丝设备的技术和质量控制的发展状况、必要性、技

术的优化措施和质量控制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分析阐述，

旨在给读者提供建设性参考建议，从而更好促进中国烟草行

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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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构设计
车控终端的结构设计必须符合技术要求规定的外形尺寸

及安装要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强度设计、减重设计、电磁

兼容性设计、热设计及环境适应性设计。根据规定的外形尺

寸、重量和环境适应性要求，采用仿真技术，进行机箱的结

构设计。具体设计原则如下：在结构设计上充分考虑强度设

计、热设计、“三防”设计和电磁兼容性设计，以满足产品

环境适应性和电磁兼容性要求；尽可能考虑产品维修性设

计，基于主机要求的 6U 板卡基础上，内部各主要模块尽可

能适配安装、增强维修性；产品外壳主要由前面板、后盖板

等组成。前面板用于安装固定液晶屏、处理板、电源模块，

后盖板用于固定散热风道。

4.3 热设计
车控终端的最高工作环境温度为 45℃，为保证车控终

端工作的可靠性，根据 GJB/Z 27—1992，冷却方法的选择

关系曲线，车控终端的冷却方式为风冷冷却，所以本产品的

热设计从两个方面入手，即降低产品功耗以及设计散热风道

的方式。

4.3.1 结构热设计
根据热流分析、热仿真以及重量增加情况等综合评价结

果，同时考虑到使用条件的限制，有条件的面板上开散热槽，

增加散热面积。产品内主要大功率器件紧贴导热板安装，与

导热板接触之间涂导热胶，利用模块金属外壳固定，实现紧

贴，将器件的热量通过机壳导出机箱外部。同时设计散热风

道，对计算处理板上主要发热器件进行风冷散热。

4.3.2 SRU 设计
各功能模块的热设计必须保证模块处于最大功耗时及其

额定温度下工作时，使所有元器件的温度低于元器件的降额

工作温度。印制板应通过合理布局、加大铜箔面积、加宽印

制线宽度等措施来提高其综合导热性能。增加散热铜箔的层

数、铜箔厚度改善导热性能。按元器件的功耗大小进行布局，

功耗较小的元器件尽量置于 PCB 板的中心区域，功耗较大

的元器件置于 PCB 板的上部区域。印制板初步布局后，对

印制板进行热仿真分析，根据仿真结果对布局进行调整。

5 结论
伴随着车辆综合化、智能化发展趋势，车载显控类设备

的一体化和智能化设计成为未来发展趋势。车载视频流高清

化、基于 IP 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兼容支持传统视频、网络

视频接口方式的车载显控设备将成为主流需求。论文提出

的车控显示终端具有低功耗、低成本等特点，其优异的性

能和可移植扩展性也为显示终端提供了广阔的应用与发展 

前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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