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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组合式板栗脱壳技术研究及经济分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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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板栗已出现相对过剩, 解决过量板栗的出路在于开发各种各样的深加工新产品, 而首先要解决的是板

栗的脱壳去红衣问题。通过试验研究, 提出一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低价高效新型板栗脱壳机。并对各种脱壳设备的

结构、技术经济作了简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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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栗是我国特产的一种优良干果, 营养丰富, 味道甜美,

经济价值极高。板栗的种植范围十分广泛, 几乎遍及中国大

陆及台湾省。近几年种植面积快速增加, 产量也随之逐年增

加。随着板栗林的长大, 供大于求的矛盾已十分突出。解决过

量板栗的出路在于开发各种多样化、方便快捷、美味优质的

深加工新产品, 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然而, 首先

要解决的是板栗的脱壳去红衣问题[1～ 3 ]。

1　板栗脱壳技术进展

板栗脱壳最早是人工手脱, 这种方法效率低下, 又不卫

生, 不能适应大规模生产。以后采用将板栗风干或烘烤后进

行对辊碾压。这种技术剥壳去衣率低, 破碎率高, 很少被使

用。后来, 出现了化学式脱壳法, 这种方法需添加其它化学成

分如碱、酶等, 这些添加物将致使产品具有异味异质, 影响成

品品质风味。进入 80 年代, 随着板栗产量的增多, 国内外均

开发出各种较为先进的板栗脱壳技术。

1. 1　日本技术

日本技术主要是 JP592156275 公开的技术, 采用不加热

干燥的常温机械剥壳原理, 先将鲜板栗用提升机输送到脱壳

机上方, 板栗由刮料机构从一端移送到另一端, 脱壳机下面

是高速旋转辊刀和高速击打钢片, 旋转辊刀把板栗外皮切

破, 在高速击打钢片的打击下, 将板栗外壳打掉或打松, 板栗

从另一端出去, 然后进入高压气流脱皮机, 在这里板栗被分

配到一定大小的许多管子内, 用高压气流压入管内, 让板栗

在管子内高速旋转, 壳随气流从管子的上端流出, 进入垃圾

回收器, 板栗仁外面将只剩下红衣, 最后进入到专门的红衣

脱皮装置, 这是一种采用高压蒸汽快速旋转脱去红衣的旋转

脱皮机, 由此组成联合作业机组。这种设备剥壳率较高, 破碎

率较小, 但红衣去净率低, 一般需增设专门的红衣二次去除

设备, 这种机组结构复杂, 部件制造精度要求高, 价格昂贵。

1. 2　欧洲技术

法国采用的是火烧法设备, 该法用液化气火焰在高温下

将板栗外壳烧掉, 然后对未烧尽的板栗进行挤压刮皮, 使板

栗的仁、衣分离, 将壳、仁、衣一起进入到分离器, 栗仁在此被

分离出, 再将栗仁进行碾磨、清洗, 最后得到栗仁。这种方法

脱壳效率高, 但燃烧温度较难控制, 很容易使板栗熟化、甚至

焦化, 故必须将栗仁表面磨去以获得干净整洁的外表, 有一

定损耗。且整套设备价格昂贵。

1. 3　ZL 85103396 A

采用蒸汽加压膨胀后突然减压破壳的技术设备, 板栗从

入口处经进料阀进入蒸汽压力容器, 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

由螺旋输送机推到另一端, 经出料阀进入壳、仁分离器进行

分离。这种技术设备的脱壳率较高, 但是由于采用蒸汽, 使栗

仁熟化, 影响后加工产品的品质, 对要求是生加工的产品则

影响较大。另外, 这种设备需配备专门的蒸汽锅炉, 专用的进

出口料阀, 这使设备投资相对较大。

1. 4　ZL 95101221. 5

板栗由提升机输到脱壳机上方, 进入脱壳机, 并由刮板

式输料器从一端输到另一端, 其间, 由位于脱壳机下方的高

速刀辊对板栗进行切割; 经切割后的板栗被送到链式干燥机

内进行干燥, 然后将板栗送到碾磨机上碾磨, 将板栗外壳去

掉, 最后进到分离器中将壳、衣、仁分离, 并进行表面处理与

护色。这是目前较为成熟的技术, 并已有厂家应用; 这种技术

由于采用了较多设备装置, 其成套设备的一次性投资太大,

栗仁的整仁率不是太理想, 故其综合经济效益不十分明显。

2　新型板栗脱壳技术[8, 9 ]

2. 1　工艺流程

新型板栗脱壳机的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 其整套设备主

要有 5 个单元机器组成: 板栗分选机、板栗干燥机、板栗脱壳

机、带式输送机、栗仁清洗机。其工艺流程如下: 原料板栗首

先在分选机 1 内进行大小分类, 分特大、大、中、小四类, 对不

同大小的板栗分类放置, 并进行不同处理。将已分类的板栗

进入干燥机 2 进行较低温度的干燥, 特制的干燥机使板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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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当干燥而不使板栗褐变, 干燥程度以板栗红衣能与栗仁

分离为准。将经过干燥的板栗进入脱壳机 3 进行脱壳。脱壳

机是一种高速刀具不断脱去板栗外表的机械, 首先将板栗破

壳, 板栗在不断行进中壳被不断切削掉或打掉, 其切割量可

根据板栗大小、品质的不同进行调整, 当栗仁被切削较多时,

可提高板栗行进速度, 以减少切削量, 反之则降低板栗的行

进速度, 以获取最好的效果。经过脱壳机脱壳的板栗输出到

带式输送机 4 上, 一般经脱壳机一次脱壳后的板栗脱壳率在

90% 以上, 在带式输送机上将没有完全脱壳的板栗挑选出

来, 返回到板栗脱壳机的进料口重新脱壳。将完全脱壳的栗

仁与板栗壳进入栗仁清洗机 5 进行清洗, 清洗槽内是 70℃

左右的或有一定添加剂的清洗水, 经清洗后的栗仁从螺旋输

出口输出, 板栗壳从上部的溢出口溢出。

1. 板栗分选机　2. 板栗干燥机　3. 板栗脱壳机　4. 带式输送机　5. 栗仁清洗机　6. 振动加料系统　7. 提升机

图 1　新型板栗脱壳设备结构示意图

2. 2　结构试验研究

板栗脱壳设备的核心机器是脱壳机, 其结构原理如图 2

所示。为了减少板栗在进料时的破碎率, 特设计了板栗进料

系统, 板栗从料仓中通过倾斜的溜管加到电磁振动喂料器

上, 在振动器的振动下, 板栗被均匀、缓慢地推入脱壳机, 板

栗在脱壳机内一边被高速刀具快速切割, 一边被螺旋推料器

不断地向出口处推进, 在这个过程中, 板栗完成脱壳。板栗的

推进速度是可调的, 以便处理不同板栗。在大量的试验过程

中, 我们找到了板栗大小、板栗切削时间、与刀具的切削速度

等参数之间的各种关系, 并最终确定了目前的这种板栗脱壳

机形状。该机器在两家单位使用, 效果很好。

1. 支架　2. 传动装置　3. 出料口　4. 高速切削刀

5. 螺旋输送机　6. 振动喂料器　7. 料仓

图 2　板栗脱壳机结构示意图

3　技术经济分析

该板栗脱壳设备是一套系统, 其生产能力可以根据不同

的加工能力要求设计。按目前已生产规格 150 kgö h 的设备

测定的技术指标如下: 板栗的破碎率可控制在 5% 以下, 板栗

的一次脱壳率 (指板栗经一次脱壳机后不返回) 90% , 经返回

后的脱壳率可达 99% 以上, 整套设备成本价可控制 10 万元

以下, 配套功率 10 kW , 机器占地面积 10 m 2 以下, 每公斤的

加工成本可控制在 0. 5 元左右。如果批量生产, 则成本将可

进一步降低。如果考虑到板栗的干燥采用自然太阳干燥, 则

可以不配备干燥机, 由此可以减少配电 6 kW , 整机成本下降

3 万元, 相应的加工成本也有所下降。

生产板栗脱壳机的直接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因为它是板

栗深加工必不可少的工序, 故其利润相当稳定。由于板栗深

加工产品的国内外销售可给广大板栗种植户带来可观的效

益, 故其可带来较大的间接的社会经济效益。

4　结　论

针对我国的实际国情, 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结合国内

外的技术, 研究出新型的板栗脱壳机, 这种设备有如下特点:

成本低, 投资少, 不需其他配套设备, 设备占地面积小, 不受

地区、场地限制, 只要有配电即可; 操作、维护比较简单, 一般

不需专门培训, 只需按使用说明书操作即可, 而且操作工序

也很简单; 脱壳率高, 可达 99% , 整仁率高, 达 90% 以上, 技

术经济效益好; 新型板栗脱壳设备的不足之处是由于采用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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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式脱壳工艺, 栗仁表面有少量刀伤, 这对大部分深加工

产品无影响, 只对出售生的新鲜板栗的商品性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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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农业 (设施园艺部分)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开
时　间: 2000 年 9 月 16～ 18 日
地　点: 北京　科技会堂

会议概况:
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直辖

市农业和科技部门的管理人员、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专
家及设施园艺企业人士共 181 名, 以及部分新闻单位代
表。

会议开幕式由科学技术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申茂向
副司长主持,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段武德副司长致开幕词。
5 位专家在大会上作了专题报告, 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懋华
教授作题为“工厂化农业的发展与工程科技创新”的报
告; 申茂向副司长作“大力发展工厂化农业, 加速我国农
业工业化进程”的报告及“‘九五’工厂化高效农业示范工
程项目”总结报告。中国农业工程学会设施园艺工程专业
委员会主任张福墁教授作了“设施园艺发展中的科研与
开发”的报告, 北京蔬菜研究中心主任陈殿奎研究员作了
“引进推动了我国设施园艺发展”的报告, 上海农科院院
长潘迎捷作了“工厂化农业对上海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的报告。代表按地区分 3 个小组对工厂化农业取得的成
就、问题与对策、今后发展方向及关键技术等进行了热
烈、认真的讨论; 考察了顺义三高农业开发区和朝来农艺
园。闭幕式由段武德副司长主持, 申茂向副司长做了总结
发言。经过代表们的充分讨论, 提出了“关于我国工厂化
农业‘十五’发展建议”。

会后, 全体代表出席了“第二届国际温室工程暨设施
园艺技术展览会”开幕式并参观了展览。

会议共收到论文 108 篇, 有 60 篇收入“发展中的中国
工厂化农业”论文集, 科技部邓楠副部长为文集作序。

本次研讨会总结了我国工厂化农业的成功经验, 分
析了现阶段工厂化农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并研讨‘十五’
设施园艺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关键技术措施, 探索未来发
展趋势, 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今后发展的建议。

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1) 工厂化农业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多部门。目前尚

无统一的管理和协调机构, 在宏观上缺少统筹的规划和
合理布局的研究; 资源的合理配置较少考虑; 盲目引进的

现象仍然存在。
2) 关键技术及关键设备的研究开发其力度有待加

强, 尤其是专用品种的选育; 栽培技术的专家系统及其相
关的环境控制设施; 新材料的研制开发; 小型机械及产后
加工、储运设备严重缺乏; 尤其是正确处理好消化吸收外
来技术和自主创新的问题。

3) 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日光温室的发展代表们极
为关注, 普遍认为它将在我国农业生产中长期存在, 但它
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在设施和技术方面的改造、提升和
进一步创新是今后研究发展方向。

4) 随着工厂化农业的发展, 显露出社会化的生产和
服务体系的不完善, 严重影响了工厂化农业的发展进程。

5) 标准、规范及质量检测的滞后使生产的无序化日
益加剧, 质量事故时有发生。

6) 人员素质亟待提高, 管理和运行机制缺乏创新, 缺
少信息渠道, 适应市场的应变能力低, 因此, 竞争能力差。

几点建议:
1) 建立相应机构, 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 要重视

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 逐步使资源的配置走向合理。
2) 抓紧队伍建设, 提高人口素质, 造就一批技术带头

人和懂管理的企业型技术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 这是推
进工厂化农业进一步实施的关键。

3) 标准和规范的制订已刻不容缓, 把传统的经验转
化为量化的指标, 是工厂化农业的一个重要标志, 经过一
段时间的实践, 已经具备制定标准和规范的基础, 尤其在
我国加入W TO 以后, 没有标准和规范, 将成为进入国际
市场竞争的障碍。

4) 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的研究和开发建议生物技术
和工程技术同步进行; 环境控制技术与植物生长生理的
研究要紧密结合; 要重视信息技术在工厂化农业中的应
用; 引进、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结合, 切忌低水平的仿制
和模仿。

5) 加强工厂化农业的软科学研究, 包括决策、管理、
运行机制和模式、市场的培育和开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
组织、人才的培养和管理、工厂化农业与生态环境建设、
工厂化农业综合效益评估方法等。

(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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