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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速冻是食品保鲜的重要技术之一#冻结速率越快#

速冻食品解冻后品质越好%冻品表面风速越高#换热强

度越大#冻结速率则越快%若只增加风机转速会导致风

机效率降低#流场不均匀度增加#因此需要对流场进行优

化%对风机设置锥形口等引导流体设施#可以增加风机

效率'在流场中设置导流板#可以消除流场中的涡流'增

加冷冻区域流速#可以加强食品表面的对流换热'隔断设

备内外的空气交换#可以减少蒸发器结霜#降低设备的冷

负荷%文章指出将多种措施结合#减少制造与维护的成

本$节省运行费用与提高冻品质量是未来速冻设备优化

的方向%

关键词!速冻设备'流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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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品质的追求也越

来越高&速冻是保存新鲜食品的重要技术之一*

#

+

%能最

大程度地保留食品的风味与营养%并有利于延长贮藏期&

影响速冻食品品质的因素较多%如原料质量)前处理工

艺)冻结速率等*

!T@

+

%各因素间互相关联%而冻结速率是

决定性因素*

?T(

+

&

冻结设 备 按 冻 结 速 率 可 分 为 慢 速 冻 结 !

"7#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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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速冻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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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快速冻结!

?

#

!"8-

(

K

#%不同冻结速度使食品冻结后内部冰晶大小)形

状和分布均有差异*

$T*

+

%极大地影响了冻结食品的品

质*

#"

+

&速冻设备按冷却介质还可分为空气循环式冻结)喷

淋式冻结)接触式冻结和浸渍式冻结*

##

+

&目前%主要的空

气循环式速冻机有隧道式速冻机)螺旋式速冻机和流态化

式速冻机&文章主要从气流对表面换热的影响)空气循环

式冻结设备流场规律)空气循环式冻结设备流场优化
%

个

方面阐述气流组织对空气循环式速冻机性能的影响&

#

!

气流对食品冻结的影响
气流对食品冻结一直是食品速冻研究的热点&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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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高速气流冲击冻品的研究逐渐增多%如
R.0N.H9E/

等*

#!

+指出将高速空气射流引导至食物表面以破坏围绕产

品的传热边界层%可有效地减少食品的冻结时间%通过对

汉堡包的冲击式冻结验证了气流垂直吹向钢带比平行吹

向钢带的冷冻时间更短%质量损失也更少$而气流冲击板

带上冻品的角度也会影响冻品的换热效率*

#%

+

&研究*

#@

+

表明%通过更高的风速可增加冻品表面的传热系数%以减

少食品的冻结或冷却时间&

&9-/G

4

LFa

等*

#?

+通过对馒头

速冻中流场内低温空气的温度和速度的研究%验证了食

品的冻结速度与空气冷却器进口风速呈正比&

D.5.0

等*

#(

+在稳定和不稳定流动以及来自射流冲击恒定热通量

壁面的热传递的数值研究中进行验证%发现较高的射流

入口速度会导致不稳定流动%但可以增强目标板上的高

传热效率&

,EH9

4

HL

等*

#$

+使用集总参数法来评估空气喷

嘴出口速度为
#@

%

!+-

(

1

时表面传热系数的空间变化%

在停滞区域分别产生
$#7(

%

#"#7$P

(!

-

!

,

`

#的传热系

数最大值&岳占凯等*

#+

+通过对马铃薯泥冻结研究%发现

冻品受到的气流速度越大)温度越低%冻品中心与表面的

温差越大%当风速达到一定值后增加风速对冷冻时间的

影响逐渐减小$风速与温度的改变对相变阶段的影响比

对预冷和深冷阶段大&因此%在空气循环式速冻机中%冻

品表面的风速越大%冻品冻结速率越大&

李保国*

#*

+研究证明了有各向异性的纤维质肉品的冻

结速率受气流与纤维组织方向的影响%冷空气顺着纤维

方向的冻结速率高于垂直于纤维方向的&

,EH9

4

HL

等*

!"

+

发现冻品在冷冻时%旋转改变迎风面可以加快冻结速率&

而冻结体积较小的食品时%单个颗粒食品冻结的速率约

为堆积冻结的
(

倍%故采用流态化冻结可极大地提高冻

结速率&将冲击式速冻技术与流态化速冻技术结合%可

设计出冲击流态化速冻机*

!#

+

&

综上所述%在冻结时改变迎风面有利于冻结%增加风

速可以获得更大的努塞尔特数%加快降温速率%增加冻品

中心与表面温差$当风速增大后%会降低设备内部平均温

度%增加冻品干耗%因此温度)风速与食品干耗间可能存

在合理配比的关系&

!

!

对空气循环式冻结设备流场规律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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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

冻结时间受冻品的导热性能与表面对流换热强度的影

响%而表面对流换热受速冻机内气流组织的影响%因此可

以通过
?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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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Q

#

来评价气流组织&理想的气流

组织应同时获得较低的空气温度及食品表面与空气间较

高的对流换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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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气流组织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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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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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冻品在速冻装置内由理想气流组织的冻结时

间与由实际气流组织的冻结时间的比值&对于确定的速

冻机%气流组织的基准温度可用蒸发温度
%

#

"

%基准速度

可取风机出口风速%对应对流换热系数
#

"

%冻品温度可近

似取
"\

%则气流组织效率可表示为"

)

D

l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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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式中"

#

'''实际速冻机中的对流换热系数$

%

#

'''冻结区冷空气的平均温度&

通过试验可知%气流组织效率主要受速冻装置内部

结构)尺寸)送风方式)风向及冻结区风速等因素的影响%

与冻品尺寸无关&

在速冻机中%不同的气流方向对传送带上的冻品冷

冻过程有着巨大的影响&赖威娜*

!%

+在设计螺旋式液氮速

冻机时%模拟了不同的送风方式%发现垂直流动的方式气

流在经冻品后会产生涡流%导致预冷段风速不足%造成预

冷效果较差$气流从转鼓中垂直流至预冷段后横掠过冻

品的方式与顶部侧送横掠的送风方式%均能保证较低的

平均温度与较高的风速%且后者风速比前者略大&牛新

朝*

!@

+研究
T("\

低温速冻柜内流场及温度场时%发现送

风口采用上下布置%回风口处于送风口中间时%流场的均

匀性最佳&因此%在设计速冻机时%合理设计进出风口位

置对流场均匀性及提高气流组织效率有着重要影响&

徐斌等*

!?

+研究板带式速冻机时发现%相同流量下%通

道高度越小%通道内气流压力损失越大%不均匀性也越

大$相同通道高度下%流速越大%通道内气流压力损失越

大%不均匀性也越大%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会造成食品在流

速较小处换热较差%在气流流速最大处%食品可能会被吹

离板带&祁艳会*

!(

+通过对双螺旋速冻机的模拟研究发

现%增大风速有助于减小低风速区域)增加低温区域%改

善流场的均匀性%当风速达到某一值后%继续增大风速%

设备内低风速区域并未减少%考虑到运行费用与节能%风

速应有一个极限值&

目前%研究导流板可改善流场的均匀性%但仍存在以

下问题"

"

温度对流体黏度的影响%

D.8FEH.

等*

!$

+研究发

现%降低温度会增加空气密度和降低空气动力黏度%导致

局部雷诺数增加$

$

转角处流场有待改善%如张珍等*

!+

+

对冲击式速冻机静压箱内的流场进行模拟时发现%当箱

体内气流均匀分布时%流体经过拐角时会产生不同程度

漩涡%导致局部呈现紊乱%气流均匀性变差%使下方孔板

的出口风速小于上方孔板的$

)

气流从下往上垂直流经

网带时会发生绕流现象%由于网带的有效面积较小%对平

均流速影响较小%当经网带后速度变化较大时%上方冻品

的冻结速率会受影响*

!*

+

&

综上所述%对于鼓风式速冻机%气流组织效率受设备

自身结构的影响%与冻品大小形状无关%适当增加风速可

&%!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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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低风速区域%而达到一定的风速后继续增加风速无

助于减少低速区域&出风口与回风口的布置会对内部流

场产生重要影响%应尽量避免气流自下而上经过网带导

致冻品处气流速度降低%避免流场中出现直角而形成

涡流&

%

!

空气循环式冻结设备流场优化研究
%7#

!

从引导流体的角度

前期研究*

%"

+发现%增加风速可缩短冻结时间%而风机

功率与气体速率的
%

次方呈正比&但
<HF

6

*

%#

+研究发现

通过增加风扇转速简单地增加空气流量会形成大的不稳

定涡流%导致风扇入口处速度受到负作用%使传热效率降

低&在冷冻室顶部和侧面上设置挡板)在风机入口设置

锥形口和扩散器)在角落上设置进气口和排气叶片)使用

可变频风扇%可显著减少进入风扇的气流所形成的湍流&

在此基础上%李*

%!

+通过数值模拟对轴流风机进行优化

改进%将导流罩直角进口改为弧形进口可使风量提升

!"Q

以上%当进口处导流罩圆弧半径与轴流风机半径比

值
%

#

(

?

时%风量不再发生改变$导流罩出口外接圆弧式

管路导流可使风量获得提升%当出口处导流罩圆弧半径

与轴流风机半径比值
%

#

(

%

时%风量不再发生改变&

在不增加风机功率的情况下%增加导流板可增强空

气的流动*

%%T%@

+

%并减少气流在经钝体后的绕流*

%?T%(

+

&

通过在弯道处设置导流板将风道隔开%可有效控制流体

在弯道处的离心现象与涡流的产生%改善风道出口处的

流速与均匀性$导流板数量越多%效果越好%改变导流板

间的相对位置及曲率半径%对风道内的流场也会产生影

响*

%$

+

&在螺旋式速冻机中将出流和回流隔开!见图
#

#%

可使冷冻区的部分空气流速增加
?"Q

%再增加导流板%可

使冷冻区平均风速提高
!7?

#

!7$

倍$相应地%冻结时间缩

短至
$+Q

#

+?Q

%能效和生产率提高了
#+Q

#

!+Q

*

!!

+

&

但同时采用多种导流方式%产生的边际效益会逐渐减小%

图
#

!

侧送侧回螺旋速冻装置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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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增加导流设备时还应考虑制造成本与生产

周期*

%+

+

&

%7!

!

从隔断速冻设备内外流体的角度

除了优化速冻机内部流场%还可以通过降低速冻机

的冷负荷来达到降低能耗的目的&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速冻设备的进出料口始终处于敞开状态%导致设备内外

的冷空气在开口处进行热质交换*

%*

+

%造成设备内的冷空

气溢出%周围工作环境变差%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外界

热空气侵入内部%使系统冷负荷增加%且湿度较大的热空

气进入设备后容易造成蒸发器结霜%使换热效率变差&

开口处的热质交换主要由温度梯度引起的热压压差)风

机产生的气流流动形成的风压)传送带与食品运动带动

气流形成的风压
%

部分构成*

@"

+

&尹从绪*

@#

+通过能量平

衡方程分析速冻机内部温度与料口跑冷的关系$毛力

等*

@!

+通过使用
B;

@

C0

白色烟雾对单螺旋速冻机进行料

口跑冷的可视化试验%验证了热压在热质交换中起主导

作用%冷空气从下部进料口流出%热空气在上部出料口

流入&

黄建昌等*

@%

+分析得出%在热压的作用下%装置内外温

差越大%料口之间高度差越大%上部料口热空气侵入和下

部料口冷空气外泄的速度越快&经初步计算%双料口处

于不同高度情况下%料口形成的冷负荷约占总制冷量的

!"Q

%超过围护结构传热量&吕静等*

@@

+在进)出料口增加

隔板形成两个通道!图
!

#%使热压与风压进行抵消可以让

进)出料口的风速减小为原来的
#

(

%

%根据冷量的损失与

料口风速呈正比可以大致推算出%改进后的冷量损失仅

为原先的
#

(

%

%并运用
=K9FG/81

软件对速冻机进行模拟%

得出在进)出料口附近各放一个隔流板为最佳布置方法%

且找出了最佳的放置距离&

!!

通过模拟*

@?

+发现%在冻结区与料口之间加设遮流板

还可以有效减小料口处的进出气流速度%且遮流板后方

区域的气流速度基本为零&由于热压压差导致的冷风流

#7

围护结构
!

!7

金属密闭通道隔板
!

%7

进料口
!

@7

准料口

?7

出料口

图
!

!

加装隔流板后的气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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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帆等!速冻设备流场优化研究进展



出是跑冷的最直接原因%而内外压差形成的进风是被动

的%因此对出风料口进行遮流处理效果优于对进风料口

的处理&陆蓓蕾等*

@(

+通过定义不均匀系数
X

*

!速度的方

差和速度的算数平均值的比值#与温度不均匀系数
X

?

!温

度的方差和温度算术平均值的比值#来评价气流组织的

均匀性%并通过
X

*

)

X

?

来判断遮流板的最佳位置&

综上所述%在设计速冻装置时%可以通过在风机的入

口与出口增加锥形口%在直角处增加弧形板等措施来消

除涡流%增加流场的均匀程度%提高平均流速$也可以在

流场中增加导流板%在未增加风机功率的前提下使冻结

区域流速增加$此外%还可以通过增加挡板减少机器内外

的空气交换%降低设备的冷负荷%但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对

挡板设置的数量和位置给出明确的建议&

@

!

结论与展望
冻结时间是衡量速冻设备的重要标准%为了缩短冻

结时间就需提高换热效率%需提供更低的温度与更大的

风速&仅增加风速会导致气流的不均匀度增加%通过调

整风机的位置改变整体流场的走向可以使流场更均匀&

为了获得更大的风速仅增加风机转速会起到相反的作

用%使风机效率降低$增加导流板分割气流并消除涡流)

风机安装锥形入口等方式均可在不增加能耗甚至减小风

机功耗的情况下达到改善流场的效果&在实际生产中料

口跑冷是设备冷负荷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增加挡板降

低料口风速可以有效地减少冷量流失&

后续速冻机流场的优化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对于预

冷段气流温度与速度的优化$气流经过冻品形成的扰流

与冻品尺寸的关系%录求更合理的冻品摆放间隔$导流板

形状与弧度改变后对气流速度的影响$通过隔板将出流

与回流分割%以减小不同方向气流间的干扰$减少速冻机

的跑冷情况&中国的速冻设备虽然发展很快%但与世界

先进水平相比依然有较大的差距%如中国产速冻装置结

构复杂)效率低)冻品损耗大等%仍需进一步改进和提升%

同时考虑效果与实际生产的成本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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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RR 7̂O8E/3/8.0EFN/F59I

HFK

6

HE9IEFFa/G

4

9IIEL/31.GHNF

4

F3.M0F1

*

^

+

7V99HW_/9

:

E9'

8F11JF8KG909

46

%

!"#@

%

$

!

?

#"

#!#*'#!%@7

*

!

+

JOBR,YV

%

Z<XSD,YX

%

_UJD,XV7JKFFIIF839IIEFFa/G

4

89-

:

.EFH5/3K8K/00/G

4

9G1F0F83FH

:

K

6

1/89'8KF-/8.0.GH1FG19E

6

:

E9

:

FE3/F19I19L1N/HF899AFH8.EE931

*

^

+

7>GG9N.3/NFV99HR8/FG8F

.GH,-FE

4

/G

4

JF8KG909

4

/F1

%

!"#"

%

##

!

#

#"

#%$'#@?7

*

%

+

);O<;9G

4

'2/.

%

D>URKFG

4

%

J>OBCK.G

4

'

c

/G

4

%

F3.07OG

9NFEN/F59I8LEEFG313.3L19I890H8K./G/GCK/G.

*

^

+

7>G3FEG.'

3/9G.0̂9LEG.09IXFIE/

4

FE.3/9G

%

!"#+

%

++

!

!$

#"

@+%'@*?7

*

@

+申志远%刘斌%杨瑞丽%等
7

西兰花速冻过程温度分布的数

值模拟研究*

^

+

7

食品科技%

!"#@

%

%*

!

?

#"

?!'??7

*

?

+

SOXO)OB>J

%

SO&Y>XO&S

%

Ò >BDO_>,J7>GNF13/'

4

.3/9G9I3KF

:

.E.-F3FE1

4

9NFEG/G

4

3KF

:

FEI9E-.G8F9I

k

F3/-'

:

/G

4

F-FG3

c

L/8AI99HIEFFa/G

4

.GH8990/G

4

1

6

13F-1

"

OEFN/F5

*

^

+

7

=E98FH/.S.GLI.83LE/G

4

%

!"#$

%

+

!

%

#"

$?@'$("7

*

(

+

;,C;JRR

%

,̀BB,Y= S^

%

POBZ S/G

4

'

6

.9

%

F3.07

_FGa

6

0/193K/98

6

.G.3F

"

OGFIIF83/NF/GK/M/39E9I

:

90

6

8

6

80/8.E'

9-.3/8K

6

HE98.EM9G3L-9E/

4

FGF1/1/G O

(

^-9L1F0LG

4

*

^

+

7

C.G8FEDF33

%

!""!

%

#+$

!

%!

#"

+$'*@7

*

$

+唐婉%谢晶
7

速冻设备的分类及性能优化的研究进展*

^

+

7

食

品工业科技%

!"#(

%

%$

!

!%

#"

%(!'%((7

*

+

+

_UDUJS

%

_OY,Xx

%

>̀XJ>D,

%

F3.07,IIF839IIEFFa/G

4

E.3F

.GH139E.

4

F9G3KF3F23LEF.GH

c

L.0/3

6:

.E.-F3FE19I13E.5MFEE

6

.GH

4

EFFGMF.GIE9aFG/GK9-F3

6:

FIEFFaFE

*

^

+

7>G3FEG.3/9G.0

9̂LEG.09IXFIE/

4

FE.3/9G

%

!"#+

%

++

!

%@

#"

%("'%(*7

*

*

+

&>SO ^ _

%

ROBJ<R S [

%

_OX<B = ^

%

F3 .07

,2

:

FE/-FG3.013LH

6

.GHGL-FE/8.0-9HF0/G

4

9I3KFIEFFa/G

4

:

E98F119I-.E/GF

:

E9HL831

*

^

+

7V99H.GH_/9

:

E9HL831=E9'

8F11/G

4

%

!"#@

%

*!

!

%$

#"

?@'((7

*

#"

+

DUOBD.G'0.G

%

POBZD/'

:

/G

4

%

PUJ/.G'3/.G7O13LH

6

9I

/8F8E

6

13.0HFNF09

:

-FG3/GK./E3./01.-

:

0F1HLE/G

4

H/IIFEFG3

IEFFa/G

4:

E98F11F1M

6

8E

6

91F83/9G/G

4

NFE1L18E

6

91LM13/3L3/9G

-F3K9H

*

^

+

7>G3FEG.3/9G.0̂9LEG.09IXFIE/

4

FE.3/9G

%

!"#+

%

+$

!

!%

#"

%*'@(7

*

##

+舒志涛%谢晶%杨大章
7

喷嘴结构对冲击式速冻设备性能优

化研究进展*

^

+

7

食品与机械%

!"#+

%

%@

!

(

#"

#+$'#*#7

*

#!

+

RODYO&<X>[<

%

SORC;,X<B>X;7OG.0

6

1/19I/-'

:

/G

4

F-FG3IEFFaFE1

:

FEI9E-.G8F

*

^

+

7̂9LEG.09IV99H,G

4

/'

GFFE/G

4

%

!""!

%

?@

!

!

#"

#%%'#@"7

*

#%

+

>BZ<D,R_

%

RUB&OXOS ` `7,2

:

FE/-FG3.0.NFE.

4

F

BL11F03GL-MFE8K.E.83FE/13/815/3K/G80/GFHG9G'89GI/GFH

k

F3/-

:

/G

4

F-FG39I./EI9E8990/G

4

.

::

0/8.3/9G

*

^

+

7,2

:

FE/'

-FG3.0JKFE-.0.GHV0L/HR8/FG8F

%

!"#(

%

$$

!

!*

#"

#!@'#%#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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