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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夹持果梗方法的水果检测分级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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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夹持水果果梗的方法，设计一套能够适应当前水

果在线检测分级需求的水果检测分级机，主要包括水果果梗

夹持装置、输送装置、旋转装置以及分级卸果装置。其中果

梗夹持装置是本设计的核心部件，它不仅能够独立完成果梗

的夹持功能，还能够在其他辅助装置的配合下完成水果的输

送、旋转及卸果功能。该果梗夹持装置实现了水果夹持部分

与水果的共同旋转，有效避免了水果与机械装置之间的摩

擦，使得整个水果检测分级机对水果的机械损伤大大降低，

能够很好地满足水果在线检测分级的需求，具有较高参考价

值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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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图像处理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

利用机器视觉技术对水果进行自动化检测和分级，已经得到

了广泛应用［１－３］。国外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研究基于计

算机视觉技术的水果分级系统，到现在已有大量的实用产

品，如美国的ＯＳＣＡＲＴＭ 型和 ＭＥＲＬＩＮ型高速水果分级生

产线，用于苹果、橘子、蜜桔、梨等水果的分等定级和品质检

测［４，５］。中国对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水果检测分级系统的研

究虽然起步比较晚，但目前也有许多学者［６－８］开发出了成套

的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水果品质智能化检测与分级装备，并

得到广泛应用。

　　然而，这类水果自动分选设备的核心部件就是水果的输

送、旋转及卸果装置，负责将水果输送到检测装置内，并将其

旋转，以实现水果的全表面检测，然后根据检测结果将不同

等级的水果输送到不同的卸果位置进行卸果，实现水果的分

级。在整个检测分级过程当中，水果的输送、旋转及卸果装

置除了能够完成相应的输送、旋转及卸果功能之外，还必须

尽量避免与水果表面的直接接触或相互摩擦，以降低水果检

测过程当中的机械损伤。现有的水果检测分级装置，大都需

要将水果放在托盘内使其来回翻转，或者利用水果输送装置

与水果表面之间的摩擦使水果进行翻转，这些方法虽然能够

实现水果的输送及旋转，但是其对水果的机械损伤是非常严

重的［９］。本试验拟设计一种结构合理、操作方便、可靠性高

且能够适应水果在线检测与分级的水果检测分级机，为水果

的产后处理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持。

１　总体设计
　　本试验所设计的水果检测分级机主要包括上料、检测、

套袋和卸果４个工艺过程，其结构主要包括果梗夹持旋转装

置、链条输送装置、检测装置、固定齿条机构以及分级执行机

构等，见图１。其中，果梗夹持旋转装置主要用于夹持水果果

梗，并实现其在检测区内均匀旋转；链条输送装置主要用于

安装果梗夹持装置，并带动其向前运动；检测装置主要用于

采集水果的表面图像信息，并进行处理；固定齿条机构主要

用于配合果梗夹持装置实现其稳定旋转；分级执行机构主要

用于接收分级指令，并完成卸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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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料区　２．检测区　３．套袋区　４．分级区　５．检测箱　６～８．固

定齿条机构　９．果梗夹持旋转装置　１０．链条输送带　１３．机架

　１１、１２、１４、２０．传动系统　１５．水果箱　１６～１９．分级执行机构

图１　水果检测分级机总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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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基本工作原理如图２所示，在上料区，由人手持水果

并将果梗朝下插入到果梗夹持装置的水果座内，并用手指向

水果座施加压力，触发果梗夹持旋转装置，使其动作并夹紧

水果果梗，进而完成上料；上料完成后，水果及果梗夹持旋转

装置在链条输送带的带动下进入到水果检测区，此时果梗夹

持旋转装置在固定齿条机构的作用下实现水果及夹持部分的

旋转，水果旋转过程中，检测装置对其进行全表面检测并将

检测结果传输给信息处理系统，信息处理系统根据相关水果

分级标准得出水果的级别信息，并向分级执行机构发出分级

指令；水果由检测箱出来以后进入套袋区，在套袋区由人工

对其进行套袋，以防止水果在卸果及运输过程中的损伤；套

袋完成后，水果进入分级区，分级执行机构在接收到分级指

令后动作，完成果梗夹持旋转装置的复位，使水果在重力作

用下落入相应的水果收集箱内，进而完成水果分级。

　　采用夹持水果果梗的方式对水果进行运输，并实现了水

果在输送过程中的旋转及卸果功能，这些功能的实现与果梗

夹持旋转装置密不可分，因此，本设计的核心部件就是果梗

夹持旋转装置。又因整个水果检测分级机涉及的内容较多，

本试验仅涉及整机当中装置或机构等硬件设备的设计。

水果旋转并完成图像信息采集

水果进入检测区

水果进入套袋区完成手工套袋

水果进入分级区

分级执行机构动作完成分级

结束

图像信

息处理

开始

将水果果梗朝下放入水果座完成上料

得到水果的等
级信息并发出

分级信号

图２　水果检测分级机工作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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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水果果梗夹持装置的设计
２．１　果梗夹持旋转装置的结构设计

　　本试验所设计水果检测分级机的核心部件———果梗夹

持装置总体结构如图３所示，主要由水果夹持部分和水果旋

转部分组成。

９－１０．右侧板　９－１１．水果座　９－１２．上端盖　９－１３．后侧板　

９－１４．前侧板　９－１７．销轴孔　９－１６．壳外轴承　９－１９．底板　

９－２１．联体轴承座　９－２４．齿轮

图３　果梗夹持装置总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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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夹持部分主要包括横向夹紧机构、竖向运动机构和

外壳。

　　外壳部分主要包括左右侧板、水果座、上端盖、前后侧

板、底板等。其中，水果座呈圆形，在其中心处设有倒圆锥形

凹槽，便于承接水果，两侧设有矩形凹槽，可以使竖向运动机

构当中的曲面滑块顶部通过，并与镶于水果座内部偏上位置

处的铁环相接触，水果座由弹性材料制成，具有一定的压缩

行程，当水果座受到向下的压力时，铁环可以收集外界压力，

并将压力传递给与其相接触的曲柄滑块，使竖向运动机构向

下运动。上端盖上设有圆形和方形的孔，其位置和大小与水

果座底面的孔完全相同，可供果梗和曲面滑块通过。左右侧

板内壁上设有横向和竖向的滑槽，并且这些滑槽对称分布，

分别用于实现对横向夹紧机构和竖向运动机构的定位，保证

其按照预定的方向运动，并且在其端面上设有丝孔，方便与

前后侧板、上端盖以及底板进行连接。

　　横向夹紧机构和竖向运动机构均位于整个壳体的内部

（见图４）。横向夹紧机构有两组，并关于竖向运动机构对称

分布，运动过程中，横向夹紧机构的滚动轴承将沿着竖向运

动机构的曲面滑块表面做往复滚动，并根据曲面滑块的形状

实现横向夹紧机构的夹紧和松开。竖向运动机构可以在外

力作用下，沿左右侧板内壁上的竖向滑槽做上下往复运动，

主要包含两个曲面滑块、短销轴、长销轴以及两个壳外外轴

承等。其中，两曲面滑块对称分布，且每个曲面滑块上均设

有长销轴孔和短销轴孔，其顶部细长，可穿过上端盖的矩形

孔和水果座的矩形凹槽与其内部的铁环相接触，中部设有限

位凸台，可防止横向夹紧装置自动闭合；长销轴可穿过两个

长销轴孔，使得两个曲面滑块串接在长销轴上；短销轴分别

安装在曲面滑块的短销轴孔内，起定位作用；壳外轴承安装

在长销轴的两端，位于左右侧板的外端，可接受外力为卸果

做准备。横向夹紧机构可在弹簧和曲面滑块的作用下，沿左

右侧板内壁上的横向滑槽做横向往复运动，主要包括夹紧

轴、弹簧、滑块、滚动轴承、前夹持立板、后固定板、橡胶软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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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夹紧轴　９－６．弹簧　９－７．滑块　９－８．滚动轴承　９－９．橡

胶软垫　９－１５．曲面滑块　９－２９．前夹持立板　９－３０．后固定板

　９－３５．限位凸台　９－４１．短销轴　９－４２．长销轴

图４　果梗夹持装置内部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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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中，夹紧轴的两端分别设有滑块和滚动轴承，滑块可

沿左右侧板内壁上的横向滑槽滑动并实现夹紧轴的轴向定

位，滚动轴承在弹簧力的作用下紧贴在曲面滑块的表面运

动，进而实现横向夹紧机构的横向往复运动；前夹持立板与

夹紧轴固定连接，弹簧位于夹紧轴的中部并与夹紧轴垂直，

且其前后分别与前夹持立板和后固定板相连；后固定板又通

过螺钉与前后侧板相连；橡胶软垫设在前夹持立板上，可有

效防止损失果梗并提高夹持表面的摩擦力。

　　水果旋转部分主要包括旋转轴、联体轴承座、轴承Ⅱ、齿

轮等，其中联体轴承座用于安装轴承Ⅱ，并且通过两侧的销

轴孔实现与双链条输送带的装配；旋转轴的上端与水果夹持

部分的底板通过轴头螺栓相连，下端装有齿轮，齿轮通过与

外部齿条的啮合带动水果夹持部分旋转，进而带动水果旋

转，有效降低了水果检测过程中的机械损伤率。

２．２　果梗夹持装置的工作原理

　　果梗夹持装置的基本工作原理如图５所示，包括夹紧和

图５　果梗夹持装置工作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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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开两个工作过程，分别与整机工作过程中的上料和卸果两

个工艺过程相对应，其中图（ａ）到图（ｂ）为夹紧过程，图（ｃ）到

图（ｄ）为松开过程。

　　夹紧过程：夹紧之前，整个果梗夹持装置处于链条输送

带的上方，水果座凹槽朝上，并且其内部的横向夹紧机构处

于张开状态，弹簧被压缩，具有一定的预紧力，竖向运动机构

的曲面滑块顶端与水果座内部的铁环相接触。上料时，由人

手持水果并将果梗朝下插入到水果座中心处的倒圆锥形凹

槽内，此时果梗一端的部分水果表面与水果座相接触，果梗

则通过上端盖的圆孔伸入到两横向夹紧机构的橡胶软垫之

间。随后，由人手指继续向下按压水果座，由于水果座由弹

性材料制成且具有一定的压缩行程，所以位于水果座内部的

铁环便会向下运动，进而压迫竖向运动机构的曲面滑块向下

运动，当曲面滑块中部的限位凸台越过两横向夹紧机构的滚

动轴承的中心连线时，滚动轴承表面就会与曲面滑块的斜面

部分相接触，此时在弹簧力的作用下，竖向运动机构就会继

续向下运动，而横向夹紧机构则自动闭合，进而完成对果梗

的夹持工作。

　　松开过程：原本处于夹紧状态的果梗夹持装置，在运动

到相应的分级位置时，分级装置发生动作，其前端的楔形机

构压迫壳外轴承，壳外轴承通过长销轴带动整个竖向运动机

构向上运动。此时，横向夹紧机构的两对滚动轴承就会在曲

面滑块的斜面作用下被迫分开，进而使得横向夹紧机构逐渐

张开，待到曲面滑块中部的限位凸台运动到两滚动轴承的中

心水平连线上方之后，果梗夹持旋转装置完成整个松开过

程，同时，也完成了卸果功能。

３　水果输送旋转及分级执行机构的设计
３．１　输送旋转部分的设计

　　输送部分主要由驱动电机、主动链轮、从动链轮以及链

条输送带等组成，其中，链条输送带由两条链条构成，分别环

绕安装在两组主动链轮和两从动链轮上，两条链条之间设有

多个均匀分布的果梗夹持旋转装置，链条输送带的结构如

图６所示，果梗夹持旋转装置通过其部件联体轴承座两端的

销轴孔，安装在链条输送带的长销轴上，链条输送带在驱动

装置的带动下绕链轮进行转动，带动果梗夹持旋转装置向前

运动，从而完成水果的输送功能。另外，为满足链条的两个

相邻长销轴在直线和圆周条件下的距离变化，同时又要保证

输送过程中装置的稳定性，联体轴承座两端的销轴孔采用一

端圆孔一端滑孔的方法进行设计。

９．果梗夹持旋转装置　２１．链条　２２．长销轴　９－１６．壳外轴承　

９－２１．联体轴承座　９－２４．齿轮

图６　链条输送带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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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部分采用齿轮齿条结构进行设计，在检测区链条输

送带的下方设有固定齿条机构，它主要由两对托轮和一个固

定齿条组成，如图７所示，其中，两对托轮主要起稳定作用，

固定齿条位于两组托轮的中间位置，当果梗夹持旋转装置运

行到检测区时，其下方的齿轮就会与固定齿条进行啮合，从

而带动果梗夹持旋转装置的夹持部分进行旋转，进而使水果

在检测箱内旋转，为水果的全表面检测提供条件。

　　在水果检测区内，设有ＣＣＤ相机，光源以及图像信息处

理设备等，当水果进入到检测箱以后，由ＣＣＤ相机对水果进

行全表面的图像信息采集，然后将其图像信息传递给图像信

息处理设备，再由其根据相应的水果分级标准给出水果的级

别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水果分级执行机构，使其按照相应的水

果分级指令完成水果的精确分级［１０］。

８．托轮机构　２３．托轮架　２４．托轮轴　２５．螺母　２６．齿条支架

　２７．齿条　２８．链条托轮　２９．轴承端盖　３０．轴承　３１．托轮机构

底座

图７　固定齿条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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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分级执行机构的设计

　　如图８所示，分级执行机构由４组托轮机构和３组电磁

动作装置组成，可完成水果的三级分选。其中，托轮机构与链

条啮合，主要起稳定作用，电磁动作装置安装在每两组托轮机

构的中间，其前端装有直角楔形滑块，直角楔形滑块可在伸缩

轴的带动下完成伸缩动作。该直角楔形滑块的长直角边保持

水平，尖角正对着果梗夹持旋转装置前进的方向。

　　其工作过程如图９所示，链条输送带向右连续运动，当

电磁动作装置通电时，伸缩轴伸出，楔形滑块向前运动到果

梗夹持旋转装置的壳外轴承的上方，壳外轴承与楔形滑块的

斜面相互接触并在其作用下向下运动，从而使果梗夹持旋转

装置的横向夹紧机构松开，水果在重力作用下自动落入其下

８．托轮机构　１６．电磁动作机构　１８．分级机构底座　１９．花篮螺

栓　２３．托轮架　２４．托轮轴　２８．链条托轮　２９．轴承端盖　３２．电

磁装置　３３．伸缩轴　３４．楔形块　３５．支腿

图８　分级执行机构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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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果梗夹持旋转装置　９－１６．壳外轴承　１８．分级机构底座　３２．电

磁装置　３３．伸缩轴　３４．楔形块　３５．支腿　３６．楔形块尖角　３７．楔

形块长直角边

图９　分级卸果工作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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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水果收集箱内，进而完成卸果功能；当电磁动作装置断电

时，其伸缩轴自动缩回，恢复到初始状态，等待下一个分级指令。

４　结论
　　本试验提出了一种基于水果果梗夹持装置的水果分级

机的设计方法，对水果果梗夹持装置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进行

了详细的设计与分析，提出了将水果与旋转装置共同旋转的

思想，即可满足水果在线检测分级过程中的旋转要求，又可避

免传统分级方法中水果与机械装置之间的相互摩擦，从而降

低水果在分级过程中的损伤率。本试验所设计的水果检测

分级机结构紧凑，占用空间小，且集水果的输送、旋转及卸果

分级功能于一体，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可为后续的水果分级

机研制提供理论参考和依据，但其生产效率和检出率等参数

还有待进一步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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