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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板对油茶籽液压制油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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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05； 2. 玉屏侗族自治县林业局，贵州  铜仁   554099）

摘要：［目的］研究隔板对贵州不同含油率的油茶籽榨油效率的影响，评价液压压榨工艺对贵州油茶籽榨油的适用性。

［方法］检测贵州不同产地的油茶籽含油率，筛选具有不同含油率的玉屏普通油茶籽、贵阳普通油茶籽和威宁短柱油茶

籽作为原料，采用无孔板、孔板和孔刻板作为隔板进行液压榨油试验，分析出油率、残油率及油脂榨取率，并以螺旋压

榨作为对照，采用孔刻板作为隔板对威宁短柱油茶籽进行液压榨油试验，分析出油率、残油率、油脂榨取率、成品油得

率。［结果］与无孔板相比，采用孔刻板和孔板作为隔板的压榨出油率和油脂榨取率均有所提升，油饼残油降低。其中，

孔刻板在威宁短柱油茶籽压榨过程中表现出了较好的压榨效率，与无孔板相比出油率提高 2.33 个百分点，残油率降低

4.39 个百分点，油脂榨取率提高 4.55 个百分点，高达 92.48%，成品油得率较螺旋压榨提高 3.4 个百分点。［结论］采用孔

刻隔板可增加油茶籽原料压榨油脂的流出速率，从而提高液压榨油的生产效率，对贵州威宁短柱油茶籽较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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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partition plates on the efficiency of oil extraction from Camellia seeds with different 

oil content in Guizhou and to evalu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hydraulic pressing technology to oil extraction from Camellia seeds in Guizhou. 

［［Methods］］ Oil content in Camellia seeds from different production areas in Guizhou is detected, and Camellia oleifera seeds from Yuping 

and Guiyang and Camellia weiningensis seeds from Weining with different oil content are selected as raw materials. Tests of oil extraction 

by hydraulic pressing are conducted with a non-perforated plate, a perforated plate, and a perforated and carved plate as partition plates to 

analyze the oil yield, residual oil rate, and oil extraction rate. Screw pressing is used as a control, and a perforated and carved plate is used as 

the partition plate to conduct the test of oil extraction by hydraulic pressing on Camellia weiningensis seeds. The oil yield, residual oil rate, 

oil extraction rate, and finished oil production yield are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n-perforated plate, the perforated plate 

and the perforated and carved plate improve the oil yield and oil extraction rate and reduce the residual oil rate of the seed cake. In 

particular, the perforated and carved plate shows a good efficiency of oil extraction from Camellia weiningensis seeds. Specifically, 

compared with the non-perforated plate, the perforated and carved plate enhances the oil yield by 2.33 percentage points, reduces the 

residual oil rate by 4.39 percentage points, and increases the oil extraction rate by 4.55 percentage points, up to 92.48%. Additionally, the 

finished oil production yield of perforated and carved plate pressing increases by 3.4 percentage points, compared to that of screw pressing. 

［［Conclusion］］ The use of a perforated and carved plate can increase the outflow rate of oil and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hydraulic pressing.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Camellia weiningensis seeds from Weining,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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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是中国特有的木本粮油资源。油茶籽油中的不

饱和脂肪酸超过 86%［1］，还含有角鲨烯、植物甾醇、多酚、维

生素 E、黄酮等有益的天然活性物质，具有极高的营养价

值［2］。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的油茶产业

得到了快速发展，已成为中国粮油安全的重要保障。贵州

作为中国油茶的重要产区，油茶产量及产值逐年增加。由

于贵州独特的气候条件，形成了贵州油茶籽的特有品质［3］。

作为一种高价值的食用油脂，在保证高品质的前提下实现

油茶籽油的高效生产一直是贵州油茶加工的重要研究方

向，而加工方式则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4］。

目前，油茶籽油的加工生产方式主要包括螺旋压榨、

液压压榨、古法压榨和溶剂萃取等［5］。采用最多的是螺旋

压榨和液压压榨，螺旋压榨处理量大、出油率高［6］，但是压

榨过程产生的高温和后续复杂的精炼工序，造成了油茶

籽油营养成分大量损失，导致油脂品质降低［7］。液压冷榨

因压榨过程温度低，对油茶籽油的营养成分保存较好，生

产的油脂品质较高［8］，但是液压冷榨的出油率较低，油饼

残油较高，需对油饼进行二次压榨，才能达到较低的残油

率［9］。通过对原料进行蒸制处理，可以显著提高压榨出油

率，降低油饼残油率［10］，但是原料蒸制处理过程中引入的

水分会对油脂后续的存储造成一定影响［5］，且蒸制温度过

高、加热时间过长，不仅容易造成油茶籽油中的营养成分

流失，还会产生苯并［a］芘等有害物质［11］。研究拟通过对

液压隔板进行改造，增加油饼与上下隔板接触面的出油

通道，在保留油茶种仁天然活性物质和避免压榨过程中

原料高温处理导致的苯并［a］芘等有害物质产生的同时

提高压榨制油效率，并对贵州不同含油率的油茶籽进行

榨油试验，分析液压冷榨过程中油脂的溶出效率，以期为

贵州油茶加工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1.1.1　材料与试剂　

油茶籽（成熟籽）：分别采自贵州玉屏、黎平、望谟、册

亨、福泉、贵阳、威宁、盘州等地；

甲苯、乙腈、正己烷、二氯甲烷：色谱纯，国药集团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

石油醚、冰乙酸、无水碳酸钠、氢氧化钠：分析纯，成

都金山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氢氧化钾、无水乙醇：分析纯，重庆川东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乙醚、异丙醇、硫酸、盐酸、氨水、三氟化硼、硫酸氢

钠、2，6-二叔丁基对甲酚、吐温 20：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

三氯甲烷、碘化钾、磷酸氢二钠、磷酸二氢钾、焦性没

食子酸、正庚烷、氯化钠、氯化钾、抗坏血酸、乙酸乙酯：分

析纯，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无水硫酸钠、硫代硫酸钠、可溶性淀粉：分析纯，天津

聚恒达化工有限公司；

苯并［a］芘标准品：上海莼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黄曲霉毒素 B1 和黄曲霉毒素 B2 标准品：美国 CATO

公司；

角鲨烷标准品和角鲨烯标准品：美国 Supelco 公司；

没食子酸标准品：上海诗丹德标准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铅、砷标准溶液：比利时 Acros公司；

脂肪酸甲酯标准品：美国 Nuchek 公司；

α-、β-、γ-、δ-生育酚标准品及 β-谷甾醇：北京北方伟业

计量技术研究院。

1.1.2　主要仪器与设备　

液压榨油机：LH-426 型，山东彩连机械有限公司；

电 子 天 平 ：FA1004B 型 ，上 海 佑 科 仪 器 仪 表 有 限

公司；

三重四极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AP TQ 型，

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

脂肪测定仪：SZC-101 型，上海纤检仪器有限公司；

双螺杆榨油机：160 型，河北万利粮油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气相色谱仪：GC-2010plus型，日本岛津公司；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UV-2550 型，日本岛津公司；

高效液相色谱仪：1260 Infinity II型，美国安捷伦科技

公司。

1.2　试验方法

1.2.1　检测指标及方法　

（1） 干单籽重：将贵州各产地的油茶籽置于 60 ℃鼓

风干燥箱中干燥至恒重后，每个样品随机取 30 粒称量单

籽重。

（2） 干籽出仁率：将油茶籽置于 60 ℃鼓风干燥箱中

烘干至恒重，随机取 30 粒油茶籽称量总重，将油茶籽去除

籽壳后称量种仁质量，按式（1）计算干籽出仁率。

K= m 1

m 2
× 100%， （1）

式中：

K——干籽出仁率，%；

m1——干仁质量，g；

m2——干籽质量，g。

（3） 种仁含油率：每个样品混匀后随机取 5~10 粒油

茶籽放置 60 ℃烘干至恒重，去除籽壳后，采用 GB 5009.6—

2016 第一法对种仁含油率进行测定。

（4） 苯并［a］芘：按 GB 5009.27—2016 执行。

（5） β-谷甾醇：按 NY/T 3111—2017 执行。

（6） 过氧化值：按 GB 5009.227—2016 第一法执行。

（7） 黄曲霉毒素：按 GB 5009.22—2016 执行。

（8） 角鲨烯：按 LS/T 6120—2017 执行。

（9） 酸价：按 GB 5009.229—2016 第一法执行。

（10） 多酚：按 LS/T 6119—2017 执行。

（11） 铅、砷：按 GB 5009.268—2016 第一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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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脂 肪 酸 组 成 ：按 GB 5009.168—2016 第 三 法

执行。

（13） 维生素 E：按 GB 5009.82—2016 执行。

（14） 水分含量：按 GB 5009.3—2016 执行。

（15） 出油率：按式（2）计算。其中，种仁出油率的原

料以种仁质量计算，即公式中的原料质量（m4）为种仁质

量；干籽出油率的原料以干籽质量计算，即公式中的原料

质量（m4）为干籽质量。

Y= m 3

m 4
× 100%， （2）

式中：

Y——出油率，%；

m3——毛油质量，kg；

m4——原料质量，kg。

（16） 残油率：将压榨后的油饼/粕粉碎后，采用 GB 

5009.6—2016 第一法对油饼/粕进行含油率测定，所测含

油率即为油饼/粕的残油率，以油饼/粕干物质计算的含油

率为干基残油率。

（17） 油脂榨取率：按式（3）计算。

E= Y
c

× 100%， （3）

式中：

E——油脂榨取率，%；

Y——出油率，%；

c——原料含油率，%。

（18） 精炼得率：按式（4）计算。

R= m 5

m 6
× 100%， （4）

式中：

R——精炼得率，%；

m5——用于精炼的毛油质量，kg；

m6——精炼油质量，kg。

（19） 成品油得率：按式（5）计算。

P= m 7

m 8
× 100%， （5）

式中：

P——成品油得率，%；

m7——成品油质量，kg；

m8——油茶籽原料质量，kg。

除干单籽重外，其他指标均做 3 次重复，结果取其平

均值。

1.2.2　油茶籽压榨工艺流程　

（1） 液压压榨：

油茶籽→烘干（于 60 ℃将油茶籽水分含量降至 6% 以

下）→脱壳→种仁→液压榨油→毛油→脱胶→脱酸→脱

色→过滤→精炼油

（2） 螺旋压榨：

油茶籽→烘干（于 60 ℃将油茶籽水分含量降至 6%~

8%）→脱壳→配比（m 种仁∶m 油茶籽壳 =3.3∶1）→螺旋压榨→

毛油→粗过滤→脱胶→脱酸→脱色→脱臭→脱蜡→精过

滤→精炼成品油

1.2.3　液压榨油试验　采用自制隔板进行压榨试验，先

在榨膛底部放置一块隔板，在隔板上放置 2 层滤布，称取

1.5 kg 油茶种仁用滤布包饼后放入，平整后在其上部放置

2 层滤布，再放置一块隔板，在隔板上放置 2 层滤布，再放

入用滤布包饼后的 1.5 kg 油茶种仁，然后放置 2 层滤布后

再放置隔板，如此反复放置 8 层油茶种仁后进行榨油，在

75 MPa 下保压 60 min。待榨油完成后取出油饼，分别称

量毛油和油饼质量，检测油饼残油率，计算出油率和油脂

榨取率。分别以出油率、油饼残油率和油脂榨取率为评

价指标，考察保压时间和不同隔板（实验室自制，见图 1）

对油茶籽液压制油效率的影响，每个试验重复 3 次。

1.2.4　不同压榨工艺对比分析　选取液压效率较好的威

宁短柱油茶籽为原料，分别采用双螺旋榨油机和液压榨

油机对其进行油脂榨取，并对比分析其榨油效率，每种工

艺分别进行 3 次重复试验。

螺旋压榨油茶籽油制取：将油茶籽在 60 ℃条件下干

燥至水分含量为 6%~8% 后脱壳，然后将种仁与油茶籽壳

按 m 种仁∶m 油茶籽壳=3.3∶1 的配比混匀，进行螺旋压榨制油。

毛油精炼技术参数参照 DB36/T 1595—2022，榨取完成后

检测油茶粕的干基残油率，计算种仁出油率、干籽出油

率、精炼得率、成品油得率。

液压压榨油茶籽油制取：以孔刻板作为隔板，按照

“1.2.3 液压榨油试验”的方法对威宁短柱油茶种仁进行榨

油，用滤膜对制取的油茶籽油直接过滤即得到成品油，并

计算成品油得率。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用 SPSS 26.0 软件对各检测数据进行多重比较分析，

P＜0.05 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示差异不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贵州主要产地油茶籽经济指标分析

贵州油茶种植主要集中分布在铜仁、黔东南、黔西南

等地区，是全省油茶的核心产区。其中黔西南油茶种植

集中在望谟、册亨的低热河谷地区，铜仁地区以玉屏发展

无孔板厚度 0.8 cm，直径 30 cm，无孔；孔板板厚 0.8 cm，直径 30 cm，

孔径为 1.3 cm，孔数量为 19个；孔刻板：孔板板厚 0.8 cm，直径 30 cm，

孔径为 2 cm，孔数量为 25 个，导油刻槽宽 2 mm，深度 3 mm

图 1　液压榨油隔板

Figure 1　The plates used in hydraulic pr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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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突出，而黔东南则以黎平、天柱等地分布较广。黔西

北部地区由于海拔较高，普通油茶的优良品种如长林、湘

林等难以适应当地气候，因此该地区主要分布本地高寒

品种威宁短柱油茶和西南红山茶［12］。由于黔东和黔西北

的海拔落差较大，产出的油茶籽经济性状存在明显差异。

由表 1 可知，低海拔地区（望谟、册亨、玉屏）油茶籽的干单

籽重较大，而高海拔地区油茶籽的干单籽重较轻，其中威

宁短柱油茶、西南红山茶、贵阳普通油茶、威宁普通油茶

的干单籽重在 0.50~0.87 g，且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

虽然高海拔地区油茶籽干单籽重较低，但干籽出仁率普

遍较高，达到了 70% 以上，表现出良好的经济性状。贵阳

和威宁地区的普通油茶籽在干单籽重和干籽出仁率方面

与威宁短柱油茶及西南红山茶相近，可能与普通油茶对

高海拔气候的适应性表型有关。

油茶种仁的含油率是油茶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之一。

册 亨 、望 谟 、玉 屏 地 区 的 油 茶 种 仁 含 油 率 为 44.78%~

49.56%，均在 50% 以下。有学者［13］对贵州低热河谷地带

的油茶分析发现，其种仁含油率平均为 45.00%，最高为

52.99%。望谟和册亨的本地油茶品种望谟红球和册亨红

球 的 种 仁 含 油 率 分 别 为 35.03%~53.47%［14］和 26.40%~

46.41%［15］，说明贵州低热河谷的油茶在高含油育种方面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威宁短柱油茶、西南红山茶的种仁

含油率显著高于望谟、册亨、玉屏的普通油茶（P＜0.05），

说明威宁短柱油茶和西南红山茶在油脂积累方面具有突

出的优越性。

普通油茶在高寒地区通常表现较差，常出现植株生

长不良、开花不结果、果实提前开裂及无法成熟等问题。

然而，通过多年引种栽培，贵阳地区的普通油茶种仁含油

率已达 49.86%，在黔中地区表现出较好的经济性状，但在

超过海拔 1 700 m 以上的区域仍未引种成功。近期在威

宁发现一片野生状态的普通油茶林，其果实能正常生长

发育至成熟，表明该区域的普通油茶可能已适应当地的

高寒环境，为贵州西北部高海拔地区发展普通油茶提供

了可能。威宁普通油茶的种仁含油率高达 56.37%，显著

高于册亨、望谟、玉屏等产区的普通油茶（P＜0.05），高

5.61~11.93 个百分点，不仅高于本地油茶品种，还优于长

林等系列品种［16-17］。威宁普通油茶的种仁含油率、干籽

出仁率、干单籽重等指标与同产区的威宁短柱油茶无显

著差异（P＞0.05），表明其表型性状在长期驯化过程中已

趋近于威宁短柱油茶。威宁普通油茶的高含油率特性使

其成为适应贵州省高寒环境的普通油茶优良种质资源。

有研究表明，油茶籽脂肪积累可能与海拔及纬度相关［18］，

同时也受地理环境影响［19］，但威宁普通油茶的高油脂积

累是否与当地气候和环境有关，仍需进一步研究。

2.2　贵州油茶籽液压榨油试验

2.2.1　不同隔板的液压榨油试验　液压榨油是将油茶种

仁夹在上下两块铁板之间后施加高压将原料中的油脂压

榨出来的一种制油工艺。由于油茶种仁被上下无空隙的

铁板夹在中间，油脂只能通过种仁之间的缝隙从油饼边

缘流出。但随着压力增加，油茶种仁会被进一步压实，种

仁之间的缝隙会被压变形的种仁填充，导致后期出油路

径被堵，影响茶饼中间种仁的油脂榨出效率，这也是压榨

后期出油量降低的原因之一。增加出油路径，可能会增

加油茶籽油的压榨效率。采用无孔板、孔板、孔刻板对不

同含油率的玉屏和贵阳普通油茶种仁及威宁短柱油茶种

仁进行液压榨油试验，结果见表 2。

玉屏普通油茶种仁的出油率、残油率、油脂榨取率在

孔刻板与无孔板之间差异显著（P＜0.05），孔刻板表现出

更优的榨油效果。与无孔板相比，孔刻板的出油率和油

脂榨取率分别提高 1.66 和 5.57 个百分点，残油率降低

3.14 个百分点。贵阳普通油茶的 3 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P＞0.05），但是相比无孔板，孔板和孔刻板均表现出较好

的榨油效率。在威宁短柱油茶压榨中，孔刻板与孔板之

间的出油率、残油率、油脂榨取率均无显著差异（P＞
0.05），但两组的出油率、残油率、油脂榨取率均与无孔板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与无孔板相比，孔刻板出油

表 1　贵州主要产地油茶籽经济指标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f economic indicators of Camellia seeds in major production areas in Guizhou

物种

普通油茶

普通油茶

普通油茶

普通油茶

普通油茶

普通油茶

普通油茶

威宁短柱油茶

西南红山茶

产地

玉屏

黎平

望谟

册亨

福泉

贵阳

威宁

威宁

盘州

海拔/m

528

457

538

385

1 021

1 257

2 005

2 223

1 926

干单籽重/g

1.40±0.61cd

1.09±0.40bc

1.47±0.81d

1.58±0.63d

1.08±0.36bc

0.87±0.39ab

0.50±0.20a

0.51±0.14a

0.78±0.27ab

干籽出仁率/%

67.17±4.49abc

64.47±2.82a

69.47±2.34abc

69.42±4.80abc

65.22±4.38ab

70.78±4.87c

71.01±2.44c

72.08±4.81c

70.38±0.93c

种仁含油率/%

44.78±0.98a

51.10±0.66bc

47.78±0.44ab

49.56±0.82b

50.07±1.73b

49.86±1.46b

56.71±2.54de

58.37±2.17e

54.11±2.51cd

† 同列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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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高 2.33 个百分点，残油率降低 4.39 个百分点，油脂榨

取率提升 4.55 个百分点，高达 92.48%。采用孔刻板和孔

板作为隔板对威宁短柱油茶种仁压榨的油脂榨取率均高

于玉屏和贵阳的普通油茶种仁，表明其对威宁短柱油茶

种仁更为适用，这可能与脂肪酸组成差异有关［20］。在玉

屏普通油茶和威宁短柱油茶的液压榨油中，孔刻板和孔

板显著提高了榨油效率，但对贵阳普通油茶种仁的作用

不显著（P＞0.05），可能与压榨时间有关。

2.2.2　压榨时间对榨油效率的影响　在上述研究中，采用

不同隔板对不同含油率的油茶种仁进行榨油试验，结果发

现玉屏普通油茶和威宁短柱油茶种仁在不同隔板之间的

榨油效率均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相同的保压时间下，贵

阳普通油茶种仁的榨油效率并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压榨

时间相关。在保压过程中，贵阳普通油茶种仁的出油高峰

期可能提前，导致压榨结束前不同隔板之间的油茶种仁出

油达到平衡状态，即榨油机对油脂挤压力与原料中蛋白

质、纤维等对油脂吸附力达到平衡。这种平衡状态主要由

压力决定，不受隔板体系影响，且一旦形成，仅随压力变化

而改变，不会因压榨时间延长而打破，这也是压榨后期油

饼残油难以进一步榨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探究保压时间对榨油效率的影响，特选取贵阳普

通油茶种仁为原料，进行保压 20，60 min 的对比试验，结

果见表 3。保压 20 min 后，孔刻板与无孔板、孔板与无孔

板间的出油率、残油率和油脂榨取率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其中，孔刻板的出油率达 39.00%，较无孔板

提高 3.33 个百分点，表明孔刻板和孔板可显著提升出油

效率。此外，孔刻板与孔板的残油率和油脂榨取率差异

显著（P＜0.05），孔刻板的残油率较低，油脂榨取率较高，

可能与刻槽增加油脂流出路径有关，说明流出路径越多，榨

油效率越高。孔刻板保压 20 min的出油率与保压 60 min的

仅相差 3.67 个百分点，而无孔板相差 6.22 个百分点，表明

增加油脂的流出通道可使出油高峰期提前，从而缩短压

榨时间，提高液压榨油机的使用效率和原料处理量。

2.2.3　液压压榨油茶籽油精炼试验　孔刻板和孔板显著

提升了威宁短柱油茶种仁的榨油效率，将其应用于液压

压榨工艺可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生产成本。因此，

选取压榨效率较高的威宁短柱油茶籽油进行指标分析，

对比精炼前后的安全指标、营养指标及脂肪酸组成，结果

如表 4 所示。精炼前后的油茶籽油均符合 GB/T 11765—

2018 的规定要求，苯并［a］芘、黄曲霉毒素及铅、砷重金属

均未检出，表明液压压榨过程未产生安全性风险的危害

物质。精炼后，酸价和过氧化值均大幅降低，但微量营养

成分损失明显，其中 β-谷甾醇含量减少 28.20%，总多酚含

量降低 39.45%，维生素 E 则未检出。精炼工艺对油茶籽

油品质影响较大，尤其是多酚和维生素 E 等主要抗氧化物

质的损失，可能降低产品的氧化稳定性，从而缩短产品货

架期［21］。精炼前后角鲨烯与脂肪酸组成变化较小。综

上，液压冷榨油茶籽油精炼前后的安全指标和脂肪酸组

成均符合国家一级成品油标准，但精炼工艺会导致 β-谷

甾醇、总酚、维生素 E 含量下降，因此液压冷榨工艺可减少

表 2　不同隔板的液压榨油试验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hydraulic pressing with different partition plates

物种

普通油茶

普通油茶

威宁短柱油茶

产地

玉屏

贵阳

威宁

隔板

无孔板

孔板

孔刻板

无孔板

孔板

孔刻板

无孔板

孔板

孔刻板

出油率/%

32.78±0.51a

33.56±1.71ab

34.44±1.02b

41.89±0.51c

42.22±0.39c

42.67±0.66c

50.00±1.00d

51.96±0.07e

52.33±0.34e

残油率/%

15.45±0.12c

13.72±2.33bc

12.31±1.91b

10.20±0.91a

9.48±0.67a

8.61±0.81a

12.77±0.81b

8.96±0.26a

8.38±0.23a

油脂榨取率/%

75.72±1.06a

78.98±3.49ab

81.29±2.86b

87.75±1.54c

88.69±1.24cd

89.81±1.49cde

87.93±1.00c

92.04±0.27de

92.48±0.20e

† 同列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 3　压榨时间对榨油效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pressing time on oil extraction efficiency

压榨时

间/min

20

60

无孔板

出油率/%

35.67±0.83a

41.89±0.51c

残油率/%

19.84±0.87a

10.20±0.91d

油脂榨取

率/%

71.37±1.50a

87.75±1.54d

孔板

出油率/%

38.33±0.35b

42.22±0.39c

残油率/%

17.65±0.99b

9.48±0.67d

油脂榨取

率/%

75.91±1.70b

88.69±1.24d

孔刻板

出油率/%

39.00±0.83b

42.67±0.66c

残油率/%

15.29±0.26c

8.61±0.81d

油脂榨取

率/%

79.76±0.41c

89.81±1.49d

† 相同指标的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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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避免后续复杂的精炼工序，有利于保留油脂中的营养

成分。

2.3　不同压榨工艺的对比分析

螺旋压榨和液压压榨是油茶籽油的两种主要加工工

艺。螺旋压榨处理量大、效率高，适合大中型油茶籽油生

产企业，但螺旋压榨产生的高温会导致油茶籽油中的营

养成分大量损失，同时使过氧化值、酸价升高，并可能产

生苯并［a］芘等有害物质，影响油脂品质。此外，螺旋压

榨需添加油茶籽壳，导致油脂色泽较深，需通过后续复杂

的精炼工序脱色［22］，这不仅进一步损失营养成分，还会增

加生产成本［23］。鉴于螺旋压榨工艺的局限性，多数中小

型油茶籽油加工企业选择液压压榨作为主要生产方式。

通过对液压隔板结构的优化改进，可使液压压榨的出油

率提升至与螺旋压榨相当水平（表 5）。螺旋压榨与液压

压榨的干籽出油率分别为 37.05% 和 37.41%，油脂榨取率

均达 92% 以上，但螺旋压榨的干基残油率较低。螺旋压

榨的损耗主要集中于精炼工序，而液压压榨直接压榨种

仁，所得毛油色泽较浅，仅需膜过滤即可获得成品油，其

成品油得率较螺旋压榨提高 3.4 个百分点。因此，采用孔

刻隔板的液压压榨可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3　结论

贵州威宁地区的威宁短柱油茶及新发现的普通油茶

品种具有较高的干籽出仁率和种仁含油率，油茶籽的经

济性状可能与当地独特的气候环境密切相关。采用带孔

洞和刻槽的隔板进行液压榨油，可显著提高油脂流出速

率，从而提升油茶籽油的压榨生产效率，达到与螺旋压榨

相当的水平，该工艺尤其适用于威宁短柱油茶籽的液压

榨油生产。

贵州地形复杂，油茶种植基地呈区块化、零散化分

布，难以形成大规模集中种植，主要以中小农经济模式为

主，这种种植特点决定了当地油茶籽油加工企业的产能

有限。液压压榨工艺具有处理量小、工序简单、生产成本

低和设备投入少等优势，能够有效避免螺旋压榨因过度

投入与实际产能不匹配的问题，更契合贵州中小型油茶

籽油加工企业的实际需求。通过提升液压冷榨制油效

率，可减少精炼工序，提高产品得率，保障油脂品质，降低

生产成本，从而更好地适应当地油茶产业的发展现状，更

有利于贵州油茶“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家庭农场

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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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油茶籽油精炼前后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Camellia seed oil before and after 

refining

检测指标

酸价

过氧化值

苯并［a］芘

黄曲霉毒素

铅

总砷

β-谷甾醇

角鲨烯

总多酚

维生素 E

棕榈酸（C16：0）

棕榈烯酸（C16：1）

硬脂酸（C18：0）

油酸（C18：1）

亚油酸（C18：2）

亚麻酸（C18：3）

顺-11-二十碳烯酸

（C20：1）

单位

mg/g

g/100 g

μg/kg

μ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100 g

%

%

%

%

%

%

%

精炼前

0.48

0.11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18.8

129.7

5.50

20.6

10.6

0.039 3

2.44

76.5

9.25

0.707

0.458

精炼后

0.05

0.06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57.1

132.2

3.33

未检出

10.5

0.039 9

2.41

76.9

9.03

0.671

0.449

国家一级成

品油标准

≤2.0

≤0.25

≤10

≤10

≤0.08

≤0.1

—

—

—

—

3.9~14.5

≤0.2

0.3~4.8

68.0~87.0

3.8~14.0

≤1.4

≤0.7

† 维 生 素 E 组 分 检 出 限 40 μg/100 g；苯 并［a］芘 检 出 限

0.2 μg/kg；黄 曲 霉 毒 素 检 出 限 0.03 μg/kg；铅 检 出 限

0.05 mg/kg；总砷检出限 0.05 mg/kg。

表 5　油茶籽液压与螺旋压榨工艺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hydraulic pressing and screw 

pressing processes of Camellia seeds

生产项目指标

入榨原料种仁占比

种仁出油率

茶籽出油率

干基残油率

油脂榨取率

精炼得率

成品油得率

单位

%

%

%

%

%

%

%

液压压榨

100.00

52.33

37.41

8.96

92.48

无精炼

36.83

螺旋压榨

78.00

52.27

37.05

3.60

92.17

91.23

33.43

备注

以干物质计

以干籽计

以油饼/粕计

以干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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