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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蔬菜预冷技术的发展与现状
The Status and Dev elopment of Veg etable Precoo l techno tog y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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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全面介绍了日本蔬菜预冷的状况 ,对我国蔬菜预冷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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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食品流通开发委员会日本访问团一行 10人于 1998年 6月 23日～ 7月 2日对日本的蔬菜

流通及预冷技术状况进行了考察 , 其中聆听了日本日立公司的清水治道先生主讲的日本预冷

设备概况以及组合贸易株式会社喜多昌德先生所做的  日本蔬菜流通体系 的讲座 ; 还参观

了位于郡山县小山市的枥木农协蔬菜加工场、 郡子黄瓜馆、 松山市的石井工业株式会社的果

物分选机生产车间以及位于伊予市的伊予农协蔬菜加工基地等等 .通过参观考察 ,可以看出日

本在蔬菜流通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体系和比较完整先进的蔬菜加工设备配套

技术 , 对我国蔬菜流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技术 .

1　日本蔬菜预冷技术的发展与现状

　　蔬菜采收后预冷技术是保持蔬菜新鲜、 延缓其衰老变质的一种有效方法 , 对于不同的蔬

菜又可分别采取冷风预冷、 差压预冷、 真空预冷和水预冷等四种方法 , 而日本对预冷技术的

研究是从真空预冷技术开始的 . 1966年 ,日本鹿儿岛大学对真空预冷技术进行了研究 ,标志着

日本预冷技术研究的开始 , 其后的 1967年日本科学技术厅分别在川上村、 长野县的洗马和静

冈县的岛田市在不同时间进行了真空预冷技术试验 ,后来又在爱知县进行了冷水预冷试验、在

神奈川县进行了空气预冷试验 , 直到 1970年 , 预冷蔬菜还未打开消费市场 .

1971年 ,日本小召农业协同冷风库的预冷白菜等叶类蔬菜打开了东京的蔬菜消费市场 ,并

且受到了消费者的好评 , 这标志着预冷蔬菜大量上市的开始 .这样在其后的两年间 ,日本科学

技术行政机关又经过不懈的努力 , 对真空预冷技术不断完善和积极推广 , 又研究成功差压预

冷设备 , 使预冷设备在日本遍地开花 , 几乎遍及了日本的每个角落 .

日本通过对消费者的调查表明 , 消费者对蔬菜的鲜度要求很高 , 由于城市郊区的耕地越

来越少 , 城市的蔬菜供应越来越依赖远离城市的蔬菜生产基地 , 要满足城市居民对蔬菜的高

鲜度要求 , 采用预冷设备对蔬菜进行预冷是目前唯一而有效的方法 , 这也是预冷技术能在日

本全国得以迅速推广的原因之一 .

由于各种预冷技术和设备适用于不同品种的蔬菜 而且设备投资相差亦很大 因此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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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预冷设备在日本各地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 , 以下是预冷设备在日本各地的分布情况:

1993、 1994年两年全国共安装 281台套预冷设备 , 1993年 162台套 , 1994台 119套 , 比 1991、

1992两年安装的 428台套减少了 147台套 ,这可能是由于生产基地的蔬菜预冷量已接近饱和 ,或

前两年安装的预冷设备较多且技术性能稳定等原因造成的 .其中真空预冷设备 37座 ,差压预冷

设备 59座 , 强制通风设备 185座 , 三种设备安装数量依次增加 , 原因可能是他们的价格依次降

低的结果 .

不同预冷设备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分布情况:

( 1) 真空预冷设备: 关东地区安装数量最多 , 共有 171座 , 占全国安装总数的 42% , 其次

是东北地区 , 安装有 80座 , 中国地区及四国地区 47座 , 九州地区 42座 .按县别看 , 最早安装真

空预冷设备的长野县最多 , 共 62座 , 其次是岩手县 40座、 群马县 29座、 琦玉县 27座 .设备安装

地区的特征是它们是叶菜类蔬菜的生产基地 .从中可以得到启发 ,真空预冷技术主要适用于预

冷叶菜类蔬菜 .

( 2) 差压预冷设备: 中国地区及四国地区安装数量最多 , 共有 232座 , 其次是关东地区 ,

共 185座 , 东北地区 162座 , 九州地区 147座 .按行政区域县别看 ,北海道 51座、新鸿县 49座、 秋

田县 44座 .从中亦可知道 ,这些地区主要盛产水果及果菜类蔬菜 , 而差压预冷技术主要适用于

这类蔬菜的预冷 .

( 3) 强制通风预冷设备: 中国地区及四国地区安装数量最多 , 共有 411座 , 其次是关东地

区 349座、 东北地区 281座 .按县别来看 , 北海道 230座 , 高知县 188座 , 福冈县 120座 , 广岛县

115座 .

强制通风预冷方式是一种适用面比较广的预冷方式 , 而且其价格在几种预冷设备中投资

最小 , 这是其数量分布最多的原因之一 .当然 , 预冷速度慢是它的主要缺点之一 .

预冷设备在日本的拥有量是逐年递增的 ,这意味着预冷加工蔬菜量的逐年增长 .下面的一

些数据可以说明这种变化:

1994年全日本的蔬菜预冷加工量为 176万吨 , 比 1992年增加 7% , 其中真空预冷方式加工

蔬菜量占总量的 52% ,差压方式占总量的 16% ,强制通风方式占总量的 32% .在采用的三种预

冷方式中 , 真空预冷加工蔬菜量占绝对优势 , 其原因是真空预冷速度快、 加工量大 , 而且单

位加工能耗最小 .

按区域分 , 关东地区预冷蔬菜加工量 85万吨 , 约占总量的半数 , 其次为北海道 22. 4万吨 ,

九州地区 19. 3万吨 , 东北地区 16. 9万吨 .

按县别分 , 长野县 44. 8万吨 , 产量最大 , 其次是北海道 22. 4万吨 , 群马县 17万吨 , 茨城

县 7. 9万吨 ,岩手县 6. 9万吨 .按蔬菜品种分为 ,团叶生菜 32. 6万吨 ,卷心菜 26. 3万吨 ,白菜 20. 2

万吨 ,萝卜 14. 3万吨 , 胡萝卜 12. 1万吨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日本不同地区主要生产的蔬菜品

种以及日本消费者主要的蔬菜消费品种 .

从中还可推知 , 黄瓜更适合于差压预冷和通风预冷方式 , 而芹菜主要适合于真空预冷方

式 , 青椒与西红柿可适合于差压和通风预冷方式 , 这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

2　日本的预冷设备技术情况

　 对真空预冷装置 我们看到的生产厂家有日本日立株式会社和酉崎产生株式会社 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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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特征是:

( 1) 皆采用双真空室 , 目的是两室可交替使用 , 提高生产效率 .

( 2) 两真空室采用均压运转方式 , 当两室交替使用时 , 可用其中一室 (预冷终了 ) 的真

空使另一室达到一定的真空度 , 可节约真空泵的运转费用 .

( 3)都采用多真空泵配置方式 , 这也是出于节能的考虑 .由于被预冷蔬菜的蒸发速度随时

间的延长逐步减小 , 因此所要求的抽空速率逐步减小 , 多泵配置可随需要逐个关闭其中的真

空泵 , 节省耗能 .

( 4) 凝水器采用二次冷源 , 以简化制冷系统 (一次 ) , 使凝水器温度稳定 , 便于操作 .

( 5)整个设备均位于低于水平面的地基上 , 以使进出货轨道与水平面对齐 , 便于进出货 .

另外 ,制冷机组有的采用螺杆式 , 有的采用活塞式 , 制冷剂均采用 R22,据日本日立公司专业

人员介绍 , 他们正在进行 R404a的试验 , 可望不久将得到应用 .

对于差压式预冷设备 , 有移动式差压冷却装置、 中央吸引型差压冷却装置和壁面吸引型

差压冷却装置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皆用一种油布作为隔风面 ,隔风效果好 ,且适宜于不同量的

冷却蔬菜冷却 .另外 ,差压库板皆采用较高强度且密封良好的聚氨酯隔热板 ; 差压风机一般采

用具有较高压头的多叶轴流风机 , 一般采用氟里昂制冷机组 , 对小型库采用具有钢板外壳的

整体式低噪声风冷式机组 .

对强制通风式预冷库 ,与一般冷库基本无区别 .在郡山黄瓜馆 ,由日本三菱公司生产安装

的自动装卸预冷库把自动仓库和预冷库有机的结合起来 , 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 它大大地提

高了生产效率 , 是高技术在冷库中应用的典型例子 .

日本在蔬菜生产季节多是霉雨天气 ,不利于采摘后蔬菜的贮存 ,并且 ,日本淡水较贵 , 因

此日本几乎不采用冷水预冷的方式 , 尽管这种方式有很多突出的优点 .

3　对我国蔬菜产地预冷技术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 1) 蔬菜真空预冷设备的价格较贵 , 蔬菜生产者一般是无力购买的 (特别是真空预冷设

备 ) , 日本采取的办法是国家出资 50% , 蔬菜生产地市政府出资 10% , 再由农协出资 40% .这

样则剌激了人们购买预冷设备的积极性 , 形成了较好的良性循环 .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

家 , 首先是政府应对发展我国的蔬菜预冷技术予以资金上的支持 , 其次是对设备的推广也要

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

( 2) 日本是一个地域较小的国家 , 蔬菜的生产季节较集中 , 因此它们的设备皆是固定式

的 ,每年的使用时间较短 ,使用效率较低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应象美国一样 ,

把真空预冷设备做成移动式的 , 以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 , 尽快收回投资 .

( 3)在日本 , 预冷设备往往与快速自动的蔬菜分检包装成套生产线相配套 ,以此借鉴 , 我

们在研究预冷设备的同时 , 也应注重自动分检、 包装设备的研究、 生产 .

( 4) 在日本 , 预冷后的蔬菜一般采用保冷车 (带蓄冷板 ) 运输 , 最多十几个小时即到达

目的地 , 远一点的地方用飞机运 , 因此 , 保温车冷藏运输占 90%以上 , 而对于我国的地势地

貌 , 则应与日本有所不同 , 必须采用机械制冷的冷藏保温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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