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果蔬菜保鲜冷藏速冻海鲜冻库上门安装冷库

产品名称 水果蔬菜保鲜冷藏速冻海鲜冻库上门安装冷库

公司名称 山东捷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400.00/平方米

规格参数 鑫捷能冷库:20方

公司地址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洪绪镇杨园村村西100米

联系电话  13718328161

产品详情

所谓气调保鲜就是通过气体调节方法，达到保鲜的效果。气体调节就是将空气中的氧气浓度由21%降到3
%～5%，即保鲜库是在高温冷库的基础上，加上一套气调系统，利用温度和控制氧含量两个方面的共同
作用，以达到抑制果蔬呼吸程度，从而达到保鲜的目的。 

气调保鲜库是目前国内外较为先进的果蔬保鲜设施。它既能调节库内的温度、湿度，又能控制库内的氧
气、*氧化碳等气体的含量，使库内果蔬处于休眠状态，出库后仍保持原有品质。一、气调库建筑  气
调库是在果蔬冷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方面与果蔬冷库有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与果蔬冷库有
较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气调库容积大小。在欧美国家，气调库贮藏间单间容积通常在50～20
0t之间，比如英国苹果气调库贮藏单间的容积大约为100t，在欧洲约为200t，但蔬菜气调库的单间容积通
常在200～500t之间，在北美单间容量更大，一般在600t左右。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以30～100t为一个开
间，一个建库单元*少2间，但一般不超过10间。  （2）气调库必须具有良好的气密性。这是气调库建筑
结构区别于普通果蔬冷库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普通冷库对气密性几乎没有特殊要求，而气调库对于气密
性来说至关重要。  这是因为要在气调库内形成要求的气体成分，并在果蔬贮藏期间较长时间地维持设
定的指标，减免库内外气体的渗气交换，气调库就必须具有良好的气密性。  为此，在气调库门安装、
气密层施工过程中，一定要认真细致，发现可疑部位应及时检查和补救。对于由砖混结构的土建库而建
造的气调库，如出现大面积的突起或脱落，往往是由于维护结构表面不干燥引起，在施工前，一定要注
意维护结构的干燥性。  气调库施工质量验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气密性试验。目前广泛应用的是压力测
试法。它有测试方法简便，测试仪器简单，结果直观等优点。压力测试法又有正压法和负压法之分，通
常采用正压法，以避免采用负压法测试导致气密层脱落。迄今，国际上对气调库气密性测试还未形成统
一的标准，我国目前也没有发布气调库气密测试的国家标准。但采用正压测试法，统计“半降压时间”
，是国外常用的气密性试验标准和结果的表示方式。    （3）气调库的安全性。在气调库的建筑设
计中还必须考虑气调库的安全性。这是由于气调库是一种密闭式冷库，当库内温度升降时，其气体压力
也随之变化，常使库内外形成气压差。据资料介绍，当库外温度高于库内温度1℃时，外界大气将对维护
库板产生40Pa压力，温差越大，压力差越大。  此外，在气调设备运行、加湿及气调库气密性试验过程
中，都会在维护结构的两侧形成气压差。若不将压力差及时消除或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将对维护结构产
生危害。  为此，通常在气调库上装置有平衡袋和安全阀，以使压力限制在设计的安全范围内。气压平
衡袋（简称气调袋）的体积约为库房容积的0.5%～1.0%，采用质地柔软不透气又不易老化的材料制成。
国外推荐的安全压力数值为±190Pa 。所以，每间库房还应安装一个气压平衡安全阀（简称平衡阀），在
库内外压差大于190Pa时，库内外的气体将发生交换，防止库体结构发生破坏。平衡阀分干式和水封式两



种，直接与库体相通。在一般情况下平衡袋起调节作用，只有当平衡袋容量不足以调节库内压力变化时
，平衡阀才起作用。  此外，在一些国家如荷兰，通过给贮藏室定期充氮气，使气调袋一直处于半膨胀
状态，保持恒定的正压，有助于减少大气渗漏到贮藏室中。  （4）气调库一般应建成单层建筑。一般
果蔬冷库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建成单层或多层建筑物，但对气调库来说，几乎都是建成单层地面建筑物
。这是因为果蔬在库内运输、堆码和贮藏时，地面要承受很大的荷载，如果采用多层建筑，一方面气密
处理比较复杂，另一方面在气调库使用过程中容易造成气密层破坏。较大的气调库的建筑高度一般在7m
左右。    *、气调库制冷设备及温度传感器的配置  （1）制冷系统。气调库的制冷设备大多采用活
塞式单级压缩制冷系统，以氨或氟利昂－22作制冷剂，库内的冷却方式可以是制冷剂直接蒸发冷却，也
可采用中间载冷剂的间接冷却，后者用于气调库比前者效果理想。因为中间载冷剂更便于控制供给冷风
机的液体温度，仅需在供液管道上装一个回流的行程控制三通阀，就能满足同时实现不同库房内不同温
度的要求。  为了减少库内所贮物品的干耗，性能良好的气调库要求传热温差为2～3℃，也就是说气调
库蒸发温度和贮藏要求温度的差值为2～3℃，这要比普通冷库小得多。只有控制并达到蒸发温度和贮藏
温度之间的较小差值，才能减少蒸发器的结霜，维持库内要求的较高相对湿度。  所以，在气调库设计
中，相同条件下，通常选用冷风机的传热面积都比普通果蔬冷库冷风机的传热面积大，即气调库冷风机
设计上采用的所谓“大蒸发面积低传热温差”方案。  （2）温度传感器的配置。一个设计良好的气调
库在运行过程中，可在库内部实现小于0.5℃的温差。为此,需选用精度大于0.2℃的电子控温仪来控制库温
。温度传感器的数量和放置位置对气调库温度的良好控制也是很重要的。  *少的推荐探头数目为：在50
t或以下的贮藏库中放3个，在100t库中放4个，在更大的库内放5个或6个，其中一个探头应用来监控库内
自由循环的空气温度，对于吊顶式冷风机，探头应安装在从货物到冷风机入口之间的空间内。其余的探
头放置在不同位置的果蔬处，以测量果蔬的实际温度。   三、气调库的主要气调设备及辅助设备  气
调设备通俗地讲，主要包括制氮设备、*氧化碳脱除设备、乙烯脱除设备和加湿设备，其中制氮设备利用
率*高，所以显得更为重要。依据制氮设备的工作原理，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即吸附分离式制氮类型
、膜分离制氮类型和燃烧降氧制氮类型。  （1）制氮机。我国目前在气调库上采用的制氮机主要有两
大类型：吸附分离式的碳分子筛制氮机和膜分离式的中空纤维膜制氮机。碳分子筛制氮机与中空纤维膜
制氮机比较，前者具有价格较低、配套设备投资较小、单位产气能耗较低、更换吸附剂比更换膜组件便
宜、兼有脱除乙烯功能等优点，而工艺流程相对复杂、占地面积较大、噪声也较大、运转稳定性不及中
空纤维膜制氮机是碳分子筛制氮机的相对弱势。  （2）*氧化碳脱除机。*氧化碳脱除装置分间断式（通
常称的单罐机）和连续式（通常称的双罐机）两种。库内*氧化碳浓度较高的气体被抽到吸附装置中，经
活性炭吸附*氧化碳后，再将吸附后的低*氧化碳浓度气体送回库房，达到脱除*氧化碳的目的。活性炭吸
附*氧化碳的量是温度的函数，并与*氧化碳的浓度成正比。  通常以0℃，3%的*氧化碳浓度为标准，用
其在24h内的吸附量作为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当工作一段时间后，活性炭因吸附*氧化碳即达到饱和状态
，再不能吸附*氧化碳，这时另外一套循环系统启动，将新鲜空气吸入，使被吸附的*氧化碳脱附，并随
空*入大气，如此吸附、脱附交替进行，即可达到脱除库内多余*氧化碳脱的目的。  *氧化碳脱机再生后
的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氧化碳，必须排至室外。进出气调库的进气和回气管道必须向库体方向稍微倾斜，
以免冷凝水流到脱除机内，造成活性炭失效。机房内应避免汽油、液化气等挥发性物质，保持温度1～40
℃。  （3）乙烯脱除机。目前被广泛用来脱除乙烯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高*酸钾氧化法和高温催化分
解法。前一方法是用饱和高*酸钾水溶液（通常使用浓度为5%～8%）浸湿多孔材料（如膨胀珍珠岩、膨
胀蛭石、氧化铝、分子筛、碎砖块、泡沫混凝土等），然后将此载体放入库内、包装箱内或闭路循环系
统中，利用高*酸钾的强氧化性将乙烯氧化脱除。这种方法脱除乙烯虽然简单，但脱除效率低，一般用于
小型或简易贮藏。  在空气氧化法除乙烯装置中，其核心部分是特殊催化剂和变温场电热装置。所用的
催化剂为含有氧化钙、氧化钡、氧化锶的特殊活性银。这种乙烯脱除装置一般采用闭环系统。空气氧化
法除乙烯装置与高*酸钾氧化法除乙烯装置比较，前者投资费用要高得多，但脱除乙烯的效率很高。  
（4）加湿装置。水混合加湿、超声波加湿和离心雾化加湿是目前气调库中常见的三种加湿方式，在0℃
以上的温度下使用时，加湿效果均比较好，但在它们在负温条件下使用，都存在如何使加湿用水避免结
冰的问题，这一问题目前在生产中尚未很好解决。   四、气调库的合理使用及管理  （1）合理有效
的利用空间。气调库的容积利用系数要比普通冷库高，有人将其描述为“高装满堆”，这是气调库建筑
设计和运行管理上的一个特点。  所谓“高装满堆”是指装入气调库的果蔬应具有较大的装货密度，除
留出必要的通风和检查通道外，尽量减少气调库的自由空间。因为，气调库内的自由空间越小，意味着
库内的气体存量越少，这样一方面可以适当减小气调设备，另一方面可以加快气调速度，缩短气调时间
，减少能耗，并使果蔬尽早进入气调贮藏状态。  （2）快进整出。气调贮藏要求果蔬入库速度快，尽
快装满、封库并及时调气，让果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入气调状态。平时管理中也不能像普通冷库那



样随便进出货物，否则库内的气体成分就会经常变动，从而减弱或失去气调贮藏的作用。果蔬出库时，*
好一次出完或在短期内分批出完。  （3）良好的空气循环。气调库在降温过程中，英国推荐的循环速
率范围为：在果蔬入库初期，每小时空气交换次数为30～50倍空库容积，所以常选用双速风机或多个轴
流风机可以独立控制的方案。在冷却阶段，风量大一些，冷却速度快，当温度下降到初值的一半或更小
后，空气交换次数可控制在每小时15～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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