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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设备

新型液压驱动式山茶籽榨油装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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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简化榨油机的结构，提高其工作效率、机械效率及标准化程度为目标，设计了一种新型液压

驱动式山茶籽榨油机，主要由进料装置、压榨装置、多级滤油系统、液压控制系统构成，通过液压控

制系统实现压榨至卸料工序的自动化操作。该液压式榨油机运用冷压榨的方式，不仅保证了山茶

籽油的原香以及微量营养物质，而且出油率高，油渣分离效果好，榨出的油优质清洁。实践证明，该

榨油机具有体积小、占地面积小、能耗低、压缩比大、操作简便等优点，适于在油脂企业进一步推广

应用。

关键词：液压式山茶籽榨油机；设计；工作原理；多级滤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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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茶籽油是从新鲜油茶树种子中榨取的食用
油，被誉为“东方的液体黄金”［１］。山茶籽油中的单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８５％以上，亚油酸等多不饱
和脂肪酸含量也超过１０％，而且山茶籽油中还含有
茶多酚和山茶甙等生理活性物质［２］，具有有效改善

心脑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和空腹血糖、抑制甘油三

酯的升高等作用［３］。因此，山茶籽油已被联合国粮

农组织列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高级食用植物油。

目前，山茶籽油的加工工艺有压榨法［４］、溶剂

浸出法［５］、水代法［６］和酶解法［７］等。压榨法是一个

物理制取油脂的过程，是我国生产山茶籽油的主要

方法。浸出法是作为压榨法的一种补充，对山茶籽

饼进行二次提油。水代法一般应用在规模较小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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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推广应用受到一定局限，酶解法还没有工业化

应用，仍处在实验室研究阶段。针对山茶籽油加工，

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榨油机主要是２００型、２０２预
榨机等，多数企业采用热榨的方法提取山茶籽油，但

热榨法对设备的损耗较大，输送设备长，维护保养劳

动强度大，设备的清理工作量大，而且以传统热榨法

制得的山茶籽油色深且生理活性物质破坏严重，压

榨过程中产生了苯并芘、萘、苊、丙烯酰胺等致癌物

质，同时加热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水蒸气，增加了

后续滤油的烦琐性。机械压榨法属于冷压榨方

法［８］，通过机械外力挤压山茶籽，使油脂从山茶籽

中被挤压出来，压榨出的油液中未添加任何溶剂，与

热榨法相比，机械压榨较好地保证了油液的纯度和

油脂原有的物理化学特性。机械压榨法中的直筒式

压榨机具有结构简单［９］、能量消耗小、压榨温度易

控制、压榨过程产热少、油脂质量好和能够加工多种

油料等优点。然而现有直筒式压榨机大都采用独立

工步管理，各个工步之间均由人工实施物料转运，需

要投入许多人力物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与设备

利用率低。因此，开展优化直筒式榨油机的结构，提

高工作效率、机械效率及标准化程度的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

本研究设计了一种液压驱动式榨油机对山茶籽

进行冷压榨，无需加热，既避免了高温加工时有害物

质的产生，又保护了山茶籽油中维生素Ｅ、角鲨烯等
生理活性物质免遭破坏，使其保持纯天然特性。在

实践中也进一步证实了该榨油机体积小、占地面积

小、能耗低、压缩比大、操作简便，便于在油脂行业进

一步推广应用。

１　液压式山茶籽榨油机的整体结构
图１为液压式山茶籽榨油机结构示意图。由图

１可见，第一液压缸固定于机体顶部，第一活塞置于
第一液压缸内，第一活塞杆与压板连接，支架固定于

机体内壁上，液压缸底座固定在支架上；第二活塞置

于第二液压缸内，第二活塞杆与挤压腔固定连接，挤

压腔呈圆筒式且下端中空，挤压腔内设置有料位传

感器；支架１５一侧设有油渣板，油渣板上具有若干
个出油孔，出油孔下端连有出油漏斗，出油漏斗底部

的出料管与过滤器连接；油桶和料框置于机体上，机

体两侧分别设有进料口和出料口，进料口处设有进

料导板 １０，进料导板呈向下倾斜状且横截面为弧
形，进料导板一端伸出料框，另一端与挤压腔顶部固

定连接，进料导板由两段导板通过底面设置的弹簧

连接组成伸缩结构；液压站为系统提供动力源，控制

系统对第一液压缸、第二液压缸进行实时控制。此

外，该新型液压式压榨机机门上具有可视窗，以便观

测机壳内的运行状况，能够及时进行故障排除。

　注：１．料框；２．出料口；３．机体；４．挤压腔；５．压板；６．第一
活塞杆；７．第一活塞；８．第一液压缸；９．进料口；１０．进料导

板；１１．第二活塞杆；１２．第二活塞；１３．第二液压缸；１４．液压

缸底座；１５．支架；１６．出油孔；１７．出油漏斗；１８．过滤器；１９．

真空泵；２０．油桶；２１．液压站。

图１　液压式山茶籽榨油机结构示意图

　　在液压式山茶籽榨油机装置中，机体表面采用
不锈钢及镀铬处理，达到食品卫生的要求。每次加

入挤压腔的山茶籽量为５～７ｋｇ，完成一次压榨需要
８～１０ｍｉｎ。第一活塞７的直径为２５０ｍｍ，第二活
塞１２的直径为１５０ｍｍ；支架和油渣板由钢材料制
成且为实心，厚度为 ０．５ｃｍ。出油孔的直径为 ３
ｍｍ，有利于山茶籽油从出油孔中流出，同时起到过
滤杂质的作用。

２　液压式山茶籽榨油机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流程
液压式山茶籽榨油机是按照液体静压力传递原

理，以液压油作为压力传递介质，对油料施加压力，

当压力达到一定值时，油料籽的外壳破裂，油脂从仁

细胞壁孔渗出，流向表皮，并逐渐充满油料空隙，形

成由壳、仁、油液组成的饱和多孔介质，随即产生宏

观的渗流运动，油脂被不断排出，油料逐渐固结，最

终形成饼。

具体操作流程：去壳后的山茶籽从进料口９通
过进料导板１０进入挤压腔４，当料位传感器检测到
物料装至临界点（挤压腔高度的３／４）时，料位传感
器输出信号至控制系统的控制器，控制器发出信号

驱动报警装置发出警报，停止送料；此时，控制器输

出信号启动第一液压缸８工作，第一活塞杆６推动
压板５向下运动（压榨速度控制在２～２．５ｍｍ／ｓ），
压板对挤压腔内的山茶籽进行挤压，山茶籽油从支

架一侧内的出油孔经出油漏斗，至过滤器流到油桶

中；第一液压缸上装有压力传感器，在压榨过程中，

通过把压力变化信息实时反馈给控制系统，并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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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压力下（Ｐ１为２０ＭＰａ）设定保压时限１０ｍｉｎ。当
压板在第一液压缸的拉动作用下恢复原位后，控制

器再次输出信号启动第二液压缸１３，第二活塞杆１１
推动挤压腔向右移动，当挤压腔离开支架且位于料

框上方时，油饼从挤压腔中掉入料框中，实现自动卸

饼，干饼残油在１０％以下，饼的成形好，便于后续浸
出，整个操作流程实现了液压式榨油机的自动控制，

无需人工操作。

３　山茶籽油多级过滤装置的设计
山茶籽毛油中一般含渣８％ ～１０％，在进入精

炼车间前应迅速进行油渣分离，油渣分离的及时与

否直接影响毛油的酸值、过氧化值和色泽。当前企

业使用的过滤装置大多结构复杂，清理、更换不便。

从过滤网的过滤能力、使用寿命和检修维护等方面

出发，设计的新型榨油装置中过滤系统采用立式三

层过滤网，见图２。

　注：２２．第一级过滤网（网目４．０ｍｍ×５．０ｍｍ，网丝直径
１．５ｍｍ）；２３．第二级过滤网（网目２．０ｍｍ×２．５ｍｍ，网丝
直径１．０ｍｍ）；２４．第三级过滤网（网目１ｍｍ×１ｍｍ，网丝
直径０．４ｍｍ）；２５．出油口；２６．端盖。

图２　过滤装置示意图

　　由图２可见，过滤器内壁从上至下依次固定安装
多个过滤网边框，过滤网边框内设有不同孔径大小的

过滤网，筒体内壁和过滤网边框均设计为锥形结构，

锥度均为１∶２０；过滤网边框材料采用铝合金，可避免
腐蚀生锈，进而保证过滤网边框坚固耐用。此类过滤

器的内部结构比较简单，过滤网容易取出，易于清洗

彻底。过滤器和出油漏斗、油桶的接口紧密衔接，对

结合处的密封圈进行定期更换，保证过滤器的密封效

果。油桶的分支口与机体外真空泵相连，油脂从出油

漏斗１７进入过滤器壳体后，在自重力以及真空泵１９
的吸力作用下逐级过滤，由上而下通过三层滤网，从

出油口２５排出，流入油桶。每完成一次挤压，开启真
空泵抽滤６～８ｍｉｎ，停止抽滤，依次关闭抽滤管上的
阀门和真空泵，防油脂倒吸。

４　液压驱动式榨油机的卸料方式
油饼的形成与榨油时的压力、挤压速度等因素

有密切的关系，通常榨油时先速度快、压力轻，使尽

快出油；当加压到一定程度后，就要慢速重压，使饼

中的残油可以尽量被压出来，形成的油饼形貌才会

较好。实践表明，采用该液压式榨油机，通过控制系

统中设定的快速加压方式使压力 Ｐ１先从０升至１０
ＭＰａ，然后放慢加压速度，缓慢升高至２０ＭＰａ，驱动
第一活塞杆对挤压筒内的山茶籽进行压榨，在 ２０
ＭＰａ时保压１０ｍｉｎ，油液从出油孔进入过滤器。当
榨油完成后，减压使压力表指针慢慢回到零位，第一

活塞杆移出挤压腔。调节压力 Ｐ２驱动第二活塞进
行工作，当挤压腔完全离开支架且位于料框的上方

时，由于挤压腔下端中空，油渣、油饼在没有其他外

力的撑托下，落入料框中，料框呈上口宽，下口窄的

倒梯形，以防油渣、油饼的散落。此外，装料桶上设

有万向轮，方便移动，省时省力，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力。

５　结束语
本研究中研制的液压式山茶籽榨油装置属于液

压机械，该压榨方式适合加工多种油料，其结构简

单、能耗少、出油温度低、操作简便、安全性好、自动

化程度高，而且采用了压榨与滤油工序的一体化操

作，简化了工艺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实践证明，

该装置方便实用，符合节能减排的产业政策，是广大

用户的理想选择，可在油脂行业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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