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物料输送机械与设备
1.食品工厂生产过程中均有大量的物料需要输送

2.物料输送机械与设备的作用：对保证生产连续性、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减轻工人劳动强度、

改善劳动条件、减少输送中的污染以及缩短生产

周期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3.物料输送机械与设备选择：

1）要考虑流水线的情况，综合考虑分析

2）输送机械与设备的选用必须根据物料来确定 ：

输送固体物料：带式输送机、斗式提升机、螺旋输

送机振动输送机或气力输送装置等输送机械与设备

输送流体物料：各种类型的泵（如离心泵、螺杆
泵、

齿轮泵、滑片泵等）、流送槽以及真空吸料装置等

输送机械与设备



第一节 带式输送机

使用场所:粮仓、机场、码头、电视机厂、食品加工厂
主要应用:对块状、粒状物料进行水平和倾斜方向输送



第一节 带式输送机
一、带式输送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图2-1  带式输送机
1—张紧滚筒；2—张紧装置；3—装料漏斗；4—改向滚
筒；5 —支承托辊6—环形带；7—卸载装置；8—驱动滚
筒；9—驱动装置



第一节 带式输送机

工作原理:   
工作时，在传动机构的作用下，驱动滚筒8 作顺

时针方向旋转；借助驱动滚筒8的外表面和环形带6的
内表面之间的摩擦力的作用使环行输送带6向前运
动；当启动正常后，将待输送物料从装料漏斗3加载
至环行带6上，并随带向前运送至工作位置。当需要
改变输送方向时，卸载装置7即将物料卸至另一方向
的输送带上继续输送；如不需要改变输送方向，则无
须使用卸载装置7，物料直接从环行输送带6右端卸
出。



二、带式输送机的主要构件
1.输送带(挠形封闭环形带)
品种:橡胶带、纤维织带、钢带、网状钢 丝带、塑料

普通橡胶带最常用

要求:强度高、挠性好、耐磨等
(1)橡胶带
构成:2-10层棉麻制品(或人造纤维衬 布)+橡胶胶合而成
衬布:传递动力
保护层:保护不受损伤或运载材料的磨损

第一节 带式输送机



第一节 带式输送机

标准:GB523-65     主要规格:3、4 、 5 、 6.5 、8 、
10 、12 、 16(× 100)mm 

选择:首先选择符合工况要求的宽度,再看抗拉强度

(2) 钢带、网状丝带
尺寸:厚度0.6-1.4mm,宽度小于650mm
特点:强度高、耐高温、不易损伤,但是强度大

需直径较大的滚筒,对冲击负荷敏感要求
所有支撑及导向装置安装准确,造价高

网状丝带:用于边输送边清洗的场合,如桃子碱液去皮



第一节 带式输送机
(3)塑料带
特点:耐磨，耐酸碱油腐蚀，价格便宜，高温易变形，低温
易打滑，正常温度:-5-0°C

常用工程塑料：聚丙烯、聚乙烯、乙缩醛

聚丙烯:温度范围为1～104℃，在需高温消毒

处理的场合尤为合适，但低温下易碎。

聚乙烯:温度范围为 －44～66℃，高温下抗拉强

度很低。

乙缩醛:三种工程塑料中抗拉强度最大的材料，

温度范围为－46～93℃



2.支撑装置（又称托辊）
作用:支撑输送带及其下方物料，保证带子平稳运行
分类:上托辊（载运）、下托辊（空载）
构成:固定托架和滚柱
上托辊：槽形（一个固定托，三个或五个托盘）
下托辊:   均为平型
宽度:B’>+80-120mm
辊距:工作段1.2m,输送较重物品0.4-0.5m，

下托2.5-3m
调整:防止跑偏加自动调心托辊

第一节 带式输送机



第一节 带式输送机

3.驱动装置
构成:电动机，传动装置，驱动
滚筒等

工作原理：依靠带与滚筒表
面的摩擦力传递运动或动力

4.拉紧装置
作用：防止打滑

种类：螺杆式和重锤式



第一节 带式输送机

三、带式输送机输送能力的计算
带式输送机的输送能力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Q——带式输送机的输送能力，t/h；
B——输送带带宽，m；
h——堆放一层物料的平均高度，m；
ν——输送带带速，用作检查性工作时取0.05～0.1，用作输
送时取0.8～2.5，m/s；

ρ——装载密度，t/m3；
φ——装填系数，一般取0.75；
C——输送机倾角系数，其值取决于倾角β的大小：当倾角
β=0o～7o时，C=1；当倾角β=8o～15o时，C=0.95～0.90；
当倾角β=16o～20o时，C=0.90～0.80；当倾角β=21o～25o

时，C=0.80～0.75。

3600Q B h Cν ρ ϕ= ⋅ ⋅ ⋅ ⋅ ⋅



1.用途：将松散的粉粒状物料沿垂直方向或接
近于垂直方向进行输送

2.优点：垂直运输，占地面积小，可封闭作业
3.分类：按输送方向分：倾斜式和垂直式

按牵引机构分：带式和链式
按输送速度分：高速和低速
按卸料方式分：离心式和重力式

第二节 斗式提升机



第二节 斗式提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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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斗式提升机



图2-6 倾斜斗式提升机

1、2—支架；3—张紧装置；4—驱动装置；5—装料口

一、斗式提升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构造：牵引件、滚筒
（或链轮）、张紧
装置、加料和卸料
装置、驱动装置和
料斗等组成

第二节 斗式提升机



图2-7  垂直斗式提升机

1—进料口；2、5、12—孔口；
3—料斗； 4、7—输送带；
6—外壳：8—驱动滚筒外
壳；9—驱动滚筒；10—卸料
口；11—张紧装置



图2-8  料斗布置形式

(a) 料斗疏散型；(b) 料斗密集型

第二节 斗式提升机

图2-8所示为料斗
在牵引带上的布
置形式，它取决
于被输送物料的
特性、使用场合
和料斗装、卸料
方式。



第二节 斗式提升机

2-9  斗式提升机装料方式
(a) 挖取式；(b) 撒入式



第二节 斗式提升机

图2-10  斗式提升机卸料方式
(a)离心式；(b)重力式；(c)离心重力式



二、斗式提升机的主要构件

1.料斗

第二节 斗式提升机

图2-11  料斗的形状
(a) 深斗；(b) 浅斗；(c) 尖角形斗

料斗是提升机的盛
料构件，根据运送物
料的性质和提升机的
结构特点，料斗有三
种不同的形式，即圆
柱形底的深斗和浅斗
以及尖角形斗，如图
2-11所示。



第二节 斗式提升机
2.牵引件
有胶带和链条两种。胶带和带式输送机的输送带相同，将
料斗用头部特殊的螺钉和弹性垫片固接在胶带上，带宽比
料斗的宽度大30～40mm。链条常用套筒链或套筒滚子链，
其节距有150、200、250mm等数种。当料斗的宽度较小
（160～250mm）时，用一根链条固接在料斗的后壁上；当
料斗的宽度较大时，用两根链条固接在料斗两边的侧板
上，即借助于角钢把料斗的侧边和外链板相连。

牵引件的选择，取决于提升机的生产率、升送高度和物
料的特性。用胶带作牵引件时，主要用于中小生产能力的
工厂及中等提升高度，适合于体积和比重较小的粉状、粒
状物料的输送；用链条作牵引件时，适合于大生产率及升
送高度大和较重物料的输送。



第二节 斗式提升机

三、斗式提升机生产能力的计算
斗式提升机的生产能力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Q——斗式提升机的生产能力，t/h；
i——料斗容积，m3；

a——相邻两料斗中心距，一般可取a=2.3～3.0h，连续布置
的料斗取a=h(h为料斗的深度)，m；

v——牵引件(带子或链条)的线速度，m/s；
ρ——物料的堆积密度，t/m3；
φ ——料斗的充填系数，决定于物料种类、性状及充填方法，可解释为
料斗的实际平均装填容积与料斗理论容积的比值。对于粉状、细粒状
干燥物料，φ=0.75～0.95；对于谷类物料，φ= 0.70～0.90；对于水
果类物料，φ=0.50～0.70。

3600 iQ
a
ν ρ ϕ= ⋅ ⋅ ⋅ ⋅



第三节 螺旋输送机

螺旋输送机又名“搅龙”，是一种不带挠性牵引件
的连续输送机械，它利用螺旋的转动将物料向前推移
而完成物料的输送。

主要适用于各种需密闭输送的松散的粉状、粒状、小
块状物料，多用于短距离的水平输送，例如对面粉、
谷物、水泥、砂、煤粉、小块煤、卵石等物料的输
送。在输送过程中，还可对物料进行搅拌、混合、加
热和冷却等操作。但不宜输送易变质的、粘性大的、
易结块的及大块的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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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螺旋输送机
一、螺旋输送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1.螺旋输送机的核心部分:一根装有螺旋叶片的转轴（常称输送螺旋）和料
槽（壳体）组成的。

2.结构：输送螺旋通过轴承安装在料槽两端的轴承座上，其一端的轴头与
传动装置相连，当机身较长时常在输送螺旋中间加装吊架（又称中间轴
承）。料槽的顶面和底部分别开设进、出料口。

图2-12  螺旋输送机结构示意图
1—电动机；2—传动装置；3—轴承；4—进料口; 5—输送
螺旋；6—料槽；7—出料口；8—机架



第三节 螺旋输送机

3、工作原理：工作时动力由传动装置2传入，使输
送螺旋5旋转，启动正常后，将物料由进料口4加入，
利用输送螺旋5上的螺旋叶片旋转时所产生的轴向推
力，将被输送的物料沿料槽6向前推移（物料就像是不
旋转的螺母沿螺杆平移）。由于物料和料槽壁之间存
在足够大的摩擦阻力，因而物料在输送过程中不随螺
旋叶片一起旋转，而是在螺旋叶片间以滑动形式沿料
槽轴线方向向出料口7移动，完成输送任务。



第三节 螺旋输送机

图2-13  螺旋叶片的面型
(a) 实体面型；(b) 带式面型；(c) 叶片面型

二、螺旋输送机的主要构件

1.螺旋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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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螺旋轴
螺旋轴有空心和实心之分，为减轻轴的重量，常采用空心轴。螺旋轴

一般是由2～4m长的空心轴通过轴节段装配而成，连接时将轴节段插入
空心轴的衬套内，用螺钉固定连接起来，如图2-14所示。

图2-14  螺旋轴的节段连接方法
1—螺旋叶片；２—螺旋轴；3—螺钉；4—轴节段



第三节 螺旋输送机
在大型螺旋输送机上，常采用法兰连接方法，在螺

旋轴端和连接轴端均焊有法兰盘，再用螺钉将法兰盘
固定起来，如图2-15所示。螺旋轴一般用无缝钢管制
成，其尺寸由结构及焊接工艺决定.

图2-15  螺旋轴的法兰连接方法
1—螺旋轴；2—对开式滑动轴承；3—连接轴；4—法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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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轴承
螺旋轴的两端装有轴承，有时中部还装有中间轴承。轴承 的作用是支撑

螺旋轴，减少工作阻力，保证螺旋轴灵活旋转。
在物料输送方向的终端应安置止推轴承，以承受物料被输送时给螺旋轴带

来的轴向反力（螺旋轴应布置为受拉构件，即出料口布置在有止推轴承处）。
中间轴承的设计应保证物料输送的有效断面，不使物料堵塞。中间轴承宽度要
窄，尽量减小螺旋中断的距离，并应特别注意密封。对磨琢性小的物料，采用
滑动轴承可简化密封；对磨琢性大的物料，则应采用滚动轴承，并采用较完善
的密封。

螺旋输送机在输送物料时，其功率消耗在于：克服物料与料槽底和壁之间
的摩擦阻力，克服物料与螺旋叶片之间的摩擦阻力，克服端轴承、中间轴承内
的摩擦阻力，克服用于搅拌与破碎物料以及物料被输送过程中的一些附加阻力
。产生的附加阻力有：在中间轴承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物料的堆积；某些物
料的颗粒常常会被卡在螺旋叶片的边缘与料槽壁之间的缝隙内，其中一些被卡
的颗粒还会因受到挤压作用而结成硬壳等等，这些都能形成附加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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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料槽

料槽多用3～8mm厚的不锈钢板制成，槽口周边各
段接口处均焊有角钢，以增加刚性。料槽内装有输送
螺旋，料槽底为半圆形，料槽顶为平面且有上盖。料
槽与螺旋叶片外圆的间隙一般为6～10mm。

在进行螺旋输送机的设计或选型时，必须首先确
定其原始条件，如输送能力、物料的性质（如容重、
温度、湿度、粘度、磨琢性等）、工作环境（如露天
或室内、干燥或潮湿、灰尘多少、环境温度等）以及
输送机布置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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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旋输送机生产能力的计算
螺旋输送机的生产能力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Q——螺旋输送机的生产能力，t/h； D——螺旋直径，m；
F——料槽内物料的断面积，m2； ν——物料输送速度，m/s；
ρ——物料堆积密度，t/m3 ；
φ——物料的充填系数，一般为12.5%～40%；

C——输送机倾角系数，水平输送时，C =1.0；倾角为5o时，C
=0.9； 倾角为10o时，C =0.8；倾角为15o时，C =0.77；倾角为20o时，C
=0.65；

n——螺旋轴转速，r/min； S——螺距，m。

CnSDvFQ ⋅⋅⋅⋅⋅⋅=⋅⋅= ρϕπρ 2

4
603600



第四节 振动输送机
1.工作原理 振动输送机是一种利用振动技术

使输送机中的输送构件达到接近共振或扩大共振
状态，从而对松散态颗粒物料进行中、短距离输
送的输送机械。

2.特点 结构简单，制造方便，价格便宜，占地
小，维护管理方便。但输送能力低，有振动产生
的噪音，不宜用于潮湿、粘性大或粒度小的粉末
物料的输送。

3.分类 按激振驱动方式分为曲柄激振驱动式、
偏心激振驱动式和电磁激振驱动式，按工作体的
结构形式可分为斜槽式、管式和料斗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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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振动输送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振动输送机由激振器、工作体、弹性支承件
（包括主振弹簧和隔振弹簧）及座体等主要部件
组成，如图2-16所示。

图2-16  振动输送机结构
1—激振器；2—隔振弹簧；3—座体；4—主振弹簧；5—工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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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振动输送机

薯片检查振动输送机

神钢振动设备,振动给料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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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振动输送机的主要构件

1.激振器

激振器是振动输送机的动力源装置，用以产生使输送机
的工作体实现振动的激振力，常用的激振器有曲柄连杆激振
器、偏心惯性激动器和电磁激振器三种类型。

图2-17  偏心惯性和电磁激振振动输送机
(a)偏心惯性激振振动输送机；(b)电磁激振振动输送机

（1）曲柄连杆激振器

（2）．偏心惯性激振器

（ 3）．电磁激振器



2.工作体 工作体是用于承载和输送物料的构件，在激振器的
作用下作定向强迫振动。工作体有斜槽形、管形和料斗形等
结构型式。

3.弹性支承件

弹性支承件包括主振弹簧和隔振弹簧。主振弹簧用于支承
工作体，使其在激振力的作用下产生定向强迫振动，主振弹
簧常采用板弹簧或螺旋弹簧。隔振弹簧装于座体与机架或基
础间，用以缓冲传递到机架或基础上的动载荷，隔振弹簧常
采用橡胶弹簧，也有采用螺旋弹簧的。

4.座体 座体上固定安装着激振器、主振弹簧等构件。座体通
常用铸铁制造，其质量大小有一定要求，须根据振动系统设
计计算决定。

第四节 振动输送机



第五节 气力输送装置

1、气力输送概念：

2、气力输送的发展过程：

3、气力输送应用场合：



第五节 气力输送装置

一、气力输送装置的特点

优点：（1）输送过程密封，物料损失少，保证物料不致吸湿、污损或混入
其他杂质，同时输送场所灰尘大大减少，改善劳动条件；

（2）结构简单，装卸、管理方便；

（3）可同时配合进行各种工艺过程（如混合、分选、烘干、冷却等），工艺过
程的连续化程度高，便于实现自动化操作；

（4）输送生产率较高，尤其有利于实现散装物料的运输机械化，降低装卸成

本。

缺点：(1)动力消耗较大；
(2)管道及其他与被输送物料接触的构件易磨损，尤其是在输送磨琢性较大的物
料时；

(3)对输送物料的品种有一定的限制，不宜输送易成团、易粘结和怕碎的物料。



第五节 气力输送装置

应用：

（1）在国外，19世纪末期已开始在港口运用
气力输送装置来卸散粮。

（2）我国从1958年起，也开始了对气力输送
技术的研究和试验。

（3）最先在港口开始采用吸粮机从船舱卸散
粮其后其他各行业也创造出多种型式的气力输
送装置。

（4）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发展很快，气力输送
装置今天已成为散粒物料装卸和输送的现代化
工具之一



第五节 气力输送装置



第五节 气力输送装置
二、气力输送原理

颗粒的悬浮速度

颗粒为自由沉降

气流输送速度

F

f

G

图3-22 颗粒沉降



第五节 气力输送装置

二、气力输送的类型

根据物料流动状态，气力输送可分为悬浮输送
和推动输送两大类（目前采用较多的是使散粒物
料呈悬浮状态的输送形式）。

悬浮输送又可分为吸送式、压送式和吸、压送相

组合的综合式三种。

吸送式

压送式

吸、压送相组合的综合式



 

图 3－23 吸送式气力输送装置 

1.吸嘴；2.输料管；3.分离器；4.除尘器；5.

风机；6.消声器  

工作原理：借助压力低于0.1MPa的空气流来进行工作的。当风机（真空泵）5
开动后，整个系统内便被抽至一定的真空度。在压力差的影响下，大气中的空
气流从物料堆间隙透过，并把物料携带入吸嘴1，进而沿输送管2移动至物料分
离器3中，空气与物料即被分离。物料由分离器3的底部卸出，而含尘空气流继
续送到除尘器4中，灰尘由底部卸出。最后经过除尘的空气流通过风机5和消声
器6被排入大气中

优点 ：供料简单方便

缺点：输送物料的距离和
生产率是受到限制 ；装置
对密封性要求高 ；进入风
机的空气必须预先除尘

.吸送式气力输送



 

图3-24 压送式气力输送装置 

1.鼓风机；2.供料器；3.输送管；4.分离器；

5.除尘器 

工作原理：它是在高于0.1MPa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鼓风机1把具有
一定表压力的空气压入导管，被输送物料由供料器2供入输料管3
中。空气和物料混合物沿着输料管运动，物料通过分离器4卸出，
空气则经除尘器5净化后排入大气

优点 ：可同时把物料输送至几
处，且输送 距离较长，生产率较
高。另外是容易发现漏气位置，
且对空气的除尘要求不高。

缺点：是由于必须从低压往高压
输料管中供料，故供料装置较复
杂，并且不能或难于由几处同时
吸取物料

压送式气力输送



 

图 3-25 混合式气力输送装置 

1.吸嘴；2.输料管；3.分离器；4.除尘器；5.鼓风

机；6.输料管；7.分离器 

它由吸送式部分和压送式部分组成。首先通过吸嘴1将物料由料堆
吸入输料管2，然后送到分离器3中，而分离出来的物料又被送入压
送系统的输料管6中继续进行输送

综合了吸送式和压送式的
优点：既可以从几处吸取
物料，又可以把物料同时
输送到几处，且输送的距
离可较长。

其主要缺点：是含尘的空
气要通过鼓风机，使它的
工作条件变差，同时整个
装置的结构也较复杂。

混合式气力输送



三、气力输送装置的主要部件

1.供料器

1）吸嘴 2）旋转式供料器

2.输送管

3.分离器

1）离心式分离器 2）容积式分离器

4.除尘器

1）离心式除尘器 2）袋式过滤器

5.卸料器

6.风机

第五节 气力输送装置



 

图 3-26 单筒吸嘴型式 

（a）直口吸嘴  （b）喇叭口吸嘴  （c）斜口吸嘴  （d）扁口吸嘴 
 

图 3-27 旋转式供料器 

1.均压管；2.防卡挡板；3.格室；

4.叶轮；5.壳体 

1.供料器

吸送式气力输送供料
器有吸嘴

压送式气力输送料器
有旋转式供料器



（1）输送管有直管、弯管、软管、伸缩管、回转接头、管道连接部件

（2）合理地布置、选择输料管及其结构尺寸，可避免管道系统堵塞和减少磨
损，降低压力损失，对输送装置的生产率、能量消耗和使用可靠性等都有很大影
响

（3）设计输料管及其元件时，必须满足：接头和焊缝的密封性好；运动阻力
小；装卸方便，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尽量缩短管道的总长度

（4）为了使输料管和吸嘴有一定的灵活性，可在吸嘴与垂直管连接处和垂直管
与弯管连接处安装一段挠性管（如套筒式软管、金属软管、耐磨橡胶软管和聚氯
乙烯管等），但由于软管阻力较硬管大（一般为硬管的两倍或更大），故尽可能
少用

输送管



 

图 3-28 离心式分离器

 

图 3-29 容积式分离器 

分离器

作用：是把被输
送的物料从空气
流中分离出来。
分离的方法：是
通过适当地降低
气流速度、改变
气流运动方向或
靠离心分离地作
用，将物料颗粒
分离出来



 

图 3-30 袋式过滤器

1.进气管 2.锥形体

3.袋子 4.振打机构

原理：用有机纤维或无机纤维
过滤布将气体中的粉尘过滤出
来的净化设备，因滤布多做成
布袋形，故称袋式过滤器

除尘器

（1）离心式除尘器

离心式除尘器 又称旋风除尘器 ，结构和工
作原理与离心式分离器相同。所不同的是
离心式除尘器的筒径较小，圆锥部分较
长。这样，一方面使得与分离器同样的气
流速度下，颗粒所受到离心力增大；另外
延长了气流在除尘器内停留的时间，有利
于分离效率的提高。

（2）袋式过滤器



把物料从分离器中卸出和把灰尘从除尘器中排出，并为防止
大气中的空气跑入气输送装置内而造成生产率的降低，必须
在分离器和除尘器的下部分别装设卸料器和卸灰器。目前应
用最广的是旋转叶轮式卸料（灰）器。

旋转式卸料器的结构和计算与旋转式供料器（见图3-27）完
全相同，所不同的是其上部不是与加料斗相连，而是与分离
器相通，其下部不是连着输料管，而是和外界相通；其均压
管不再是把格室的高压气体引出，而是使叶轮格室在转到接
近分离器卸料口时借助均压管达到叶轮格室内的压力与分离
器中的压力相等，因而使分离器中的物料便于进入卸料器的
叶轮格室中。

卸料（灰）器



 

图 3-31 离心式通风机的构造 

1.机架 2.轴和轴承 3.叶轮 4.机壳

5.出风口 6.风舌 7.出风口 

对风机的要求是：效率高；风
量、风压满足输送物料要求且风
量对风压的变化要求小；有一些
灰尘通过也不会发生故障；经久
耐用便于维修；用于压送装置的
风机排气中尽可能不含油分和水
分。

离心式通风机的构造如图3-31所
示，其工作原理是利用离心力的
作用，使空气通过风机后压力物
速度都增高从而被送出去。



第六节 液态食品输送机械

一、离心泵

二、螺杆泵

三、齿轮泵

四、真空吸料装置



 

图 3-1 离心泵装置简图 

结构：

工作原理：启动前，先将泵壳内灌
满被输送的液体。启动，泵轴带动叶
轮旋转，叶片之间的液体随叶轮一起
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液体沿着
叶片间的通道从叶轮中心进口处被甩
到叶轮外围，以很高的速度流入泵
壳，液体流到蜗形通道后，由于截面
逐渐扩大，大部分动能转变为静压
能。于是液体以较高的压力，从压出
口进入压出管，输送到所需的场所

“气缚”现象：离心泵若在启动前未充满
液体，则泵壳内存在空气。由于空气
密度很小，所产生的离心力也很小。
此时，在吸入口处所形成的真空不足
以将液体吸入泵内，虽启动离心泵，
但不能输送液体

离心泵的主要部件



 

图3-2 离心泵的叶轮 

图 

图 3-3 离心泵的吸液方式 

 

图 3-4 泵壳和导轮 

 

（a）填料密封装置 （b）机械密封装置

图 3-5 填料密封及机械密封装置 

叶轮、泵壳和轴封装置



 

图3-6 螺杆泵装置 

应用场合：高粘度粘稠液体及带有固体物料的浆体的输送

工作原理：偏心单头螺旋的转子（螺杆）在双头螺旋的定子孔（螺
腔）内绕定子轴线作行星回转时，转子－定子运动付之间形成的密
闭腔就连续的、匀速的、容积不变的将介质从吸入端输送到压出
端。

注意:为了保护橡皮套，泵不能空转，开泵前需灌满液体，否则橡
皮套发热会使橡皮套变成浆糊状，使泵不能正常运转

单螺杆泵



图 3-7 外啮合齿轮泵工作原理图  

工作原理:在泵体中装有一对回转齿轮，一个主动，一个被
动，依靠两齿轮的相互啮合，把泵内的整个工作腔分两个独立
的部分。A为吸入腔，B为排出腔。泵运转时主动齿轮带动被
动齿旋转，当齿轮从啮合到脱开时在吸入侧（A）就形成局部
真空，液体被吸入。被吸入的液体充满齿轮的各个齿合而带到
排出侧（B），齿轮进入啮合时液体被挤出，形成高压液体并
经泵的排出口排出泵外

外啮合齿轮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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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真空吸料装置

1.输出槽 2.管道 3.输入罐 4.管道 5.真

空泵6.叶片式阀门 7.阀门 8.分离器

适用场合：一种简易的流体输
送方法，只要食品工厂中由真
空系统的都可以将流体作短距
离的输送及一定高度的提升。
如果原有输送装置是密闭的，
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些设备作真
空吸料之用，不需添加其他设
备。对于果酱、番茄酱或带有
固体块粒的料液尤为适宜

工作原理

操作及优缺点 ：

真空吸料装置



1.开始抽真空前，应在贮料槽中先注入适量的水，使淹没贮料槽的进口管或先
放满料液，起水封作用，不然贮料槽与大气相通而抽不了真空。

2.运转时要控制恒定的真空度，以保证贮罐内液位稳定。

3.停机时应排出掉分离器内的积液。

4.对贮罐、管道等要经常进行清洗。

主要优缺点：由于物料处于贮罐内抽真空，比较卫生，同时把物料组织内的部
分空气排除，减少成品的含气量，防止氧化变质。但是由于管路密闭，清洗困
难，功率消耗较大。

真空吸料装置操作及优缺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