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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筒式落花生剝投機之研究

盛中德1 ) 

（接受刊載目期：中華民國79年5月 26目）

摘要：穀類與堅果類常利用剪力與壓力進行剝殼，由於落花生殼為多孔纖維性，若單自剪力
與壓力無法達成都j殼，必須再配合街，E力或切斷力，方能使仁自殼中脫出。利用差遠同向誰轉滾

筒進行1個j殼作棠，它結合了剪力、壓力與切斷力的功能成一種，它能有效的進行落花生的剝殼作

業。利用差連連筒進行剝殼作業，必2頁包含分級典音型I殼二工作。

針對不同合水率測量落花生爽與仁的幾何關係’爽、仁的大小與合水塔無關。文英橫貫與英

仁之間間隙大小戊正比聞係。利用振動式分級桿進行爽的分級作業，分級精度不高，分級的結果

也不全然適合剝殼筒作業的需要。先分級再讀l殼的效果不佳。

測定剝殼筒的剝殼效果，個j殼率高時破損率亦高。按筒間的差遠比為2: 4時，都j殼效能侵於

2: 3與 2 : 5 。當滾筒的精速低時可提高聲粒率。踩用多對滾筒依間隙大小依序排列， ~J殼率可達

百分之百，而整粒學平均在90%至96%之間。將接筒間間隙改變量由 0.5 mm加大至0 . 7 mm時，

剝j殼效能顯著降低。剝殼機的壘·Jj殼效能隨轉遠的接高而降低， 80RPM時被損率小於3.5% ，在時

速小於240RPM時未如~I事與轉遠無關。

關鐘字：落花生、學j殼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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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生油為主要食用油時代，落花生為台

灣地區的重要雜糧作物，種植面積會高達十萬

企壇。現在大豆油已取代了花生油為主要的烹

飪油，但落花生的種植面積仍維持在三萬公頃

且土，所生產落花生，除部身為帶殼盒用外，

剝鼓作業為落花生不可缺的加工作業。目前加

工用落花生剝殼作業有機械可資利用，但機械

的投資成本、工作故率 ，精度與作業品質，均

無注令人接受，而應用於落花生的種仁生產。

做種于用的花生仁對品質的要求極高，除

必讀罷育頁好外，在進行剝殼作業時，切不可

有任何的損傷，尤其是種仁皮須保持完整無缺

，因此一般操用手工的作業方式。臨用手工進

行剝殼並非表示絕無任何傷害發生，只是在剝

鼓作業進行的同時，工作人員也進行了品質管

制的工作，將不合格、不合適的種仁於以剔除

。據用人工方式進行落花生種仁的對l殼作業，

每人每小時至多7 旬，約佔生產成本的四分立

一。手剝的作業方式除耗時費工外，最大的問

題在對產品品質的維護有極大的威脅。落花生

為高蛋白、高脂肪含量的高經濟價值作物，本

身易受黃姐毒素的感染與河染， 目前有關落花

生感染黃姐毒素的研究，即有報告指出許多在

1 ）中興大學農機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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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時種仁巳帶黃翹毒素，而以人工剝殼為種

仁感染的一種要原因，因此如何滅少人工剝殼

1利用機械剝殼，在本省落花生農業的聲庫中

不可忽視。

落花生的剝殼機目前巴有些加工廠在使用

，一股反應是勉強可以，雖破損率偏高，對榨

抽與食用影響不太大，此種機械投資較大，對

農民而言不適用﹔小型的剝竟是機由於剝鼓鼓能

不高，尚無法全面推廣為農民所接用。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研究一高工作故能，用

以解決農民的落花生剝彈問題。

二、文獻探討

村教j殼原理

由於落花生冀的外殼為纖維性組織，其彈

性非常好，與一般穀頸、英果頭或堅果謂的外

殼有很大的不間，因此落花生的對j殼作業原理

與一般的剝聾作業有很大的不同。通常剝聾作

業主要利用一對異向差遠權筒或轉盤，利用滾

筒的異向盤轉，將原料帶入混筒內，此時接筒

間的窄間間對原料產生壓力，發揮壓揖作用，

再配合差遠所產生的剪力，種揮挂揉作用，完

成剝殼作業。作用力的組合與調配讀依作物的

特性而定，如堅果頓的主叫聲：以堅力碎殼為主，

而穀頓與英果頡則須壓力興興力並重，方才有

剝殼的效果。

壓力的作用在剝殼作業中，主要在提供所

需的壓擠作用，墮擠使糧破碎，一投破裂常延

著殼的脆眉晶體生，去日扭頭、落花生、毛豆的

破裂常延著英瓣的按合虛謹生。對某些堅果類

作物而言，若監聽效果使用得當，常可擴大破

裂效果成為碎殼，如此仁可自碎讀中脫i品，但

此種作業三屆非常小心的進行，否則易因靨擠作

業的過當而侮害了仁的完整性。堅果類產品仁

的完整與否， 對產品的市場價值影響很大。

滾筒式白色花生剝投機之研究

壓力的另一作用為增強剪力的搓模效果，

對一些具彈性的殼而言，不易純以壓擠作用完

成剝殼作棠，若勉強進行，常嚴重地傷害了仁

的整粒性，此種情形對多子葉作物尤為顯著。

因此在剝殼作業中，所能施加的壓力有其限界

，而配以剪力進行剝殼工作常是必讀的。依據

摩揖定律，摩接力與垂直正壓力成正比例關係

’摩據係數則與接觸面的特性有關’，適當的壓

力在不傷害仁的範圍內，可達到提高摩接力而

充分發揮剪力的教果。有些作物的外殼與仁中

間有間隙存在著， Jjl］更須以堅擠與搓揉並行，

方能進行剝殼作業。

剪泊的作用，除對少數堅果顯產品，如澳

洲胡桃、核桃外，在剝殼作業中是不可~缺的

一腔作用力﹔在剝聾作業中，常先以堅力將殼

壓裂，同時壓力亦將接與仁堅實緊密接觸，兩

者緊貼在一起，此時配合剪力，可將殼挂聞，

完成剝殼工作。而挂揖功能的噩揮，產品本身

『的耐盔與抗剪特性非常的重要。單于葉作物的

耐直與抗與特性較強，對多于黨作物而言，由

於子葉間的接合力較弱，在安盟擠後極易沿子

華接合處裂間，因此一股多于譯作物的剝鐘不

可過份依賴剪力作用。有些作物外殼的彈性佳

，如落花生具纖維性的外殼，單以壓力與剪力

的配合是無法完成剝殼作業的。

落花生的外草除具有纖維性結構外，外韓

由兩瓣所組成，兩醋的接合處抗墨、耐剪的能

力最弱，一受壓擠即沿著按合處破裂，但外殼

的彈性良好，不易完全破爐，因此殼常雖已裂

間，仁仍無法自龍中脫出完成制誼作業。在經

由乾燥降低含水率的過程中，仁之收縮較殼為

迅速，如此加大了仁與韓間空隙，此間隙在落

花生的剝殼作業中具有相當的種衝作用，使欲

單血壓力與剪力進行。落花生的制殼作業將更

為困難。壓力雖可使英破裂，但買力在空隙的

緩衝作用下，無法挂開己裂的英，故欲達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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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制麓， 2頁配合其它的作用力。

仁）落花生~J觀禮

根撞上述昕探討的落花生智l親作用原理，

Dickens ( 1962 ) c 7l 為實驗設計了一小型落花

生剝聾攤，叫打擊柵欄在錯缸上面做往種運動

，盤根上貫穿有長方形孔，柵欄興穿孔錯恆間

的間隔稍為2.5去身（ cm ），此為~J體工作區

聞自花生亮自柵欄落入學l輯工作區間，柵欄的

住程運動，打擊落花生吏，觀世擊碎佳仁脫出

，己去聾的仁穿過錯板上的長方形孔，進入仁

的收集與清撞機構。柵欄間的間隙，與錯位上

孔的大小，祖落花生翼仁的大小而不同，柵欄

間隙固定為8企分﹔盤桓上孔的大小，在不傷

害仁，興不讓未制麓的東通過的前睡下設計，

因花生大小不同的需要，曲棍上孔大小的鹽化

，長在1.905企分至3.175位至于間，直在0.7企分

至1.35企持間。為使胡I輯構有E能種揮功能，配

合器與仁大小上的差異，他同時設計了一落花

生萃的分組擒。

Webster ( 1964) OJ且打擊片與承擱組成

的檻構進行落花生制體作業。軍細揖柵欄型式

，內有迴轉打擊片，用斟擊碎落花生的外麓，

使仁自竟是中脫出﹔此時仁穿過柵欄進λ仁的收

集部，砸碎的聲利用風聾的方式r!X出。柵欄的

間酷較黃為小，間未5日l盟完全的賽將留在軍網

上，繼續對j聾作業。柵欄與打擊片的間隙，必

窩小心控制，過大5日j費敢果不佳，過小則破碎

率高。

Singh ( 1日85) (B〕制試了手搖式與機械式

兩種~J殼機，所揖用的制殼機構組似Webster

的設計，不過目網目式承網取代了柵欄式承惘

。打擊片與承網間的空隙盟化在2.0興3.00份

之間。想j殼寧在97%且下，破損率在6何白、土

（不包含量度量攝的情形），當間障增大時，

破損率可略微降低， 但同時也揖失了5日j殼率。

Singh在賞騙中使用了三種不同的打擊片：揖

qu qG Ti 

齒狀、圓柱狀與橡膠條狀。此三種打擊片自圓

柱狀剝種強果最佳。實驗結果攝示翱蘊率隨著

進料速度的揖慎而提高。

江崎春雄興屋代幹雄（ 1985) (1) 使用與

Singh頭似的剝盟機構，進行基本性能的制試

，試驗結果廟示在打擊片的轉連為 120 RPM 

至240 RPM立聞時，制撞車與轉謹的關保不

大，但破揖率隨著轉謹的提高而上升。打擊片

典章禍的間隙揖高官降低剝聶率但亦掘低了眼

揖率。進料速度的提高同時增加破損率與制種

率，此與Singh的結果相頓似。其實騙前j殼車

在80月～92%之間，破揖率在7何至 15何之間

，當剝殼率提高時，破損率亦相對提高。剝殼

寧與破揖竿的關係並非成線性關暉，眼揖亭的

增加速度超過5日l韓率的提高。在進行打擊片與

剝殼率、眼揖率基本研究時，當針對不同的打

擊片傾斜角度進行制試，華覺7iT!i揖車與打擊片

的價斜角度無關。個斜角度為0度時:iJ!J 謹率最

值，此值不論向何方向世盤傾斜角度，均可提

高制聶華 0

日落花生?}E母艦機

本對l盟機構主要利用革與仁橫貫的不同進

行作業，在實際進行剝聾作業前，必讀先將冀

的方向固定，也就是使萃的長軸典音~J聽筒間的

間隙平行。方向性的固定一幢可利用扭動車差

連達成。在握動萬差遠運動中位置的盤化會趨

向重心最低、轉矩最大的狀盤。聲一種把狀固

定的產品都有其特有的最穩定狀態，苦作業所

要求的方向固定能與振動車旋轉役的最終穩定

狀態一致，且lj作業中固定方向的工作使品進行

。 m落花生萃的特有形狀﹛故種定狀態好析體現

，當童心最低轉矩最大時，方向恰符告扭j譯作

業的需要。

剝單簡蛙轉時具有差撞的切能，對落花生

黃亦有拉動固定方向的功能，此外拉動亦可輔

助分組作業的進行。間隙撕開的身扭桿為甚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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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分組蟻構，落花生英在分級桿間固定方向

後，物料靠拉動推進，當行至適當間隙時物料

穿桿而過，完成分級工作。此種作業方式由於

落花生英形狀的特殊，在分扭過程中常噩生~

料情形，若將分級捍的運動除拉動外再加上挂

輯的作用，可有效地避免喪料情形發生。

利用雄輯捍輸送器配告適宜的桿間距佳，

亦可用來擔任落花生冀的分級工作。以蛙轉桿

傳動在捍間隙內的落花生萊，所有的桿做等連

同向扭轉，桿的間隙固定，進科處間隙最小，

逐步加大至出口最覽。旋轉捍推動落花生前進

，若英太大則越桿而過，而東比間隙小，則穿

桿而過，如此英會被輸送穿過適當的桿間臣，

而完成分般的工作。利用能轉桿進行分紐工作

，在本研究中非常合適，因為兩者的基本作用

原理很頭似，尤是落花生英橫截面並非標準圓

形，甚至一英三仁的橫寬亦常不相同，如此若

採用間隙漸聞式分級桿，其作業精度不易掌握

。若利用提轉桿進行分妞，落花生英在捍中不

斷地接轉，至橫截面寬度最小時通過分扭桿，

分級的品質較佳。但以接轉桿進行分級，在東

略大於間隙時，英會在捍間旋轉，無法越桿而

過，也無法草桿而過，整個持紐工作即被阻斷

。英能否越桿而過， 2頁親英與桿直徑間的關係

’英與桿接觸面的切線角度也有大的影響。為

提高英翻越桿的能力，增加東與桿間的摩擴係

數，為一可能的方法，在分報桿上壓花，自提

高摩擦係數，實驗結果顯示增加的故能有限，

壓花捍尚有一大缺點，即有可能將落花生吃入

，進行額但剝殼的工作。

由以上有關落花生剝殼的報告可知，故完

成落花生的剝殼作業，必~先擊碎外殼，因此

衝擊力革打擊力為剝聾作業中重要的作用力。

但採用打擊式機構進行剝體作業，破損率隨劫j

韓率提高而快速增加，值此頡機械的實用性措

值。目前大型商業機械大部揖用低剝殼寧與低

破損率的設計， 利用嚴密的封選機構分離已剝

2草筒式落花生剝技機之研究

的仁與未剝的葉，將未剝的真重新送入剝殼機

中，再次進行作業。此種作業方式雖延長7剝

的時間，但對破揖寧的降低有很大的助益。為

達到破壞落花生殼的目的，打擊力並非是唯一

可行的作用方式，設計一機構揉用切斷力將殼

切斷，再利用剪力將殼撕開後，仁自殼中脫出

完成剝種作業，此種臥切斷力、萬力與壓力為

主的＊＇l殼機構，在描低仁所受的衝擊力與降低

破損率上將有幫助。

Dickens的分級機主要利用一對異向等連

接轉桿進行分級，體桿固定於一斜度上，斜角

為23° ，雙桿間間睹為逐漸擴張式，落花生沿

著雙桿下滑，於適當的桿間隙通過完成分級工

作。由於雙桿的龍輯方向均向外，寞不會被桿

！！£定。以此分組檻配合他所設計的剝殼機，破

損率約在7.5%左右，此破損牢不會種仁皮的

損傷在內。

Dickens曾指出欲提高剝扭扭率、降低磁

揖車，必鑽在剝覺前先進行落花生吏的分級工

作。 Dickens在實驗中發覺破損率與合7./< 率有

密切關係’在高含水平時（大於10% ）破揖率

較低，此現象可歸功於在高會水率時，仁的彈

性較佳，抗壓興缸盟的能力皆較低音7]<.~容時為

佳。乾攝速率不同也會影響剝殼的教果，破損

率常隨著乾燥速度的提高而加，此種型式的剝

殼權，下方的穿于L錯板巴由柵欄取代。 Singh

的報告指出過高或過低的會水率皆不利於剝殼

作業的進行。 Singh利用不同的剝殼間隙與承

細細目以配合落花生萊大小不一的事實，再一

次說明了落花生剝聾機構功能的華揮，與分級

工作的進行有不可分的關係。落花生寞的分級

工作，南改場以橫覽，為分級標準研製7鏈﹛像帶

動分組桿的分級機構，分級桿並不接轉，以鏈

條帶動分級桿移動頁，東橫躺在身紐桿間，當

英較卦級桿間隙為大時， 英隨著分嚴桿前進，

當英較分級捍間隙為小時 ，則穿桿而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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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合極作業。屏東農專所發展的毛豆分級蹺

，利用漸閉式間隙進行分級工作，將方鐵排歹lj

成契形，開口斯大，利用方鐵車好的整向功能

，產品依序排列在方嗤之間，再配合振動的故

果，推動毛豆前進，利用此種方式選出不飽滿

，不適合外銷的毛豆贅，教果相當的好。此二

機構在落花生萊的分級上皆有發展的可能。

三、 2在筒式幸，l 投機

本研究的目的在自結合切斷力、壓力、與

剪力為一體的剝殼機構，設計並研製一落花生

剝殼機。一對表面銳說牙的差遠讓筒即可結合

此三作用力，進行有效的落花生剝殼作業。

兩讀筒間間隙略小於落花生爽的橫寬，此

微量的差異壓擠落花生英產生壓力，同時使湛

筒上的銳牙發揮切斷力的效用切關落花生外殼

，達到切碎草切斷麓的功能。當灌筒上說牙切

入殼後，達到切碎草切斷殼的功能。當權筒上

的銳牙切入殼後，餌力！︱等殼撕開成碎片，如此

仁自竟是中脫出完成剝盟工作。在殼的撕裂過程

中必讀配合差速，充分增大剪力的作用，如此

才能達預期的剝殼效果。接筒為同向差速旋轉

，向內向下的轉速較向外向上的轉速為高，如

此可確保將英帶入撞筒內。若改踩用等速時，

形成平衡力偶，將使棄在湛筒上灌動而無法進

行剝設作業。接筒反方向旋轉，產生了旋轉力

偶，此力偶扭轉落花生英，延長7亮在權簡上

的停留時間，如此可使壓力與切力充分發揮作

用，完全將殼破壞。

落花生殼為海筒咬住吃入，英進入撞筒後

，遠筒間隙漸小，壓力、切斷力與剪力三殼果

1勻加強，至間隙最窄虛殼設完全撕開，當仁與

殼通過渡筒間隙最窄虛後，二者分離完成剝殼

作業。若在離開擅筒時仁與殼尚未能分離，可

能原因為英太小，壓力 、 切斷力與剪力的殼的

Fhu 
呵
。

可
止

破壞效果不鉤，此時可減小剝殼作用間隙來克

服問題。有時仁在通過擅筒時，由於受壓擠作

用過度，會有仁皮安攝萬分裂成半的情形。權

問進行剝殼作用，未必能一夜完成，有時殼已

破壞，但尚未完全分離，如此仁無法自殼中脫

出：一般此種情形，仁均仍維持完整，仍可經

由機構繼續剝殼作業。

在設計落花生剝殼機上，依工作性質可有

二種不同的作業流程，一搞分級後再剝竟是，另

一為剝殼與分組一體。第一種型式為先將其分

粗，以英的擴寬為分皈依揖。分組橫寬大小不

同亮，分別通過適當的對應間隙進行~J殼。此

權構並無法確保分級後的英可完全順利制殼，

因此在剝殼後，仍須進行分選的工作，區分仁

、碎殼與未脫殼的賞。

第二種型式為分散與學l殼一體的設計。安

排一串列的制預筒，剝韓間鷗在進料處最大，

如此怯序遞減。落花生棄在進入剝殼筒後，大

葉先進行剝頭作業，小聲通過進入下一級的剝

撮筒內，如此一級一般的進行直到剝殼完成。

此作業流程已兼含了分級的油能，但通過一級

剝殼筒必須進行一次分進工作，將巳剝的仁選

出，避免其進入下一層的剝殼筒，杏則仁會受

傷。由於此型式剝殼與分級一體， ~J殼筒對數

，與吉利殼筒間隙的改盤量對剝殼效能影響很大

。若想l殼筒對數增多，每一蔽之間接筒的間障

改變滅緩，則剝殼致能提高。

第一種型式的剝麓棋，其最困難處在針對

落花生的特有形狀難設計有效的分級機構，若

分級工作無法確實，則此型式的實用性極低。

第二種型式的剝殼棋，其分級與剝殼同時進行

，即無此問題。但此型式要求每通過一攻剝殼

筒後，仁與其領徹底分離，否則仁在通過下級

學j殼筒時易受損傷，仁與亮的分離工作可接用

分級桿分選。

第二種型型式的~J殼流程 ， 挂轉捍分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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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作業原理，與所揖用的剝竟是機構的作用原

理近乎一致，同樣的機構雖有不同的工作，但

最終的固的皆在想j聾作業，如此若能將兩機構

合成一體，即可利用單一機構，完成分艦也同

時完成剝殼。本試驗即接此接計落花生剝設機

。

四、實驗材料與步驟

1.剝殼簡直徑6企分，長度30公分，在圓周

上每企玉子說5個60。立銳牙，表面並施臥

硬化處理。

2.兩制殼筒間最小間隙為剝殼間隙（園一）

。

3.利用七對剝殼筒，間隙由 11.5 mm ’以

0.5 mm的改變量依序遞站，七對量U型

排列（圖二）。

4.剝殼筒間的差遠固定為2: 1 。

5. 剝妞筒下方置一鏈條（ 4號，節距12.7

mm ）帶動分級桿（直徑3 mm ），間隙

為9.7mm ’進行輸送與分離巴剝仁興未想j

英的工作。

6 .輸送桿下方置一斜板，仁剝殼後經由斜放

權動集中於皮帶輸送器上。

7.由剝種簡性能分析知，低轉速剝費精度較

佳，本研究試驗轉速為80 rpm, 100 rp血，

120 rpm, 160 rpmm, 200 rp血， 240 rpm 

’共六種，每種轉速重擅四次試驗。

8，以台商9號品種落花生為試驗樣品，合水

率約為8% 。

9 .每次取100粒英進行剝殼試驗，以仁為計

數單位， 計算試驗的剝費率，未剝率與破

損率。

五 、結果與討論

2良筒式落花生剝殼機之研究

抖落花生英、仁的幾何特性與關係：

落花生亮在收種時，會水率高，含高水份

的仁填滿整個亮。在乾攝時分份首先自殼失去

，安仁阻礙殼的®：縮量很小。隨後仁開始釋放

水份。殼脫水時體積變化很小，而仁在降低含

水率後，體積變化極明廟。當降至自于藏的合水

率偉（ 8% ），若利用回水方式將水分提升至

不同的會水率時，英與仁的尺寸幾乎不變（表

一）﹔兩者與含水車的相關係數極低。此乃因

為在乾燥時，落花生仁失去水分，失水佳仁的

雙子葉組組盤的很緊密，回水時，水分大部身

附著在種皮或為種度所眼收，少部份得以進入

子葉內，但緊密的落花生仁組織並不因此而疏

鬆’故利用回水無法做復其幾何形狀。

（二）英寬與仁寬的關係：

由表1結果顯示其寬的變化較仁寬為大，

故顯示仁之固度較其為佳，此表示若純以褒寬

（故分級標準，結果將不全然適合以滾筒機構進

行落花生制誼。庄之若以仁寬來控制剝殼機構

，其損傷率必較以克寬做控制為佳。此剝殼攝

構之頭j殼致能與揖﹛蓋率的控制，英與仁之間的

間隙為決定因素之一。若落花生英在乾燥後再

回水， J{IJ間隙與合水率無直接關係，英與仁之

間的平均空隙變化在4.84至4.28 mm之間。間

3可見英實與間隙大小有比例關係存在，一股

較大的英具有較大的間隙。此非表示較大的東

即有較大的仁。（ Openning= - 6 . 083 + 0 .674 

*Po吐， r2= 0. 764 ）。

由固4可看出仁的大小與畏的大小相關甚

低。當然此關係係指成熟的英而言。由以土英

、仁與英仁間間隙的關係’可知在學l殼機構的

設計時， 1J!J酸間隙不可較英寬小超過4.25mm

以上。在實障作業中，個l殼筒間隙與其宜的差

約在2 mm~ 2.5 mm立間 。

自制殼筒性能： j
1.分級後再~J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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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不同會水率下農與仁寬之變化

Table 1. The width changes of pods and kernels with various moisture content. 

M.C. 

(db.%) 

7.85 

9 .85 

13.16 

13.48 

14.32 

18.82 

19.67 

24.65 

Pod (mm) 

13.71 

13.34 

13.65 

13.11 

13.59 

13.99 

13.33 

13.5 5 

Kernel (mm) 

8.97 

8.85 

9 .00 

8.Sj 

9 .03 

9 .15 

8.77 

9.17 

Difference (mm) 

(Pod-Kernel) 

4.75 

4.49 

4.65 

4.28 

4.56 

4.84 

4.56 

4.38 

備註： 20粒樣品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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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3 ： 東寬與謎仁的空隙成正比關係（ MC= 14.32%) 

Fig. 3.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od width and the opening of pod and kernel 

is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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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The pod and kernel widths are unrelated. 

12.2 11.8 

間成正比例關係。

2 .分級與剝殼作業一體：

本實驗在測試若睬用多對接筒，間隙自大

而小的作業流程，在剝殼率與破損率上的效應

。實際試驗中使用一對權筒，在通過讀筒後，

利用人工分離未吉利的英與己剝的仁，計算剝殼

率與破損率，未剝的英將再次送入下一級權筒

，連續二讓筒間隙差異為0.5 mm （或0.7 mm 

’如此執行，直至所有的樣品英剝完為止。

表4為一組實驗結果，差速比為2: 3 。結

果顯示每一對剝殼筒的工作效能約在40%至 15

%之間。在前面測試中發覺若要減低破損率必

降低章。j殼率，因此剝殼率若維持在40%至 15%

之間，破損率可明顯地降低。當英通過滾筒間

隙為最小（ 8.5 mm ）時，絕大部份均已完成

剝殼，在此級所學l］的落花生仁有些是不成熟的

。若落花生獎過8.5 mm間隙向未剝殼， 輕人

工剖開檢視後，均為未成熟的落花生，商業價

採用間隙漸開式分級桿分級，以 1 mm為

一級，分級後利用不同的剝殼筒間隙剩殼，結

果如表2 。

結果顯示，若剝殼筒間間隙與分級桿的平

均間隙差小於 1.5 mm 時， ~J殼筒真有壓裂、

壓碎效果與部分切斷的故果，是lj殼效率低。若

差在平均2 . 5 mm之間時，平均剝殼E拉伯為62

%’平均破損率約在11% 。若差在3.5 mm以

土時，如j殼率明顯提高可達完全剝殼，但破碎

率亦相對提高。由以上數據可知，若踩用分級

後再剝殼的流程進行，吉利殼桿間隙與萊大小差

不可大於2.5 mm）丘上，為措低破損率叮踩用

更低的差值，但剝殼效率將被犧牲。由表3可

發覺當平均分級桿間隙與滾情間隙差固定時，

制殼率隨英寬的大小成反比變化，破損率亦隨

英寬的大小成反比。

表3表示不同的剝殼間轉速對剝殼率與破

損率無明顯的直接影響，但破損率與剝殼率乏



i！筒式 2年花生學l 投機之研究-140一

表二﹒先分級後剝殼的剝殼率與破損E在

Table 2. The efficiency and breakage of a roller-type 旦hell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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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efficiency and breakage of a roller-type shelling mechanism with various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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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高。 8.5 mm可定為剝殼筒間隙的下限。 表7成品的破損率平均為3 . 5% ，且均小於

第一對擅筒 （ 最大間隙）的剝殼率最高，但破 5% ，此破損率已可接受，經由試驗分析發現

揖率並未因此而提高。 大部分破損車來自分級捍無法充分謹揮功能。

由表5可知對鐘聲粒率安輯連影響，低謹 ，目前踩用的封級桿間隙為9.7 mm ，此間瞭對

時剝殼整粒率較高。仁裂半率與轉速有極明廟 某些仁不夠，這些仁無法穿桿而過，只得數選

的正比關係，在低轉連時，破半情形明顯也降

低。砸揖率亦受轉撞影響，在提高輯速後，破

損率顯著提高，但高轉速時的工作能量較大，

由表5中所使用的三種差速進行測試，以2:4

差速吐的作業效能最佳，在2: 4差連下，剝穀

整粒亭，破損率均穩定，安轉遠影響小。若使

用 2: 5的轉速比時，由於差連過犬，與力增大

，落花生英為誼桶帶入的力量增大，當轉速提

高時，此效果更明顯，破損率亦隨轉速而增加

。在2: 3轉速比時，差速縮小，趨向平衡力偶

，英在個j殼筒上停留的時間延長，使破損率提

~「
。『司

表6為接筒間隙由0.5 mm改為0.7 mm時

的剝扭扭能，由表可看出，破損率提高，破損

率與轉速成正比關係。因此利用湛筒剝殼若增

大連聞聞之間隙時，雖可牧減少制殼筒對數的

功雄，但將降低整個工作致能。叫此可推論剝

殼筒間臨改變量常幢小越好。

個）剝殼機性能

表7為轉速80RPM時，剝殼機的作業教能

。未剝殼學平均約為18% ，變化在8%～30%

之間，經由觀察種覺絕大部分未割的英並非®：

集自最後一對領j殼筒，此現象可解釋為何在剝

設簡性能試驗時未剝率近乎為零。作業流程中

制殼由大英先剝，制完的仁亦較大，為使大仁

能順利由分級機構選出，分級桿間隙不可太小

。某些小英其橫寬甚至小於分級捍的間隙，這

些小東剝殼筒無法發揮作業教果，其常叉隨大

仁穿桿而過，成為未剝的爽。這些未對J的英再

篩完仁撞應送至間臨較小的剝麓筒，如此自可

提高招l殼率。

至下一級剝殼筒，經過這些剝頭筒仁便受傷一

裂成兩半。因此若改進分級系統揖高持紐作業

教能，破損率可進一步降低。

表8為在不同轉達下剝殼磯的作業效能，

速度比固定為2 : 1 。表8的值萌為4~試驗的平

均值。在各轉連下作業特性有高低差別即平均

值不同，但太敢相頸似，因此數據分佈的狀況

可參考表7 。圖5為剝殼率與轉速的關係園，雖

然80RPM的制殼率最高，但不可叫此即謂 ｛~

轉速剝殼率較高。由回中所示數據散怖的狀說

可知剝殼率與轉速的相關性極低，但變化大致

在20%～30%之間。圖6為剝殼成品破損率與

轉速的比較，由圍中可明頭地看出在低轉連時

破揖率較低，此結果與1日l聽筒分析的結果相吻

合，因此在講求品質的剝殼作業中，宜踩用低

速。使用低速時整部機娥的作業能力將降低，

此可經由增長作業區間得到適度的補懂，即加

長剝最筒長度。

由試驗中數據分析與觀察，發覺所研製的

想l殼機構已可有效的進行剝殼作業，功能毋庸

置鍵。但整個剝殼機的作業故能則尚未能令人

完全滿意，此現象主要歸因於分級機構無法勝

任工作，完全分離仁與英，凶致有小英朱剝、

大仁歡壓碎的現象。因此欲進一步的農高剝殼

率與降低眼揖率讀採用更有效的分極作業。目

前所使用的封級桿其作業~］值已可肯定，但在

分級精度與輸送上績進一步現畫 。

六、結論與建議事項

落花生的剝殼作業本身較一般穀頓與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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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各種差遠比下棋l殼率比較

Table 5. 前ie comparison of shelling efficinecy for various speed ratios. 

Speed 

Ratio 

2:3 

2:4 

2:5 

RPM 

200 

300 

400 

200 

300 

400 

500 

200 

300 

400 

500 

表六．擅筒間隙對剝殼效能的影響

Shelling (%) 

Efficiency 

93.72 

92.82 

93立4

95.22 

95.70 

94.36 

94.50 

95.12 

92.80 

93.08 
91.08 

~筒式落花生剝技機之研究

Breakage (%) 

6.28 

7.18 

6.76 

4.78 

4.30 

5.30 

5.50 

4.88 

7.20 

6.92 

8.92 

Table 6. 甘i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increment of shelling openn扭g on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RPM 

200 

300 

05 mm 

Shelling (%) 
Efficiency 

95.22 

95.70 

表七：如l殼線作業效能，轉速80 rpm 

Increment of shelling openning 

Break.age (%) Shelling (%) 
Efficiency 

4.78 90.27 
4.30 88 .70 

Table 7 前ie efficiency and breakage of a peanut sheller at 80 rpm. 

RPM Shelling(%) 

Efficiency 

80 77.33 

88.42 

70.95 

91.58 

。.7mm

Breakage (%) 

9.73 

11.30 

Breakage (%) 

4.5 1 

1.79 

3.94 

3.45 



是林學報第 39 港第 1 期 1990 一 143一

最八：剝殼機在不同轉速土之作業效能－

Table 8. The efficiency and breakage of a peanut sheller at various speeds. 

RPM 、
‘
，
／

%wd 
f
s．
、、

’
‘
、

喀
則

E

.I 

.-

c 
d

阻
吼
叫E

Breakage (%) 

80 

100 

120 

160 

200 

240 

82.07 

71.69 

77.27 

73.23 

79.14 

67.16 

3.42 

7.13 

6.10 

10.27 

9.71 

14.32 

83 
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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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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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0，呵~司: 7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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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0 
69 
68 

67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RPM 

圖 5 : ~］殼率不安轉遠影響

Fig. 5. The shelling ratio independent to the sp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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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硨揖率隨轉謹的降低而描1>

Fig. 6. Breakage ratio was reduced as lowering the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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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情缸，硬度的佔整個碰揖率的一半。

伏）但轉連時制韓構之酷揖$·較低，平均在3

～10財之間。

細想﹞蘊構之朱樹j率與轉謹無闢，平均在20～

30%之間。

位暐斟上對落花生分組與對韓機構制試之

棺論，﹛故且下之建議：

（一）揖用分組與1日l殼一體其實用性窩。

口個j種本身特性對剝殼誰能的影響，值得進

一步揮討。

目不同落花生品種，其盤何關偉均不同，胡l

費間的剝韓性能有待矗乙苦的制試。

（四）剝盟構的成敗，向2頁靠至于選機構，輸撞機

構的配合，此方面有待研究。

由本實驗未做不同音水率毒草j殼誰能影響的制

試，有待進一步揮討 。

葫蘆品的制體作業為權雄。在本質臨針對封扭

與擅簡式剝撞機構進行基本性能研究撞，則下

列車吉論：

←）現與仁的特有酷狀，此一闢係雖非一定數

，但已掏用來說計一擅筒剝種機。

仁）東興仁大小成正比闢﹛旱，但仁隨同其大小

鹽化僅作較轍量的改哩。而東興起仁間間

臨大小或明廟正比闢係。

白先分組再:!j!J聾的流程，在分扭f創仍無法且

一、二對胡j聽聞完成整個剝體作業﹔利用

多對主的設簡序列眸歹lj制殼，制試故果置好

，具有實用性。

個）利用擅筒制謹，隨轉撞的揖高，制謹控能

掘低。兩擅筒聞之差撞比自 1 : 2為最佳。

權問聞之間隙~盤量0.5 mm時致果佳，

若提高則工作控能降低。

由本實驗在破揖率的計算上，係砸皮典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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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 Roller-Type of Peanut Shellers 

Chung-Teh Sheng l) 

(Received for publication: May 26, 1990.) 

SUMMARY 

The shearing and compression forces are normally applied to shell cereals and nuts. Due to the 

porous fibrous structure of peanut shell, only the shearing and compre叩開 forces are not enough 

to complete the peanuts shelling. In addition to them, the impact or cutting force must be added 恤

order to separate the kernels from the shells. To use the cyl扭曲rs with differential speeds to do 

the shelling operation is actually to put the functions of shearing, compression and cutting together. 

Using the cylinders to shell peanuts consists of sorting and shelling operations. 

The size of pods and kernels was measured in various moisture contents. 官ie size is unrelated 

to the moisture content. The space between the shell and kernel of pod is proportional to the pod 

width. The vibrating sorting rods is utilized to classify the pods based on the width. The sort凶g

accuracy was low. The sorting results are not suitable for the shelling process of cylinders. 

百ie shelling efficiency of cylinders was tested. 世le higher shelling rate is coupled with the 

higher breakage rate. The speed ratio of 2:4 has the better result than the ratios of2:3 and 2:5. 

lβwering the rotation speed of cylinders can uplift the whole kernel percentage. Seven pairs of cylin

ders are lined by the open space betweed cyl扭曲rs from larger to smaller. The shelling efficiency 

was 100%, and the whole kernel percentage located between 90% to 96%. As open space increaced 

from 0.5rnm to 0.7mm, the outcome of shelling was worse. 百ie shelling was reduced as increas凶g

the speed. At 80 RPM, the breakage ratio was less th甜 3.5%. As the speed was less than 240 RPM, 

the shelling ratio was 凶dependent to the speed. 

Key words: pe叩叭， sheller.

1)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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