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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缩短冷冻干燥时间，降低过程能耗，研究了初始非饱和物料干燥技术在速溶咖啡的冷冻干燥工艺中的应

用。以速溶咖啡为溶质，制备了具有不同初始饱和度的冷冻咖啡物料样品，并进行了冷冻干燥试验。研究结果表

明，相对于传统的咖啡冷冻干燥，初始非饱和咖啡物料能够显著强化冷冻干燥过程。干燥产品 ＳＥＭ形貌显示，初始

非饱和物料的干燥产品具有疏松的球状孔隙空间，孔隙之间连通性好，有利于水蒸气的迁移。在干燥室压力 １１～

３３Ｐａ条件下，压力对冷冻干燥过程几乎没有影响，提高环境温度有利于缩短冷冻干燥时间，组合加热能够进一步

强化冷冻干燥过程。当温度超过 ４５℃时，饱和物料会发生崩塌，而非饱和物料则能够保持稳定的结构。饱和咖啡

物料的冷冻干燥过程经历升速、恒速和降速 ３个阶段，非饱和物料则始终处于降速阶段。

关键词：速溶咖啡；冷冻干燥；初始孔隙；试验

中图分类号：ＴＳ２０１１；ＴＱ０２８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８）０６０３４７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２ 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８ ０３ 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１６７６０４２）和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６０２１６７）
作者简介：王维（１９６２—），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多孔介质传递过程研究，Ｅｍａｉｌ：ｄｗｗａｎｇ＠ｄｌｕｔ．ｅｄｕ．ｃ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Ｆｒｅｅｚｅ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ＩｎｓｔａｎｔＣｏｆｆｅｅｗｉｔｈ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ＷＡＮＧＷｅｉ１　ＬＩＱｉ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１　ＣＨＥＮＧｕｏｈｕａ２　ＬＩＨｅｎｇｌｅ１　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１　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ｏ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Ｄａｌ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ａｌｉａｎ１１６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ｎｇＨｏｍ，Ｋｏｗｌｏｏ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ｆｒｅｅｚｅｄｒｙ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ｆｒｏｚｅｎ
ｃｏｆｆｅ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ｗｅｒｅ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ｆｒｅｅｚｅｄｒｉ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
ｆｒｅｅｚｅｄｒｙ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Ｉｎｓｔａｎｔｃｏｆｆｅｅｗａ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ｅｉｎ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ｆｒｅｅｚｅｄｒｙｉｎｇｃａｎｂｅ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ｚｅ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ｏｎｅ．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ｄｒｉ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ｈａｄｔｈｅ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ｕｎｉｆｏｒｍｅｄｐｏｒｏｕ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ｔｏ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ｅｄｖａｐｏｒ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ｒｙｉｎｇｒａｔｅ．Ｃｈａｍｂ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ｒ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１１Ｐａ
ｔｏ３３Ｐａ，ｈａｄ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ｚｅｄｒｙ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ｎｂ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ｔｈｅｆｒｅｅｚｅｄｒｙ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ｈｅａｔｉｎｇ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ｄｒｙｉｎｇｔｉｍｅｆｕｒｔｈｅｒ．
Ｗｈｅｎ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ａｂｏｖｅ４５℃，ｔｈｅ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ｏ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ｃａ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
ｆｒｅｅｚｅｄｒｙｉｎｇ．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ｈｅ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ｏｎｅｃａｎｂｅａｒｈｉｇｈ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ｈｉｇｈｄｒｙ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ｒａｉｓ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ｔａｇ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ｒａｔｅ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ｔａｇｅｄｕｒｉｎｇｆｒｅｅｚｅｄｒｙｉｎｇ，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ａｓａｌｗａｙｓ
ｉｎｔｈｅｆａｌｌ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ｔａｇ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ｒｅｅｚｅ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ｏｕｌｄ
ｉｍｐｏｓ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ｅｅｚｅｄｒｙ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ｓｔａｎｔｃｏｆｆｅｅ；ｆｒｅｅｚｅｄｒｙｉｎｇ；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０　引言

咖啡全球年产量约８２６万ｔ［１］，是最流行而且交
易最广泛的农产品之一

［２］
。速溶咖啡是咖啡豆在

烘焙、研磨和萃取后经过干燥得到的。干燥方法主

要包括喷雾干燥和冷冻干燥。喷雾干燥具有处理量

大、干燥时间短的优点，但其过高的操作温度使咖啡

中热敏性成分受到破坏
［３］
。冷冻干燥因其低温低



压的操作环境，咖啡内部的芳香性物质和有效成分

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干燥产品的质量很高
［４－５］

。因

此，冷冻干燥技术广泛应用于高档咖啡的生产中。

但是，冷冻干燥过程时间长、能耗高的问题始终存

在
［６－８］

。冷冻干燥一般由物料冻结、维系真空、升

华／解析干燥和蒸气冷凝 ４个子过程组成。其中升
华／解析的能耗约占整个过程能耗的一半［９］

。因

此，缩短冷冻干燥时间、降低过程能耗成为冷冻干燥

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

冷冻干燥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质、热耦合传递过

程
［１０－１１］

。提高干燥室温度和降低操作压力是强化

干燥过程的基本手段。但是，干燥室温度的提高受

到物料本身物性的影响，在一些物料中过高的温度

会导致冷冻干燥过程中的崩塌
［１２］
；干燥室压力则会

同时影响干燥过程的传热和传质，降低干燥室压力

虽然会强化冷冻干燥过程的传质，但同时也会降低

物料导热系数从而降低传热性能
［１３］
。采用叔丁

醇 水作为共溶剂进行冷冻干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强化冷冻干燥过程
［１４－１５］

，但是产品中叔丁醇的残留

问题一直存在
［１６］
。微波干燥方式能够实现物料的

整体加热，可显著加快冷冻干燥过程，缩短干燥时

间。但是，通常物料的微波损耗因子都比较低
［１７］
，

在干燥过程中必须有介电介质的辅助才能实现快速

加热，但增加了操作过程的复杂性，降低了冷冻干燥

过程的经济性。

传统的液态物料冷冻干燥过程是将料液直接冷

冻成型，其内部孔隙是饱和的。因此，冰晶的升华只

能在升华界面进行，水蒸气传质阻力很大
［１８－１９］

。部

分自然形成的物料，比如蔬菜、水果和木材等，内部

具有初始孔隙。物料的初始孔隙可以减小水蒸气迁

移过程的阻力，提高冷冻干燥效率。如果将待干料

液制成具有一定孔隙的非饱和冷冻物料，干燥速率

可望有很大提高。

在课题组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２０－２２］

，本文采

用速溶咖啡作为溶质，制备初始非饱和的冷冻物料，

进行冷冻干燥试验来进一步验证非饱和物料强化冷

冻干燥工艺的可行性；基于 ＳＥＭ形貌分析，考察多
孔固体骨架的连接性以及孔隙空间的大小和连通

性；研究温度、压力和组合加热对冷冻干燥过程的影

响；最后分析冷冻干燥过程中出现的崩塌现象。

１　试验装置

采用自行搭建的多功能冷冻干燥装置，如图 １
所示。该装置由４个子系统组成：冷冻系统、控温系
统、真空系统和数据采集系统。装置的工艺流程说

明参见文献［２０］。

图 １　试验装置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１．样品组件　２．干燥室　３．保温罩　４．换热器　５．水浴循环器

６．环形风机　７．调节阀　８．压力传感器　９．真空泵　１０．三通阀

１１．冷阱　１２．数据采集卡　１３．深冷冰柜　１４．计算机　１５．温度

传感器　１６．称量传感器
　

２　试验方法

２１　试验材料与仪器
待干料液的溶质为纯速溶咖啡（雀巢），由咖啡

豆直接提取而来，未添加任何糖或植脂末等添加剂。

溶剂为去离子水（大连理工大学）。液氮购自中国

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试验主要仪器包括：电子天平（瑞士 Ｍｅｔｔｌｅｒ公
司），磁力搅拌器（大龙兴创实验仪器（北京）有限公

司），水分测定仪（瑞士 Ｍｅｔｔｌｅｒ公司），Ｑｕａｎｔａ４５０型
扫描电镜（美国 ＦＥＩ公司）。
２２　样品制备

将４０ｇ的速溶咖啡和６０ｇ的去离子水混合，放
置在电磁搅拌器上搅拌成均匀的待干料液，其初始

干基含水率约为 １５０％。待干料液分为两部分处
理：一部分参照文献［２０］的方法，制备成初始非饱
和物料，然后装入模具中；另一部分直接注入模具

中，制成初始饱和样品。本试验制备了初始饱和

（初始饱和度 Ｓ０＝１０）和初始非饱和（初始饱和度
Ｓ０＝０２）的两种速溶咖啡冷冻样品。样品初始质量
１６ｇ，样品直径 １４８ｍｍ。将两种样品放入到深冷
冰柜中（－４８℃）进行冷冻固化，形成待干物料，冷
冻时间６ｈ。
２３　试验步骤

（１）试验开始前，预热干燥室，将操作压力和温
度调节并稳定至预设值。本试验的典型操作条件是

干燥室压力２２Ｐａ，干燥室环境温度３５℃。
（２）干燥室预热完成后，将样品组件快速地放

入干燥室，开启数据采集系统。干燥过程中，数据采

集系统实时记录和显示样品的质量、干燥室压力和

８４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环境温度。

（３）当样品质量没有明显变化时，干燥过程结
束，取出样品并测量残余含水率。试验操作步骤和

数据处理方法详见文献［２０］。

３　结果与讨论

图 ３　两种物料干燥产品不同放大倍数的电镜图片

Ｆｉｇ．３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ｗ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ｒｉ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１　初始饱和度对冷冻干燥过程的影响
典型操作条件下，两种物料冷冻干燥过程测定

的曲线如图２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饱和物料的
干燥时间约为 １６５００ｓ，非饱和物料的干燥时间为
１１０００ｓ，节省时间大约为 ３３３％。这表明，非饱和
物料对冷冻干燥过程的强化效果十分明显。在速溶

咖啡的常规冷冻干燥过程中，由于冰晶升华形成的

孔道比较小，水蒸气在干燥过程的迁移阻力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非饱和物料技术则呈现出很大的优

势，预制的孔隙能够很大程度减小水蒸气的迁移阻

力，从而显著提高冷冻干燥的效率。在课题组以前

冷冻干燥头孢曲松钠水溶液试验中，最大强化效果

仅为２１３％。而咖啡物料溶液的冷冻干燥具有更
大的强化效果。这是由于咖啡的固体基质具有较高

的机械强度，因此能够制备出初始饱和度比较低的

物料。此外，非饱和物料的咖啡干燥产品残余含水

率为０６６％，远低于饱和物料的４３８％。而较低的
残余含水率产品具有更长的存贮时间。

３２　干燥产品的形貌特征
为了对两种咖啡物料冷冻干燥过程的升华机理

深入探究，本试验对两种干燥产品做了 ＳＥＭ（扫描
电子显微镜）形貌分析，以考察其内部的结构及孔

图 ２　不同初始饱和度物料冷冻干燥曲线

Ｆｉｇ．２　Ｄｒｙ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隙特征，结果如图３所示。
比较图３ａ和图 ３ｄ可以看出，初始饱和的咖啡

物料干燥产品孔隙结构致密，整体呈不规则形状。

这是由于饱和物料的冷冻是一个缓慢的自然结晶过

程
［２０］
。在此过程中，溶液内部组分具有不均匀性，

这就使得晶核的形成呈现随意性，不同部位水的结

晶速度不同，因此形成的冰晶大小和形状各异。随

着结晶过程的进行，冰晶不断长大，并且挤压溶质，

最终形成致密无定型的骨架。与饱和物料结构不

同，非饱和物料内部则是松散均匀的球状多孔结构，

如图３ｄ所示。这种结构是物料制备过程中液氮的
强制发泡和结晶作用的结果。由于受物料表面张力

和液氮气化作用的影响，液态物料膨胀发泡成了蓬

松的球状多孔结构。同时，溶液中大部分水分在液

氮低温下迅速结晶，这就避免了溶液结晶过程的随

意性，使得结构均匀有序。在干燥过程中，物料内部

的预制孔隙为水蒸气的快速迁移提供了便捷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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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显著减小了传质阻力。

对比图３ｂ、图 ３ｅ，饱和物料的孔隙之间连接紧
密，并且相邻孔隙之间都由较厚的溶质层隔开，水蒸

气只能通过冰晶升华形成的通道迁移，迁移通道错

综复杂，传质阻力较大。而对于非饱和物料，水蒸气

不仅可以在孔隙中迁移，还可以通过壁面连通处以

及孔隙之间的空间进行迁移，传质效率显著提高。

进一步观察图３ｃ、图 ３ｆ可以看到，饱和物料的壁面
截面粗厚；对比之下，非饱和物料的壁面则非常纤

薄。这使得非饱和物料在解析干燥阶段的效率更

高，干燥产品能够达到更低残余含水率要求。

３３　操作条件对冷冻干燥过程的影响

为考察温度对两种物料冷冻干燥过程的影响，

本试验制备了相同质量（１６ｇ）和初始干基含水率
（１５０％）的两种物料，并在相同的操作压力（２２Ｐａ）、不
同的温度（２５、３５、４５℃）下分别进行了冷冻干燥试
验，干燥曲线如图４、５所示。

图 ４　操作温度对饱和物料干燥过程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图 ５　操作温度对非饱和物料干燥过程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从图 ４、５可看出，两种物料冷冻干燥时间都随

着温度升高而缩短。由此可见，在一定温度范围内，

适当提高干燥室温度是强化冷冻干燥过程的有效途

径。从３５℃到４５℃，饱和物料和非饱和物料的干燥
时间分别缩短了１５２％和２２７％。在４５℃条件下，

非饱和物料比饱和物料节省时间 ３９３％，这进一步
验证了非饱和物料能够强化冷冻干燥。

为考察压力对两种物料冷冻干燥过程的影响，

本试验制备了与上节相同的两种物料，在相同操作

温度（３５℃）和不同压力（１１、２２、３３Ｐａ）下进行了冷
冻干燥试验，干燥曲线如图６、７所示。

图 ６　操作压力对饱和物料干燥过程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图 ７　操作压力对非饱和物料干燥过程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ｄｒｙｉｎｇ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从图６、７中可知，在本试验中，压力对饱和物料

的冷冻干燥过程几乎没有影响，而升高压力能够小

幅缩短非饱和物料冷冻干燥时间。对于饱和物料来

说，由于其物料内部没有初始孔隙，其冷冻干燥过程

受传热和传质的双重控制。压力的升高在减小了水

蒸气迁移压差的同时，也提高了物料的有效导热系

数
［１３］
。在此试验中，压力对传热和传质的影响相互

抵消，这就造成了压力对饱和物料干燥过程几乎没

有影响。而非饱和物料内部存在着初始孔隙，干燥

过程受传热的控制
［２１］
。压力对传热系数的影响大

于对传质系数影响，这可能是导致图 ７所示结果的
主要原因。

上述研究结果已经表明，升高温度对于强化两

种物料冷冻干燥过程的效果十分明显，而压力的影

响可以忽略不计。为进一步强化过程的传热，本部

分试验探索了辐射和传导组合加热方式对整个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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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影响。依然采用与上节相同的两种物料，辐

射温度３５℃，干燥室压力 ２２Ｐａ，加热板温度与辐射
温度相同，试验结果如图８、９所示。

图 ８　组合加热对饱和物料干燥过程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ｈｅａｔｉｎｇｏｎｄｒｙｉｎｇ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图 ９　组合加热对非饱和物料干燥过程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ｈｅａｔｉｎｇｏｎｄｒｙｉｎｇ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从图８、９可以看出，在组合加热条件下，饱和物料

和非饱和物料的干燥时间分别为１２０００ｓ和７５００ｓ。
相对于单纯的辐射加热，两种物料的组合加热干燥

时间分别缩短了 ２７３％和 ３１８％。非饱和物料比
饱和物料节省时间３７５％，说明组合加热能够有效
提高冷冻干燥速率。

３４　冷冻干燥过程的干燥速率分析
冷冻干燥是一个复杂的质热耦合传递过程。在

冷冻干燥的研究中，干燥速率能够更直观地反映物

料的干燥特性。但是，由于目前对干燥机理的研究

尚不充分，很难通过数学关系式来表达此过程。因

此，对干燥速率的研究主要通过试验测定干燥速率

曲线的形式来进行
［２３］
。在冷冻干燥过程中，干燥速

率不仅取决于干燥条件以及干燥器的形式，还与物

料本身的结构和性质有关。

对相同压力不同温度下的干燥曲线进行数据处

理，得到两种物料的干燥速率曲线。为了便于对比

分析，对饱和度 Ｓ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定义横坐标参
数 为 相 对 饱 和 度 Ｓ／Ｓ０，纵 坐 标 为 干 燥 速 率
－ｄ（Ｓ／Ｓ０）／ｄｔ。将干燥速率对相对饱和度作图得到

干燥速率曲线，如图１０、１１所示。

图 １０　不同温度下饱和物料干燥速率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Ｄｒｙｉｎｇｒａｔ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图 １１　不同温度下非饱和物料干燥速率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Ｄｒｙｉｎｇｒａｔ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从图１０可以看出，对于饱和物料冷冻干燥过
程，其干燥速率曲线主要分为 ３个阶段：升速阶段、
恒速阶段和降速阶段。在冷冻干燥的初期，物料处

于不稳定干燥过程，此过程表现为升速干燥阶段。

在此过程中，由于内部的冰晶没有升华的空间，外部

传入的热量只能用于升华界面处的冰晶升华，剩余

的热量则被物料吸收转变为其内部显热。因此，初

期冰晶的升华速率比较低。当物料温度达到平衡状

态时，冰晶升华速率达到最高，物料干燥进入恒速干

燥阶段。在实际干燥过程中，升速阶段的时间一般

很短，常将其作为恒速阶段的一部分。在恒速干燥

阶段，外界传入的热量全部用于冰晶的升华，冰晶升

华所需的热量与外部传入的热量达到动态的平衡状

态。因此，冰晶的升华速率基本处于稳定的状态。

恒速干燥阶段是物料干燥过程干燥速率最高的阶

段。随着干燥过程的进行，升华界面向内部不断迁

移，干燥过程的传热阻力以及水蒸气的迁移阻力都

逐渐增加，干燥过程便进入了降速阶段，干燥速率不

断减小。一般来说，可以将降速干燥阶段分为第 １
降速阶段和第２降速阶段。从图１０可以看出，在第
１降速阶段中，干燥速率曲线呈现直线下降，随后进
入第２降速阶段呈现上凸的下降曲线。　这是由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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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阶段是升华干燥阶段，此时冰晶逐渐减少，干燥

速率急剧下降。当进入解析干燥阶段后，物料中的

结合水仍处于饱和状态，因此干燥速率下降减缓，呈

现上凸形状。

从图１１可以看出，对于非饱和物料，其干燥过
程始终处于降速干燥阶段。这是因为非饱和物料的

内部具有预制的孔隙，物料发生了整体的升华，外部

传入的热量可以全部用于冰晶的升华过程，并且水

蒸气的迁移阻力小，因此物料的升华速率快。对比

图１０、１１可以看出，非饱和物料的干燥速率明显高
于饱和物料，并且两种物料的干燥速率都随着操作

温度的升高而升高。

３５　冷冻干燥过程崩塌现象分析
对于饱和与非饱和两种物料，适当提高操作温

度有利于冷冻干燥过程。但是，过高的操作温度会

使物料在冷冻干燥过程中发生内部融化以致崩塌现

象
［２４－２５］

。因此，进一步提高操作温度以探索两种物

料在冷冻干燥过程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本试验制备了相同质量（１６ｇ）和相同初始干
基含水率（１５０％）的饱和与非饱和两种物料，在相
同的压力（２２Ｐａ）和不同的温度下进行了冷冻干燥
试验。基于上文的试验结果，在原来最高温度

（４５℃）的基础上，增加 １０℃，直至发生崩塌为止。
两种不同物料在５５℃下的试验效果如图１２所示。

图 １２　５５℃时非饱和物料与饱和物料干燥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Ｄｒｙ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ｔ５５℃
　
从图１２可以看出，当操作温度达到 ５５℃时，饱

和物料发生崩塌，最终导致干燥的失败；而非饱和物

料则始终保持其初始结构。这说明非饱和物料在冷

冻干燥过程中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适应性。

对于饱和物料的冷冻干燥过程，其内部没有初

始的孔隙，因此，冰晶升华只发生在升华界面上。随

着干燥室环境温度的上升，饱和物料内部冰晶升华

越来越快。当外界进入物料内部的热量与物料内部

冰晶升华所需的热量达到动态平衡时，物料的升华

速率达到最大。在５５℃的操作温度下，外界传入的
热量已超过冰晶升华所需，剩余的热量会被物料基

质和内部冰晶吸收，致使部分冰晶发生升华或融化。

同时，由于饱和物料内部没有初始孔隙，水蒸气无法

迁移出来，导致物料内部的蒸汽压力增加。此时物

料骨架已失去其原有强度，在内外压差的作用下，物

料干燥过程发生崩塌现象。咖啡物料的粘度比较

高，不容易断裂。因此在物料崩塌过程中会鼓泡。

而非饱和物料的内部具有疏松均匀的预制孔隙

结构，并且孔隙之间的连通性比较好。在冷冻干燥

过程中，随着外界环境热量强度的不断增加，内部冰

晶升华加速，升华后的水蒸气能够在预制的孔隙中

及时迁移出去，避免了内部冰晶的融化水蒸气积聚，

有利于冰晶的持续升华。因此，相对于饱和物料来

说，非饱和物料在冷冻干燥过程中具有更稳定的结

构和更宽的操作温度区间。

为了进一步探究操作温度对初始饱和咖啡物料

冷冻干燥过程的影响，本试验在 ５５℃的操作温度基
础上，以５℃的温差降低操作温度，得到的试验效果
如图１３所示。由图 １３可以看出，随着操作温度的
降低，物料发生崩塌的程度越来越小。如前所述，在

４５℃的操作温度下，物料没有发生崩塌。另外，物料
的崩塌位置基本都会发生在物料底部。这说明物料

在冷冻干燥过程中，底部托盘的导热作用对干燥过

程有较大的影响。

图 １３　不同温度下初始饱和物料干燥产品实物图

Ｆｉｇ．１３　Ｄｒｉ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４　结论

（１）速溶咖啡的非饱和冷冻干燥试验进一步验
证了初始非饱和物料冷冻干燥工艺的可行性。

（２）物料内部结构的 ＳＥＭ形貌表征表明，非饱
和物料内部具有疏松多孔的球状结构，减小了水蒸

气的迁移阻力，强化了冷冻干燥过程。

（３）压力对两种咖啡物料冷冻干燥过程的影响
甚微，适当提高干燥室温度可以强化冷冻干燥过程，

组合加热可以进一步强化冷冻干燥过程。

（４）饱和咖啡物料的干燥过程经历升速、匀速
和降速３个阶段，而非饱和咖啡物料始终处于降速
阶段，并且非饱和咖啡物料干燥速率高于饱和物料。

（５）非饱和咖啡物料骨架在较高的干燥温度下
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因此，非饱和咖啡物料

的冷冻干燥试验能够在更宽泛的温度区间内进行。

２５３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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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李恒乐，王维，李强强，等．具有预制孔隙多孔物料的冷冻干燥 ［Ｊ］．化工学报，２０１６，６７（７）：２８５７－２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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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潘艳秋，贺高红．化工原理：下册［Ｍ］．２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７８－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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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１（２）：１９１－２００．
２５　左建国，李维仲，翁林岽．冷冻干燥参数对塌陷温度的影响分析 ［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２）：１２６－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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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３第 ６期　　　　　　　　　　　　　王维 等：具有初始孔隙的速溶咖啡冷冻干燥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