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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库是各级蚕业科研、生产单位冷藏蚕种的重要场所 ,

是整个蚕种科研、生产的重要环节。 由于蚕种冷藏对温度

变化有着严格的要求 ,所以蚕种冷库的温度控制显得十分

重要。本人根据从事蚕种冷库工作 17年在冷库的温度控制

方面积累的经验 ,谈谈蚕种冷库的设备与温度控制问题。

1、制冷设备配置

冷库是通过制冷压缩机来提供冷源的 ,目前 ,制冷压缩

机根据制冷剂的不同可分为氨制冷压缩机和氟利昂 (或其

替代品 )制冷压缩机 ,以下简称氨机和氟机。

由于氨汽化潜热大 ,换热系数高 ,价格低 ,来源充足 ,因

而氨机在早期得到较广泛使用。 但由于氨对人体有较大的

毒性 ,刺激人的眼睛及呼吸器官。 在空气中氨的浓度超过

0. 5% ～ 1% ,会造成死亡事故 ,特别在蚕种冷库易对蚕种造

成毒害。氨在润滑油中的溶解度很小 ,因此氨制冷机管道

及换热器的传热表面上会积有油膜 ,影响传热效果。 操作

比较繁琐 ,较难实行自动化。 这些缺点又限制了氨机的使

用。

而氟利昂 (或其替代品 )化学性质稳定 ,对金属不腐蚀 ,

对人体及蚕种、果品等均无毒无害。 而且各种氟利昂 (或其

替代品 )的临界参数、凝固温度及饱和蒸汽压等各不相同 ,

可根据不同工作温度合理加以选择。 因此现在的制冷设备

多采用氟机 ,特别是对制冷设备有特殊要求的冷库等。 以

下是氨、氟制冷剂的各种参数比较。

氨、氟制冷剂及各种参数的比较

制　冷　剂
名　　　称

代
国　内

号
国　际

标准气压下
沸腾温度 (℃ )

临界温度
(℃ )

临界压力
M Pa

标准气压下
凝固温度 (℃ )

毒性
级别

氨 — R717 - 33. 35 132. 4 11. 290 - 77. 7 2

二氟二氯甲烷 F12 R12 - 29. 8 112. 04 4. 112 - 155. 0 6

二氟一氯甲烷 F22 R22 - 40. 8 96. 0 4. 932 - 160. 0 5

　　注:毒性级别越小 ,表示毒性越大。

　　为了提高蚕种冷库的安全性及自动化程度 , 1996年 ,

我所将制冷机组改为氟制冷机组 (开启式 2F10,制冷量 R22

20800Kcal /h,电机功率 11kwh ) ,实现了半自动化 ,盐水池

( 6m
3
)的温度由原来的 1h降 2℃变为 1h降 4℃。在 2000～

2002年期间参加了省内外 3处蚕种冷库的改造以及 40多

座猕猴桃冷藏库的建设。 我们采用了较先进的沈阳谷轮

S152W L(制冷量 R22　 21800Kcal /h ,电机功率 10. 5kw h)

机组 ,实现了自动化 ,该机组主要优点是: 压缩机为半封闭

式 ,电动机壳体和压缩机体是铸在一起的 ,内腔相通 ,不需

要轴封 ,避免开启式轴封漏泄的弊病 ,并且还可利用吸入的

低压低温制冷剂蒸气来冷却电机绕组 ,改善电动机的冷却

条件 ,减少了电动机的电耗 ,提高了电动机的效率。

一般冷库配用两台机组 ,备用机组可以带动 100t以上

的果品冷藏库或 50t左右的蔬菜冷藏库。可以对猕猴桃、苹

果、梨、山楂 、板栗等果品及蒜薹、青椒、香菇等蔬菜进行安

全有效的冷藏 ,以提高冷库的整体经济效益。

氟机以其省电、省水、省人力 ,效率高 ,便于实行全自动

化 ,成为蚕种冷藏及果品冷藏的主流产品。

2、蚕种库房温度控制

对蚕种库房的温度控制少数蚕种冷库采用昂贵的微机

系统来控温 ,而大多数蚕种冷库普遍采用人工控温 ,这样温

度变化大、费工费时而且效果差。 原来我所蚕种库采用人

工控温 ,三人三班控制着冷库的温度 ,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资

源 ,温度还不够理想。到了 1989年后 ,我们对蚕种冷库的控

温初步实行了自动化。 采用电接点式温度计、继电器和交

流接触器等进行自动控制温度。 选用电接点式温度计的测

量范围在 0～ 50℃ (误差± 0. 5℃ ) , (下转第 4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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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催青过程 , 要防止温度激变 , 定时摇种调种 ,

使其感温感光均匀。

2. 1. 4　注意补湿 , 防止干燥。定时通风换气 , 防止

二氧化碳浓度超标后对蚕种化性的影响。

2. 2　加强原蚕饲育管理 , 注重桑叶质量

小蚕期 ( 1～ 3龄 ) 可看作是催青期的延长 , 采用高温

防干育 ,以湿润、明亮为好 ;大蚕期宜较低温度饲育 ( 24℃ ) ,

严防 28℃以上持续高温袭击 ,力求干燥 ,尽可能保持黑暗。

另外大蚕期特别是四龄～ 五龄初中期是蚕卵营养物质形成

期 , 所以叶质的好坏 , 直接关系着卵质、 卵量而且对品种

化性稳定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 因此原蚕饲育要特别注意

叶质。 1～ 2龄用适熟叶 (含水分、 蛋白质高 ) , 春蚕 3龄用

三眼叶 , 4～ 5龄要用充分成熟的良桑饲育 , 防止用未成熟

的嫩梢叶或老化叶饲育 ,使原蚕充分饱食 , 健康生长发育。

2. 3　加强温度控制　防止种茧保护期、蛹期高温 ,产

卵初期力求偏低温度保护

种茧保护期对不越年卵发生的影响仅次于催青期 , 种

茧如果长期在 28℃以上的温度中保护 , 结果则是死蛹多、

发蛾率低 , 造卵数和产卵数均减少 , 特别是不越年卵与不

受精卵明显增多。生产上要求种茧保护温度范围为 23℃～

25℃ , 以 24℃为标准 , 湿度以 75% ～ 85%为好 , 光线保持

昼明夜暗的自然规律。

产卵初期要防止遇到高温 , 最好在产卵完成后 12h移

至 20℃低温中保护 5d, 有减少不越年卵发生的效果 , 实际

生产中不易办到 , 但必须防止 27℃以上高温 , 以防止不越

年卵的发生。

2. 4　要合理保护蚕种 , 减少再出卵发生

在蚕种保护过程中 , 既要防止 30℃以上持续高温的冲

激 , 也要防止突然低温的袭击 , 否则气温回升 , 就易发生

再出卵。 这是因为越年卵感受低温促使解除滞育 , 以后气

温加升就等于加温催青 , 使其孵化。一般家蚕品种在 18℃

以下就能开始解除滞育。生产上要求自 9月中旬～ 10月间

用 20℃～ 22℃温度保护 ,到冬季 11月上旬起 ,保护温度宜

逐步下降 , 从 20℃降至 17～ 18℃ , 继而降至 15℃。

掌握好冬季浴种适期。 因为浴种时摩擦振荡等物理刺

激 ,能促使蚕卵解除滞育 ,解除滞育的程度相当于 5℃中冷

藏 20d。因此 ,过早浴种遇到偏高温度易发生再出卵。一般

以气温与水温接近即 5℃～ 10℃为好 , 我省大约在 11月下

旬至 12月上旬间。浴种风选装盒后 , 以 5℃保护为好 , 防

止遭受 7. 5℃以上的温度 , 而造成蚕卵过早解除滞育 , 发

生再出卵。

总之 , 温度对蚕种的影响 , 贯穿于催青—— 原蚕饲育

—— 蛹期保护—— 制种—— 蚕种保护整个过程。 要防止不

越年卵的发生 , 要至始至终把握好温度这个最重要因素 ,

严格科学地管理好上述每过程的各个环节 , 才能确保蚕种

的安全生产。

(上接第 23页 )

继电器用电子管 6402型 ,根据冷藏蚕种的要求温度 2. 2～

2. 8℃把温度计调在 2. 8℃的位置上 , 当温度达到 2. 8℃

时 , 继电器工作 , 盐水泵打盐水 ,库温开始下降 ,直到继电

器停止工作时 , 温度恰好在要求范围内。 经 30min后 , 观

察温度过低也就是说温度滞后。 经过几天观察发现温度一

直滞后 , 所以温度计靠库房的空气对流来控温是不可靠

的。 后来改为把温度计感温头设法与盐水排管的末端靠近

约 1cm ,这样温度计与排管及库温的温度是一致的 ,温度计

工作 , 当低温盐水进入排管末端时温度急速下降 , 温度计

也就停止工作。 排管内充满了低温的盐水 , 可使冷库温度

控制在目的温度范围内。

为了解决库房温度滞后和更准确控制 , 2000年对此系

统做了改进 , 即在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之间加了一个时间

继电器 , 利用盐水泵工作的时间和温度计感温头来进行双

重控制 , 防止温度计有误或其它器件的故障 , 这样 , 蚕种

库温度才能达到最佳温度。 2001年在省内外两个蚕种冷库

用此系统控温 , 由于方便、 实用、精确等优点得到好评。目

前 , 我们与西安一家电子公司合作正在研制一种适合我们

蚕种冷库的电子数码温控系统 (显示℉ , 精确 0. 1, 具有

延时等功能 ) 以便取代温度计和继电器 , 使我们能够更准

确、 更直观的掌握库房的温度。

采用必要的措施可以使冷库节能。 如: 采用隔热保护

良好的材料或加厚隔热层 , 虽然一次性的投资费用较高 ,

但能降低日常运转的耗电量 , 总的来说是可靠经济的。 因

此 , 要尽量采用新的材料 , 如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或聚

氨酯泡沫塑料代替珍珠岩和软木板等。 加强技术管理 , 逐

步淘汰耗电量大的旧式制冷压缩机和热交换设备 , 改善冷

却水的水质 , 去除水垢。采用冷却塔循环水可以节约用水。

总之 , 通过自己十多年来的实践 , 深深体会到随着科

技进一步发展和感温元器件等新产品的出现 , 必将使冷库

温度控制更加方便、 精确、 稳定、 省工省时、 降低成本 , 更

富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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