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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肉罐头杀 菌条件 的探讨

郭继科 刁道守 梁金梅

( 镇江罐头食 品厂 )

前
.

J曰

乏亏

午餐肉罐头在 肉类罐头中是一个产量较大的品种
,

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比较多
,

其中杀

菌条件影响最大
。

目前国内大都是采用 12 1℃ 的杀菌温度
,

这个温度是否适宜
,

笔者通过测

定午餐肉的传热速度
,

描绘出传热曲线
,

求出 f 、 和 j 值
,

利用鲍尔 ( B a 。 。
) 公 式计算出各种

温度下的加热时间
,

然后进行实罐对照试验
,

发现采用低温长时间杀菌的产品比高温短时杀

菌的产品质量好
,

其主要原因是内容物一肉糜传热速度慢
。

采用高温短时杀菌
,

当罐 内冷点

受热达到杀菌值时
,

接近罐壁的食品受热过度
,

温度越高
,

过热现象越严重
。

1 试验方法及结果

1
。

1 仪器设备

1
.

1
.

1 丹麦 E n a b 的
`

r E C 数字直读式罐头中心温度测定仪

1
。

1
。

2 美国 E c r l a n d 热电偶

1
.

1
.

3 9 6 2 型 3 9 7 9 圆罐午餐肉

1
.

1
.

4 生产线上的卧式杀菌锅

1
.

2 试验方法

将热 电偶装入空罐的几何中心的冷点处
,

再按午餐 肉生产方式
,

填充封罐
。

先将封好的

罐头放入杀菌篮中
,

杀菌篮位于杀菌锅正中
,

并用导线连接测试仪
,

同时在罐头附近放一支

热 电偶
,

测试杀菌锅 内加热介质温度
。

按照通常的操作规程进行升温和恒温
。

本试验每次测 10

个罐头
,

采用两分钟排气
,

一分钟将锅内温度升到 12 1℃
。

在蒸汽阀打开的同时
,

开始计时

测温
。

每隔一分钟取一次温度数据
,

当罐内冷点温度数据开始恒定时停止加热
,

冷却后取出

试验罐
。

观察热 电偶探头在固形物中的情况 (测试数据略 )
。

1
.

3 描绘传热曲线求出表示传热速度的 f h 和 j值

将测得的各个罐头的数据取算术平均值
,

按 B al l ( 1 9 5 7) 方法
,

在半对数坐标纸上作图
,

即将坐标纸上下倒转 18 0度
,

对数坐标上最高线标出比杀菌温度低 1度
,

(即 12 0℃ )
,

在纵

坐标上第一个对数坐标为每格 1 ℃
,

第二个对数坐标每隔10 ℃
,

依次标出温度值
。

时间为横

坐标
。

然后将加热时间测得 的罐头温度在坐标纸上作传热曲线
,

如图 1
。

f h值为穿过一个 对

本文 1 9 8 7 年 1 2 月 2 2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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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周期斜率
,

可 知 f h
为 66

。

再将开始升温时间乘 0
.

58
,

并在时间坐标上确定该点
,

作垂线

和传热曲线中直线部分延长线相交
,

该交点为校正零点
,

该点的相应温度为假初温度
,

本试

验的假初温度为 一 9℃
。

根据 j值计算式 〔’ 〕

可得

j = ( R T 一 I
`

T , ) / ( R T 一 I T ) = 〔 1 2 1一 ( 一 9 ) 〕/ ( 12 1 一 2 3 ) = 1
.

3 2

式中

R T

— 加热杀菌温度 ( ℃ )

IT ` 二二罐头杀菌前初温 (℃ )

F T,
一

罐头假初温 (℃ )

呷118山邓洽川撰

部少

讯肚肚”初51“肚”

图 1 传 热 曲 线 图

2 杀菌时间的计算

利用鲍尔 ( B a n )公式计算法
,

分别计算出在 1 12 ℃
、

1 18 ℃
、

12 1℃
、

12 5℃
、

1 30 ℃的杀

菌时间
,

确立杀菌规程
。

计算式中的 Z 和 F 取经验值
,

f h 和 j值由上述加热 曲 线 中求得
。

然后按照简单型加热杀菌传 导曲线的加热时间计算表工“ l逐项填写和计算
,

结果见表 1
。

表 1 简单型加热曲线的加热杀菌时间

B 值 计 算 项 目

F (冷点杀菌值 ) 3 3 3 3 3

Z (热力致死时间曲线斜率 ) 1 0 1 0 1 0
.

10 1 0

f 、 (加热曲线中直线部分斜率 ) 6 6 6 6 6 6 6 6 6 6

j (加热时间的滞后因子 ) 1
。

3 2 1
.

3 2 1
。

3 2 1
.

3 2 1
.

3 2

/厂

一一一-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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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 )

R T( 杀菌温度( )℃ )

F i( 查F i 表 )

I T( 罐内初温 )

j l=R T 一假初温

1 0 9j l

f 、
/

u
(

= fh
/ Fx F i )

1 0 9 9

1
0 9j l一1 0 9 9

B [= f 、x( 1 0 9j l一1 0 9 9( )分 )

1 1 2 C o

8
。

18 2

2 3
。

5

1 2 lC o

2
。

8 0 0

2
。

7 0

0
。

2 0

1
。

8 8 0

1 24
。

0

1 18 ℃1 1 2 ℃5 1 2 ℃1 3 0℃

2
。

4 2 01
。

02 3 0
。

4 0 0 0
。

1 28 8

2 3
。

5 2 3
。

5 2 3
。

5 2 3
。

5

17 2 ℃1 3 0℃1 34 ℃1 3 9℃

2
。

1 0 02
。

1 1 02
。

1 27 2
。

1 4 3

1 0
。

7 7 1 2
。

5 5 05
。

007 1 1
。

87

O
。

7 0 0
。

8 1 6
。

01 3
。

2 0

1
。

4 0 01
。

25 01
。

7 0 90
。

94 3

92
。

8 4 2
。

5 7 2
。

4 2 6
。

2

注
:

B 值为恒温时间加5 % 8 的升温时间

3 罐内不同点传热速率的换算

为了求得在加热杀菌时同一罐 内不同点的F 值
,

一旦罐内冷点传热特性值求得后
,

利用

不同直径罐型 f 、 值的换算式求得罐内各点的传热速率 f 、 值
,

然后利 用 B o n 公式再计算出各

点的 F 值
,

换算式如下 〔’ 】

f h l
/ f 、 : = 0

.

9 3 3 x d , 2
/〔( d ;

/ l: ) “ + 2
.

3 4〕 x 〔( d Z

/ 12 ) “ + 2
.

3 4〕 / 0
.

9 5 3 x d 2 2
.

式中

f 、 , 、 f、 :

一
已知和未知不同罐型的传热特性值

d l 、

d Z

一
已知和未知不同罐型 的罐头内径

. ,

11、 12

—
已知和未知罐头外高

。

通过上式计算
,

得出距离罐壁 15 m m 处的 f 、
二:

1 1
.

47
。

填写加热杀菌致 死值表
。

求得该

点在各种温度下的 F 值
,

如表 2
。

表 2 简单型加热杀菌致死值表

F 值 计 算 项 目

2 1 0 1 0 1 0 1 0 1 0

f 、 1 1
.

5 1 1 1
。

5 1 1 1
。

5 1 1 1
。

5 1 1 1
.

5 1

j
·

1
。

3 2 1
。

3 2 1
。

3 2 1
。

3 2 1
。

3 2

R T (杀菌温度 ) ( ℃ ) 1 1 2 1 1 8 1 2 1 12 5 1 3 0

F i
·

8
。

12 8 2
。

0 2 4 1
。

0 2 3 0
。

4 1 0 0
。

1 2 9

j l ( R T一假初温 ) ( ℃ ) 1 2 1 12 7 1 3 0 1 3 4 1 3 9

10 9 j I Z
。

0 8 0 2
。

1 0 0 2
.

1 1 0 2
。

1 3 2
。

14 3

B (恒温和升温时间 ) (分 ) 12 4
.

0 9 2
。

吐 5 2
.

5 7 2
。

4 6 2
。

2

B / f h 1 0
.

了7 0 8
。

0 2 0 7
。

1 6 7 6
。

3 0 0 5
。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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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2 )

F 值 计 算 项 目

to
.

z 〔= fh x( 10 9 j Z +1 ) 〕3 5
.

1 93 5
.

6 3 5 5
.

753 6
.

0 23 6
.

0 5

tu 〔 B一 to
.

1 〕 8 8
。

6 5 86
.

76 2 4
。

3 83 6
。

3 826
.

15

f、/
u 0

.

1 〔从 f/
u :

10 9 9 图求〕0
.

6 0 5
.

6 80
.

6 0 8
.

6 80
.

6 8

f、/ f、/
u o

.

l xF 2 i
.

0 5 25
.

0 6 6 5
.

6 90 1 4
.

2 80 3 1 1
.

410

tu
/ F 10 1

.

0 1 2 9 8
。

0 20 45
。

7 7 7 胡
。

3 0 720 3
。

0 20

F 〔 f、/ f、/
u o

.

, 火 F i + t u
/ F i 1 2

.

9 9 2 3 6
.

3 8 0 5 1
.

4 6 0 1 3 0
.

0 0 0 3 5 4
.

3 0 0

5 实 罐 试 验

在大生产线中抽样 3 0 0 罐封好的 3 97 克 圆罐午餐肉罐头
,

分别采用 1 12 ℃
、

1 18 ℃
、

1 21 ℃

王25 ℃
、

1 30 ℃的杀菌温度时
,

按上表计算的加热时间杀菌
。

将杀菌后 的罐头立即送 37 ℃恒温

库中保温一周
。

尔后抽样分析
。

结果见表 3
。

表 3 实罐试验结果

杀 。 式 ,保温胖罐数 ’ 成 品 形 态 {
口 感 …脂肪析姗况

1 5
, 一 1 2 4

, 一 反压
八 1 2℃

15 ` 一 9 2, 一 反压
/ 1 1 8 cC

1夕 一 7 5’ 一 反压
八 2 l oC

15, 一 7 2, 一 反压
/ 1 2 5℃

15
, 一 5 5, 一 反压

/ 1 3 0℃

无
」

抽检 10 罐形态完整 l 弹 性 好

同 上 弹 性 好

抽检 10 罐塌肩 2罐 弹 性 好
其中一罐 微 量

析出

抽检 10 罐塌肩 5罐 弹 性 差 有 8罐析出

抽检 10 罐塌肩 7罐 弹性差软烂感 均有少量析出

6 结果与讨论

午餐肉罐头传热速度较慢
,

罐壁与中心点温度差比较大
,

不宜采用高温短时杀菌
。

但杀

菌温度又不能过低
,

否则影响生产率
,

本实验证明
,

采用 1 16 ~ 1 18 ℃的杀菌温度为宜
。

当罐内中心的 F值达 到 3 时
,

在 离罐壁 i s m m 处
,

F z Z I
O

e = 5 2
.

4 6 ; F l l Z
O

e = 1 2
.

0 0 ,

F l o on c = 34 4
.

4 0
。

39 7 克圆罐午餐肉
,

在靠 15 m m 以内的内容物占全罐的 75 %
,

因 而 在高温

杀菌时由于罐内大部分食品受热过度
,

使整个产品质量受到影响
。

本研究虽未进行接菌试验
,

但是根据计算的杀菌条件均进行了实罐试验
,

试样经保温后

/

_ - - - - - - - - - - - - -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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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细菌性胖罐
。

证实了本研究的杀菌条件是安全可靠的
。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进一步验证

午餐肉罐头不能采用高温短时杀菌的工艺条件
,

至于合适的低温长时 间杀菌的工艺条件还有

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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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 简 ’及

今” 咧 , 一 , , ”
,

常州玻璃厂于 1 9 8 6年从西德引进一套玻璃液料道温度控制系统
,

是有数字显示的计算机

控制系统
,

稳定性很好
,

稳态偏差为士 1℃
。

因为只显示整数
,

按照 4 舍 5 入的规则
,

) 0
.

5

取 1
,

< 0
.

5取 O
,

故稳态偏差实为士 1
.

5℃
。

进口
;
这系统用去 30 万美元

,

国内至今尚未研制

这种系统
。

国内许多玻璃厂是用人工 (凭经验 )或仪表调节器控制
,

由于检测信息滞后
,

不能

即时测得温度变化
,

稳态偏差有的大到士 30 一 5 0℃
,

严重影响产品质量
。

作者利用现有设备
,

主要是 T P 80 1单板计算机
,

大时滞电阻式温度传感器等
,

模拟设计

了一个玻璃液料道温度控制试验系统
,

这是有数字显示的计算机恒温控制系统
,

6 位 7 段显

示器
,

前 4 位为整数
,

后 2 位为小数
。

可 以解决信息滞后这一难点
。

试验系统的结构示意图为

or 2 2 0 V

杏

计算机 1
一

1竺j一}可控硅卜巨可 {
一
份

T ℃

七一
L吧

_ _ _

]
一…

⑧个|!1

温度变送器 {
一
阵
度传感器

本系统通过恒温控制试验
,

稳态偏差 < 0
.

5℃
,

相对偏差 < 0
.

5 %
,

证明稳定性比西德进

口的温控系统为好
。

本试验系统被控对象温度为 1 00 ℃以下
,

调节范围 1 02 ℃
,

而玻璃液料道温度控制对象在

10 0 0℃ 以上
,

但都是属恒温控制
,

调节范围 1 02 ℃ 已足够
,

相对偏差也 可 设 计 成 相 同等

级
。

本系统所采用的控制规律及实验数据
、

控制算法等将另文发表
。

(王 乡匕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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