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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采摘方法及采摘工具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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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花椒采摘主要缺点是采摘时刺易扎手，速度很慢，工作效率低。本文针对花椒产业链中采收困难的突出环

节，分析和探讨目前国内外各种采收方法和采收工具的研发及使用现状，对设计和开发采收效率更高的新型采收

工具具有很好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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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作为一种经济作物，种植在山坡和丘陵，因

树枝伸展长，具皮刺，果实小，采摘困难。目前虽然

出现了化学药剂喷洒、高枝剪切、机械振动、负压吸

收等采收方法，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因

此人工采摘仍是当前采收的主要方法。然而人工采

摘耗时长、成本高，成熟椒易脱落、褐变，致使花椒的

收成和质量大幅下降，大大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效益，

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椒农对花椒收获机械化盼望

已久，开发高效适用的花椒采摘器已迫在眉睫。

1 国内外花椒采摘方法现状及分析

花椒为单性结实，椒树栽植后第 3 年开花结果，

5 a ～ 6 a 进入盛果期，20 a ～ 25 a 以后开始衰老，其

寿命长达 40 多年。树冠一般高 3 m ～ 7 m，果实小

且成熟后极易开裂，果穗簇生于较短的果柄上，干、
枝均具皮刺，叶柄及小叶也均生有小刺，采收非常困

难。影响花椒丰产的主要因素是花芽、叶片和树冠。
这些生物学特征也是制约花椒采收、加工的关键因

素。目前国内外主要采收方法有以下几种:

1． 1 化学药剂喷洒法

据国外资料报道，这种方法是将化学药剂喷洒

于果实上，使果实与树枝在两天内发生分离，然后人

工捡拾果实。此方法的主要优点是高效、方便且避

免了花椒果柄、树枝、皮刺扎手等难题，缺点是捡拾

工作量太大，捡净率低。遇上雨天，未捡果易生霉、
腐烂，严重影响产品品质。另外，未成熟果、叶片也

同时脱落，损失较大，严重影响椒树采果后期的光合

作用和能量贮存，直接影响来年的产椒量，因此该方

法试用了 3 次后就被禁用。
1． 2 高枝剪切法

此法是利用普通高枝剪将果实从树枝上剪切下

来，掉落在地上，然后人工捡果。此方法较化学药剂

喷洒法的先进之处是，人工捡拾果穗时，捡果量相对

减少，可做到先熟先采，不熟的不采。但因剪刀笨

重，操作时剪枝人员工作强度大，生产效率较低，椒

树的叶片、花芽也易被剪掉。这是俄罗斯采摘沙棘

果实的方法，被科研人员改用于花椒采收。该方法

在试用中因还需人工捡拾果实，剪刀长度不可调整，

更高的枝条还需搭梯上树而使得椒农不够满意。
1． 3 机械振动法

据韩国资料显示，该法是用一种大型的机械手

夹住树枝的基部进行振摇，以此将花椒从椒树上抖

落下来，然后人工捡拾。此方法的优点是生产效率

高，适用于种植面积大，并有一定的株、行距的椒园。
但操作时，机械手会损伤树干，同时抖落掉部分花芽

和树叶，对椒树的生长和来年的产量影响较大。椒

树多分布于干旱贫瘠的山坡和房前屋后，立地条件

特殊，大型机械到不了树下，故不适用。
1． 4 负压虹吸法

此法只适用于较平坦的大型园林，能将产生较

强负压的大型动力机械用农用车开进林区，利用吸

管对准成熟果枝，将果实吸入储果箱中。其优点是

效率高，但同时会将花芽及嫩叶吸掉，影响来年产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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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耗能较大，不适用于大部分丘陵、山坡、河滩及房

前屋后椒果的采收。
1． 5 手工采摘法

此方法是目前国内外最主要的采收方法，它可

做到先熟的先采，后熟的后采。其主要缺点是采摘

时刺易扎手，速度很慢，工作效率低，高枝果即使搭

梯上树也难以采净，故采收率及采净均较低。

2 目前常用花椒采摘工具的研究

2． 1 普通剪刀

适用于新花椒林即 1. 5 m 以下矮林的采收，操

作轻巧、方便，但因树枝上有刺，容易扎伤手臂，采净

率高，但劳动效率低，采收人员费时费工，采收成本

增高。
2． 2 长柄剪刀

钢制长柄剪刀，必须双手操作，较笨重，长度不

可调整，剪刀头部不能弯曲，可以采摘较高的椒林，

对于高林(2. 2 m 以上)，还需搭梯上树才能够着，由

于剪刀体越长，柄部开合尺寸较大，超过 0. 5 m 以

后操作极不方便，同样会造成手臂肌肤的扎伤，若搭

梯不稳造成摔伤事故就会影响采收安全性。
2． 3 手套式采摘器

其专利号为:02114519，发明人是陕西省韩城市

新城区太史路东段启明花椒研究所闫启全。该产品

由切摘刀片、操作壳和护手布 3 部分组成，需要塑胶

注塑、冲压、连接成形等工艺流程，部件需要分别制

作，再依次将部件安装于膜具之中，最后用塑胶注塑

使整体连接成产品。能大幅度提高矮林的花椒采摘

工效和花椒质量，但不适用于高林。
2． 4 电动花椒采摘器

该产品由外壳、剪刀、连杆、减速装置和电动机

共同组成，电动机的转动通过连杆使转动变成动刀

片的摆动，与定刀片共同完成剪断花椒果实的柄。
该采摘器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在

电源不方便的情况下，可用电池替代电源，但只适用

于矮林。
2． 5 锯片式花椒采摘器

该产品由电动机和减速齿轮系统组成，体积小，

操作者一只手刚好能握住，圆形锯片垂直于微型电

动机及壳体的轴线，锯割效率很高，但需要电源，若

操作不小心，对锯刀附近的枝叶伤害较大，也有可能

严重伤害采收者的手指，只适用于矮林的采摘。
2． 6 新型高枝花椒采摘器

该采摘器的结构特点为:在支撑杆头部、安装了

一把特制的小剪刀，两剪刀刃在回位弹簧的作用下

处于常开状态，支撑杆下端安装的拇指环和杠杆指

环、相当于一把大剪刀的手柄，小剪刀活动手柄和杠

杆指环的摇臂用钢丝绳连接，构成二级杠杆传力结

构。剪刀头下方安装的集椒袋口钢环连在钢丝绳的

另一端，剪切时，集椒袋口钢环被钢丝绳拉起来处于

剪刀刃下方，刚好使减掉的花椒果落入其中，完成剪

切后，钢丝绳松弛，集椒袋口钢环自然下垂，使操作

者能够观察到剪刀头，继续寻找下一棵花椒果柄。
这种新型花椒采摘器的主要优点是:能大幅减少人

工捡果量、不需耗电，节能、无污染，可避免椒农搭梯

上树，保证树皮不受伤害、对椒树来年产果量影响较

小、有效提高采收安全性、采收率和采收速度。从产

品结构上来说，该花椒采摘器结构简单，重量轻，携

带、操作都很方便，加工制造非常容易，造价低廉，维

修简单方便，广大椒农容易接受，是一种既有利于椒

农提高劳动效率，减轻劳动强度，从而提高花椒种植

积极性和劳动生产效益，又能为生产厂家带来利润

的双赢产品。由于花椒种植面积非常广阔，发展速

度也很快，其产品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但只

适用于中等高枝。

3 国内外花椒采摘器研发趋势的探讨

目前，国内外在花椒采摘方法和采摘工具的研

究方面，还没有非常理想的方法和工具，特别是缺乏

能够适用于各种不同种植条件和不同生长期的花椒

采摘系列工具的研发。设计和开发花椒采摘工具应

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应减少对椒树生长和来年产量的影响;(2)

应减少拣果量，以保证果实质量，减轻劳动工作量;

(3)应采用操作臂长短可调节的花椒采摘器;(4)应

使采收者的手臂和身体不进入带刺的树枝丛中(5)

应该做到先熟先采、后熟后采。

4 探索研究的方向

4． 1 主要目标

花椒采摘是花椒生产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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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也是耗工最多、劳动强度最大的生产环节，目

前机械化采摘水平不到 5%，是发展花椒产业的瓶

颈所在。本项目研究开发适应花椒生产的花椒采摘

机，以解决机械化采摘的问题，从而实现“减工、降

本、提质、增效”目标，提高汉源县现代花椒产业机

械化水平。主要技术经济指标:(1) 产量:40 kg·
d －1 ～ 50 kg·d －1;(2)动力:功率≤ 50 W，48 V 畜电

池;(3)操作杆长度:2 m ～ 4 m(可调节);(4) 重量:

≤ 25 kg;(5)摘椒质量:不伤椒、不伤树。
4． 2 主要内容

4． 2． 1 研制花椒电动采摘工艺技术

根据花椒树生长和结果的特点，以及花椒树属

多枝、多刺植物，易伤人、花椒穗结实、不易脱落的特

性，研究采用电动方式采摘花椒的原理，工艺过程和

主要技术参数研究。
4． 2． 2 研制花椒电动采摘机

根据工艺特点和花椒树的特殊性，研制操作方

便、重量轻、产量大的电动采摘机，适应范围广，成本

低。
4． 2． 3 研制电动采摘头

采摘头由切割器、拨穗轮、刀架和护板组成。
4． 2． 4 研制动力装置和传动装置

采用畜电池或太阳能作电源，微型电机通过一

级齿轮传动，将动力传给切割器，通过胶带传动，将

动力传给拨穗轮。
4． 2． 5 中试生产试验研究

对所研发的电动花椒采摘机进行中试性能试验

和生产试验研究，根据试验结果，进行改进设计、优
化配套参数，确保机具的可靠性。

5 结语

本文论述了国内外各种花椒采摘方法的利弊，

对现有的几种花椒采摘工具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进

行了讨论，提出了研发一种利用蓄电池或太阳能电

池驱动的新型节能系列花椒采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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