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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概况 

成果名称 社区农产品配送网格式冷库对冷链流通 HACCP 体系的应用 

主要完成人 边国慧；吴思远；王剑；李宝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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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获奖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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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属实，人员排序无异议，无知识产权纠纷，同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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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简介 

提要：2、技术开发、技术发明、技术推广类项目填写所属科学技术领域、主要技术内容、

技术经济指标、促进行业科技进步作用及应用推广情况； 

（限本页） 

本发明涉及一种物流配送终端农产品冷藏技术，属于农产品冷库制造技术领域。 

农产品物流需要实现冷链运输配送，但配送到餐桌环节因缺乏“最后一公里”的冷藏

环节，而使得农产品全程冷链技术大打折扣，农产品的电商遇到瓶颈。 

本项目提供一种社区农产品配送网格式冷库，具有便于生鲜食品的交换、储藏，户主

可的独立使用、利用电致变色玻璃窗口可方便查看，储藏柜利用网格可实现快速恒温保鲜、

节约能源的特点。在冷库中实现了对冷凝水的收集和处理技术。利用扫描技术实现分户管

理。前后两个舱体和网格结构有效地提高库内流场均匀性，使库内温度梯度减小，较好解

决了冷库中流体温度分布不均匀、存在流动死区的缺陷。 

采用二氧化碳为冷媒技术的低温级系统为冷藏室提供冷源，实现冷藏车供应，可在不

需提供电源的地区应用。 

 

技术创新点： 

1) 社区配送冷库，方便电商购买农产品的保鲜问题，实现全程冷链。 

2) 利用电致变色玻璃窗口仅供用户查看。 

3) 前后冷藏舱和网格分隔结构，有效提高库内流场均匀性，使库内温度梯度减小，解

决了冷库中流体温度分布不均匀、存在流动死区的缺陷。 

4) 采用二氧化碳为冷媒技术的低温级系统为冷藏室提供冷源，实现冷藏车供应，可在

不需提供电源的地区应用。 

5) 实现了对冷凝水的收集和处理技术。 

技术性能： 

1) 前后分隔，中间通道便于冷空气对流，快速降温。 

2) 冷凝水收集技术稳定，完成中试。 

3) 中试效果良好。 

4) 网格结构便于冷空气对流，每个角落温度一致。 

5) 二氧化碳降温可以实现无电农村使用，且费用比电低廉，还环保。 

6) 产品已经正式生产； 

7) 工作温度：-20℃—45℃；温度控制范围范围：2℃±2℃ 

8) 工作电压：110—220V（交直流两用）； 

9) 控制系统：采用中央控制系统，完成所有的冷库库内物资信息、和冷库参数控制； 

推广应用情况： 

现由陕西中合农产品联合社开发设计运用为“嘟嘟”快运的终端设备，已经完成试生产

阶段，项目作为农产品的 HACCP全程冷链项目的重要环节，预计在全国逐渐铺设。 

 



三、项目详细内容 

1．立项背景 

（提要：简明扼要地概述立项时国内外相关科学技术状况，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尚待

解决的问题及立项目的） 

（限本页）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理念由量的要求转变为对

食品等的安全性和新鲜度的要求。 

农产品由于其产品的特殊性而在其运输过程中要求使用冷链运输，以保证农产品

的质量，减少农产品的消耗，防止农产品变质和污染。 

中国现代理性农业模式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已列入十三五规划。其模式已得到国家

农业部的认可，并在全国示范建立。 

而理性农业模式对农产品的销售途径主要是通过线上的门对门配送。理性农业模

式食品安全信用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有着农产品的冷链流通 HACCP体系的建立问题，但

是冷链运输环节还没有进入社区及分户。这对通过线上订货的农产品发展而言进入了

瓶颈阶段。也成了理性农业模式推广停滞的一个症结。 

国内外冷链技术均只有农产品的流通过程中的集中存储冷库研究，暂没有发新有

农产品进入社区直接针对家庭分户的冷库研究。故本项目在国内外均属于首例研究。 

（1）国外发达国家果蔬冷库多数规模大，趋于大型化发展发达国家注重大型冷库、

气调库的发展，一座冷库贮藏能力几万吨，拥有多条大型分级包装。 

(2)我国果蔬冷库现状 

a 农产品冷库逐步由大城市转向主产区建设。 

b 物流形式落后物流形式落后，冷链流通意识缺乏、设施严重不足。 

c 产品国内外市场竞争力差。对商品化处理的增值认识不足，国际市场价格低，

出口高端市场数量少；国内市场质量混杂。 

（3）技术比较 

a 本产品针对的是社区内的家庭使用，是冷链流通的最后一个环节。这是国内外

所没有的。 

b 国内外首次提出了循环装置提高室内的恒温效果，既是装满物品也不影响降温、

恒温。 

c 国内外首次设计了分户管理，独立的信息控制观察窗。 



2．科学技术内容 

（提要：从总体思路、研究成果或技术方案、实施效果三方面总结） 

（可另外敷页，不超过 6页） 

 

本项目采用一种社区农产品配送网格式冷库来解决这一矛盾。 

本储物冷柜主要的特点是可以分户独立使用储放物流配送到户的农产

品的冷柜。具有便于生鲜食品的交换、储藏，户主可的独立使用、利用电

致变色玻璃窗口可方便查看，储藏柜利用网格可实现快速恒温保鲜、节约

能源的特点。在冷库中实现了对冷凝水的收集和处理技术。利用扫描技术

实现分户管理。前后两个舱体和网格结构有效地提高库内流场均匀性，使

库内温度梯度减小，较好解决了冷库中流体温度分布不均匀、存在流动死

区的缺陷。 

采用二氧化碳为冷媒技术的低温级系统为冷藏室提供冷源，实现冷藏

车供应，可在不需提供电源的地区应用。 

通过网格式隔板进行各户之间的区隔，利用循环装置使得柜内温度迅

速降低到设定温度，并安装了一系列的保温装置和视察装置节约能源，便

于生鲜食品的取放。 

本项目采用了在柜体的横向中间设置通风通道和进行网格区隔分户空

间，可以有效的迅速降低室内各部分温度，即使在放置满物品后也能及时

保持温度一致。循环装置是通过在制冷通道两侧由顶部通到底部的进送风

管和出风管构成，一个管子向底部送入冷气，另一个管子吸出。 

节约能源是利用设有转向风帽和观察窗。观察窗的设置有效的减少了

开关门的次数，防止冷气的流失。考虑到了用户主的私密性，观察窗采用



了电致变色玻璃，用户通过扫描电子扫描可视窗，通电玻璃由有色变无色，

用户观察柜内有无物品，具有便于生鲜食品的交换、储藏，户主的独立使

用、方便查看，储藏柜恒温保鲜、节约能源的优点。加装风帽是当室外低

于柜体内温度，通过转向风帽引入室外冷空气，制冷装置停止工作，可节

约能源。 

本冷库安置于高端小区内，为分户使用的集中冷柜，用于放置各种生

鲜农产品。 

本项目解决了一般冷库降温不均匀、不迅速，以及服务到分户的问题，

让农产品物流进入社区后的保鲜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增加了专门的只有用

户和专门配送和维护人士使用的观察窗。 

现已在咸阳的部分社区使用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下一步，合作社拟先向全省所有社区推进一台，然后向高端社区增加

按户数的 5%设置相应的柜数。其次向全国推进。让理想农业示范到哪里，

我们的项目到哪里。 

 



3．本研究的发现点、发明点和创新点 

（限本页） 

（1）本项目是一种可移动式社区专用室外冷柜。用于实现农产品的冷链流通 

HACCP 体系的建立，完成冷链流通的“最后一公里”。 

农产品由于它的鲜度和易烂的特性制约着它的物流的严格性，虽然在“互联网+”

时代，但是农产品却很难实现它的线上交易。本项目的实施就是为了解决门对门配送，

线上订货后，由物流通过冷链配送放入本产品内，保鲜，因此解决了冷链流通的“最

后一公里”问题。 

（2） 本项目为多用户同时独立使用，配送农产品保鲜用物流柜。 

（3） 产品内部为网格状隔板区分各户空间，柜体是前后均能取物，柜体中间横

向留有空气流通通道。 

利用网格状设计，实现冷空气的对流不受影响，中间留有空气通道是防止库内物

品放置过满时，冷空气的对流不受影响。 

（4） 冷库设计了上下循环装置，让柜内温度迅速保持一致。 

两侧分别有进风装置和吸风装置，主动形成对流。 

（5） 设计了电致变色玻璃为观察窗，当用电子卡扫描门时，通电，玻璃变的清

晰，可观察柜内有无物品，再打开柜门，节约冷气，延时、断电后，玻璃恢复颜色看

不到柜内。 

（6） 设有转向换风风帽，当室外温度低于室内时可以通过风帽换气，直接制冷，

节约电能。 

（7）前后冷藏舱和网格分隔结构，有效提高库内流场均匀性，使库内温度梯度减

小，解决了冷库中流体温度分布不均匀、存在流动死区的缺陷。 

（8）采用二氧化碳为冷媒技术的低温级系统为冷藏室提供冷源，实现冷藏车供应，

可在不需提供电源的地区应用。 

（9）实现了对冷凝水的收集和处理技术。 

 



4．与当前国内外同类学科技术研究现状与水平比较 

（限 2页） 

国内外冷链技术均只有农产品的流通过程中的集中存储冷库研究，暂

没有发新有农产品进入社区直接针对家庭分户的冷库研究。故本项目在国

内外均属于首例研究。 

（1）国外发达国家果蔬冷库多数规模大，趋于大型化发展 

发达国家注重大型冷库、气调库的发展，一座冷库贮藏能力几万吨，拥有

多条大型分级包装。 

(2)我国果蔬冷库现状 

a 农产品冷库逐步由大城市转向主产区建设。 

b 物流形式落后物流形式落后，冷链流通意识缺乏、设施严重不足。 

c 产品国内外市场竞争力差。对商品化处理的增值认识不足，国际市场价

格低，出口高端市场数量少；国内市场质量混杂。 

（3）技术比较 

a 本产品针对的是社区内的家庭使用，是冷链流通的最后一个环节。这是

国内外所没有的。 

b 国内外首次提出了循环装置提高室内的恒温效果，既是装满物品也不影

响降温、恒温。 

c 国内外首次设计了分户管理，独立的信息控制观察窗。 

d 在冷库中实现了对冷凝水的收集和处理技术。 

e 利用扫描技术实现分户管理。前后两个舱体和网格结构有效地提高库内

流场均匀性，使库内温度梯度减小，较好解决了冷库中流体温度分布不均

匀、存在流动死区的缺陷。 

f 采用二氧化碳为冷媒技术的低温级系统为冷藏室提供冷源，实现冷藏车

供应，可在不需提供电源的地区应用。 

 



5．应用情况（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情况） 

2015 年 10 月，边国慧等同志研制的社区可移动式农产品配送网格式冷库和我合

作社合作生产。此产品应用于我社承办的国家农业部“948”项目的理性农业的冷链流

通 HACCP 应用环节，经安装和使用半年后发现对农产品的流通进入社区环节的农产品

保鲜效果稳定、质量优良，达到了我社对农产品的冷链流通的设计要求。次年 2 月开

始大量生产，截止 2015 年 8 月以生产了 100 余台，并已逐步在全省进行安装推广使

用。产生了较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理性农业项目是国家农业部扶持项目，社区农产品配送网格式冷库推动了理性农业

的发展，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较高的意义。 

 

现本技术已与陕西农产品合作社合作开发生产，产品已进入咸阳市部分社区使用。

产品被指定为国家 948 农业项目理性农业 HACCP 冷链流通过程中社区入户专用冷库。 

(1)本技术实现了农产品的电子商务过程。 

网购农产品存在保鲜问题，项目实现了冷链运输的最后一公里的要求； 

（2）农产品实现了门对门的配送，为消费者节约了购买时间，保鲜农产品，按自

己的时间取放物品； 

（3）本产品位于社区门口，外形美观大方形成高档社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4）柜两侧和顶部均设有广告，及装饰又产生效益。 

（5）解决了社区地方紧张、用电不便的缺点，实现了采用二氧化碳为冷媒技术的

低温级系统为冷藏室提供冷源，实现冷藏车供应，可在不需提供电源的地区应用。 

（6）解决了冷库内的冷凝水问题，保证农产品的干燥和观察窗的干燥。 

 



 

6．申请、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国别 
知识产权类

别 
成果名称 申请号 授权号（批准号） 

中国 发明专利 
一种社区农产品配送网 

格式冷库 
201510055184.6 ZL201510055184.6 

中国 实用新型 
一种社区农产品配送网

格式 冷库 
201520075126.5 201520075126.5 

     

     

     

     

     

     



四、项目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第 1完成人： 

姓  名 边国慧 性别 女 年龄 48 

所在单位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文化程度 硕士 

从事专业 机械设计 技术职称 副高级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

间 
2015-01-13至 2017-10-31 

对项目的主

要创造性贡

献 

 本成果的设计，调研和数据分析，专利申报，撰写 SCI 论文一

篇，核心论文 2篇。 

声  明 

本人严格按照《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具体要

求，对推荐书及其附件进行了审阅，确认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

并符合相关保密规定。如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应后果并接受

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第 2完成人： 

姓  名 吴思远 性别 男 年龄 19 

所在单位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文化程度 学士 

从事专业 机械 技术职称 助理工程师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

间 
2015-01-13至 2017-10-31 

对项目的主

要创造性贡

献 

 项目设计和专利申报工作，数据调研分析 

声  明 

本人严格按照《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具体要

求，对推荐书及其附件进行了审阅，确认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

并符合相关保密规定。如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应后果并接受

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第 3完成人： 

姓  名 王剑 性别 男 年龄 55 

所在单位 陕西中合农产品联合社 文化程度 硕士 

从事专业 农业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

间 
2006-10-02至 2017-10-31 

对项目的主

要创造性贡

献 

 项目的总设计师，农产品的实验及推广的主要推行者。 

声  明 

本人严格按照《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具体要

求，对推荐书及其附件进行了审阅，确认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

并符合相关保密规定。如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应后果并接受

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第 4完成人： 

姓  名 李宝侠 性别 男 年龄 36 

所在单位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文化程度 硕士 

从事专业 物流 技术职称 副教授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

间 
2015-03-16至 2017-10-31 

对项目的主

要创造性贡

献 

 调研数据收集，分析论证及方案的实施 

声  明 

本人严格按照《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具体要

求，对推荐书及其附件进行了审阅，确认全部内容和材料属实，

并符合相关保密规定。如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应后果并接受

相应处理。 

 

本人签名：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五、附件目录 

附件大类 子类 序号 附件名称 

二、知识产权证明 发明专利 1 一种社区农产品配送网格式冷库 

二、知识产权证明 实用新型 2 一种社区农产品配送网格式冷库 

三、应用证明 应用证明 3 应用证明 

三、应用证明 应用证明 4 应用经济效益证明 

一、论文著作证明 主要论文著作 5 农产品流通视角食品安全体系研究 

一、论文著作证明 主要论文著作 6 农产品冷链流通 HACCP体系的建立 

一、论文著作证明 主要论文著作 7 西安蔬菜产供销一体化模式建设研究 

一、论文著作证明 主要论文著作 8 
陕西特色农产品电商环境下的物流配送路径

建设 

五、其他证明 其他证明 9 科技成果登记证明 

五、其他证明 其他证明 10 合作合同 

五、其他证明 其他证明 11 教育部科技成果完成证书 

五、其他证明 其他证明 12 结项证明材料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六、附件材料 

要求： 

1.各成果类型 

A．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1）主要论文、著作（限 15篇，仅附首页）；

（2）被他人引用情况检索证明；（3）科学评价证明。 

B．技术开发、发明、推广：（1）技术评价证明；（2）应用证明；（3）相关技

术资料。 

C．软科学：（1）技术评价证明；（2）应用证明；（3）相关技术资料。 

注：科学评价证明包括: 他人在学术刊物或公开场合发表的对本成果重要科

学发现点（观点、结论）的学术性评价意见，或者验收、评审、鉴定等第三方评

价结论。 

技术评价证明包括：评审、检测、验收、鉴定、专利证书等。 

相关技术资料包括：研究报告、技术总结报告、调查、咨询报告、查新报告、

发表著作、论文等。 

2.涉及各级政府资助完成的项目，需提交计划项目下达部门同意结题、验收

的证明。 

3.附件最多不得超过 6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