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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人们对鱿鱼须花样吃法和做法不断升级的要求，开发了一种全新型替代人工将鱿鱼须切成五瓣花形状的机械设备。
该产品设计科学、独特、新颖、安全实用，能满足人们追求新花样吃法的需求，解决了依靠纯手工操作工人工作量大、工作效率低、
安全性差的问题，该产品释放了在市场中采用人工切割压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性，具有很强的市场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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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吃”已经不仅仅是果腹

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注重吃好吃出花样，吃鱿鱼须时要求
师傅切成花朵的形状，获得更好的感观和体验，以增强观赏性、促
进食欲。但目前鱿鱼须花样产品大部分都靠人工进行切割，存在效
率低，切割不均匀，废品率高，生产过程中容易误切伤手等问题。
鱿鱼须花形切割机能释放在市场中采用人工切割压力，能把鱿鱼须
切成五瓣花一样的形状，满足加工企业及顾客的需求。 

1.组成与原理 
鱿鱼须花形切割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送料盘，切割刀盘及出

料带。 
（1）送料部分 
送料部分采用盘式结构，盘面轴向和径向都要开槽，轴向开槽

是为了放置鱿鱼须，径向开槽是为了刀具进入切割。将选择好的鱿
鱼须放置在槽内，随着送料盘匀速旋转，鱿鱼须均匀送至切割部位，
进行切割。 

（2）切割部分 
切割刀具采用盘式结构，设计成大小直径不同的刀片，每五片

为一组，由四个短刀片和一个长刀片构成，根据鱿鱼须花形间隔的
要求，依次安装在刀轴上，根据鱿鱼须的长短，可以多组安装。短
刀片负责切花，不切断，长刀片负责切断，大小刀片同时切割，只
是深度不同。 

（3）出料部分 
出料部分采用传送带装置，传送带下面装有棍子，接触面依靠

摩擦力带动传送带移动，切割后的成品由送料盘送出刀片位置,落在
传送带送出机器装箱。 

  
2.产品特点 
（1）独特性 
经查询，目前国内外市场上尚未出现同类型鱿鱼须花形切割设

备，它与普通的鱿鱼须切片/切断机完全不同，花形切割还依靠纯手
工。本产品设计科学、安全、实用，能满足人们追求新花样吃法的
需求，养眼有食欲又好吃，有很强的市场推广价值。 

（2）新颖性 
本产品，完全区别于手工操作，与目前市场上存在的鱿鱼/鱼类

切片机，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性能要求上都有着很大差别，尚属
市场上首创。 

（3）创新性 
①采用专有技术，精度高。不是简单的将鱿鱼须切成小段和小

片，而是同时切割片与段，将鱿鱼须切割成连体的 5 片为一组，作
业后经热水漂烫即成一朵花的形状。 

②切割部分巧妙使用全封闭设计，完全避免刀具割伤人体的危
险，安全可靠。 

③使用模块化设计，针对不同大小的鱿鱼须，保证大部分部件
通用，仅需要更换一小部分配件即可实现加工。同时，模块化的设
计可以在使用简单工具的情况下就可以将机器拆解，便于维护清
洗，消毒杀菌。 

④多片切割具有嫩化效果，肉质更松软，口感更佳。 
3.切割要求 
①选择合适鱿鱼须，最好直径 20mm 左右的（目前这种尺寸的

为多，根据鱿鱼须的大小，可调整入槽口高度适应不同大小的鱿鱼
须），放入送料盘槽中。 

②切割鱿鱼须每片厚度约 4mm，5 片总厚度是 20mm，切割时
不切断底部保留 1-2mm，5 片之间保证连体为 1 段（也就是一个鱿
鱼花）。操作时，一个刀轴装 5 组刀片，可同时把鱿鱼须切成 5 段，
段与段之间分开，实际上就是 5 个初始产品。 

③切割后用热水进行漂烫，每段鱿鱼须还保留连体的外膜遇热
收缩，就会卷曲成形，变成五瓣花的形状。五瓣花形产品不仅好看
有观赏性，切割暴露面积也加大，更加适合佐料均匀进入其中，保
证美味，增强了消费者食欲。 

  
4.产品优势与不足 
机器的投入会节约很大人工成本，按一台机器代替 10 个人工

计算，一年为企业节省的工资也很可观。 
设备加工的原材料（鱿鱼须）丰富；可根据不同用户，设计成

不同等级固定式和便携式设备，真正满足客户的需求。 
不足之处，设备还不完善，还不能根据鱿鱼须大小自动调整切

割刀具，送料装置还需要人工操作，不能实现全自动送料，这也是
本设备以后研发的方向。 

5.结论 
鱿鱼须花形切割机既解决了人工切割鱿鱼须尺寸不标准不统

一的问题，又保证操作者不会接触锋利的刀片，避免误伤，并且大
大提高了切割效率，安全高效可靠，加工过程中人工参与少，保证
了食材更加安全卫生，不易污染。投放市场必然会受到一些水产品
加工厂，冷链食材工厂,以及酒店、日料和烧烤城等的欢迎与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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