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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葡萄酒灌装过程中检测

装置，包括用于传输成品酒箱至码垛设备的传送

带，还包括称重传感器、控制器、集瓶台和拨轮部

件；称重传感器设置在与码垛设备连接的传送带

上；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通过信号线与所述称重

传感器连接，控制器的信号输出端通过信号线与

拨轮部件连接；本发明通过称重传感器检测出成

品酒箱的重量数据并将重量数据送至控制器，控

制器判断重量数据是否合格，根据重量数据检测

成品酒箱缺瓶，当检测出重量数据不合格，控制

器发送启动信号，启动拨轮部件将重量不合格的

成品酒箱挑出来推送入集平台的托盘，从而避免

重量不合格的成品酒箱送入码垛设备，避免将缺

瓶的成品酒箱进行码垛，实现了流入市场的成品

酒箱无缺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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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葡萄酒灌装过程中检测装置，包括用于传输成品酒箱至码垛设备的传送带，其

特征在于：还包括称重传感器、控制器、集瓶台和拨轮部件；

所述称重传感器设置在与码垛设备连接的传送带上；

所述控制器包括信号输入端、信号输出端、存储器和处理器，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通过

信号线与所述称重传感器连接，控制器的信号输出端通过信号线与拨轮部件连接；

所述拨轮部件包括推瓶杆、传动件、驱动电机，驱动电机通过传动件带动推瓶杆往复移

动；

所述集瓶台设置有容纳不合格酒箱的托盘，托盘与推瓶杆分别设置于所述传送带两侧

相互对应的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葡萄酒灌装过程中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位移传

感器，位移传感器设置于传送带或拨轮部件，该位移传感器可根据所述传送带上成品酒箱

发生的移动产生位移信号，位移传感器与所述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设置

有根据所述位移信号向所述信号输出端发送信号的程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葡萄酒灌装过程中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称重传感

器为两台波纹管式称重传感器，分别设置于所述传送带的两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葡萄酒灌装过程中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件包

括蜗轮、蜗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葡萄酒灌装过程中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托盘与传

送带之间设置有不合格产品传送带，传送带的宽度大于一个成品酒箱的宽度且小于两个成

品酒箱的宽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葡萄酒灌装过程中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为

PLC可编程控制器,所述存储器预先存储有标准重量数据，所述处理器设置有判断称重传感

器输送的重量数据是否小于所述标准重量数据的程序，以及根据判断根据结果向所述信号

输出端发送信号的程序。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葡萄酒灌装过程中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葡萄酒灌

装过程中检测装置设置在装箱设备与码垛设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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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葡萄酒灌装过程中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制酒设备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葡萄酒灌装过程中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竞争力，各葡萄酒生产厂家越来越注重产品品质的提升，目

前葡萄酒的灌装、装箱工序通常采用大规模、自动化设备来完成，经过灌装、装箱工序后的

成品酒整中会按照要求装入不同数量的成品酒，在成品酒整箱中会有一部分产品不合格，

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成品酒整箱装入的成品酒数量不足，造成整箱成品酒缺瓶现象，整箱缺

瓶不但会影响产品的销售，而且会使厂家品牌受到一定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旨在提出一种葡萄酒灌装过程中检测装置，尤其适合检测成品

酒箱缺瓶使用。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装置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葡萄酒灌装过程中检

测装置，包括用于传输成品酒箱至码垛设备的传送带，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称重传感器、控

制器、集瓶台和拨轮部件；

[0005] 所述称重传感器设置在与码垛设备连接的传送带上；

[0006] 所述控制器包括信号输入端、信号输出端、存储器和处理器，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

通过信号线与所述称重传感器连接，控制器的信号输出端通过信号线与拨轮部件连接；

[0007] 所述拨轮部件包括推瓶杆、传动件、驱动电机，驱动电机通过传动件带动推瓶杆往

复移动；

[0008] 所述集瓶台设置有容纳不合格酒箱的托盘，托盘与推瓶杆分别设置于所述传送带

两侧相互对应的位置。

[0009] 进一步地，还包括位移传感器，位移传感器设置于传送带或拨轮部件，该位移传感

器可根据所述传送带上成品酒箱发生的移动产生位移信号，位移传感器与所述控制器的信

号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设置有根据所述位移信号向所述信号输出端发送信号的程序。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称重传感器为两台波纹管式称重传感器，分别设置于所述传送带

的两侧。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传动件包括蜗轮、蜗杆。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托盘与传送带之间设置有不合格产品传送带，传送带的宽度大于

一个成品酒箱的宽度且小于两个成品酒箱的宽度。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控制器为PLC可编程控制器,所述存储器预先存储有标准重量数

据，所述处理器设置有判断称重传感器输送的重量数据是否小于所述标准重量数据的程

序，以及根据判断根据结果向所述信号输出端发送信号的程序。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葡萄酒灌装过程中检测装置设置在装箱设备与码垛设备之间。

[0015]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所述的装置具有以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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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1)本发明通过称重传感器、拨轮部件、控制器，称重传感器检测出成品酒箱的重

量数据并将重量数据送至控制器，控制器判断重量数据是否合格，根据重量数据检测成品

酒箱缺瓶，当检测出重量数据不合格，控制器向拨轮部件发送启动信号，通过启动拨轮部件

将重量不合格的成品酒箱挑出来推送入集平台的托盘，从而避免重量不合格的成品酒箱送

入码垛设备，避免将缺瓶的成品酒箱进行码垛，实现了流入市场的成品酒箱无缺瓶现象。

[0017] (2)本发明通过控制器接收并根据位移传感器产生位移信号，向所述信号输出端

发送信号控制拨轮部件工作，进一步提高拨轮部件推动成品酒箱的准确性。

[0018] (3)本发明通过本发明通过托盘与传送带之间设置有不合格产品传送带，使得不

合格产品传送带容纳一只成品酒箱通过，进一步地避免了成品酒箱互相碰撞造成瓶身破

损。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中：

[0020] 图1为本发明整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拨轮部件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控制器的程序流程图；

[0023] 图4为控制器的程序流程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

[0025] 1-集瓶台；2-不合格产品传送带；3-码垛设备；4-称重传感器；5-传送带；6-成品酒

箱；7-推瓶杆；8-位移传感器；9-拨轮部件；10-控制器；11-托盘；12-装箱设备；201-蜗杆；

202-涡轮；203-驱动电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图1至2所示是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一种葡萄酒灌

装过程中检测装置，还包括称重传感器4、控制器10、集瓶台1和拨轮部件9；

[0027] 所述称重传感器4设置在与码垛设备3连接的传送带5上；

[0028] 所述控制器10包括信号输入端、信号输出端、存储器和处理器，控制器的信号输入

端通过信号线与所述称重传感器4连接，控制器10的信号输出端通过信号线与拨轮部件9连

接；

[0029] 所述拨轮部件9包括推瓶杆7、传动件、驱动电机203，驱动电机203通过传动件带动

推瓶杆7往复移动；

[0030] 所述集瓶台1设置有容纳不合格酒箱的托盘11，托盘11与推瓶杆7分别设置于所述

传送带5两侧相互对应的位置。

[0031] 还包括位移传感器8，位移传感器8设置于传送带5或拨轮部件9，该位移传感器8可

根据所述传送带5上成品酒箱发生的移动产生位移信号，位移传感器8与所述控制器10的信

号输入端连接；所述控制器10设置有根据所述位移信号向所述信号输出端发送信号的程

序。

[0032] 所述传动件包括蜗轮22、蜗杆201。

[0033] 所述托盘11与传送带5之间设置有不合格产品传送带2，传送带5的宽度大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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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酒箱的宽度且小于两个成品酒箱的宽度。

[0034] 所述称重传感器4为两台波纹管式称重传感器，分别设置于所述传送带的两侧。

[0035] 所述控制器10为PLC可编程控制器,所述存储器预先存储有标准重量数据，所述处

理器10设置有判断称重传感器4输送的重量数据是否小于所述标准重量数据的程序，以及

根据判断根据结果向所述信号输出端发送信号的程序。

[0036] 所述葡萄酒灌装过程中检测装置设置在装箱设备12与码垛设备3之间。

[0037] 如图3所示，控制器的程序流程图，控制器程序包括：接收称重传感器发送的重量

数据，读取存储器内标准重量数据，判断是否重量数据小于标准重量数据，判断结果为是则

启动拨轮部件工作，判断结果为否则延时循环。

[0038] 如图4所示，为了进一步提高拨轮部件推动成品酒箱的准确性，控制器程序包括：

接收称重传感器发送的重量数据，读取存储器内标准重量数据，接收位移传感器发送的位

移信号，判断是否重量数据小于标准重量数据，判断结果为是根据位移信号向信号输出端

发送信号，启动拨轮部件工作，判断结果为否则延时循环。

[0039] 本发明上述实施例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称重传感器是一种将质量信号转换成

可测量的电信号输出装置，现有技术中有各种各样的称重传感器，例电容式称重传感器、电

磁平衡式传感器和压电式称重传感器等等；波纹管式称重传感器为弯曲梁结构传感器，采

用金属波纹管焊接密封形式，内部充入惰性气体，可承受拉压两种受力形式，抗过载，抗疲

劳，抗偏载能力强，可应用于电子皮带秤，料斗秤，平台秤等专用衡器及各种材料试验及其

它测力装置的电子化改造；其秤台平面可满足600×600mm；适用于包装秤，波纹管式传感量

程：10，20，30，50，100，200，300，500，700，1000kg；本实施例采用波纹管式称重传感器，可以

在现有传送带上进行安装，且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

[0040] 本发明上述实施例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位移传感器又称为线性传感器，是一

种属于金属感应的线性器件，传感器的作用是把各种被测物理量转换为电量；在生产过程

中，位移的测量一般分为测量实物尺寸和机械位移两种；按被测变量变换的形式不同，位移

传感器可分为模拟式和数字式两种；本实施例采用位移式数字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发展迅

速，应用日益广泛，并且位移式数字传感器可以将信号直接送入控制器的信号接收端。位移

传感器设置在传送带或拨轮部件上，位移传感器检测到传送带、传送带上成品酒箱发生的

移动并将产生的位移信号传送至控制器，控制器接收并根据位移传感器产生位移信号，向

所述信号输出端发送信号控制拨轮部件工作，进一步提高拨轮部件推动成品酒箱的准确

性。

[0041] 本发明上述实施例的工作过程是：在装箱设备与码垛设备之间的传送带上安装称

重传感器，托盘与推瓶杆分别设置于所述传送带两侧相互对应的位置；成品酒箱经过通过

称重传感器，称重传感器对通过传送带的成品酒箱进行称重并将重量数据发送到控制器，

控制器预先储存标准重量数据，控制器接收称重传感器发送的重量数据，判断是否重量数

据小于标准重量数据，若判决结果为“否”，则成品酒箱顺利通过；若判决结果为“是”，则成

品酒箱为不合格，控制器的信号输出端向拨轮部件发出信号，启动拨轮部件将不合格的成

品酒箱推向集瓶台；为了进一步提高拨轮部件推动成品酒箱的准确性，控制器程序包括：接

收称重传感器发送的重量数据，读取存储器内标准重量数据，接收位移传感器发送的位移

信号，判断是否重量数据小于标准重量数据，判断结果为是根据位移信号向信号输出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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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信号，启动拨轮部件工作，判断结果为否则延时循环。

[0042] 控制器的参数设置如下：

[0043] 标准重量数据＝【(750g+单个酒瓶质量)×n瓶+单个纸箱质量】+误差；

[0044] 误差＝300g/箱；

[0045] 重量数据＝称重传感器发送的重量数据；

[0046] 重量数据＞标准数据，则控制器启动波轮将其酒箱向侧面推送至托盘；

[0047] 重量数据＜标准数据，则成品酒箱通过传送带送至码垛设备，进行码垛。

[004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1284783 A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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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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