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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秆作物立式割台双螺旋输送器参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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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分析了双螺旋机构立姿输送长茎秆作物的机理；利用室内试验台，通过正交试验找出了影响输送效

果的显著因素，通过回归试验找出了显著因素的较优参数值：螺旋输送器转速为 ３１９ｒ／ｍｉｎ，上下螺旋输送器距离

５７５ｍｍ，螺旋输送器叶片顶端相对动刀水平距离 １０ｍｍ，叶片升角 ３０°。进行了该组参数下的验证试验，综合评价

指标达到 ８９８，能够较好地适应玉米秸秆的立姿输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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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我国的高秆作物主要有高粱和玉米。高秆作物

的收获主要包括果穗收获和茎秆收获。玉米的机械

化收获，通常是先将玉米摘穗，然后将摘穗后杂乱无

章的玉米茎秆粉碎还田。现有的玉米收获机割台主

要作用是切割玉米秸秆并摘取果穗。玉米秸秆进入

割台后，首先被割刀切割，然后向后输送，同时通过

摘穗辊向下挤压秸秆并摘除果穗。摘穗后的玉米秸

秆以无序状态抛于割台下方，部分玉米秸秆将被轮

胎碾压于土壤中。置于拖拉机后部的秸秆粉碎装置

要把被碾压过的玉米秸秆捡拾起来进行粉碎，必须

使刀具入土，这样就造成了机器功耗急剧上升，而且

采用这种收获方式，秸秆只能进行粉碎还田，无法进

行综合回收利用。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对玉米

茎秆的收获要求差别很大，有些地区要求将摘穗后

的玉米茎秆回收用作电厂燃料，而在养殖业发达地

区，在玉米成熟之前，将带穗玉米植株收获后粉碎用

作青贮饲料。这就要求改变现有的玉米收获工艺，

采用先将玉米植株从根部切断，然后将其有序输送

至设定位置，再根据不同地区的使用要求处理，或切

碎用作饲料，或粉碎还田用作肥料，或收集用作燃料

等
［１］
。这种收获工艺要求玉米植株在从根部切断

时呈立姿状态，且能整齐有序的向横向（割台的左

右方向）输送，为后续的处理加工创造条件
［２］
。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双螺旋机构的

"

秆作物立式输送割台，并对该割台的核心部件双

螺旋横向输送机构进行工作机理分析与试验研究，



根据试验结果对其结构、运动参数进行优化。

１　工作机理

如图１所示，割台体１的前端装有切割装置 ２，
用于从根部切断其前方的茎秆；割台体 １的上方为
双螺旋横向输送装置，包括立柱 ３及对应固连于立
柱上的悬臂４，悬臂４的一端固连于对应的立柱上，
另一端向前悬伸，左右对应的两悬臂的悬伸端水平

装配有螺旋输送器 ５，螺旋输送器 ５用于向割台 １

图 １　割台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ｕｔｔｉｎｇｔａｂｌｅ
（ａ）前视图　（ｂ）俯视图

１．割台体　２．切割装置　３．立柱　４．悬臂　５．螺旋输送器　

６．立架　７．引导段　８．压紧段　９．引导支架　１０．压紧装置

的右侧（或左侧）输送经切割装置切断的茎秆，在螺

旋输送器５的作用下，被输送的茎秆始终保持立姿；
螺旋输送器有 ２个，２个螺旋输送器结构相同且一
上一下正对设置，二者的转动轴线在竖直方向上的

投影重合，使用时将两螺旋输送器同步同向传动连

接（可通过传动带或链条）或者将二者同步同向与

驱动装置连接；两螺旋输送器工作时，从其前方看均

为上旋旋转，这样可在输送茎秆的同时给茎秆一个

向上提升的力，减小茎秆下端与割台体１的摩擦，使
茎秆的输送更加平稳可靠；割台体 １上于两螺旋输
送器的前方设置有压紧装置 １０，压紧装置也为输送
装置的一部分，用于将前方被切割装置切断的茎秆

引导至螺旋输送器并压紧于螺旋输送器上，压紧装

置由沿螺旋输送器的输送方向依次间隔固定于割台

上的立架６及固连于对应立架 ６上的压紧条 １０组
成，各压紧条均具有引导段 ７及压紧段 ８，引导段 ７
用于将对应茎秆引至螺旋输送器，其一端固连于对

应立架，另一端向后悬伸并与对应的压紧段通过圆

弧过渡一体固连，且各压紧条的引导段的形状均为

向所述螺旋输送器的输送方向逐渐弯折的弧形，压

紧段８与螺旋输送器平行，设置于两螺旋输送器之
间，压紧段８远离对应的引导段的一端向螺旋输送
器５的输送方向悬伸，各立架 ６的上端还固连有向

前悬伸的引导支架 ９，其上可安装引导装置用于对
茎秆进行扶持切割和喂入，使其保持立姿顺利送上

割台体。

高秆作物立姿输送割台装置工作时，首先在行

进状态下使螺旋输送器旋转，割台前方的茎秆在立

姿状态下先被对应的引导装置引至割台切割装置的

对应位置并从根部被切断，被切断的茎秆经所述压

紧装置被引导至螺旋输送器并被压紧于螺旋输送器

上后依次向左侧输送，从而方便了对高秆作物茎秆

的后续加工处理工序，实现了对切断后的高秆作物

茎秆的有序立姿输送。

２　割台参数试验与优化

试验选取河南省洛阳市自然成熟的夏玉米，其

统计特征为：自然高度 ２１０ｍ，根部到玉米穗下方
的距离 ８５８ｍｍ，茎秆的直径为 ３５ｍｍ，玉米穗最粗
处的直径为５５ｍｍ。

试验设备：ＤＭ６２３４Ｐ型转速表，ＦＡＳＴＣＡＭ
Ｓｕｐｅｒ１０ＫＣ型彩色高速摄影仪，数据接收与处理装
置，ＶＡＲＩＳＰＥＥＤ６１６Ｇ５变频器及电动机。
２１　试验指标

评价横向输送装置输送效果的指标为输送成功

率
［３］
，它描述了玉米茎秆横向输送成功的比率。由

高速摄像仪观察到玉米茎秆在横向输送过程中有

成功输送、断裂和输送中茎秆倾斜 ３种状况。为
全面描述玉米茎秆在横向输送中的情况，本研究

采用综合评分法对玉米茎秆的输送成功率进行评

价，即对成功输送、断裂和输送中茎秆倾斜 ３种情
况分别进行百分制打分，综合评分值为三者的平

均值。

２２　试验因素
通过高速摄像分析得出，影响茎秆横向输送的

因素主要有叶片顶端相对动刀的水平距离 Ａ、叶片
升角 Ｂ、上下垂直距离 Ｃ、转速 Ｄ４个因素。

本试验分为正交试验和单因素回归试验。正交

试验因素及其水平见表 １。通过正交试验，找出显
著因素及其较优水平组合，并观察因素间交互作用

对试验指标影响的显著性
［３～４］

。单因素试验是在正

交试验的基础上对试验指标影响显著的因素进行试

验，对试验结果分析并计算其回归方程，建立因素与

试验指标的定量描述。最后，进行较优参数下的验

证试验。

２３　正交试验及结果分析

用 Ｌ２７（３
１３
）正交表安排试验，结果见表 ２，极差

分析见表３，方差分析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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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Ｔａｂ．１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

水平
因素

Ａ／ｍｍ Ｂ／（°） Ｃ／ｍｍ Ｄ／ｒ·ｍｉｎ－１

１ ０ ２０ ５００ ２００
２ １０ ３０ ６００ ３００
３ ２０ ４０ ７００ ４００

　　由表２～４可知：各因素对试验指标的影响程度
依次为 Ｄ＞Ｃ＞Ｂ＞Ａ，较优参数组合为：Ａ３Ｂ３Ｃ２Ｄ２。
２４　回归试验及结果分析

根据正交试验结果，首先进行螺旋输送器转速

单因素回归试验，之后进行螺旋输送器叶片升角单

因素回归试验。

表 ２　正交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输送综合评分 ７２０７０ ６６７３６ ６８１９４ ４２２２０ ７０２０８ ８５６２５ ７３５４１ ７７８４７ ６９２３６

试验号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输送综合评分 ６４３７４ ７５９０２ ８４５８３ ５６１８０ ８６５９７ ８８５４１ ７１５２７ ８０８３３ ５９５８３

试验号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输送综合评分 ７６８７５ ３１２５０ ７３９５８ ８１６６６ ８２７０７ ８３１９４ ８１３８８ ９０７６４ ７７４３０

表 ３　正交试验极差分析表

Ｔａｂ．３　Ｓａｍ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因素 Ａ Ｂ Ａ×Ｂ Ｃ Ａ×Ｃ Ｂ×Ｃ Ｄ Ａ×Ｄ Ｂ×Ｄ Ｃ×Ｄ 综合评分

Ｋ１ ６９５２ ６８２２ ７４０６ ７６４３ ６８８７ ６９４７ ８００１ ７３９２ ７３９２ ６９８８
因素主次 ＤＣＢＡ

Ｋ２ ７４２４ ７５２２ ７４７２ ６５７９ ７３６５ ７１２７ ６２２４ ７４６４ ７４６４ ７５８７

Ｋ３ ７５４７ ７５７９ ７０４５ ７７０１ ７６７０ ７８４８ ７６９７ ７０６７ ７０６７ ７３４７
较优组合 Ａ３Ｂ３Ｃ２Ｄ２

极差 Ｒ ５９５ ７５８ ４２７ １１２２ ７８３ ９０１ １７７７ ３９７ ３９７ ５９９

表 ４　方差分析表

Ｔａｂ．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值 显著水平

Ａ １７７５１９ ２ ８８７６０ ０５７１ 不显著

Ｂ ３２０２９１ ２ １６０１４５ １０３１ 不显著

Ａ×Ｂ ９５２２０ ２ ４７６１０ ０３０７ 不显著

Ｃ ７１８６４２ ２ ３５９３２１ ２３１３ α＝０２５

Ａ×Ｃ ２８０５９９ ２ １４０３００ ０９０３ 不显著

Ｂ×Ｃ ４０８８７４ ２ ２０４４３７ １３１６ 不显著

Ｄ １６２５２７８ ２ ８１２６３９ ５２３２ α＝００５

Ａ×Ｄ ８０３７１ ２ ４０１８５ ０２５９ 不显著

Ｂ×Ｄ ８０３７１ ２ ４０１８５ ０２５９ 不显著

Ｃ×Ｄ １６３５３３ ２ ８１７６６ ０５２６ 不显著

误差 Ｅ ９３１９３３ ６ １５５３２２

总和 ４８２３２２８

２４１　螺旋输送器转速回归试验及结果分析
试验时，螺旋输送器叶片顶端相对切割动刀的

水平距离 Ａ为 １０ｍｍ，螺旋输送器叶片升角 Ｂ为
３０°，上下螺旋输送器垂直距离 Ｃ为６００ｍｍ，螺旋输
送器转速 Ｄ在２００～４００ｒ／ｍｉｎ内调整，试验结果见
表５，回归函数曲线见图２。

回归方程为

图 ２　螺旋输送器转速对输送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Ｓｐｅ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Ｙ＝－００００７ｘ２＋０４４６３ｘ＋１５３０９３

　　当 ｘ＝３１９ｒ／ｍｉｎ时，Ｙ＝８６４５是函数指标的极
大值。

图２反映了输送成功率随螺旋输送器转速的变
化关系。

２４２　上下螺旋输送器垂直距离回归试验及结果
分析

试验时，螺旋输送器叶片顶端相对动刀的水

平距离 Ａ为 １０ｍｍ，螺旋输送器叶片升角 Ｂ为
３０°，螺旋输送器转速 Ｄ在 ３１９ｒ／ｍｉｎ，上下螺旋
输送器垂直距离 Ｃ在 ５００～７００ｍｍ内调整，试验
结果见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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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螺旋输送器转速回归试验结果

Ｔａｂ．５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螺旋输送器转速／ｒ·ｍｉｎ－１ ２００ ２４０ ２８０ ３２０ ３５０ ３８０ ４００

输送成功率／％ ７７４３ ８１１８ ８６９４４ ８９３０４ ８５５５４ ８３７５ ８４６５２

表 ６　上下螺旋输送器垂直距离试验结果

Ｔａｂ．６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ｍｍ ５００ ５４０ ５８０ ６２０ ６６０ ７００

输送综合评分 ７８７５ ８１５９６８５４８５９０４１６８３８１９７７９１６

　　回归方程
Ｙ＝－０００１ｚ２＋１１５ｚ－２６０

当 ｚ＝５７５ｍｍ时，Ｙ＝７０６是给定工况下试验
指标的极大值。

图３反映了输送成功率随上下螺旋输送器垂直
距离的变化关系。

图 ３　螺旋输送器距离对输送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２５　验证试验结果及分析

根据正交试验和回归试验，选择螺旋输送器叶

　　

片顶端相对动刀的水平距离 Ａ为 １０ｍｍ，螺旋输送
器叶片升角 Ｂ为 ３０°，上下螺旋输送器垂直距离 Ｃ
为５７５ｍｍ，螺旋输送器转速 Ｄ为 ３１９ｒ／ｍｉｎ进行验
证试验，试验结果见表７。可见，在按回归试验确定
的最优参数下，螺旋输送器对玉米秸秆的输送成功

率有比较明显的提高，该组优化参数组合可以作为

输送装置进行参数设计时的参考。

表 ７　验证试验结果

Ｔａｂ．７　Ｔｅｓ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号 １ ２ ３ ４ ５

输送综合评分 ９１８０４ ８８４０２ ８９３７４ ８７９１６ ９１３１８

３　结论

（１）由正交试验得出，在选定的 ４个试验因素
中，对输送效果影响最大的是螺旋输送器转速，其他

依次是螺旋输送器垂直距离、叶片升角和螺旋输送

器叶片顶端相对动刀的水平距离。

（２）由回归试验得出，在试验工况下，螺旋输送
器最优转速为３１９ｒ／ｍｉｎ，上下螺旋输送器最佳距离
为５７５ｍｍ。

（３）验证试验表明：螺旋输送器最优转速为
３１９ｒ／ｍｉｎ，上下螺旋输送器最佳距离 ５７５ｍｍ的适
应性较好，采用双螺旋机构能够适应玉米秸秆的立

姿输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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