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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喂入稻麦联合收获机复脱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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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横置轴流脱粒的履带式全喂入稻麦联合收获机籽粒含杂率高，从尾筛落下的杂余随籽粒进入粮箱是

主要原因。通过测定单位时间所产生的杂余量及其构成，设计了以螺旋板齿式复脱器为核心的复脱系统，计算了

整个系统的物料轴向速度和输送量，并对应用此复脱器的联合收获机进行了田间试验测定。结果表明：螺旋板齿

式复脱系统能使占喂入量 ９％ ～１０％的杂余顺畅地收集、输送、再脱粒、经二次清选后进入粮箱，使含杂率从 ７％下

降到行业标准要求的 ２％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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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轴流式脱分装置脱出物中碎茎秆多，杂余（包

括未脱净的小穗）含量高
［１～２］

，在清选过程中从尾筛

落下的杂余随籽粒进入粮箱，使籽粒含杂率高达

５％ ～７％，达不到≤２％的行标要求。研究表明，解
决含杂率高的最有效办法是将杂余进行复脱后再清

选回收籽粒
［３］
，其核心部件是复脱器。复脱部件在

联合收获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因为脱粒后必然产

生包括带籽粒的小穗在内的杂余，若为保证清洁度

指标将其排出机外则增加损失，否则含杂率将超标。

传统的小麦联合收获机在收集杂余的水平螺旋输送

器末端设置复脱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锥形滚

筒，靠滚筒上的纹杆与机壳上的搓板搓擦使杂余复

脱后落入清选筛；另一种是扬谷器，在其外壳上安装

若干组可拆卸的“Ｕ”形板或阶梯搓板，杂余经高速
回转的扬谷轮时，在其叶片的离心力作用下，将杂余

甩在搓板上受强烈冲击而复脱，然后由扬谷轮抛至

清选室再清选
［４］
。全喂入稻麦联合收获机若应用

以上方法复脱水稻，碎叶多且作物潮湿时易引起堵

塞。国内近年来对复脱研究较多的梳脱式联合收获

机，其复脱装置是横置轴流滚筒
［５］
，对全喂入稻麦



联合收获机也不适用。本文根据水稻复脱物料的单

位时间产出量和构成，研究设计从杂余收集、输送到

复脱分离并进行二次清选回收的复脱系统，建立有

关设计计算方法。

１　复脱物料分析及复脱系统设计

１１　复脱物料所占比例及构成
为了解回收杂余的成分进行了取样分析。取样

水稻品种为协优 ９３０８超级稻（晚稻），植株伸直高
度 １３１ｍ，自然高度１１３ｍ，籽粒含水率２６４％，茎
秆含水率６４７％。喂入长度约０８０ｍ，经轴流滚筒
脱粒分离，脱出混合物占喂入量的 ５０％ ～５５％。在
脱出混合物中，纯籽粒占９０８％，其余 ９２％为含有
小穗头、短茎秆、碎茎叶、颖壳和粉状物的杂余。经

测定，杂余的容积密度 γ＝１９３０ｋｇ／ｍ３。复脱物料
构成见表１。

表 １　复脱物料取样及成分

Ｔａｂ．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ｒｅ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样品

序号

体积

／ｍ３
质量

／ｋｇ

杂余物料质量分数／％

短茎秆
小穗及

籽粒

碎茎叶、

颖壳、

粉状物

１ ００１５２ ２２４ ４８３ ３０２ ２１５

２ ００１２１ ２７８ ２０７ ７０５ ８８

３ ００１４２ ２３６ ４０７ ４５５ １３８

４ ００１３５ ２９１ ２２５ ６６４ １０９

５ ００１３８ ２９６ １２３ ７６１ １１６

平均值 ００１３８ ２６５ ２８９ ５７７ １３３

１２　复脱系统设计
在联合收获机脱粒清选室的籽粒水平螺旋输送

器后面，设置杂余水平和垂直螺旋输送器，如图１所
示。在脱粒滚筒后部设置复脱装置并与杂余垂直螺

旋输送器的出口相接。从尾筛下落的复脱物料（杂

余）由杂余水平螺旋输送器收集后，经杂余垂直螺

旋输送器送进复脱装置进行复脱。复脱后杂余中的

籽粒和碎叶等在离心力作用下通过复脱器凹板筛重

回振动筛，而较大的茎叶等从排茎口排入振动

筛
［６］
，经二次清选后，籽粒收入粮箱，碎茎叶排出机

外。

当收割作物产量高、喂入量大时，因带有成熟籽

粒的小穗头、短茎秆和草叶等杂余的回收量增大易

引起堵塞，所以必须进行调整。调整时，将滑板固定

螺栓２拧松，将滑板升高减少回收量；反之，则作反
向调节，以保持籽粒较高的清洁度。

图 １　复脱系统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１．传动轴　２．调节螺栓　３．清选风扇　４．输送槽 ５．栅格凹板　

６．脱粒滚筒　７．导向板　８．复脱器　９．杂余垂直螺旋输送器

１０．滑板　１１．上筛　１２．尾筛　１３．下筛　１４．杂余回收滑板　

１５．籽粒收集滑板　１６．杂余水平螺旋输送器　１７．籽粒水平螺旋

输送器

　

２　复脱系统结构设计

２１　复脱器
２１１　复脱器结构设计

由于待复脱物料主要是长度１０ｃｍ左右的短茎
秆和小穗头，因此需重新将短茎秆粉碎、将小穗头脱

粒并使其在清选筛整个幅宽内被分离，故其工作机

构为由复脱滚筒和凹板筛组成的小型轴流式脱粒分

离装置。为防止短茎秆经复脱后堵塞分离筛，在凹

板筛的末端开设排茎口。由于小穗上籽粒和粒柄连

结力大，需采用接触面宽、打击强度大的板齿作复脱

元件
［７］
，且板齿在滚筒体上应呈螺旋线排列，以促

进物料轴向移动。凹板筛应采用栅格式，使物料能

在凹板筛的横向隔板作用下得以翻转、揉搓获得充

分脱粒并快速分离，以减少籽粒破碎。因此，复脱器

为一封闭式结构，由复脱滚筒、凹板筛和上罩壳组

成，也可视为叶片式螺旋输送器。由于复脱物料在

复脱滚筒一端径向喂入，为避免喂入处堵塞，需设计

螺旋叶片以促进物料轴向移动。因此，复脱滚筒由

螺旋叶片、脱粒板齿和排草板 ３段构成。栅格式凹
板筛由纵、横向隔板和钢丝构成。如图２所示。

图 ２　复脱装置俯视图

Ｆｉｇ．２　Ｄｒａｆｔｏｆｒｅ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ｕｎｉｔ
１．驱动链轮　２．机架　３．杂余垂直螺旋输送器　４．螺旋叶片　

５．滚筒体　６．栅格式凹板　７．下机壳　８．板齿　９．排草板

１０．滚动轴承　１１．轴　１２．排茎口　１３．滑板　１４．上罩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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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复脱器参数计算
根据复脱系统方案，取复脱滚筒与脱粒室等宽，

复脱滚筒长度为 １２００ｍｍ，其中喂入段 ２４０ｍｍ，复
脱段７６０ｍｍ，排茎段 ２００ｍｍ。复脱凹板筛位于复
脱段与排茎段下方，筛长 Ｌ＝７６０＋２００＝９６０ｍｍ。
取凹板包角 β＝２４０°，以提高复脱滚筒周向分布效
果及均匀性

［８］
。

（１）复脱器有效容积 Ｖ
复脱器封闭结构的容积应满足杂余复脱的要

求，由于工作时边复脱边分离，故不再考虑物料的充

满系数而取杂余的平均体积为设计依据。由表１可
知杂余的平均体积 Ｖ＝００１３８ｍ３，假设全部被输送
至复脱器内，取 Ｖ＝Ｖ＝００１４ｍ３。

（２）复脱有效截面面积 Ｓ
要求经复脱杂余中的籽粒和碎茎叶在离心力作

用下均匀撒布于振动筛面上，因此复脱器长度为筛

面和排草口宽度之和，其值 Ｌ＝９６０ｍｍ。复脱有效
截面面积计算公式为

Ｓ＝Ｖ
Ｌ

（１）

则 Ｓ＝００１４
０９６

＝００１４５８ｍ２＝１４５８０ｍｍ２。

（３）复脱滚筒筒体直径 ｄ
根据经验公式

［９］

ｄ＝（００２～００３）Ｌ （２）
ｄ＝００２５Ｌ＝００２５×９６０＝２４ｍｍ，取 ｄ＝２５ｍｍ，半
径 ｒ＝１２５ｍｍ。

（４）复脱装置凹板圆弧半径 Ｒａ
根据

Ｓ＝π（Ｒ２ａ－ｒ
２
） （３）

则 Ｒａ＝
Ｓ
π
＋ｒ

槡
２＝ １４５８０

３１４
＋１２５

槡
２＝６９２８ｍｍ

取 Ｒａ＝７５ｍｍ。
（５）复脱滚筒半径 Ｒ
复脱滚筒板齿与凹板筛之间应保证 １０～２０ｍｍ

的间隙 δ［１０］，取 δ＝１２５ｍｍ。
根据

Ｒ＝Ｒａ－δ （４）
则 Ｒ＝７５－１２５＝６２５ｍｍ，直径 Ｄ＝１２５ｍｍ。

（６）复脱滚筒平均半径 Ｒ
计算公式为

Ｒ＝Ｒ＋ｒ
２
＝６２５＋１２５

２
＝３７５ｍｍ

（７）复脱滚筒板齿高度 ｈ
根据

ｈ＝Ｒ－ｒ （５）

则 ｈ＝６２５－１２５＝５０ｍｍ。
（８）板齿螺旋线螺距 ｔ
根据

ｔ＝（０７～１０）Ｄ （６）
则 ｔ＝８７５～１２５ｍｍ，取 ｔ＝１００ｍｍ。

（９）复脱滚筒转速 ｎ３
计算公式为

ｎ３＝
６０ｖ
２πＲ

（７）

参考脱粒所需线速度
［１１］
，要求复脱板齿齿顶线

速度 ｖ＝１０～１５ｍ／ｓ，取 ｖ＝１０ｍ／ｓ，即

ｎ３＝
６０ｖ
２πＲ

＝ ６００
２×３１４×００６２５

＝１５３８ｒ／ｍｉｎ

２２　水平螺旋输送器和垂直螺旋输送器
（１）结构参数确定
杂余水平螺旋输送器的功能是收集、输送待复

脱物料（杂余），其长度与复脱器长度 Ｌ相等，不同
的是螺旋线上是连续的螺旋叶片而非不连续的板

齿。杂余垂直螺旋输送器用于将杂余水平螺旋输送

器收集的物料送到复脱器。表１中取样物料均来自
杂余水平螺旋输送器，故杂余水平和垂直螺旋输送

器的结构参数可与复脱器一致，即螺旋外径 Ｄ＝
１２５ｍｍ，内径 ｄ＝２５ｍｍ，平均半径 Ｒ＝３７５ｍｍ，螺
距ｔ＝１００ｍｍ，螺旋叶片高度５０ｍｍ。

（２）工作参数确定
参考籽粒水平螺旋输送器，取杂余水平螺旋输

送器转速 ｎ１＝５００ｒ／ｍｉｎ，由于同结构垂直螺旋输送

器输送量仅为水平螺旋输送器的０４６倍［３］
，故杂余

垂直螺旋输送器转速 ｎ２＝ｎ１／０４６＝１０８７ｒ／ｍｉｎ。

３　复脱系统分析计算

３１　物料轴向移动速度
物料轴向移动速度的计算参照文献［９，１２］。
（１）物料在水平螺旋输送器的轴向速度 ｖ１
计算公式为

ｖ１＝
ｔｎ１
６０
ｃｏｓ２α（１－ｆｔａｎα） （８）

其中 α＝ａｒｃｔａｎ ｔ
２πＲ

＝２３°

式中　α———螺旋角，即螺旋面法线与转轴的夹角，
取螺旋面平均半径 Ｒ处法线与轴线夹
角，（°）

φ———物料与螺旋面的摩擦角，水稻 φ＝
１７°４１′，小麦 φ＝１６°３５′，取 φ＝１７°

ｆ———物料与螺旋面摩擦因数，取 ｆ＝ｔａｎφ＝
ｔａｎ１７°＝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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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数据代入式（８）得 ｖ１＝０６１ｍ／ｓ。
（２）物料在垂直螺旋输送器的轴向速度 ｖ２
计算公式为

ｖ２＝
２Ｒπ
６０
（ｎ２－ｎｋ）

ｓｉｎ２α
２

（９）

其中 ｎｋ＝３０
ｔａｎ（α＋φ）
Ｒ槡 μ

＝２５５ｒ／ｍｉｎ

式中　ｎｋ———垂直螺旋输送器临界转速，即物料无
轴向移动时转速，ｒ／ｍｉｎ

μ———物料与螺旋输送器筒体摩擦因数，μ＝
ｆ＝０３１

将数据代入式（９），则 ｖ２＝１１７ｍ／ｓ。
（３）物料在复脱器的轴向速度 ｖ３
由于复脱器为水平配置，物料入口处螺旋叶片

的结构参数与杂余水平螺旋输送器相同，板齿与螺

旋叶片等高、螺距 ｔ相同，依据式（８）求 ｖ３时仅转速

不同，故有 ｖ１／ｖ３＝ｎ１／ｎ３，则 ｖ３＝
ｎ３
ｎ１
ｖ１＝１８８ｍ／ｓ。

ｖ３＞ｖ２＞ｖ１，物料可顺利从水平螺旋输送器经垂
直螺旋输送器送入复脱装置进行复脱。碎茎叶可顺

利送往排茎口被排出，籽粒可沿复脱器整个长度分

布并在离心力作用下从凹板筛分离到清选筛上进行

二次清选。

３２　复脱系统输送量计算
复脱系统输送量计算参照文献［４］。
（１）水平螺旋输送器输送量 Ｑ１
计算公式为

　Ｑ１＝
π
２４
［（Ｄ－２δ）２－ｄ２］ψｔｎ１γＣ１×１０

－１０
（１０）

式中　ψ———输送杂余的充满系数，取 ψ＝０３
Ｃ１———倾斜输送系数，水平螺旋输送器 Ｃ１＝

１０
将各数据代入式（１０），得 Ｑ１＝０３５ｋｇ／ｓ。
（２）垂直螺旋输送器输送量 Ｑ２
由 ｎ２Ｃ２／（ｎ１Ｃ１）＝１０１，故有 Ｑ２ ＝１０１Ｑ１ ＝

０３６ｋｇ／ｓ。

　　（３）复脱器输送量 Ｑ３
因复脱器入口处为螺旋叶片，其后为呈螺旋线

排列的板齿式桨叶，按水平螺旋输送器进行计算，即

Ｃ３＝Ｃ１＝１。用 ｎ３代替 ｎ１可求得 Ｑ３。因 ｎ３／ｎ１＝
１５３８／５００＝３０７，故有 Ｑ３＝３０７Ｑ１＝１０７ｋｇ／ｓ。

根据输送量计算可看出，Ｑ３＞Ｑ２＞Ｑ１＞Ｑ。Ｑ
为单位时间杂余量，如前所述为喂入量 １８～
２０ｋｇ／ｓ的９２％，即 Ｑ＝０１７～０１８ｋｇ／ｓ，故复脱
系统几个部件均可满足杂余回收、输送和复脱的要

求。同时，复脱器在工作过程中边复脱边分离，因此

不会产生堵塞。

４　试验研究和性能测定

４１　复脱前、后物料性状变化及复脱效果
经取样测定，杂余经复脱后性状变化如表 ２所

示，其表征效果如图３所示。

表 ２　复脱前、后物料质量分数变化

Ｔａｂ．２　Ｎ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

％

物料 短茎秆 籽粒 碎叶 粉状物

复脱前 ４８．３ ３０．２ １８．７ ２．８

复脱后 １．１ ２８．９ ９．５ ６０．５

图 ３　复脱前、后籽粒对比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
（ａ）未经复脱籽粒　（ｂ）经复脱籽粒

　
４２　田间性能测定

法定计量部门对带有本复脱系统的 ４ＬＺＳ １８
型履带式全喂入稻麦联合收获机进行了田间性能检

测，检测结果见表３。

表 ３　水稻、小麦收割性能检测

Ｔａｂ．３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ｒｉｃｅｗｈｅａｔ

检测项目 总损失率／％ 含杂率／％ 破碎率／％ 试验条件

杂交水稻
标准要求 ≤２５ ≤２０ ≤１０ 黄熟，单产５４２０ｋｇ／ｈｍ２，自然高度７１８ｍｍ，

检测结果 １４８ ０６４ ０４５ 实测喂入量１８２ｋｇ／ｓ，籽粒含水率２３０％

小麦　　
标准要求 ≤１５ ≤２０ ≤１０ 黄熟，单产５３３３ｋｇ／ｈｍ２，自然高度８５５ｍｍ，

检测结果 ０８１ ０５２ ０２１ 实测喂入量１８４ｋｇ／ｓ，籽粒含水率２６０％

０６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１年



５　结论

（１）以标准喂入量下杂余单位时间的产生量和
杂余成分构成为依据，设计计算了复脱器及复脱系

统的结构参数和工作参数。轴向移动速度 ｖ３＞ｖ２＞
ｖ１，说明整个复脱系统工作顺畅，Ｑ３＞Ｑ２＞Ｑ１＞Ｑ，
说明复脱系统的处理量，可满足标准工况下所产生

的杂余量 Ｑ的处理要求，为稻麦收获杂余复脱系统
的设计提供一种计算方法。

（２）经试验与检测表明，杂余在复脱前、后性
状变化较明显，复脱效果显著，螺旋板齿式复脱系

统的应用使籽粒含杂率从无复脱系统的 ７％下降
到 ２％以下，复脱系统完善了该类稻麦联合收获机
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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