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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了解决整秆式甘蔗收获机剥叶过程由于多根喂入和带尾部剥叶造成含杂率和折断率高的问题，设

计了弹性齿滚筒式甘蔗剥叶装置，阐述了喂入、输出滚筒和剥叶滚筒的结构和剥叶原理，确定了主要部件的结构参

数。通过四因素三水平正交试验研究剥叶元件弹性齿角度、剥叶滚筒中心距、剥叶滚筒转速和喂入、输出滚筒转速

等 ４个因素对含杂率、茎秆折断率和断尾率的影响和最优参数组合，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剥叶试验。结果表明，最

优参数组合为：剥叶元件弹性齿角度 ９０°、剥叶滚筒中心距 ３１０ｍｍ、剥叶滚筒转速 ７００ｒ／ｍｉｎ和喂入、输出滚筒转速

１５０ｒ／ｍｉｎ。甘蔗单根连续喂入 ３１９１９ｋｇ，含杂率为 １５６％、茎秆折断率为 ２０４５％、断尾率为 ６５９７％；３～５根连续

喂入 ２７４５２ｋｇ，相应的剥叶指标依次为 ２３８％、２５９３％和 ７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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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剥叶是甘蔗整秆收获过程中的关键工序。目前

小型剥叶机按照甘蔗喂入方式分为尾部喂入和根部

喂入２种机型。尾部喂入机型主要采用尼龙刷作为
剥叶元件，甘蔗由蔗尾喂入，在剥叶刷反向梳理作用

下，蔗叶被撕扯剥除
［１～３］

。根部喂入机型主要采用

尼龙条排刷或橡胶指式剥叶元件，甘蔗由蔗根喂入

剥叶。尼龙条排刷式剥叶元件对蔗叶施加打击力击

碎蔗叶后脱落，剥叶元件的材料、角度、交错深度和

滚筒转速等因素对剥叶质量有影响，该机型对切掉

尾部甘蔗的剥叶含杂率不超过 １％［４～８］
。橡胶指的

棱角可以楔入叶鞘，对茎秆产生摩擦作用将叶片剥

落
［９］
。整秆式甘蔗收获机剥叶原理与根部喂入小

型剥叶机基本一致，但收获过程中经常出现一簇多

根甘蔗一起喂入的情况，茎秆相互挤压，无法有效接

触剥叶元件；另外，甘蔗生长高度不一致，切尾机构

无法有效切除茎秆尾部，需带尾部进行剥叶。因此，

整秆式甘蔗收获机剥叶的含杂率和折断率较高。

本文设计弹性齿滚筒式剥叶装置，通过正交试

验研究剥叶元件弹性齿角度、剥叶滚筒中心距、剥叶

滚筒转速和喂入、输出滚筒转速对剥叶质量的影响，

并进行综合剥叶试验，检验剥叶装置的剥叶效果，为

整秆式甘蔗联合收获机剥叶装置的设计提供依据。

１　结构与工作原理

１１　整机结构
弹性齿滚筒式甘蔗剥叶试验装置主要由驱动马

达、浮动齿轮连接板、浮动连接板、侧板、喂入滚筒

组、驱动轴、剥叶滚筒组、输出滚筒组、传动链条和传

动齿轮系组成，如图１所示。

图 １　甘蔗剥叶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ｌｅａｆｓｔｒｉｐｐ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驱动马达　２．浮动齿轮连接板　３．浮动连接板　４．侧板　

５．喂入滚筒组　６．驱动轴　７．剥叶滚筒组　８．输出滚筒组　

９．传动链条　１０．传动齿轮系
　

１２　主要部件结构
１２１　喂入和输出滚筒

如图 ２所示，喂入和输出滚筒的表面均匀分布

着６条呈波浪线形状的橡胶条，一簇多根喂入的甘
蔗在橡胶条的挤压作用下可以平均分散到凹槽中，

增加甘蔗与剥叶元件的接触机会。凹槽宽度为

４８ｍｍ、深度为１０ｍｍ，为防止甘蔗叶片缠绕在滚筒
上，橡胶条凹槽的最低点所在圆弧 的 直 径 为

２６０ｍｍ，滚筒轴向长度为４９０ｍｍ。

图 ２　喂入和输出滚筒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ｒｏｌｌｅｒｓ
　
１２２　剥叶滚筒

剥叶滚筒主要由剥叶元件、隔套、滚筒和键等部

件组成。剥叶元件整体结构为圆片带齿单元，圆片

单元外侧圆周呈放射状均匀分布的１２条长 ６０ｍｍ、
宽 ３０ｍｍ、厚 １０ｍｍ的弹性齿，内侧圆周分布花键
槽，如图 ３ａ所示。为了改变弹性齿对于蔗叶打击
力的分布形式，弹性齿与圆片单元端面可呈一定

的夹角 θ（图 ３ｂ），具体数值由试验确定。剥叶元
件由聚氨酯材料制作，邵氏硬度为 ８５ＨＡ。剥叶元
件整体设计有利于增大打击过程中弹性齿的弹性

变形并避免因机械装夹造成弹性齿根部应力集中

问题。

图 ３　剥叶滚筒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ｌｅａｆｓｔｒｉｐｐｉｎｇｒｏｌｌｅｒｓ
（ａ）剥叶滚筒结构　（ｂ）弹性齿安装角　（ｃ）剥叶滚筒布置

１．剥叶元件　２．隔套　３．滚筒　４．键
　

剥叶元件与隔套在滚筒表面沿轴线方向均匀间

隔排列，隔套的直径与圆片单元的外侧圆周直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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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邻 ２个剥叶元件的弹性齿之间具有宽 ｌ、深
６０ｍｍ的槽，ｌ与 θ有关。在剥叶过程甘蔗可以从槽
间通过，处于２侧的弹性齿可以同时接触甘蔗，增大
接触面积，有利于将蔗叶剥离。

由于茎秆尾部生长点位置被多片湿叶重叠覆

盖，且包裹紧实，致使１对剥叶滚筒无法将蔗叶完全
脱离，茎秆尾部无法折断，造成含杂率升高。因此，

本机设置２对剥叶滚筒（图 ３ｃ），每对滚筒呈上、下
对称布置，剥叶元件弹性齿在圆周方向交错排列，

左、右滚筒间距为４０８ｍｍ。
１３　工作原理

喂入滚筒、剥叶滚筒和输出滚筒在驱动马达和

传动链条、传动齿轮带动下相向转动。各滚筒组的

上部滚筒均可在浮动齿轮连接板和浮动连接板的带

动下绕驱动轴在侧板的圆弧槽内浮动。甘蔗根部经

输送滚筒组在橡胶条的强制作用下进入剥叶滚筒组

的工作区域，剥叶元件的弹性齿与蔗叶接触，剥叶后

甘蔗经输出滚筒组向后输出。

通过高速摄影观察，将叶鞘的破坏总结为 ３个
过程：①相邻２个弹性齿接触蔗茎和叶鞘，对蔗茎施
加轴向和切向弹性打击力，轴向力平行于叶鞘纤维

方向，切向力垂直于叶鞘纤维方向。②弹性齿在滚
筒旋转过程发生弹性变形，其尖角楔入叶鞘的纤维

中，同时左、右２侧的弹性齿沿着蔗茎的表面向下滑
动。滑动过程中，切向力将叶鞘撕裂成条状，叶鞘整

体抵抗破坏的能力下降。③弹性齿滑动后对蔗茎形
成夹持，在继续的转动过程中轴向力将撕裂破坏的

叶鞘刮离茎秆
［１０］
。

上述分析可得，弹性齿与蔗茎接触的频率及接

触过程弹性齿沿着茎秆表面滑动造成叶鞘撕裂对蔗

叶破坏至关重要。影响接触频率主要因素为喂入和

输出滚筒转速、剥叶滚筒转速，影响弹性齿对蔗叶产

生撕裂作用的主要因素为上、下剥叶滚筒的中心距、

相邻弹性齿的间距以及弹性齿的角度等。

２　试验

２１　材料
采用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前进分公司

种植的新台糖 １６作为试验甘蔗。种植时间为
２０１０年３月，行距 ９００～１０００ｍｍ、株距 １００ｍｍ，产
量约９０ｔ／ｈｍ２。采样时间为 ２０１１年 ２月 ２８日，试
样要求甘蔗叶鞘、叶片和尾部完整保留，在同一地块

采集甘蔗约４０００株，总质量约 ８ｔ。甘蔗生长长度
为２３５３ｍｍ，平均节数为１８２节、叶茎比（叶子质量
含尾部质量）为０１５４。甘蔗根部、中部和尾部的茎
节长依次为１３９２、１４５８和 １２３５ｍｍ，对应的直径

依次为２８６、２６４和 ２３５ｍｍ，相应的叶鞘和叶片
长度分别为 ３４５５和 ９２７７、３１３５ｍｍ和 １１２１３、
３１６５和１２４３３ｍｍ。
２２　设备

自行研制的剥叶试验台，上、下滚筒中心距 Ｌ可
在２９０～３３０ｍｍ范围内调整（图 ３ｃ），当中心距为
３１０ｍｍ时，上、下滚筒的剥叶元件弹性齿外侧圆弧
交错深度为１５ｍｍ。弹性齿角度可在 ０～９０°调整，
当夹角为０°时，相邻弹性齿的间距 ｌ为 １５ｍｍ；当夹
角为９０°时，ｌ为３０ｍｍ；夹角为４５°时，ｌ为２０ｍｍ。
２３　方法

选择剥叶元件弹性齿角度、剥叶滚筒中心距、剥

叶滚筒转速和喂入、输出滚筒转速作为试验因素，设

计了四因素三水平正交试验，因素和水平如表 １所
示，选用 Ｌ２７（３

１３
）正交表安排试验。

根据正交试验得出的参数组合，安排单根甘

蔗连续喂入试验和多根（３～５根）甘蔗连续喂入
试验。

表 １　正交试验因素与水平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水平

因素

剥叶元件

弹性齿

角度 Ａ／（°）

剥叶滚筒

间距

Ｂ／ｍｍ

剥叶滚筒

转速 Ｃ

／ｒ·ｍｉｎ－１

喂入、输出滚

筒转速 Ｄ

／ｒ·ｍｉｎ－１

１ ０ ２９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２ ４５ ３１０ ５００ １５０

３ ９０ ３３０ ７００ ２００

２４　试验指标
取含杂率 Ｊｈ、茎秆折断率 Ｚｄ和断尾率 Ｄｗ作为

试验指标，其中 Ｊｈ≤７％、Ｚｄ≤１８％是小型甘蔗剥叶
机合格作业的性能指标，引作参考。

Ｊｈ＝
ｍ１＋ｍ２
ｍ

×１００％ （１）

Ｚｄ＝
ｎ１
ｎ
×１００％ （２）

Ｄｗ＝
ｍ３

ｍ２＋ｍ３
×１００％ （３）

式中　ｍ１———剥叶后残留在茎秆上未剥掉叶子质
量，ｋｇ

ｍ２———剥叶后残留在茎秆上未折断尾部质
量，ｋｇ

ｍ３———剥叶后折断尾部质量，ｋｇ
ｍ———剥叶后蔗茎质量，ｋｇ
ｎ１———长度大于２０ｃｍ的折断茎秆数量，根
ｎ２———一次试验喂入茎秆总数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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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

３１　正交试验结果
对正交试验结果（表 ２）进行直观分析，得出各

因素对于结果的影响趋势，如图４所示。

表 ２　正交试验安排与结果

Ｔａｂ．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序号 Ａ Ｂ Ｃ Ｄ Ｊｈ／％ Ｚｄ／％ Ｄｗ／％

１ １ １ １ １ ８６３ ２２２ １５７２

２ １ １ １ ２ １００６ ６６７ ３０２８

３ １ １ １ ３ １１３８ ８８９ ９１８

４ １ ２ ２ ２ ５９５ ８３３ ４７７６

５ １ ２ ２ ３ ８８２ １４４４ １７３０

６ １ ２ ２ １ ５３６ ５５６ ５２４０

７ １ ３ ３ ３ ９９８ ２８８９ ２６４５

８ １ ３ ３ １ ４５７ １７７８ ５７３７

９ １ ３ ３ ２ ６７０ １６６７ ４７７６

１０ ２ １ ３ １ ４２０ ２４４４ ５７９６

１１ ２ １ ３ ２ ４０２ ３３３３ ４９１７

１２ ２ １ ３ ３ ８１５ ３８８９ １７６０

１３ ２ ２ １ ２ ８２４ １２２２ １９３０

１４ ２ ２ １ ３ ９９５ ２２２２ １５５４

１５ ２ ２ １ １ ７６１ ４４４ ２４３０

１６ ２ ３ ２ ３ １００５ ２１１１ １６３７

１７ ２ ３ ２ １ ５８６ ４４４ ２４１６

１８ ２ ３ ２ ２ ７１４ １１１１ ３４７５

１９ ３ １ ２ １ ４７３ １２２２ ３６５５

２０ ３ １ ２ ２ ７０２ １７４３ ２６９６

２１ ３ １ ２ ３ ８４２ １６６７ ２６０９

２２ ３ ２ ３ ２ ３９１ ２０００ ５２９９

２３ ３ ２ ３ ３ ６８４ ２６６７ ２９８４

２４ ３ ２ ３ １ ３１４ ２７７８ ３９７２

２５ ３ ３ １ ３ １０８１ ８８９ １１１９

２６ ３ ３ １ １ ８９９ １２８ ２０７６

２７ ３ ３ １ ２ ９８６ １０００ １９１０

　　含杂率 Ｊｈ随因素 Ａ和因素 Ｃ的增大而降低，随
因素 Ｄ的增大而升高，随因素 Ｂ的增大先降低后升
高。茎秆折断率 Ｚｄ随因素 Ｂ的增大而降低，随因素
Ｃ和 Ｄ的增大而升高，随因素 Ａ的增大先升高而降
低。断尾率 Ｄｗ随因素 Ｃ的增大而升高，随因素 Ｄ
的增大而降低，随因素 Ａ增大先降低后升高，随因
素 Ｂ增大先升高后降低。

方差分析（表 ３）表明，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内，
对 Ｊｈ影响显著的因素有 Ｂ、Ｃ和 Ｄ，因素 Ａ及交互作
用影响均不显著。对 Ｚｄ影响显著的因素为 Ａ、Ｂ、Ｃ

图 ４　因素影响趋势图

Ｆｉｇ．４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含杂率　（ｂ）茎秆折断率

（ｃ）断尾率　（ｄ）因素 Ａ和 Ｄ交互作用对折断率影响
　

和 Ｄ及交互作用 Ａ×Ｄ，其余交互作用影响不显著。
对 Ｄｗ影响显著的因素为 Ｃ和 Ｄ，因素 Ａ、Ｂ和交互作
用影响均不显著。

表 ３　正交试验结果方差分析

Ｔａｂ．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因素 Ｊｈ Ｚｄ Ｄｗ

来源 Ｓｉｇ． Ｓｉｇ． Ｓｉｇ．

Ａ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６ ０５８２

Ｂ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４ ０６６９

Ｃ 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

Ｄ ０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２

ＡＢ ０９２２ ０３０３ ０６８６

ＡＣ ０８２９ ０８８５ ０９４７

ＢＣ ００８６ ０３６１ ０５０８

ＡＤ ０９０７ ００４２ ０６２５

ＢＤ ０２９０ ０２１０ ０７２４

ＣＤ ０６６９ ０１９４ ０９９９

　　注：表示在９９％的置信区间内有显著影响，表示在 ９５％

的置信区间内有显著影响。

　　采用综合平衡法来分析最优参数组合，３个试
验指标中优先考虑的指标是含杂率 Ｊｈ，其次是折断
率 Ｚｄ和断尾率 Ｄｗ。其中，交互作用影响显著的，优
先分析交互作用，交互作用影响不显著的则根据各

因素对指标影响的重要程度依次分析。根据直观分

析和方差分析结果，因素 Ｂ对于 Ｊｈ和 Ｄｗ都是在水平
２达到最优结果，对于 Ｚｄ的影响通过 Ｂ２和 Ｂ３的对比
方差分析，可以得出这 ２种情况下折断率的变化没
有显著差异，所以因素 Ｂ的最优水平定为 Ｂ２。因素
Ａ和 Ｄ的交互作用对 Ｚｄ有显著影响，影响趋势如
图４ｄ所示。可以看出 Ａ２与 Ｄ各水平的配合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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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应最大值，因此舍弃 Ａ２；同时考虑 Ｄ因素，试验
中观察到取 Ｄ１时，由于茎秆的输送速度较低，使其
排出时作抛物线运动的初速度不够，容易在输出口

造成堵塞，取 Ｄ２时铺放效果较好。将 Ａ１Ｄ２和 Ａ３Ｄ２
两个交互作用情况对折断率的影响数据进行对比方

差分析可以得出这 ２种情况下折断率的差异不显
著。再结合图４ａ可以看出，当 Ａ取 Ａ３时，含杂率为
最低值，因此将 Ｄ确定为 Ｄ２，将 Ａ取 Ａ３。因素 Ｃ定
为 Ｃ３。最终选定的参数组合为 Ａ３Ｂ２Ｃ３Ｄ２，即剥叶元
件弹性齿角度为９０°、剥叶滚筒中心距为３１０ｍｍ、剥
叶滚筒转速为７００ｒ／ｍｉｎ和喂入、输出滚筒的转速为
１５０ｒ／ｍｉｎ，此时含杂率为３９１％，折断率为２０％，断
尾率为５２９９％。
３２　综合试验结果

在正交试验优化参数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剥叶试

验。结果（表４）表明，甘蔗单根连续喂入３１９１９ｋｇ，含
杂率为 １５６％、茎秆折断率为 ２０４５％、断尾率为
６５９７％；３～５根连续喂入 ２７４５２ｋｇ，含杂率为
２３８％、茎秆折断率为 ２５９３％、断尾率为 ７５５９％。
多根喂入的各项指标均略高于单根喂入的相应值。

表 ４　综合试验结果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

喂入方式 Ｊｈ Ｚｄ Ｄｗ

单根连续 １５６ ２０４５ ６５９７

多根连续 ２３８ ２５９３ ７５５９

４　讨论

与现有小型甘蔗剥叶机研究成果比较，本文在

剥叶元件的结构与布局、剥叶原理、断尾机理和剥叶

效果方面有区别。

（１）弹性齿式剥叶元件与文献［４～８］提出的
排刷式剥叶元件在结构和布局方面均有不同。本文

剥叶元件为弹性材料制作的带尖角的矩形齿状单

元，弹性齿在滚筒表面按一定距离间隔成行排列，排

刷式剥叶元件为装夹在滚筒表面与轴线呈一定螺旋

角紧密排列的尼龙条排刷。

（２）弹性齿滚筒式剥叶装置剥叶原理和剥叶效
果与文献［４～８］有区别。本文试验结果表明，弹性
齿角度对含杂率影响不显著，但是对茎秆折断率的

影响显著。弹性齿角度为 ４５°时，对茎秆施加的水
平打击力增大，加剧了茎秆在剥叶区域的左、右移

动，造成折断率增加。剥叶原理分析认为相邻 ２个
弹性齿存在间距为 ｌ的间隙，在蔗茎穿过的同时，弹
性齿的尖角楔入叶鞘中造成纤维撕裂对叶鞘破坏的

影响至关重要。当弹性齿角度为 ９０°时，其尖角可

以有效楔入叶鞘中，此时间距 ｌ为 ３０ｍｍ有利于弹
性齿沿茎秆圆周滑动对叶鞘产生揉搓作用，剥叶效

果最好。排刷式剥叶元件安装螺旋角与弹性齿角度

的作用基本相同，结果表明安装螺旋角可以影响剥

叶元件打击力和应力的分布但也不是最显著的因

素。文献［８］对安装螺旋角７５°和３０°进行了剥叶试
验，结果表明螺旋角为 ７５°时含杂率和折断率明显
下降，螺旋角为３０°时尼龙条排列紧密间距很小，而
螺旋角为７５°时，滚筒轴线上相邻 ２个尼龙条排刷
之间已存在较大距离的间隙，而这与本文试验装置

的布局接近。

（３）为适应整秆式甘蔗收获机的技术要求，本
文所有试验均保留甘蔗尾部进行剥叶，并进行了多

根甘蔗集中喂入剥叶试验。单根和多根喂入时尾部

折断率分别达到６５９７％和７５５９％，最终含杂率分
别为１５６％和２３８％。统计表明，未剥叶的甘蔗样
品中尾部质量占甘蔗叶子总质量的 ２５７％，且多数
为青叶。按式（１）对杂质质量的统计表明，未剥叶
质量 ｍ１与未断尾质量 ｍ２约各占一半，可见在剥叶
过程尾部的折断率对于含杂率结果影响很大。

文献［７～８］在试验前将甘蔗尾部切掉，均未考虑
甘蔗尾部对含杂率的影响，甘蔗按单根喂入测得

的最高含杂率均不超过 １％。本文的试验结果对
于整秆式甘蔗联合收获机剥叶装置设计更具有借

鉴意义。

（４）弹性齿滚筒式剥叶装置剥叶过程茎秆折断
和尾部折断的机理不同。试验结果表明，单根喂入

和多根喂入茎秆折断率分别为 ２０４５％和 ２５９３％，
试验发现茎秆折断多数出现在弯曲、直径较粗或者

病虫害部分，属于被滚筒挤压后的脆性折断。试验

样品中弯曲茎秆的数量占试验茎秆总数的 ４５％左
右。可以认为单根喂入时茎秆的弯曲对折断的影响

程度更大，而多根喂入时由于甘蔗相互之间的挤压

碰撞造成了折断率进一步升高。文献［１１］对单根
喂入的直蔗和弯蔗进行剥叶试验，结果表明折断率

低于１８％，弯蔗的折断率高于直蔗，与本文结果接
近。尾部折断主要取决于茎秆生长点处包裹的叶鞘

是否被有效破坏，研究表明，甘蔗茎秆越接近生长

点，抗破坏强度越低，容易折断
［１２］
，但由于生长点部

分被６片左右青叶鞘重叠覆盖，包裹紧实，增大了断
尾的难度。试验结果表明，设置的 ２对剥叶滚筒能
够有效破坏生长点位置的叶鞘，断尾率显著增加，可

以有效降低剥叶含杂率。

５　结论

（１）剥叶元件弹性齿角度对茎秆折断率 Ｚ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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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显著，对含杂率 Ｊｈ和断尾率 Ｄｗ的影响均不显著。
剥叶滚筒中心距对 Ｊｈ有显著影响，对于 Ｚｄ和 Ｄｗ的
影响均不显著。剥叶滚筒转速和喂入、输出滚筒转

速对于 Ｊｈ、Ｚｄ和 Ｄｗ均有极显著影响，其中剥叶滚筒
转速的影响程度大于喂入、输出滚筒转速。

（２）优化的参数组合是剥叶元件弹性齿角度

９０°、剥叶滚筒中心距３１０ｍｍ、剥叶滚筒转速７００ｒ／ｍｉｎ
和喂入、输出滚筒转速 １５０ｒ／ｍｉｎ。综合试验结果为
甘蔗单根连续喂入 ３１９１９ｋｇ，其含杂率为 １５６％、
茎秆折断率为 ２０４５％、断尾率为 ６５９７％；３～５根
连续喂入 ２７４５２ｋｇ，其相应的剥叶指标依次为
２３８％、２５９３％和７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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