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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ＬＺ １０Ｑ型稻麦联合收获机脱粒清选部件试验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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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４ＬＺ １０Ｑ型稻麦联合收获机脱粒清选部件进行了正交试验，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小麦田间试

验结果进行分析，得出脱粒清选环节中钉齿脱粒滚筒、栅条凹板筛、上盖板、振动筛、离心风机部件的优化组合参

数。试验结果表明，影响脱粒性能的因素主次顺序为：滚筒齿顶线速度、脱离间隙、上盖板导向次数、凹板筛筛分包

角、凹板筛筛孔大小和脱粒间隙，优选参数组合为滚筒齿顶线速度 ２５ｍ／ｓ、脱离间隙 ５５ｍｍ、上盖板导向 ４次、凹板

筛筛分包角 ２０４°、凹板筛筛孔尺寸 ３６ｍｍ×１５ｍｍ、脱粒间隙 １５ｍｍ；影响清选性能的因素主次顺序为：振动筛曲柄

转速、筛面结构形式、离心风机转速、振动筛振幅，优选参数组合为振动筛曲柄转速４０４ｒ／ｍｉｎ、筛面１６ｍｍ方孔编织

筛、离心风机转速 １７８７ｒ／ｍｉｎ、振动筛振幅 ３０ｍｍ。可控制含杂率小于 ３％、破碎率小于 １％、脱粒清选籽粒损失率

小于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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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相对其他作物而言，我国稻麦联合收获技术发

展较早、水平较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

距，有待攻克和提升完善的技术问题还很多。

脱粒、分离、清选是稻麦联合收获作业关键环



节，影响因素复杂多样且相互制约，有效提高脱粒、

清选环节的作业性能始终是稻麦机械化收获设备研

发中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４ＬＺ １０Ｑ型稻麦
联合收获机是为适应南方丘陵山区作业研发设地的

小喂入量联合收获机。为提高机具适应性，攻克脱

粒清选简约化技术难题，保证机具收获质量，本文针

对该联合收获机的脱粒清选部件进行田间性能试

验，分析各结构参数和运动参数对作业性能的影响

主次关系，优化确定脱粒清选部件的较优参数组合，

以期为我国轻简型稻麦收获机械设计与优化提供参

考。

１　４ＬＺ １０Ｑ型全喂入稻麦联合收获机

１１　工作过程
该机采用全喂入横轴流脱粒原理，结构如图 １

所示，主要由底盘、传动系统、分禾器、拨禾器、切割

装置、耙齿输送装置、脱分装置和清选系统等作业部

件组成。其工作过程为：收获机前行时，分禾器与拨

禾器将割幅内稻麦与两侧分开并拨向收获台，切割

装置将茎秆割断，带穗头的茎秆进入耙齿输送装置，

由喂入口进入脱分装置，已脱茎秆经排草口排出，籽

粒与部分杂余分离至清选系统，杂余经清选系统分

离并排出，籽粒经出粮系统排入接粮袋。

图 １　收获机结构简图

Ｆｉｇ．１　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
１．分禾器　２．拨禾器　３．切割装置　４．耙齿输送装置　５．操控

部件　６．液压系统　７．橡胶履带行走系统　８．清选系统　９．张

紧组件　１０．底盘　１１．脱粒机架　１２．出粮系统　１３．脱分装置
　

１２　脱粒清选部件及影响因素
脱粒清选部件结构简图如图 ２所示，主要包括

上盖板、钉齿脱粒滚筒、栅条凹板筛、离心风机和振

动筛等工作部件。评价脱粒清选性能的指标有脱净

率、破碎率、夹带损失率、含杂率和吹出损失率。

达到良好的脱粒性能是寻求脱净率、破碎率和

夹带损失３个指标的有效平衡。对脱粒分离部件的
优化设计须注意以下几点：①脱粒时间、强度和频率
的选取需尽量合理。击打频率与强度若选取偏高，

有利于提高脱粒效率，但易增加产生断穗、断枝的机

率，而断穗、断枝较难彻底脱净，同时也易增加籽粒

图 ２　结构简图

Ｆｉｇ．２　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栅条凹板筛　２．上盖板　３．钉齿脱粒滚筒　４．出粮系统　

５．振动筛　６．脱粒机壳体　７．离心风机
　

的破碎机率；反之，如果略减弱强度、减少频率，对降

低籽粒破碎率有益，但无法确保脱粒效率与良好脱

净率指标。②脱离间隙（脱粒钉齿齿顶与上盖板间
距）选取要合适。若偏小，已脱籽粒被夹于秸秆层

中不易甩出，最后被携带至排草口排出，可能造成夹

带损失；若偏大，易导致钉齿抓取谷草不力，影响滚

筒内作业顺畅性。③凹板筛筛分面积与筛孔大小需
合理选择。筛分面积由包角决定，包角偏小，筛分面

积偏小，分离效果将打折扣；而筛孔尺寸如果偏大，

容易增加未脱穗头从筛孔掉落的机率，会降低收获

质量，如果尺寸偏小，籽粒分离效果变差，会出现夹

带损失
［１，９］
。

清选部件采用风筛选组配结构，凹板筛下物

（籽粒、大轻杂、小轻杂）形成料帘均匀掉落至振动

筛前部，离心风机吹出的筛上气流将小轻杂直接吹

出机外。同时，由籽粒与大轻杂组成的混合物在筛

子纵向振动与筛下气流向上吹托的双重作用下，逐

渐形成纵向均匀分布且完成杂余与谷粒的上、下疏

松分层。振动筛的纵向筛选推送及筛上气流吹动，

使籽粒在筛面上前后滑滚，经筛孔掉落至出粮螺旋

输送器收集，大轻杂在筛面上浮动翻滚向筛尾移动

直至排出机外
［２］
。所以，对清选部件的优化设计应

注意以下几点：①比较确定振动筛面的结构形式。
②振动筛振幅与频率的参数选择需保证对物料的有
效分层及对大轻杂的有力推送，降低含杂率中大轻

杂含量。③优化离心风机及气流通道参数，吹走小
轻杂的同时不影响籽粒的下落，降低吹出损失及含

杂率中小轻杂含量
［３，１０］

。

综上分析，确定脱粒性能的试验因素为脱粒间

隙、上盖板导向次数（有效脱粒时间）、滚筒齿顶线

速度（脱粒强度）、脱离间隙、凹板筛筛分包角、凹板

筛筛孔尺寸，确定清选性能的试验分析因素（风道

参数固定）为振动筛曲柄转速、振动筛振幅、离心风

机转速和筛面结构形式，并进行性能优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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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总体设计

田间试验时间为 ２０１１年 ６月，试验对象为小
麦，地点为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朱马场。为减少田

间试验带来的误差影响，尽可能选择土地较为平整、

小麦长势较为均匀的田块。试验前测试如下数据：

小麦平均植株高度 ９５ｃｍ、籽粒含水率 ２２％、留茬

１０ｃｍ时作物平均总质量１３４ｋｇ／ｍ２、草谷比１１。
２１　脱粒性能试验设计

脱粒试验以脱粒间隙、上盖板导向次数、滚筒齿

顶线速度、脱离间隙、凹板筛筛分包角、凹板筛筛孔

尺寸为影响因素，以脱净率、破碎率、夹带损失率为

考查指标，建立 Ｌ１６（４
３×２３）正交表进行混合正交试

验
［４］
，因素水平安排如表１所示。

表 １　脱粒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

水平

因素

脱粒间隙

Ｔ／ｍｍ

滚筒齿顶线速度

Ｓ／ｍ·ｓ－１
脱离间隙

Ｘ／ｍｍ

上盖板导向

次数 Ｄ

凹板筛筛分包角

Ａ／（°）

凹板筛筛孔尺寸

Ｋ／ｍｍ×ｍｍ

１ １５ ２２ ５０ ４ １８０ ３６×１２

２ ２０ ２３ ５５ ５ ２０４ ３６×１５

３ ２５ ２４ ６０

４ ３５ ２５ ６５

　　田间试验时，机具以 ０５８ｍ／ｓ行走速度、低割
茬（１０ｃｍ）、满割幅（１４ｍ）进行收获作业，测定喂
入量约为１０ｋｇ／ｓ，以１５ｍ作为一个行程。每个行
程内分别在出粮口接籽粒取样，在排草口接未脱净

穗头和夹带籽粒取样，为保证田间试验的取值尽可

能精确，每一个试验序号取５次行程的均值，根据排
草口未脱籽粒质量、夹带籽粒质量和出粮口破碎籽

粒质量及三处籽粒总质量计算脱净率、破碎率和夹

带损失率。

２２　清选性能试验设计
清选试验以振动筛曲柄转速、振动筛振幅、离心

风机转速和筛面结构形式为影响因素，以含杂率与

吹出损失率为考查指标，建立 Ｌ９（３
４
）正交表进行正

交试验
［４］
，因素水平安排如表２所示。

表 ２　清选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Ｔａｂ．２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水平

因素

振动筛曲

柄转速

Ｑ／ｒ·ｍｉｎ－１

振动筛

振幅

Ｆ／ｍｍ

离心风

机转速

Ｌ／ｒ·ｍｉｎ－１

筛面结构

形式

Ｇ

１ ３６５ ２５ １５７３
固定式鱼鳞筛

（开度２１ｍｍ）

２ ３８８ ３０ １７８７
编织筛

（方孔１６ｍｍ）

３ ４０４ ３５ １９８６
圆孔筛

（１０ｍｍ）

　　田间试验时，机具以 ０５８ｍ／ｓ行走速度、低割

茬（１０ｃｍ）、满割幅（１４ｍ）进行收获作业，测定喂
入量为１０ｋｇ／ｓ，以１５ｍ作为一个行程。每个行程
内分别在出粮口及机具尾部（振动筛尾部）接籽粒

并称量，为保证田间试验的取值尽可能精确，每一个

试验序号取 ５次行程的均值。以出粮口接料总质
量、出粮口籽粒质量及吹出籽粒质量计算含杂率与

吹出损失率。

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脱粒性能试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脱粒试验安排得出每组试验序号下脱净

率、破碎率及夹带损失率数据如表 ３所示。对这
３指标试验结果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数据处
理

［５］
：在确定评价指标集和对象集的前提下，建立

隶属函数和确定权重分配集，分别计算 ３指标的隶
属度，最后计算分析模糊综合评价值。

试验数据分析时，首先确定脱净率 Ｙ１、破碎率
Ｙ２、夹带损失率 Ｙ３为评价指标集，正交试验的 １６组
试验数据为评价对象集；由于脱净率为偏大型指标，

即指标越大越好；破碎率和夹带损失率为偏小型指

标，即指标越小越好，因此隶属函数 Ｒ为

Ｒ＝

ｒ１１ ｒ１２ … ｒ１ｎ
ｒ２１ ｒ２２ … ｒ２ｎ
ｒ３１ ｒ３２ … ｒ３











ｎ

Ｔ

（ｎ＝１６） （１）

其中 ｒ１ｎ＝
Ｙ１ｎ－Ｙ１ｎｍｉｎ
Ｙ１ｎｍａｘ－Ｙ１ｎｍｉｎ

　（ｎ＝１，２，…，１６） （２）

ｒ２ｎ＝
Ｙ２ｎｍａｘ－Ｙ２ｎ
Ｙ２ｎｍａｘ－Ｙ２ｎｍｉｎ

　（ｎ＝１，２，…，１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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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３ｎ＝
Ｙ３ｎｍａｘ－Ｙ３ｎ
Ｙ３ｎｍａｘ－Ｙ３ｎｍｉｎ

　（ｎ＝１，２，…，１６） （４）

其次根据检测标准，总损失率、破碎率和含杂率

为三大收获性能指标，试验计算时总损失率为割台

落地损失、未脱损失、夹带损失与清选吹出损失之

和，综合考虑，试验结果计算时拟定未脱损失（用脱

净率数值表征）和夹带损失为同一比重、破碎率比

重略高于两者，据此确定试验评价指标 Ｙ１、Ｙ２、Ｙ３对

应权重分配集 Ｐ＝［ｐ１（０３）ｐ２（０４）ｐ３（０３）］
Ｔ
。

模糊综合评价值为
［６］

Ｍ＝ＲＰ＝［ｒ１１ｐ１＋ｒ２１ｐ２＋ｒ３１ｐ３＋… ＋

ｒ１ｎｐ１＋ｒ２ｎｐ２＋ｒ３ｎｐ３］
Ｔ
（ｎ＝１６） （５）

脱粒性能指标隶属度及模糊综合评价值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脱粒性能指标隶属度及模糊综合评价值

Ｔａｂ．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ｚｚｙ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

试验号

因素正交列号 试验结果

Ｔ Ｓ Ｘ Ｄ Ａ Ｋ
脱净率

Ｙ１／％

破碎率

Ｙ２／％

夹带损失

率 Ｙ３／％

脱净率隶

属度 ｒ１ｎ

破碎率隶

属度 ｒ２ｎ

夹带损失率

隶属度 ｒ３ｎ

模糊综合

评价值 Ｍｎ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９８２７ ０６７ ０２４９ ０３２３ ０８００ ０６６５ ０６１３

２ １ ２ ２ １ ２ ２ ９８６５ ０７６ ０２９８ ０５１８ ０６３６ ０４１６ ０５３５

３ １ ３ ３ ２ １ ２ ９８７４ ０５９ ０３８０ ０５６４ ０９４５ ０ ０５４７

４ １ ４ ４ ２ ２ １ ９７８７ ０５８ ０１８３ ０１１８ ０９６４ １ ０７２１

５ ２ １ ２ ２ ２ １ ９９３３ ０７４ ０２３１ ０８６７ ０６７３ ０７５６ ０７５６

６ ２ ２ １ ２ １ ２ ９９２５ １０６ ０３０５ ０８２６ ００９１ ０３８１ ０３９９

７ ２ ３ ４ １ ２ ２ ９８１７ ０６２ ０２１５ ０２７２ ０８９１ ０８７８ ０７０１

８ ２ ４ ３ １ １ １ ９８２９ ０７１ ０２７８ ０３３３ ０７２７ ０５１８ ０５４６

９ ３ １ ３ １ ２ ２ ９８４７ ０９８ ０１９６ ０４２６ ０２３６ ０９３４ ０５０２

１０ ３ ２ ４ １ １ １ ９８５３ ０８７ ０３２１ ０４５６ ０４３６ ０２９９ ０４０１

１１ ３ ３ １ ２ ２ １ ９９１０ １１１ ０１９８ ０７４９ ０ ０９２４ ０５０２

１２ ３ ４ ２ ２ １ ２ ９９３６ ０５６ ０２１７ ０８８２ １ ０８２７ ０９１３

１３ ４ １ ４ ２ １ ２ ９７６４ ０７８ ０３６４ ０ ０６００ ００８１ ０２６４

１４ ４ ２ ３ ２ ２ １ ９８７８ ０９１ ０３７６ ０５８５ ０３６４ ００２０ ０３２７

１５ ４ ３ ２ １ １ １ ９９４１ ０５９ ０２８６ ０９０８ ０９４５ ０４７７ ０７９４

１６ ４ ４ １ １ ２ ２ ９９５９ ０７６ ０２４７ １ ０６３６ ０６７５ ０７５７

　　对模糊综合评价值进行直观分析，分析结果如
表４所示。从表可看出，影响脱净率、破碎率、夹带
损失率的６个主要因素中，因素主次顺序为 Ｓ、Ｘ、Ｄ、
Ａ、Ｋ、Ｔ，即：滚筒齿顶线速度、脱离间隙、上盖板导向
次数、凹板筛筛分包角、凹板筛筛孔尺寸和脱粒间

隙。试验结果分析表明：在设计条件下，综合脱净

率、破碎率及夹带损失率３个性能指标，脱粒部件的
优化参数组合为：脱粒间隙１５ｍｍ、滚筒齿顶线速度
２５ｍ／ｓ、脱离间隙 ５５ｍｍ、上盖板导向 ４次、凹板筛
筛分包角２０４°、凹板筛筛孔尺寸３６ｍｍ×１５ｍｍ。

３２　清选性能试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清选试验安排得出每组试验序号下含杂率

和吹出损失率如表５所示。
对清选性能双指标试验结果同样采用模糊综合

评价法进行数据处理，首先确定含杂率 Ｙ４和吹出损
失率Ｙ５为评价指标集，正交试验的９组试验数据为评

表 ４　模糊综合评价法直观分析

Ｔａｂ．４　Ｆｕｚｚ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

水平

因素

脱粒

间隙 Ｔ

滚筒齿

顶线速

度 Ｓ

脱离

间隙 Ｘ

上盖板

导向次

数 Ｄ

凹板筛

筛分包

角 Ａ

凹板筛

筛孔尺

寸 Ｋ

１ ０６０４ ０５３４ ０５６８ ０６０６ ０５６０ ０５４３

２ ０６０１ ０４１６ ０７５０ ０５５４ ０６００ ０５７７

３ ０５８０ ０６３６ ０４８１

４ ０５３６ ０７３４ ０５２２

极差 ００６８ ０３１８ ０２６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４ ００３４

折算后极差 ００６１２ ０２８６２ ０２４２１ ０１０４４ ００８０３ ００６８３

主次因素 Ｓ、Ｘ、Ｄ、Ａ、Ｋ、Ｔ

较优方案 Ｔ１Ｓ４Ｘ２Ｄ１Ａ２Ｋ２

价对象集；两个指标皆为偏小型指标，隶属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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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ｒ４１ ｒ４２ … ｒ４ｎ
ｒ５１ ｒ５２ … ｒ５[ ]

ｎ

Ｔ

（ｎ＝９） （６）

ｒ１ｎ＝
Ｙ４ｎｍａｘ－Ｙ４ｎ
Ｙ４ｎｍａｘ－Ｙ４ｎｍｉｎ

（ｎ＝１，２，…，９） （７）

ｒ２ｎ＝
Ｙ５ｎｍａｘ－Ｙ５ｎ
Ｙ５ｎｍａｘ－Ｙ５ｎｍｉｎ

（ｎ＝１，２，…，９） （８）

其次根据含杂率与吹出损失率指标重要性，同

样考虑含杂率为整机三大收获性能指标之一，而清

选吹出损失率仅为总损失率 ４个分量指标之一，所
以试验结果计算时，拟定含杂率比重略高于清选吹

出损失率的２倍比重，确定 Ｙ４与 Ｙ３试验权重分配集

Ｐ＝［ｐ４（０７）ｐ５（０３）］
Ｔ
。模糊综合评价值为

［６］

Ｍ＝ＲＰ＝［ｒ４１ｐ４＋ｒ５１ｐ５＋… ＋

ｒ４ｎｐ４＋ｒ５ｎｐ５］
Ｔ
（ｎ＝９） （９）

清选性能指标隶属度及模糊综合评价值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清选性能指标隶属度及模糊综合评价值

Ｔａｂ．５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ｚｚｙ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试验号
因素正交列号 试验结果

Ｑ Ｆ Ｌ Ｇ 含杂率 Ｙ４／％ 吹出损失率 Ｙ５／％

含杂率

隶属度 ｒ４ｎ

吹出损失率

隶属度 ｒ５ｎ

模糊综合

评价值 Ｍｎ

１ １ １ １ １ ４８０ ０１３ ０２０７ ０７８８ ０３８１

２ １ ２ ２ ２ ２８０ ００６ ０８９７ １ ０９２８

３ １ ３ ３ ３ ３７０ ０３２ ０５８６ ０２１２ ０４７４

４ ２ １ ２ ３ ５４０ ０１６ ０ ０６９７ ０２０９

５ ２ ２ ３ １ ５１０ ０２９ ０１０３ ０３０３ ０１６３

６ ２ ３ １ ２ ４２５ ０３９ ０３９７ ０ ０２７８

７ ３ １ ３ ２ ２９０ ０１１ ０８６２ ０８４８ ０８５８

８ ３ ２ １ ３ ３１３ ０３５ ０７８３ ０１２１ ０５８４

９ ３ ３ ２ １ ２５０ ０２１ １ ０５４５ ０８６４

　　对模糊综合评价值进行直观分析，分析结果如
表６所示。从此表可看出，影响含杂率、吹出损失率
的４个主要因素中，因素主次顺序为 Ｑ、Ｇ、Ｌ、Ｆ，即：
振动筛曲柄转速、筛面结构形式、离心风机转速和振

动筛振幅。同时，试验结果分析表明：在设计条件

下，综合含杂率、吹出损失率 ２个性能指标，清选部
件的优化参数组合为：振动筛曲柄转速 ４０４ｒ／ｍｉｎ、
１６ｍｍ方孔编织筛、离心风机转速１７８７ｒ／ｍｉｎ、振动
筛振幅３０ｍｍ。

表 ６　模糊综合评价法直观分析

Ｔａｂ．６　Ｆｕｚｚ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水平

因素

振动筛曲

柄转速 Ｑ

振动筛

振幅 Ｆ

离心风机

转速 Ｌ

筛面结构

形式 Ｇ

１ ０５９４ ０４８３ ０４１４ ０４６９

２ ０２１７ ０５５８ ０６６７ ０６８８

３ ０７６９ ０５３９ ０４９８ ０４２２

极差　　 ０５５２ ００７５ ０２５３ ０２６６

主次因素 Ｑ、Ｇ、Ｌ、Ｆ

较优方案 Ｑ３Ｆ２Ｌ２Ｇ２

３３　脱粒清选验证试验
根据较优组合，调节机具脱粒间隙为 １５ｍｍ、脱

离间隙为５５ｍｍ、滚筒齿顶线速度为２５ｍ／ｓ，更换导
向４次的上盖板部件、包角 ２０４°与筛孔为 ３６ｍｍ×
１５ｍｍ的凹板筛部件，同等试验前提下作验证试验，
测得脱净率、破碎率、夹带损失率分别为 ９９１０％、
０４３％和０２２３％。结合权重对比分析表明，此工
作参数组合下指标值优于正交试验中评价值最高的

第１２组指标值９９３６％、０５６％和０２１７％。
同等试验前提下对清选性能作验证试验，根据

较优组合，采用 １６ｍｍ的方孔编织筛，编织筛振幅
为 ３０ｍｍ，振频为 ４０４ｒ／ｍｉｎ、离心风机转速为
１７８７ｒ／ｍｉｎ，测得含杂率和吹出损失率为 ２５７％和
０１５％。结合权重对比分析正交试验中评价值最高
的第２组指标值 ２８％和 ００６％，表明此工作参数
组合确为较优组合。

４　结论

（１）影响脱粒部件脱净率、破碎率、夹带损失率

的６个因素主次顺序依次为：滚筒齿顶线速度、脱离
间隙、上盖板导向次数、凹板筛筛分包角、凹板筛筛

孔尺寸和脱粒间隙；影响清选部件含杂率、吹出损失

率的４个因素主次顺序依次为：振动筛曲柄转速、筛
面结构形式、离心风机转速和振动筛振幅。

（２）通过正交试验，优化确定各影响因素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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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为：脱粒间隙 １５ｍｍ、滚筒齿顶线速度 ２５ｍ／ｓ、
脱离间隙５５ｍｍ、上盖板导向４次、凹板筛筛分包角
２０４°、凹板筛筛孔尺寸 ３６ｍｍ×１５ｍｍ、振动筛曲柄
转速４０４ｒ／ｍｉｎ、１６ｍｍ方孔编织筛、离心风机转速

１７８７ｒ／ｍｉｎ、振动筛振幅 ３０ｍｍ，较优参数组合下的
机具收获性能指标为：脱净率 ９９１０％、破碎率
０４３％、夹带损失率 ０２２３％、含杂率 ２５７％和吹出
损失率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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