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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圆台型玉米精密排种器种子破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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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理工大学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淄博 ２５５０４９）

　　【摘要】　针对机械式精密排种器伤种率高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丸粒化玉米种子的精密排种器。以排种轴

转速、型孔直径、动盘锥角为因素，种子破损率为指标，运用二次回归正交旋转安排试验，建立了种子破损率与各影

响因素之间的回归数学模型。通过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７１软件对试验参数进行优化，确定排种轴转速 １３２ｒ／ｍｉｎ、型孔

直径 １６ｍｍ、动盘锥角 ２６５°为最佳参数组合，此时种子破损率为 ０６５％。验证试验表明该组合下试验误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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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玉米精密排种器按其工作原理分为机械式和气

力式两大类。气力式排种器对种子适应性强、损伤

轻，但其结构复杂、成本和技术要求较高
［１］
。机械

式精密排种器结构简单、制造容易且价格低廉，但在

使用过程中往往造成种子破损，不仅浪费种子，而且

直接影响田间出苗率导致产量下降
［２～３］

。为解决上

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丸粒化玉米种子精密排种器，

通过试验探讨排种器的结构及工作参数对种子破损

的影响。

１　排种器工作原理

排种器主要由种箱、副箱、动盘、定盘、清种器、

投种器、主轴和锥齿轮等组成（图 １）。动盘在排种
轴带动旋转时，进入种箱内的种子在重力和离心力

作用下流向动盘周围，当型孔随动盘旋转至清种毛

刷位置时多余的种子被刮去。当充有单粒种子的型



孔到达定盘的投种口位置时种子在投种器作用下被

投入导种管。通过对清种过程的受力分析，种子之

间以及种子与护种器（图２）相互作用力均会导致种
子的破损

［４］
。

图 １　排种器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定盘　２．型孔　３．动盘　４．种箱　５．副箱　６．种子　７．入种

口　８．清种毛刷　９．护种器　１０．主轴　１１．锥齿轮
　

图 ２　护种器的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ｅ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护种盒　２．弹簧　３．弹簧钢片　４．投种器

　

２　试验方法与设备

２１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丸粒化的农大 １０８玉米种子，千粒

质量为２０５０ｇ，初选后种子直径为１３３～１４４ｍｍ，
直径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Ｎ（１３９，００５６６）。
２２　试验方法

按照 ＧＢ／Ｔ６９７３—２００５《单粒（精密）播种机试
验方法》对取样的要求，考察经排种器工作后种子

的破损率。破损的种子采用过筛法和人工挑拣相结

合进行分选。破损率计算式为

Ｙ＝
Ｇ１
Ｇ０

（１）

式中　Ｇ１———破损种子质量（包括脱去丸粒化材料
及胚芽的种子）

Ｇ０———排种器每次排出种子的总质量
２３　试验设备

ＪＰＳ １２型排种器性能检测试验台；自制排种

器试验台架，包括排种系统（图１）和ＹＹ系列减速电动
机；电子天平，精度为０００１ｇ；天平，精度为０５ｇ。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单因素试验
３１１　动盘锥角

当型孔直径为１５ｍｍ、弹簧弹力为１０Ｎ、动盘锥
角为２３°、３０°、３７°时，种子破损率随转速变化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不同动盘锥角下转速对破损率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ｏｔａｒｙｓｐｅｅｄｏｎｄａ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ｄｅｘ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ｅｓ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由图３可以看出，随着转速增加，种子破损率增

大。当转速大于 １４ｒ／ｍｉｎ，动盘锥角为 ２３°和 ３０°时
种子破损率变化显著，当动盘锥角为 ３７°时种子破
损率显著增加。

３１２　型孔直径
当动盘锥角为 ２３°、弹簧弹力为 １０Ｎ、型孔直径

为１５、１６、１７ｍｍ时，种子破损率随转速变化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不同型孔直径下转速对破损率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ｏｔａｒｙｓｐｅｅｄｏｎｄａ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ｄｅｘ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ｅｌｌ
　
由图 ４可以看出，型孔直径对种子破损率影响

不显著。型孔直径为 １５和 １６ｍｍ时随转速增加种
子破损率无显著变化，当型孔直径为 １７ｍｍ时种子
破损率略有增加。

３１３　弹簧弹力
当动盘锥角为２３°、型孔直径为 １５ｍｍ、弹簧弹

力为１０、２０、３０Ｎ时，种子破碎率随转速变化如图 ５
所示。

由图５可以看出，在同一转速、型孔直径和动盘

８６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图 ５　不同弹簧弹力下转速对破损率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ｏｔａｒｙｓｐｅｅｄｏｎｄａ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ｄｅｘ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ｓｐｒｉｎｇ
　
锥角条件下，种子破损率随弹簧弹力增大无明显变

化，故此因素不作为影响种子破损率因素进行研究。

３２　响应面分析优化试验条件
３２１　试验因素与水平选取

综合上述单因素试验的结果，根据排种器结构

原理及种子的受力分析，选择排种轴转速 ｎ、动盘锥
角 及型孔直径 Ｄｋ为试验因素。根据 ＢＰ神经网络
对排种性能预测结果及该排种器的结构参数分析和

排种性能试验
［５～７］

，各因素及水平编码值如表 １所
示。

表 １　因素水平编码
Ｔａｂ．１　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ｓ

编码
排种轴转速

ａ／ｒ·ｍｉｎ－１
型孔直径

ｂ／ｍｍ

动盘锥角

ｃ／（°）

１６８２ ２０ １６３ ３７

１ １８ １６０ ３４

０ １６ １５５ ３０

－１ １４ １５０ ２６

－１６８２ １２ １４７ ２３

３２２　试验安排及结果
根据二次回归正交旋转设计方法

［８～１０］
，安排

３０组试验，每组试验重复三次，以平均值作为试验
指标，试验安排及结果如表２所示。
３３　破损率模型建立

根据试验结果建立种子破损率的回归方程，并

对模型进行方差分析和失拟检验（表 ３）。结果表
明，ｐ＜００００１，说明回归方程的关系极显著，同时
模型的失拟 ｐ＝０１２３４＞００５，不显著，说明该方程
能拟合真实的试验结果。

从方差分析可以看出，排种轴转速与动盘锥角

是影响种子破损的显著因素，而型孔直径对种子破

损影响较小。种子破损率与因素编码值之间的回归

方程为

Ｙ＝１４７＋０９８Ａ＋０１８Ｂ＋１６３Ｃ＋００５９ＡＢ＋
００５８ＡＣ＋００７１ＢＣ＋０５１Ａ２＋００５５Ｂ２＋１１３Ｃ２

（２）

表 ２　试验安排及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序号 Ａ Ｂ Ｃ 破损率 Ｙ／％

１ －１ －１ －１ ０９７３

２ １ －１ －１ ２７０６

３ －１ １ －１ １２５４

４ １ １ －１ ２９８２

５ －１ －１ １ ３５０７

６ １ －１ １ ５２２９

７ －１ １ １ ３８３１

８ １ １ １ ６０３１

９ －１６８２ ０ ０ ０９２１

１０ １６８２ ０ ０ ４４６８

１１ ０ －１６８２ ０ １１９４

１２ １ １６８２ ０ １６２７

１３ ０ ０ －１６８２ １０１３

１４ ０ ０ １６８２ ７７８３

１５ ０ ０ ０ １９７４

１６ ０ ０ ０ １４２２

１７ ０ ０ ０ １１９７

１８ ０ ０ ０ １２１８

１９ ０ ０ ０ ２２４１

２０ ０ ０ ０ １０５５

２１ ０ ０ ０ １４７２

２２ ０ ０ ０ １３４５

２３ ０ ０ ０ １３７８

表 ３　回归方程方差分析

Ｔａｂ．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变异来源 ｓｓ
自
由
度

ＭＳ Ｆ ｐ

模型 ７６８４ ９ ８５４ ３６８９ ＜００００１

Ａ １３７７ １ １３７７ ５９５０ ＜００００１

Ｂ ０７８ １ ０７８ ３３６ ００８９７

Ｃ ４１２５ １ ４１２５ １７８２５ ＜００００１

ＡＢ １２２５×１０－３ １１２２５×１０－３ ５２９４×１０－３ ０９４３１

ＡＣ ００６６ １ ００６６ ０２９ ０６０１２

ＢＣ ５５６５×１０－３ １５５６５×１０－３ ００２４ ０８７９１

Ａ２ ２００ １ ２００ ８６６ ００１１４

Ｂ２ ０１７ １ ０１７ ０７３ ０４０９７

Ｃ２ １８９１ １ １８９１ ８１７３ ＜００００１

残差 ３０１ １３ ０２３

失拟项 １８２ ５ ０３６ ２４６ ０１２３４

纯误差 １１８ ８ ０１５

误差总值 ７９８５ ２２

３４　各因素交互作用分析
为更加直观地反映各因素交互作用对种子破损

率的影响，采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７软件，依据回归方程
式绘出二次回归方程的响应面及等高线图。

由图６ａ可以看出，种子破损率受排种轴转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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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大，型孔直径对种子破损率影响较小。由图 ６ｂ
和６ｃ可以看出，动盘锥角对种子破损率影响较大，
当动盘锥角为 ２６５°左右，种子破损率最小。当动
盘锥角大于 ３０°时，随转速增加种子破损率迅速上
升。这是因为随着锥角的增大，型孔中容纳 ２粒种
子的概率增加，型孔中的多余种子难以被清种器清

除而被带至护种器位置被挤碎。

图 ６　各因素交互作用响应面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ｏｔｓｏｆｅａ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ｓ
　
对回归方程求一阶偏导数，得破损率 Ｙ最小值

时各因素取值为：排种轴转速 １３２ｒ／ｍｉｎ、型孔直径
１６ｍｍ、动盘锥角 ２６５°，在此最佳参数组合下种子
破损率为０６５％。
３５　种子破碎状态分析

种子丸粒化后采取干燥处理，粘结剂使得种子

的硬度增加而填充剂有效地保护了种子的胚芽，从

种子破碎后的状态可以看出（图 ７），破碎的种子大

部分是种子和填充剂的分离而基本没有对种子的胚

芽造成损坏，对种子发芽率影响较小。

图 ７　种子破碎后的形态

Ｆｉｇ．７　Ｓｈａｐｅｏｆｄａｍａｇｅｄｓｅｅｄｓ
　

４　验证试验

根据回归方程的优化结果对最佳参数组合进行

试验验证，试验结果及与理论值的误差如表４所示。
种子破损率平均值为 ０６６４％，相对误差平均值为
５５７８％。试验结果接近参数优化区域，所以优化结
果可以作为精密排种器的最佳参数组合。

表 ４　试验结果及误差
Ｔａｂ．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ｓ

序号 种子破损率／％ 相对误差／％

１ ０６２２ ４３０８

２ ０６７４ ３６９２

３ ０５９８ ８０００

４ ０６８０ ４６１５

５ ０７１１ ９３８５

６ ０６９３ ６６６２

７ ０６２９ ３２３１

８ ０７０３ ８１５４

９ ０６６４ ２１５４

５　结论

（１）根据二次正交旋转回归试验设计方法，建
立了影响因素与倾斜圆台型玉米精密排种器种子破

损率之间的数学回归模型，研究了各因素对种子破

损率的影响。

（２）通过对破损率回归方程进行优化得最佳参
数组合为：排种轴转速１３２ｒ／ｍｉｎ、型孔直径１６ｍｍ、
动盘锥角２６５°，种子破损率具有最小值为０６５％。

（３）验证试验表明，种子破损率平均值为
０６６４％，其结果接近种子破损率理论值（０６５％），
表明优化参数组合可以作为免耕播种机排种器的最

佳依据。

０７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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