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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流排砂沼气池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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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实现自流排砂，以圆柱形沼气池为研究对象，进料管设计为弦向，使反应器内部流体产生旋流，并

利用 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其流场进行模拟分析，确定泥砂最易在底部左下角区域沉积。按水力相似准则建立试验模型，

设计排砂管与进料管的夹角为１５０°，以含砂量为１０％的清水作为试验流体，批量连续进料，对自流排砂反应器与常

规反应器的排砂性能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自流排砂反应器在第 ３次排砂就能收集到泥砂，第 ５次排砂排砂率可

达 ８６１３％，前１９次平均排砂率是常规反应器的 ３８１倍，第 ５～２２次的平均排砂率为 ８２１７％，明显优于常规反应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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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发酵物料泥砂的去除是沼气工程长期高效运行

的关键
［１］
。沼气工程一般采用批式发酵和连续发

酵２种工艺，前者不会产生泥砂沉积、堵塞等问题，
但其产气分布不均衡，厌氧消化效率低，投入产出比

差；后者采用沉砂池或水解沉砂等措施对原料中的

泥砂进行沉淀预处理，投资大、沉淀效果差，严重影

响反应器的产气效率
［２～５］

。所有连续发酵沼气工程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都定期整体清掏反应器以排出泥

砂，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需大量的时间来重启

动发酵系统。

国外对连续发酵工艺反应器内部不溶性物料的

动力学规律相关研究较多，但反应器内泥砂的排出



方法未见报道
［６～７］

。沉砂池中广泛采用旋流原理，

使泥砂沉积于紊流较小的区域后集中排出，但应用

在沼气池内部泥砂方面的排除较少
［８］
。

本文以圆柱形沼气池为研究对象，通过合理布

置进料管位置，使反应器内部产生旋流，利用 Ｆｌｕｅｎｔ
对其旋流流场进行数值分析，确定底部紊流较小的

区域，即泥砂沉积集中区域，以指导排砂管设计，并

按照水力相似准则，建立试验模型，进行常规反应器

与自流排砂反应器的排砂性能比较试验。

１　反应器设计

１１　反应器整体设计
反应器池体为圆柱型，底部为平面，进料管设计

为弦向，与底面中心线水平间距为 Ｌ，与底面垂直距
离为 Ｄ，深入反应器长度为 Ｋ。设计 ２个进料管 Ａ、
Ｂ关于池体轴线中心对称，如图 １所示。其设计原
理为：含有泥砂的发酵物料经进料管进入反应器，带

动发酵液在其内形成旋流，发酵完成后，剩余液体从

反应器顶部溢流堰溢出，由出料管排出，泥砂则在自

身体积力作用下，沉积于反应器底部紊流较小的区

域，２个进料管形成的流场关于池体轴线对称，可扩
大进料的作用范围。

图 １　反应器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ｄｉｇｅｓｔｅｒ
（ａ）俯视图　（ｂ）Ⅰ Ⅰ剖面图

１．进料管 Ａ　２．沼气池　３．溢流堰　４．排砂管 Ａ

５．进料管 Ｂ　６．沼气管　７．出料管　８．排砂管 Ｂ
　

１２　数值模拟
以池体内径为 ４ｍ、池壁高度为 ４ｍ、有效容积

为５０ｍ３的设计反应器为研究对象，进行数值模拟
分析。其中，Ｄ＝５００ｍｍ，Ｌ＝８００ｍｍ，Ｋ＝１０００ｍｍ，
进料管内径为６０ｍｍ。
１２１　控制方程与边界条件

反应器进料过程的流场属于一般不可压缩水流

流动问题，数值模拟采用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平均 Ｎ Ｓ方程、
标准 ε紊流模型封闭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方程描述［９］

。进料

管来流顺畅，进入反应器前的流动是充分发展的均

匀紊流，因此进口边界条件设为速度进口边界，采用

断面平均流速，为２９ｍ／ｓ。

１２２　数值格式与网格划分
采用非结构化网格剖分计算区域，有限体积法

进行控制方程离散
［１０］
。采用压力耦合方程组的半

隐式方法（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处理，二阶迎风格式，隐式
求解。利用 Ｆｌｕｅｎｔ６３进行计算，以进、出口流量差
值作为是否收敛依据，精度小于 ０５％认为计算收
敛。为减小计算量，并满足精度要求，将模型划分为

２个区域，反应器高度１ｍ以上采用六面体网格，以
下区域采用混合网格，网格数量约为１５５×１０６个。

图 ２　流速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
（ａ）０５ｍ　（ｂ）０３ｍ　（ｃ）０１ｍ

１３　模拟模拟结果及分析
平行于底面的 ３个剖面流速分布图如图 ２所

示，其距离分别为 ０５、０３和 ０１ｍ。０５ｍ剖面的
流速为５０２×１０－１～２９０ｍ／ｓ；０３ｍ剖面的流速

为４４１×１０－３～５０２×１０－１ｍ／ｓ；０１ｍ剖面的流速

为１２４×１０－３～４６３×１０－１ｍ／ｓ。剖面流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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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料口自上而下逐渐减小，利于泥砂向反应器底

部沉积。０５ｍ剖面，流速从进料管管口向四周迅
速减小。０３、０１ｍ剖面，管口前方流速较大，流体
更新速度快；后方流速较小，流体更新速度慢。０１ｍ
剖面，左边和右上角区域流速最小，流速变化均匀、

紊流影响弱。

由图１中进料口 Ａ进料，含有泥砂的流体进入
反应器后，挟砂力骤减，泥砂在向底部沉积的同时，

在水平方向上受离心力作用，使其向池壁方向运动，

因此认为泥砂最易沉积于反应器底部左下角区域，

进料口 Ａ、Ｂ交替进料，流场叠加认为泥砂最易沉积
在右上角和左下角区域，如图 ２ｃ白线所示，且沉积
后不易被泛起

［１１～１３］
。综上，认为设计排砂管与白线

重合，可获得最大自流排砂率。

２　反应器泥砂运动规律试验

２１　试验装置
反应器按水力相似准则缩小，比例 Ｌｒ＝９，设计

反应器编号为Ⅰ，常规反应器编号为Ⅱ，示意图分别
如图１、３所示。

图 ３　常规反应器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ｇｅｓｔｅｒ
（ａ）俯视图　（ｂ）Ⅰ Ⅰ剖面图

１．排砂管　２．沼气管　３．沼气池　４．出料管　５．溢流堰　６．进料管
　

反应器Ⅰ的结构尺寸为：池体内径为 ０４４ｍ，
池壁高度为０４８ｍ，有效容积为 ００７ｍ３，进料管内
径为１４ｍｍ，排砂管内径 ３５ｍｍ。其中，Ｄ＝６３ｍｍ，
Ｌ＝８０ｍｍ，Ｋ＝１５０ｍｍ，进料管和排砂管的夹角为
１５０°。反应器Ⅱ的结构尺寸同反应器Ⅰ，进料管、排
砂管设计为径向。其中，Ｄ′＝６３ｍｍ，Ｋ′＝１５０ｍｍ。
试验装置主要由反应器、进料泵和进料池等组

成
［１２，１４］

。进料泵选用舟山佳璐水族器材制造有限

公司 ＬＰ ５５５型泵，额定功率 ２２Ｗ，最大扬程
１６ｍ，最大流量１ｍ３／ｈ，泵口内径１３ｍｍ，用橡皮软
管与进料管连接，整体置于进料池内。

２２　试验方法
以清水作为试验流体。因粪便中泥砂含量可达

其总固体（ＴＳ）质量分数的 ８％ ～１０％，所以设计试
验流体含砂量为１０％［４，１５］

。结合工程实际，以 ４０～
６５目砂（粒径 ｄ＞０２ｍｍ）作为试验用砂，进料时间

间隔设计为１ｈ，可使悬浮泥砂完全沉淀［１６～１７］
。

试验方法：试验开始前将２个反应器装满清水，
批量连续进料，每次向进料池中投入１０００ｇ干砂和
相应比例的清水，搅拌使泥砂在进料池中处于悬浮

状态，进料完毕后自流排砂一次，排出量为 １／１０有
效容积，并测量排砂量。将排出流体的水滤掉，在

１０５℃温度下加热 １０ｈ后称量，即为排砂量［１４］
。排

砂量除以进砂量可得排砂率。为便于试验比较，设

计反应器采用单管进出料。

２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３１　泥砂运动规律分析
反应器Ⅰ和反应器Ⅱ分别进行了 ２２次、１９次

排砂试验。反应器Ⅱ第１９次排砂，进料管被泥砂完
全堵塞，无法进料；为便于比较，反应器Ⅱ试验停止
后，反应器Ⅰ再进行３次排砂后停止试验，整个试验
过程进出料正常、无堵塞现象。

泥砂沉积结果如图 ４所示，反应器Ⅱ内有大量
泥砂，堆积在排砂管口周围，阻碍了新进泥砂向排砂

管口移动；反应器Ⅰ内泥砂沉积量相对较小，排砂管
的排砂作用可使泥砂沉积区域得到有效排除，泥砂

的沉积区域与模拟分析结果相符，设计排砂管和进

料管之间形成了顺畅的排砂流道。

图 ４　反应器泥砂沉积图片

Ｆｉｇ．４　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ｉｇｅｓｔｅｒｂａｓｉｎ
（ａ）反应器Ⅰ　（ｂ）反应器Ⅱ

　
反应器Ⅰ排砂效果明显优于反应器Ⅱ，主要原

因为：①泥砂在反应器Ⅰ内的水平运动距离较反应
器Ⅱ短，与流体分离后，在沉降时间一定条件下，缩
短进料口与排砂口的距离，有利于泥砂排出。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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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作用使反应器Ⅰ内泥砂往侧壁方向移动———沉积
区域向侧壁偏移，有利于沉积泥沙从排砂管排出。

③反应器Ⅰ的排沙管设计在泥砂沉积区域，反应器
自身的压力作用，可使得进入反应器的大部分泥砂

由排砂管排出，少部分在流道两侧堆积后自然塌落，

达到动态平衡；而反应器Ⅱ的进砂量远大于排砂量
与塌落量之和，因而造成管路堵塞。

２３２　排砂率分析
两反应器的泥砂排砂率如图 ５所示，反应器Ⅰ

的排砂率明显高于反应器Ⅱ。反应器Ⅰ的排砂率规
律呈现先短暂缓慢增长后迅速增长，最后维持较高

值，第３次排砂时首次收集到泥砂，第５次时排砂率
达到 ８６１３％，第 ５～２２次 的 平 均 排 砂 率 为
８２１７％。反应器Ⅱ第５次排砂时才能收集到泥砂，
之后排砂率缓慢增长，第 １２次排砂率达到最大值
３８８％后逐渐降低。对两者前 １９次排砂效果进行
比较，反应器Ⅰ累计排砂量为 １２８３９４ｇ，平均排砂
率为６７５８％；反应器Ⅱ累计排砂量为 ３３６６８ｇ，平
均排砂率为 １７７２％，反应器Ⅰ的排砂率是反应器
Ⅱ的３８１倍。因此可以认为设计反应器可以有效
地排出其内部的泥砂，延长反应器的整体清掏周期。

图 ５　反应器排砂率

Ｆｉｇ．５　Ｇｒｉｔｒｅｍｏｖ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ｄｉｇｅｓｔｅｒｓ
　

３　结论

（１）进料管设计为弦向，带动设计反应器内流
体形成旋流，使泥砂沉积区域向侧壁方向偏移，设计

排砂管于沉积区域，可形成顺畅的泥砂流道，显著提

高排砂率。

（２）两个进料管交替进料流场叠加，认为泥砂
容易沉积在左下角和右上角 ２个区域，且沉积后不
易被泛起。

（３）反应器Ⅰ前 １９次排砂的平均排砂率是反
应器Ⅱ的 ３８１倍，第 ５～２２次的平均排砂率为
８２１７％，认为设计反应器可以有效地排出进入其内
的泥砂，延长反应器的整体清掏周期。

参 考 文 献

１　韩芳，林聪．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厌氧消化技术优化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２７（增刊 １）：４１～４７．

ＨａｎＦａｎｇ，ＬｉｎＣｏ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ｂｉｏｇａ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ａｎｄｐｏｕｌｔｒｙ

ｆａｒｍ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１，２７（Ｓｕｐｐ．１）：４１～４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ＳｈｉｕｅＬＬ，ＪｉａｎＳＬ，ＹｕＨＷ，ｅｔ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ｌｏａ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ａｍｅｓｏｐｈｉｌｉｃｋｉｔｃｈｅｎｗａｓｔｅｆｅｒｍｅｎ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

１０２（１８）：８６８２～８６８７．

３　农业部人事劳动司．沼气生产工［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　李倩，蓝天，寿亦丰，等．热电肥联产大型鸡场废弃物沼气工程技术［Ｊ］．中国工程科学，２０１１，１３（２）：３５～３９．

ＬｉＱｉａｎ，ＬａｎＴｉａｎ，ＳｈｏｕＹｉ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Ｂｉｏｇａ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ｈ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ｐｏｕｌｔｒｙｆａｒｍ

［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１３（２）：３５～３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ＳｎｃｈｅｚＥ，ＴｒａｖｉｅｓｏＬ，ＷｅｉｌａｎｄＰ，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ｄｏｗｎｆｌｏｗ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ｆｉｘｅｄｂｅｄｒｅａｃｔ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ｐｉｇｇｅｒｙｗａｓｔｅ［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２００２，３６（１）：７３～８２．

６　ＦｏｎｔＲ，ＬｏｐｅｚＪＭ．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ｉｎｓｏｌｕｂｌｅ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ｘｅ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ｆｌｏｗ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０，４５（１０）：３０９７～３１０９．

７　ＨéｃｔｏｒＡＲ，ＡｎｔóｎｉｏＡＶ，ＪｏｓéＡＴ．Ｋｉ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ｗｈｅａｔｓｔｒａｗ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ｕｎｄｅｒ

ａｕｔｏ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ｏｓｏｌｖ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ｒｏｐ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２０１２，３６（１）：１００～１０７．

８　汪家权，蒋文韬，王淦．新型高效旋流沉砂池除砂效果研究［Ｊ］．中国给水排水，２００７，２３（１５）：９８～１００．

ＷａｎｇＪｉａｑ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Ｗｅｎｔａｏ，ＷａｎｇＧａｎ．Ｇｒｉｔｒｅｍｏｖ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ｎｅｗｔｙｐｅｈｉｇｈ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ｏｗｇｒｉｔｃｈａｎｂｅｒ［Ｊ］．

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ｅｒ＆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２００７，２３（１５）：９８～１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孙东坡，张艳艳，王鹏涛，等．１０００ＭＷ电厂循环水流道进水池三维紊流数值模拟［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０８（６）：

９９～１０２．

ＳｕｎＤｏｎｇｐｏ，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ｆｌｏｗｆｏｒｉｎｌｅｔｃｏｎｄｕｉｔ

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ｓ［Ｊ］．ＣｈｉｎａＲ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２００８（６）：９９～１０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下转第 ５０页）

７１１第 １２期　　　　　　　　　　　　　　　罗涛 等：自流排砂沼气池设计与试验



ＪｉａＨｏｎｇｌｅｉ，ＷａｎｇＺｅｎｇｈｕｉ，ＭａＣｈｅｎｇｌｉｎ，ｅｔａｌ．Ｃｈｏ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ｒｏｗ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ｏｒｎｓｔｒａｗ［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３，３４（６）：９６～９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丛宏斌，李汝莘，李洪江，等．玉米收获机茎秆堆放装置设计［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０，２６（５）：１０７～１１１．

ＣｏｎｇＨｏｎｇｂｉｎ，ＬｉＲｕｘｉｎ，Ｌｉ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ｃｏｒｎｓｔｒａｗ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０，２６（５）：１０７～１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丛宏斌，李明利，李汝莘，等．４ＹＱＫ ２型茎秆青贮打捆玉米收获机设计［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１０）：９６～１００．

ＣｏｎｇＨｏｎｇｂｉｎ，ＬｉＭｉｎｇｌｉ，ＬｉＲｕｘｉ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４ＹＱＫ ２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ｆｏｒｃｏｒ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ｗｅｎｓｉｌａｇｅ［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９，２５（１０）：９６～１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张道林，孙永进，赵洪光．自走式穗茎兼收型玉米联合收获机的设计与试验 ［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５，２１（１）：７９～８２．

ＺｈａｎｇＤａｏｌｉｎ，ＳｕｎＹｏｎｇｊｉｎ，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ｆｏｒｃｏｒｎａｎｄ

ｓｔａｌｋ［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５，２１（１）：７９～８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贺俊林，胡伟，郭玉富，等．扶禾杆在不对行导入玉米茎秆中的运动仿真［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２３（６）：１２５～１２８．

ＨｅＪｕｎｌｉｎ，ＨｕＷｅｉ，ＧｕｏＹｕｆｕ，ｅｔａｌ．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ｏｗｆｅｅｄｉ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ｗｉｔｈｇｕｉｄｅｒｏｄｆｏｒｃｏｒｎ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７，２３（６）：１２５～１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陈志，韩增德，颜华，等．不分行玉米收获机分禾器适应性试验［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８，３９（１）：５０～５２．

ＣｈｅｎＺｈｉ，ＨａｎＺｅｎｇｄｅ，Ｙａ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ｃｒｏｐｄｉｖｉｄｅｒｏｆｃｏｒｎ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３９（１）：５０～５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贺俊林，佟金，陈志，等．指形拨禾轮分禾机构的虚拟设计与运动仿真［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７，３８（６）：５３～５７．

ＨｅＪｕｎｌｉｎ，ＴｏｎｇＪｉｎ，ＣｈｅｎＺｈｉ，ｅｔａｌ．Ｖｉｒｔｕ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ｅｅｄｉ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ｗｉｔｈｆｉｎｇｅｒｒｏｔｏｒ［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７，３８（６）：５３～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　ＣａｌｍｅｒＭａｒ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ｃｏｒｎｈｅａｄ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ＵＳ，ＵＳ２００５０１２０６９４［Ｐ］．２００５ ０６ ０９．

２９　朱纪春，陈金环．国内外玉米收获机械现状和技术特点分析［Ｊ］．农业技术与装备，２０１０（４）：２３～２４．

ＺｈｕＪｉｃｈｕｎ，ＣｈｅｎＪｉｎｈｕａ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ｍ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ｉｎｈｏｍｅ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４）：２３～２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上接第 １１７页）

１０　孙宏宇，董玉平，周淑霞，等．基于 Ｆｌｕｅｎｔ的固定床生物质气化炉冷态压力场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０，４１（１１）：

９４～９７．

ＳｕｎＨｏｎｇｙｕ，ＤｏｎｇＹｕｐｉｎｇ，ＺｈｏｕＳｈｕｘｉａ，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ｉｘｅｄｂｅ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ｇａｓｉｆｉｅｒｃｏ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ｂａｓｅｄｏｎ

Ｆｌｕｅｎｔ［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０，４１（１１）：９４～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段存福，郑传林．沉砂池运行条件的改进［Ｊ］．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４（２）：７７～７８．

ＤｕａｎＣｕｎｆｕ，ＺｈｅｎｇＣｈｕａｎｌ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ｉｔｃｈａｍｂｅｒｗｉｔｈ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ｏｗ［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４（２）：７７～７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柴诚敬，张国亮．化工流体流动与传热［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３　明宗富，雒征．沉砂池泥砂运动规律的研究［Ｊ］．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１９９７，３０（２）：６７～７０．

ＭｉｎｇＺｏｎｇｆｕ，ＬｕｏＺｈｅ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ｌａｗ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ｅｔｔｌｉｎｇｂａｓｉ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７，３０（２）：６７～７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蒋定生，高鹏，徐学选，等．水窖沉砂池结构形式试验设计［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１，１７（５）：２７～３１．

Ｊｉａ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ＧａｏＰｅｎｇ，ＸｕＸｕｅｘｕａｎ，ｅｔ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ｏｆｓａｎｄｓｅｔｔｌｉｎｇｔａｎｋｆｏｒｒｕｎｏｆｆ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１，１７（５）：２７～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姚爱莉，杨可俊，赵跃新，等．高效处理鸡粪沼气工程的研究和设计［Ｊ］．中国沼气，１９９０，８（８）：３０～３３．

１６　刘焕芳，宗全利．一种新型平流式沉砂池的设计［Ｊ］．工业水处理，２００５，２５（４）：７１～７４．

ＬｉｕＨｕａｎｆａｎｇ，ＺｏｎｇＱｕａｎｌｉ．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ｎｅｗｔｙｐｅ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ａｎｋ［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２００５，

２５（４）：７１～７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李涛．沉砂池的设计及不同池型的选择［Ｊ］．中国给水排水，２００１，１７（９）：３７～４２．

０５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