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４年 ８月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第 ４５卷 第 ８期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４．０８．０１３

联合收获机吸杂口偏置型旋风分离清选装置试验

周学建１　袁华杰１　闫卫红２　师清翔１　马　萌１　李宇航１

（１．河南科技大学农业工程学院，洛阳 ４７１００３；２．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１０２）

摘要：利用吸杂口偏置型旋风分离清选装置试验台，进行了旋风分离筒吸杂口偏置角度和偏置距离试验，研究了吸

杂口偏移位置参数对清选性能的影响规律，获得了清选效果较优的吸杂口偏置型旋风分离筒的结构参数。通过正

交试验和回归试验得到了该清选装置的较优结构运动参数，并进行了验证试验和适应性试验，为该清选装置在微

型联合收获机上的应用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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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清选装置是谷物联合收获机的重要工作部件，

直接影响整机的清洁率、损失率和工作效率。目前，

谷物联合收获机广泛采用气流清选和风筛联合清选

两种形式，大中型谷物联合收获机主要采用风筛联

合清选，而小型和微型谷物联合收获机多采用气流

清选
［１－７］

。

旋风分离是一种典型的气流清选方式，该清选

装置结构简单、重量轻，适宜配置于微型谷物联合收

获机
［８－１２］

。但是，目前使用的旋风分离清选装置吸

杂风机转速较高，一般都在 ２６００ｒ／ｍｉｎ以上，使得
整机震动加剧，影响工作可靠性。减小分离筒直径

是降低吸杂风机转速的有效方法，但会引起清选质

量的下降
［１３－１８］

。

本文以水稻为清选对象，以吸杂口远离进料口

为保证清选质量的切入点，探索偏置吸杂口的旋转

角度和吸杂口偏置距离对旋风分离清选装置性能的

影响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正交试验和回归试验，

通过试验研究，得到该清选装置的较优结构运动参

数。

１　试验设备与试验过程

１１　试验设备
如图 １所示，旋风分离清选试验台主要由推运

螺旋输送器、扬谷器、扬谷器管道、旋风分离筒、吸杂

管道和吸杂风机等部分组成。其他设备有：用于电

动机速度控制的 Ｇ５Ａ４１Ｐ５１型变频器 ３台，称重仪

２台，ＥＤＩ ３０２型电阻应变式电子秤和 ＭＰ４０００型
电子天平，杂余分离装置１套。

图 １　旋风分离清选试验台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ｅｐａｔａ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输送带　２．接料室　３．推运螺旋输送器　４．扬谷器　５．扬谷

器管道　６．接粮箱　７．旋风分离筒　８．吸杂管道　９．吸杂风机

１０．接糠网袋
　

１２　试验过程
室内试验模拟４ＬＢＺ型微型水稻联合收获机清

选系统工况。该机前进速度 ０５ｍ／ｓ，割幅 １ｍ。按
水稻产量 ９０００ｋｇ／ｈｍ２计算，清选系统籽粒喂入量
为０４５ｋｇ／ｓ。

经测定，４ＬＢＺ型微型水稻联合收获机滚筒脱出
物的含杂率为 ４７％，确定试验用物料的含杂率为
５％，由此可得清选物料的总喂入量为０４７３７ｋｇ／ｓ。
根据物料输送带速度和铺料长度，可得出每次试验

所用的物料总量。试验物料中籽粒含水率为 ７％ ～
８％，杂余含水率为１２％ ～１３％。

试验中，首先将籽粒、杂余按比例混合，均匀铺

于物料输送带上，然后依次打开控制风机、扬谷器和

螺旋输送器及输送带的电动机变频器，清选物料由

输送带经滑板送入接料室，在接料室内被推运螺旋

输送器送入扬谷器中心，由扬谷器经扬谷器管道沿



旋风分离筒切向抛扔至分离筒，在分离筒内气流和

物料本身重力的共同作用下，籽粒与杂余分离，籽粒

落入接粮箱，杂余经吸杂管道由吸杂风机排入接糠

网袋。

鉴于旋风分离筒参数的改变不会影响籽粒破

碎，本研究未考虑籽粒破碎率，选取籽粒清洁率 Ｙｑ
和清选损失率 Ｙｓ作为清选性能指标。

用电子秤称出接粮箱中物料总质量 Ｗ１和接粮
箱中物料经彻底分离后得到的纯籽粒质量 Ｗ２，使用
杂余分离装置分离出接糠网袋杂余中含有的籽粒，

并用电子天平称量，得清选损失籽粒质量 Ｗ３。
籽粒清洁率和清选损失率计算式为

Ｙｑ＝
Ｗ２
Ｗ１
×１００％ （１）

Ｙｓ＝
Ｗ３

Ｗ２＋Ｗ３
×１００％ （２）

２　旋风分离清选装置结构性能试验

２１　吸杂口偏置角度
原有旋风分离筒直径为 ４００ｍｍ。减小分离筒

直径是降低吸杂风机转速的有效方法，本试验设定

分离筒直径为３００ｍｍ。
根据整机配置，确定分离筒物料入口尺寸为

８０ｍｍ×１００ｍｍ，吸杂口直径为 １６０ｍｍ，出粮口直
径为１６０ｍｍ。

预试验表明，当风机转速为１０００ｒ／ｍｉｎ，扬谷器
转速为１０００ｒ／ｍｉｎ时，清选过程连续且清选能基本
满足要求，可在此转速下进行吸杂口偏置角度试验。

图 ２　吸杂口偏置角度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ｎｇｌｅ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吸杂口偏置角度示意图如图２所示。吸杂口中
心位于远离物料入口一侧，相对于分离筒中心偏置

距离为２０ｍｍ，规定偏置角度与物料进入方向一致时为
０°，与物料进入方向相反为１８０°。设定偏置旋转角度
的试验水平为０°、３０°、６０°、９０°、１２０°、１５０°和１８０°。

根据室内试验条件，设定铺料长度为 ３ｍ，输送
带速度为０３７５ｍ／ｓ，每次试验物料为籽粒 ３６ｋｇ，

杂余０１９ｋｇ。
试验结果方差分析表明，偏置角度对水稻清洁

率影响不显著，对水稻清选损失率影响显著，吸杂口

偏置角度对清选损失率的影响如图３所示。

图 ３　旋转角度对清选损失率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ｇｌｅｏｆ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ｌｏｓｓ
　
从图３可以看出，在吸杂口偏置角度为 １５０°时

清选损失率最小。因为物料进入分离筒后，籽粒与

杂余逐渐分离，在完成籽粒和杂余分离之前，物料所

走过的行程越长，其分离的就越彻底，杂余被吸走时

所带走的籽粒就越少。半喂入水稻脱粒得到的待清

选物料含杂率低，进入分离筒的物料在惯性力作用

下沿分离筒内壁作周向运动，吸杂口在 １５０°位置
时，杂余被吸走前行程长，损失较小。而 １８０°时吸
杂口离物料入口比较近，在物料刚进入分离筒时就

会有一小部分杂余被吸走，这时杂余与籽粒尚未完

全分离，会夹带一些籽粒，所以 １８０°时的损失比
１５０°时要大一些。
２２　吸杂口偏置距离

由吸杂口偏置角度试验可知，当偏置角度为

１５０°时清选效果较好，但其清洁率在 ９８２％ ～
９８５％之间。要进一步提高清洁率就要提高吸杂风
机转速，势必引起损失率的增加，为了在提高清洁率

的同时又控制住损失率，在本次试验中，将分离筒直

径由３００ｍｍ增加到３５０ｍｍ。
吸杂口偏置距离示意图如图 ４所示，图中吸杂

口偏置旋转角度为 １５０°。吸杂口偏置距离就是吸
杂口中心相对于分离筒中心偏移的距离。吸杂口中

心位于远离物料入口一侧，取吸杂口偏置距离的试

验水平为 ２０、３５、５０、６５和 ８０ｍｍ，同时增加偏移距
离为０ｍｍ（即不偏移）的试验为对比试验。

通过预试验，确定风机转速为１２００ｒ／ｍｉｎ，扬谷
器转速为１０００ｒ／ｍｉｎ，其他试验条件不变。

试验结果方差分析表明，偏置距离对水稻清洁

率影响不显著，试验结果都在 ９９３％ ～９９６％之
间；而偏置距离对水稻清选损失率影响显著。偏置

距离对清选损失率的影响如图５所示。
从图５可以看出，偏置距离为 ３５ｍｍ时清选损

失率最小。这是因为，偏置距离过小时，吸杂口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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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吸杂口偏置距离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ｏｆｆｓｅ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图 ５　偏置距离对清选损失率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ｆｆｓｅ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ｌｏｓｓ
　
料入口较近，物料刚进入分离筒时，籽粒与杂余尚未

分离，部分杂余夹带着籽粒被吸走，造成损失。偏移

距离过大时，吸杂口离分离筒壁较近，吸杂口下部高

速气流对绕筒壁旋转运动的籽粒作用增强，部分籽

粒被高速气流带走造成损失。因此，偏置距离不宜

过大或过小，以３５ｍｍ时清选效果较好。

３　清选装置试验

在旋风分离清选装置吸杂口偏移位置的试验研

究基础上，进行正交试验和回归试验，以期得到吸杂

口偏置型旋风分离清选装置的结构参数和运动参

数，以及这些参数对清选性能的影响规律。

３１　正交试验
旋风分离清选装置的空间尺寸以小为好，最小

　　

尺寸由待清选物料喂入量和组分决定，在空间尺寸

确定的情况下，影响清选性能的主要参数是吸杂风

机转速 Ａ、扬谷器转速 Ｂ、吸杂口直径 Ｃ和出粮口直
径 Ｄ，以及吸杂口的偏转角度和偏移距离。

本试验中取分离筒直径３５０ｍｍ，吸杂口偏置旋
转角度１５０°，偏移距离３５ｍｍ。以吸杂风机转速 Ａ、
扬谷器转速 Ｂ、吸杂口直径 Ｃ和出粮口直径 Ｄ为试
验因素，各因素水平如表１所示。通过正交试验，判
断因素影响主次和因素水平较优组合，为回归试验

的因素选择提供依据。

正交表采用 Ｌ９（３
４
），试验安排及结果如表 ２所

示。其中 Ｎｏ．１为第 １次试验数据，Ｎｏ．２为第 ２次
试验数据。

表 １　正交试验因素和水平

Ｔａｂ．１　Ｅｎｃｏｄｅ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

ｏｎ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

水平
因素

Ａ／（ｒ·ｍｉｎ－１） Ｂ／（ｒ·ｍｉｎ－１） Ｃ／ｍｍ Ｄ／ｍｍ

１ １０００ ９０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２ １２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５０ １８０

３ １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６０ ２００

　　对正交试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４个
因素对清洁率和损失率的影响都显著。

对其进行极差分析，影响清洁率的因素主次顺

序为 Ａ、Ｄ、Ｃ、Ｂ，较优组合为 Ａ３Ｂ２Ｃ１Ｄ１；影响损失率
的因素主次顺序为 Ａ、Ｃ、Ｄ、Ｂ，较优组合为 Ａ１Ｂ２Ｃ１Ｄ３。
对两个指标的分析结果有所不同，采用加权综合评

分法对其进行分析，试验结果中清洁率范围是

９５５％ ～９９７％，部分数据偏低，而损失率都小于
０５％，所以清洁率权重取 ０７，损失率权重取 ０３，
影响综合指标的因素主次顺序为 Ａ、Ｃ、Ｄ、Ｂ，较优组
合为 Ａ２Ｂ２Ｃ１Ｄ１。
３２　回归试验

根据正交试验结果，在回归试验中取风机转速、

　　表 ２　正交试验安排及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

试验号
Ａ

／（ｒ·ｍｉｎ－１）

Ｂ

／（ｒ·ｍｉｎ－１）

Ｃ

／ｍｍ

Ｄ

／ｍｍ

Ｙｑ／％ Ｙｓ／％

Ｎｏ．１ Ｎｏ．２ Ｎｏ．１ Ｎｏ．２

１ １０００ ９０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９８０８ ９８０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５

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５０ １８０ ９７００ ９７２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８

３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６０ ２００ ９５７０ ９５４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４ １２００ ９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９７８１ ９７０４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１

５ １２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９９１７ ９９４４ ０１３１ ０１０６

６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４０ １８０ ９９１７ ９９１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９

７ １４００ ９０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９９７２ ９９７２ ０４２２ ０４２８

８ １４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４０ ２００ ９９４４ ９９４４ ０１３５ ０１５４

９ １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６０ ９９４４ ９９１６ ０３５９ ０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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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谷器转速和吸杂口直径作为试验因素，而将出粮

口直径固定于 １６０ｍｍ。之所以将其固定于较小值
是因为出粮口直径小时，出粮口向上气流速度增加，

有利于提高清洁率。但出粮口直径过小也会影响整

机作业效率。

本试验中采用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试验，其优点

是回归方程有通用性，且有较高的预测精度；通过主

目标优化法得到参数的较优组合，这种优化方法的

优点是使二次方程求解为简单的线性规划问题，在

辅助目标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得到主目标的最优值。

３２１　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试验
在正交试验得出的试验因素较优水平附近安排

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试验，试验因素水平如表３所示，
试验安排及其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 ３　回归试验因素水平编码

Ｔａｂ．３　Ｅｎｃｏｄｅ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ｎ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ｓｔ

编码

因素

风机转速

ｚ１／（ｒ·ｍｉｎ
－１）

扬谷器转速

ｚ２／（ｒ·ｍｉｎ
－１）

吸杂口直径

ｚ３／ｍｍ

１６８２ １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６０

１ １３１９ １１３９ １５２

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４０

－１ １０８１ ９６１ １２８

－１６８２ １０００ ９００ １２０

表 ４　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试验安排及试验结果

Ｔａｂ．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ｒｏｔａｒｙ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试验号 Ｚ１ Ｚ２ Ｚ３ 清洁率 Ｙｑ／％ 损失率 Ｙｓ／％

１ １ １ １ ９９７２ ００８１

２ １ １ －１ ９９１６ ００９０

３ １ －１ １ ９９４４ ００９８

４ １ －１ －１ ９９１６ ０１０４

５ －１ １ １ ９８３４ ００５３

６ －１ １ －１ ９７５３ ００３４

７ －１ －１ １ ９７８１ ００６７

８ －１ －１ －１ ９８６２ ００３４

９ －１６８２ ０ ０ ９７８１ ００３６

１０ １６８２ ０ ０ ９９７２ ０３０５

１１ ０ －１６８２ ０ ９９４４ ０１００

１２ ０ １６８２ ０ ９８８９ ００６７

１３ ０ ０ －１６８２ ９８８９ ０１２３

１４ ０ ０ １６８２ ９９４４ ００７３

１５ ０ ０ ０ ９９４４ ００９０

１６ ０ ０ ０ ９９１７ ００９５

１７ ０ ０ ０ ９９４４ ００９２

１８ ０ ０ ０ ９９１７ ００９２

１９ ０ ０ ０ ９９１６ ００９５

２０ ０ ０ ０ ９９１７ ００９８

　　对表４中试验数据进行二次多项式逐步回归，

得到清洁率 Ｙｑ和损失率 Ｙｓ在因素空间内的标准二
次回归方程为

Ｙｑ＝９９５７３８２＋００２４６１ｚ１－００１８９８ｚ２－

０１２０５６ｚ３－０００００２ｚ
２
１－０００００１ｚ

２
２－００００６８ｚ

２
３＋

０００００１ｚ１ｚ２＋０００００７ｚ１ｚ３＋００００２２ｚ２ｚ３ （３）
Ｙｓ＝０６０１３５－０００１６ｚ１＋００００８９ｚ２－

０００２７１ｚ３＋００００００２ｚ
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ｚ

２
２＋

０００００１ｚ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２ｚ１ｚ２－００００００２ｚ１ｚ３ （４）
式（３）和（４）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５和表 ６所示。
由表可知，清洁率和损失率的回归方程都在 α＝
００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且不失拟，说明 ２个回归方
程均与实际情况拟合较好。

表 ５　籽粒清洁率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５　Ｔｅｓｔ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ｒａｔ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显著性

回归 ７０６４７ ９ ０７８５ １１３９ 方程显著

剩余 ０６８９４ １０ ００６８９

失拟 ０５９０３ ５ ０１１８１ ５９６ 方程不失拟

误差 ００９９１ ５ ００１９８

总和 ７７５４１ １９

表 ６　清选损失率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６　Ｔｅｓｔ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ｌｏｓｓｒａｔ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显著性

回归 ００８７６ ９ ０００９７ ６４９３ 方程显著

剩余 ００００４ １０ ０

失拟 ００００３ ５ ００００１ ７８９ 方程不失拟

误差 ０ ５ ０

总和 ００８８ １９

　　注：方程显著性检验表注释：Ｆ００１（９，１０）＝４９４，Ｆ００１（５，５）＝

１１０。

３２２　参数优化及其验证试验
本次回归试验通过多指标参数优化得到较优参

数组合，参数优化方法采用主目标优化法。

目标函数

Ｆ（ｚ１，ｚ２，ｚ３）＝Ｙｓ
性能约束函数

Ｇ１（ｚ１，ｚ２，ｚ３）＝Ｙｑ≥９９％
边界约束函数

１０００≤Ｇ２（ｚ１，ｚ２，ｚ３）＝ｚ１≤１４００
９００≤Ｇ３（ｚ１，ｚ２，ｚ３）＝ｚ２≤１２００
１２０≤Ｇ４（ｚ１，ｚ２，ｚ３）＝ｚ３≤１６０

求目标函数最小值，最终优化结果即最佳参数组合

为：ｚ１＝１１５７ｒ／ｍｉｎ，ｚ２ ＝１０６５ｒ／ｍｉｎ，ｚ３ ＝１５５ｍｍ，
Ｙｑ＝９９％，Ｙｓ＝００６％。

验证试验结果如表７所示 。由表 ７可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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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预测结果比较接近，回归方程可用于指标预

测和参数控制。

表 ７　验证试验结果

Ｔａｂ．７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ｐｒｏｏｆｔｅｓｔ

试验号 清洁率 Ｙｑ／％ 损失率 Ｙｓ／％

１ ９９１７ ００６２

２ ９９１６ ００６５

３３　适应性试验
在较优参数组合下，进行喂入量、含杂率和含水

率的适应性试验，考查该清选装置配置到 ４ＬＢＺ型
微型水稻联合收获机的清选性能。

（１）喂入量
保持含杂率５％不变，按水稻产量 ６０００、７５００、

９０００、１０５００和１２０００ｋｇ／ｈｍ２的喂入量进行试验，
试验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 ６　喂入量适应性试验结果

Ｆｉｇ．６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ｅｅｄｒａｔｅ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由图６可以看出：随喂入量增加，清洁率下降，

损失率升高；在试验范围内，清洁率在 ９８％以上，损
失率在０２％以下，满足清选要求。

（２）含杂率
保持水稻产量 ９０００ｋｇ／ｈｍ２的喂入量不变，含

杂率取３％、５％、７％、９％和 １１％（堵塞）进行试验，
试验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 ７　含杂率适应性试验结果

Ｆｉｇ．７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ｍｐｕｒｉｔｙｒａｔｅ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由图７可以看出：随含杂率增加，清洁率下降，
损失率升高；含杂率在８％以下时，清洁率在 ９８％以
上，损失率在０２％以下，满足清选要求。

（３）含水率
保持含杂率５％和水稻产量 ９０００ｋｇ／ｈｍ２的喂

入量不变，利用洒水的办法调整室内试验物料的含

水率，试验结果如表８所示。

表 ８　含水率适应性试验结果

Ｔａｂ．８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试验号
含水率／％

籽粒 杂余
Ｙｑ／％ Ｙｓ／％

１ １１２５ ３５４５ ９８３５ ０１７６

２ １０６１ ３４２５ ９８３４ ０１６５

３ ９５５ ２３０８ ９８６２ ０１５９

４ ８５４ １７０４ ９８８８ ０１３５

５ ７６２ １２８２ ９９１７ ００５９

　　由表８可以看出：随着含水率的增加，清洁率下
降，损失率升高；在试验范围内，清洁率在 ９８％以
上，损失率在０２％以下。

４　结论

（１）旋风分离清选装置吸杂口远离进料口有利
于降低因杂余夹带籽粒造成的清选损失；吸杂口与

分离筒壁距离过小时，吸杂口下部高速气流对绕筒

壁运动的籽粒作用增强，部分籽粒被高速气流带走

造成清选损失。

（２）旋风分离清选装置在旋风分离筒直径为
３００ｍｍ、吸杂口偏置距离为 ２０ｍｍ，风机转速为
１０００ｒ／ｍｉｎ时，吸杂口偏置角度 １５０°清选效果较
好；在旋风分离筒直径为 ３５０ｍｍ、吸杂口偏置角度
为１５０°，风机转速为 １２００ｒ／ｍｉｎ时，吸杂口偏置距
离３５ｍｍ清选效果较好，此时籽粒清洁率达 ９９％，
损失率在０１％以下。

（３）当旋风分离筒直径为３５０ｍｍ、吸杂口偏置
角度为 １５０°、吸杂口偏置距离 ３５ｍｍ时，旋风分离
清选装置的较优结构运动参数是：出粮口直径

１６０ｍｍ，风机转速１１５７ｒ／ｍｉｎ，扬谷器转速１０６５ｒ／ｍｉｎ，
吸杂口直径 １５５ｍｍ。在该参数下，籽粒清洁率达
９９％，清选损失率为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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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２，３３（４）：５２－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刘师多，毛鹏军，师清翔，等．微型小麦联合收割机的研制［Ｊ］．农业机械，２００６（１８）：１７６－１８０．
９　德启科．使用水稻收获机械的技术要点分析［Ｊ］．农业科技与装备，２０１２（１）：５８－５９．
ＤｅＱｉｋ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ｕｓｉｎｇｒｉｃ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１）：
５８－５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尹健，杨宁，王妍．基于结构模块化的微型山地稻麦联合收割机设计［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１１（１１）：１０６－１０９．
ＹｉｎＪｉａｎ，ＹａｎｇＮ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ａ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ｎ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ｒｉｃｅａｎｄｗｈｅａ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ｆｏｒｈｉｌｌｙｆｉｅｌｄ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ｏｄｕ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１１）：１０６－１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彭维明．切向旋风分离器内部流场的数值模拟及试验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１，３２（４）：２０－２４．
ＰｅｎｇＷｅｉｍｉ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ｎ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ｌｅｔｃｙｃｌｏｎ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１，３２（４）：２０－２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李银海，丁启朔，罗海兵，等．微型联合收割机气流式清选装置的仿真研究［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０９，３１（１）：８５－８８．
ＬｉＹｉｎｈａｉ，ＤｉｎｇＱｉｓｈｕｏ，ＬｕｏＨａｉｂ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ｍｉｎｉ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３１（１）：８５－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庞奇．新型旋风分离清洗系统内部气流及物料状态研究［Ｄ］．洛阳：河南科技大学，２００９．
ＰａｎｇＱ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ｓｉｄｅｎｅｗ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Ｄ］．Ｌｕｏｙａｎｇ：
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王升升，师清翔，倪长安，等．旋风分离清洗系统阻力特性及工况的试验研究［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
３２（４）：５３－５６．
Ｗ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ｓｈｅｎｇ，ＳｈｉＱ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ＮｉＣｈａｎｇａｎ，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ｏｆ
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３２（４）：
５３－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倪长安，张利娟，刘师多，等．无导向片旋风分离清选系统的试验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８，２４（８）：１３５－１３８．
ＮｉＣｈａｎｇａ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ｊｕａｎ，ＬｉｕＳｈｉｄｕｏ，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ｎｏｇｕｉｄｅｖａｎｅｓ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８，２４（８）：１３５－１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刘师多，张利娟，师清翔，等．微型小麦联合收获机旋风分离清选系统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６，３７（６）：４５－４８．
ＬｉｕＳｈｉｄｕｏ，ＺｈａｎｇＬｉｊｕａｎ，ＳｈｉＱ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ｕｓｅｄｏｎｍｉｃｒ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ｏｆｗｈｅａｔ［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６，３７（６）：４５－４８．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高春艳，师清翔，刘师多，等．结构和运动参数对微型联合收割机清选性能的影响［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５，２６（５）：７３－７６．
ＧａｏＣｈｕｎｙａｎ，ＳｈｉＱ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ＬｉｕＳｈｉｄｕｏ，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ｍｉｎｉ
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２６（５）：７３－７６．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张利娟，刘师多，师清翔，等．物料状态对旋风分离清选系统清选性能的影响［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
２７（３）：６８－７０．
ＺｈａｎｇＬｉｊｕａｎ，ＬｉｕＳｈｉｄｕｏ，ＳｈｉＱ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ｆｏｒ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２７（３）：６８－７０．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下转第 １５９页）

５８第 ８期　　　　　　　　　　　周学建 等：联合收获机吸杂口偏置型旋风分离清选装置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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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８５页）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Ｃｙｃｌｏｎ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ｆｆ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ＩｎｌｅｔＳｃｏｏｐ

ＺｈｏｕＸｕｅｊｉａｎ１　ＹｕａｎＨｕａｊｉｅ１　ＹａｎＷｅｉｈｏｎｇ２　ＳｈｉＱ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１　ＭａＭｅｎｇ１　ＬｉＹｕｈａｎ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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