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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直播机开沟犁体曲面优化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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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减小油菜直播机开畦沟系统牵引阻力并分析机组不同作业速度对牵引阻力影响的规律，开展了开畦沟犁

体曲面参数与作业速度的试验研究。建立了 ＥＤＥＭ离散元土壤仿真模型，以犁体牵引阻力为试验指标分别开展以

铧刃起土角、导曲线开度、直元线起始角、直元线最大角及作业速度为试验因素的试验；构建了犁体曲面优化模型，

并开展了犁体曲面的 ３Ｄ打印及试制加工。仿真试验结果表明：在试验范围内，牵引阻力随铧刃起土角增大而减

小，分别随导曲线开度、直元线起始角、直元线最大角增大而增大，随作业速度的增大而急剧增大，作业速度从

１０ｍ／ｓ增加到 ２０ｍ／ｓ，牵引阻力及功耗分别为前者的 １９８倍及 ３９７倍；仿真优化结果表明：当犁体在一定工作

参数条件下，铧刃起土角为１５°，导曲线开度为１９０ｍｍ，直元线起始角为３５°，直元线最大角为４０°时，犁体牵引阻力

最小为 ２４１１１Ｎ，比优化前减少 １１２６％。为考察优化犁体实际田间作业效果，对犁体进行 ３Ｄ打印及试制加工并

与原有犁体进行田间对比试验，结果表明优化犁体作业的畦沟沟底大块土垡少，残留土壤质量减少 ６２８７％，沟底

干净，Ｔ型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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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根据长江中下游油菜农艺种植需要开畦沟的要

求，自行研制了 ２ＢＦＱ ６型油菜直播机开畦沟系
统

［１］
。不同犁体曲面犁体所需的牵引阻力及开畦

沟作业效果与犁体的工作参数及曲面参数密切相

关
［２－３］

。为降低开畦沟系统的牵引阻力，提高作业

质量及研究机组不同作业速度对系统牵引阻力的影

响，开展了开畦沟犁体曲面参数与作业速度关系的

试验研究。前后犁体根据铧式犁相关原理设计而

成，犁体曲面为不规则的空间曲面，土槽试验及田间

试验只能对犁体工作参数进行研究，对其曲面结构

参数研究较困难，且由于土槽试验运行参数的限制

及田间试验工况的复杂性，难以准确研究作业速度

对系统牵引阻力的影响规律，运用模拟仿真技术可

以较方便地改变犁体曲面参数及工作参数，为犁体

研究提供便捷手段。

有限元法主要对均匀单一材质连续体问题加以

模拟研究，而土壤组成成分复杂，为由许多土壤颗粒

及其他成分组成的散粒体问题。离散元单元法是研

究不连续体问题的一种数值模拟方法，其可以通过

单元间多种连接方式来体现土壤等多相介质的不同

物理关系，从而有效地模拟土壤开裂、分离等非连续

现象及土壤模型与工作部件相互作用的作用

力
［４－９］

。

本文建立 ＥＤＥＭ离散元土壤仿真模型并通过
土槽试验结果来验证模型的正确性，对犁体曲面参

数及作业速度进行 ＥＤＥＭ仿真，得出优化开沟犁体
曲面参数及不同作业速度下犁体牵引阻力变化规

律；结合优化结果进行犁体的 ３Ｄ打印及试制加工，
通过田间对比试验，考察优化犁体实际田间作业效

果。

１　开畦沟系统基本结构

油菜直播机开畦沟系统由两前犁和两后犁组

成，如图１所示，该系统两前犁对称布置在直播机前
侧，间距为 １８００ｍｍ，主要用于开沟起土，犁体上下
可调，可调节沟深；两后犁对称布置在直播机后侧，

即两前犁正后方，间距为１８００ｍｍ，主要用于清沟整

形，犁体上下可调，左右可旋转，可调节沟深及沟宽。

同一侧前后犁间距为 ６５０ｍｍ，油菜直播机作业时，
前后犁体配合作业，形成油菜农艺种植要求的畦沟。

图 １　直播机开畦沟系统安装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ｏｆｄｉｔｃｈｐｌｏｗ

ｓｙｓｔｅｍｂｙｄｉｒｅｃｔｓｅｅｄｅｒ
１．开畦沟系统前犁　２．前犁调节装置　３．开畦沟系统后犁

４．后犁调节装置
　

自行设计的前犁及后犁由犁柱、犁壁、犁铧３部
分组成。犁体曲面根据铧式犁相关原理设计而成，

根据设计要求，前犁开沟起土，耕作阻力较大，犁体

曲面设计为扭柱型，具有较强的碎土和翻土性能。

后犁主要是清沟整形，耕作阻力相对较小且为使作

业后厢面平整，后犁不需要很强的翻土性能，后犁的

犁体曲面设计为圆柱型。根据油菜直播机设计要

求，开畦沟系统犁体设计的常规作业速度为 ０４～
１０ｍ／ｓ，耕深为１８０ｍｍ，耕宽为１７０ｍｍ。

２　仿真模型建立与验证

２１　模型建立
２１１　力学模型

离散元接触力学模型可分为软球模型和硬球模

型。由于土壤颗粒和犁体相对运动速度较低且土壤

颗粒之间具有一定黏结作用，本文采用 Ｈｅｒｔｚ
Ｍｉｎｄｌｉｎ黏结软球模型［１０－１２］

。模型中主要包含物理

性质参数（切向弹性系数 ｋｔ、法向弹性系数 ｋｎ、切向
阻尼系数Ｃｔ、法向阻尼系数Ｃｎ）及几何参数（法向重
叠量 δｎ和切向重叠量 δｔ）。

２１２　参数选择

模型中，根据弹性模量 Ｅ、剪切模量 Ｇ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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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向弹性系数 ｋｔ、法向弹性系数 ｋｎ
［１３］
；根据对应的

法向和切向弹性系数、材料密度 ρ、恢复系数 ｅ计算
确定切向阻尼系数 Ｃｔ、法向阻尼系数 Ｃｎ

［１４］
；切向接

触力 Ｆｔ根据 Ｍｉｎｄｌｉｎ理论
［１５］
计算得出，两球法向接

触力 Ｆｎ根据 Ｈｅｒｔｚ理论
［１６］
计算得出；根据 Ｈｅｒｔｚ接

触理论，颗粒碰撞过程中，将颗粒视为各向同性材

料，剪切模量 Ｇ与弹性模量 Ｅ关系为

Ｇｊ＝
Ｅｊ

２（１＋νｊ）
　（ｊ＝１，２） （１）

式中　Ｇｊ———颗粒 ｊ的剪切模量
νｊ———颗粒 ｊ的泊松比
Ｅｊ———颗粒 ｊ的弹性模量

根据剪切模量 Ｇ、弹性模量 Ｅ和泊松比 ν之间
关系，给出其中 ２个参数即可确定第 ３个参数。本
文运用 ＥＤＥＭ软件开展仿真试验研究，仿真模型如
图２所示，仿真参数如表１所示。

图 ２　犁体曲面 ＥＤＥＭ仿真模型

Ｆｉｇ．２　ＥＤ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ｌｏｗｓｕｒｆａｃｅ
　

表 １　ＥＤＥＭ 仿真主要参数

Ｔａｂ．１　ＥＤＥＭ ｍａ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属性 参数 数值

密度 ρ／（ｋｇ·ｍ－３） ２６００

土壤颗粒属性
剪切模量 Ｇ／Ｐａ ２５×１０７

泊松比 ν ０５

颗粒半径 ｒ／ｍｍ ２

密度 ρ′／（ｋｇ·ｍ－３） ７８００

犁体材料属性 剪切模量 Ｇ′／Ｐａ ７０×１０１０

泊松比 ν′ ０３

颗粒与颗粒静摩擦因数 μ１１ ０４

颗粒与颗粒动摩擦因数 μ１２ ０３５

相互作用
颗粒与颗粒碰撞恢复因数 ｅ１ ０１２

颗粒与犁体静摩擦因数 μ２１ ０３

颗粒与犁体动摩擦因数 μ２２ ０２５

颗粒与犁体碰撞恢复因数 ｅ２ ０２

重力加速度 ｇ／（ｍ·ｓ－２） ９８１

其他参数
犁体耕深 ｂ／ｍｍ １８０

犁体耕宽 ａ／ｍｍ １７０

颗粒数目 Ｎ／个 ４３００００

２２　模型验证
２２１　试验方法

为验证上述模型的合理性，开展数值模拟并与

土槽试验结果进行对比。数值模拟及土槽试验以现

有油菜直播机开畦沟犁体为对象。试验过程中，以

作业速度 ｖ为试验因素，保持犁体耕深为 １８０ｍｍ，
耕宽为１７０ｍｍ，试验方案及结果如表２所示。
２２２　试验结果分析

表２中，数值模拟值与土槽试验值变化趋势相
同，随作业速度增大，犁体牵引阻力增大。数值分析

结果和土槽试验结果相对误差在 －１７３％ ～
１１３３％之间，此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表明本文模
型参数设置的合理性。

表 ２　验证试验及结果

Ｔａｂ．２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

编号

试验水平值

ｖ／（ｍ·ｓ－１）

土槽试验值

Ｆ１／Ｎ

仿真模拟值

Ｆ２／Ｎ

误差

／Ｎ

百分比

／％

１ ０２ １７９４９ １８８４４ ８９５ ４９９

２ ０３ １９４３３ ２０７６７ １３３４ ６８６

３ ０４ ２００３５ ２２３０５ ２２７０ １１３３

４ ０５ ２５６７８ ２５２３４ －４４４ －１７３

５ ０６ ２６０００ ２７１７１ １１７１ ４５０

６ ０７ ２８０１５ ２８７８１ ７６６ ２７４

７ ０８ ３０７０４ ３１０７８ ３７４ １２２

８ ０９ ３１６１５ ３２５０４ ８８９ ２８１

９ １０ ３３１９７ ３５１３１ １９３４ ５８３

３　ＥＤＥＭ仿真试验与优化分析

３１　试验因素与水平
前后犁体曲面根据铧式犁水平直元线法设计而

成，由犁体水平直元线法原理可知，犁体曲面由水平

直元线沿着导曲线在不同高度以不同直元线角旋转

而成。在实际作业过程中，前后犁体的作业速度、耕

深及耕宽相同，因此仿真时，犁体曲面共用一个仿真

模型，研究固定工作参数下，水平直元线法主要参数

对犁体牵引阻力的影响规律。固定犁体的工作参

数，以犁体的主要曲面参数作为试验因素，根据铧式

犁相关原理及文献［６］相关参数推荐范围，以犁体
牵引阻力为试验目标，选取参数 Ａ、Ｂ、Ｃ、Ｄ（铧刃起
土角、导曲线开度、直元线起始角、直元线最大角）

为试验因素，进行二次回归正交旋转组合设计

ＥＤＥＭ仿真试验，分析犁体曲面不同曲面参数时的
犁体牵引阻力。每种试验因素组合生成一个犁体曲

面，把犁体曲面三维模型导入 ＥＤＥＭ软件中，进行
模拟仿真试验。试验因素水平编码如表 ３所示，试
验方案如表４所示。研究作业速度对犁体牵引阻力
影响规律时，参照文献［６］播种机高速作业范围，选
取作业速度为１０～２０ｍ／ｓ，以现有犁体为研究对
象，以作业速度为试验因素开展研究，试验方案如

表５所示。
３２　试验条件

选取直播机开畦沟犁体设计工作参数，开展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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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试验。ＥＤＥＭ仿真试验分 ２个步骤进行，先通过
颗粒工厂生成颗粒形成仿真模型，然后犁体以设计

工作参数开始仿真运动。对犁体进行作业速度仿真

试验研究时，以现有犁体为研究对象，固定耕深为

１８０ｍｍ及耕宽为 １７０ｍｍ，以不同的作业速度开展
仿真试验。

表 ３　试验因素水平编码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ｃｏｄｅｄｌｅｖｅｌｓ

编码
铧刃起土

角 Ａ／（°）

导曲线

开度 Ｂ／ｍｍ

直元线

起始角 Ｃ／（°）

直元线

最大角 Ｄ／（°）

－１６８ １５ １９０ ３５ ４０

－１ １７ １９４ ３７ ４４

０ ２０ ２００ ４０ ５０

１ ２３ ２０６ ４３ ５６

１６８ ２５ ２１０ ４５ ６０

３３　试验数据处理
由于犁体在开始进入及离开 ＥＤＥＭ仿真模型

时，犁体耕深及耕宽达不到仿真设计值，仿真数据不

稳定。数据处理时，只提取符合仿真条件的数据点

并取平均值，犁体曲面参数仿真结果如表４所示；作
业速度仿真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 ４　试验方案与结果

Ｔａｂ．４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试验号
铧刃

起土角

导曲线

开度

直元线

起始角

直元线

最大角

犁体牵引

阻力／Ｎ

１ １ １ １ １ ２６６９０

２ １ １ －１ －１ ２５９１６

３ １ －１ １ －１ ２６４１６

４ １ －１ －１ １ ２６３５６

５ －１ １ １ －１ ２６９８９

６ －１ １ －１ １ ２８００８

７ －１ －１ １ １ ２７１７７

８ －１ －１ －１ －１ ２５８８２

９ －１６８ ０ ０ ０ ２７９９５

１０ １６８ ０ ０ ０ ２６２６４

１１ ０ －１６８ ０ ０ ２６１１４

１２ ０ １６８ ０ ０ ２７５３２

１３ ０ ０ －１６８ ０ ２６８３３

１４ ０ ０ １６８ ０ ２７６５９

１５ ０ ０ ０ －１６８ ２６５６４

１６ ０ ０ ０ １６８ ２７２１３

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２６６２６

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２６６２６

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２６６２６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６６２６

表 ５　作业速度仿真试验方案与结果

Ｔａｂ．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速度／（ｍ·ｓ－１）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仿真值／Ｎ ３８６０４ ４０９０７ ４３８３０ ４６７２９ ５０１３５ ５３６０６ ５７２５６ ６０７３１ ６５１９３ ６９７３１

３４　牵引阻力分析

对犁体曲面参数仿真试验结果进行响应曲面分

析，如表６所示，回归模型为

ｙ＝２６８０６－４０９ａ＋３０５ｂ＋１８３ｃ＋３０２ｄ－

　２６３ａｂ－２００ａｄ－２００ｂｃ＋１０１ｃｃ－２６３ｃｄ （２）

式中　ａ———铧刃起土角编码值
ｂ———导曲线开度编码值
ｃ———直元线起始角编码值
ｄ———直元线最大角编码值

模型显著性检验 Ｆ＝３４２７，ｐ＜０００１，决定系
数 Ｒ２＝０９７６３，表明回归模型显著性，拟合程度好。

分析表６可得知，Ａ、Ｂ、Ｃ、Ｄ对牵引阻力具有显
著影响，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为 Ａ、Ｂ、Ｄ、Ｃ。４个因素
与犁体牵引阻力之间既存在二次非线性关系，也存

在交互作用。从图３可以得出：在试验范围内，固定
其中２个因素水平为零水平值时，牵引阻力随铧刃
起土角增大而减小，而分别随导曲线开度、直元线起

始角、直元线最大角增大而增大。

表 ６　各因素对牵引阻力影响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６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ａｃｈ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ｏ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Ｐ 显著性

Ａ ２２８７５ １ ２２８７５ １４９３６ ００００１ 

Ｂ １２６４９ １ １２６４９ ８２５９ ００００３ 

Ｃ ４５６９ １ ４５６９ ２９８４ ０００２８ 

Ｄ １２４２５ １ １２４２５ ８１１２ ００００３ 

Ａ×Ａ ４５９ １ ４５９ ２９９ ０１４４３

Ａ×Ｂ ５５３９ １ ５５３９ ３６１７ ０００１８ 

Ａ×Ｃ ３８９ １ ３８９ ２５４ ０１７１９

Ａ×Ｄ ３２００ １ ３２００ ２０８９ ０００６０ 

Ｂ×Ｂ ５６６ １ ５６６ ３７０ ０１１２４

Ｂ×Ｃ ３２００ １ ３２００ ２０８９ ０００５９ 

Ｂ×Ｄ ３８９ １ ３８９ ２５４ ０１７１９

Ｃ×Ｃ １４９０ １ １４９０ ９７３ ００２６３ 

Ｃ×Ｄ ５５３９ １ ５５３９ ３６１７ ０００１８ 

Ｄ×Ｄ ２０１ １ ２０１ １３１ ０３０４２

回归 ７３４９０ １４ ５２４９ ３４２７ ０００００５ 

残差 ７６６ ５ １５３

总和 ７４２５６ １９

　　注：极显著（ｐ＜００１），显著（ｐ＜００５）。

６５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５年



图 ３　牵引阻力 Ｆ影响因素分析

Ｆｉｇ．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Ｆ
（ａ）直元线起始角、直元线最大角取中间水平值　（ｂ）导曲线开度、直元线最大角取中间水平值

（ｃ）导曲线开度、直元线起始角取中间水平值　（ｄ）铧刃起土角、直元线最大角取中间水平值

（ｅ）铧刃起土角、直元线起始角取中间水平值　（ｆ）铧刃起土角、导曲线开度取中间水平值
　

图 ４　牵引阻力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对作业速度仿真试验结果进行分析，如表 ５及

图４所示，图４曲线前半部分为本文中表 ２低速阶

段０２～１０ｍ／ｓ仿真结果，后半部分为高速阶段

１０～２０ｍ／ｓ仿真结果。可得知，在低速阶段牵引

阻力呈线性增长，而高速阶段，牵引阻力呈指数增

长。随着仿真作业速度从１０ｍ／ｓ增加到 ２０ｍ／ｓ，

牵引阻力从 ３５１３１Ｎ增加到 ６９７３１Ｎ，为前者的

１９８倍，且增幅呈逐渐增大趋势，犁体所消耗的功

率从０３５ｋＷ增加到 １３９ｋＷ，为前者的 ３９７倍。

表明，速度对牵引阻力影响非常明显，随着作业速度

的提升，犁体牵引阻力及所消耗的功率显著增加。

３５　结果优化
根据犁体曲面参数仿真试验结果对犁体曲面进

行优化，以犁体牵引阻力最低为目标，以 ｘ１、ｘ２、ｘ３、
ｘ４（分别对应铧刃起土角 Ａ、导曲线开度 Ｂ、直元线
起始角 Ｃ、直元线最大角 Ｄ）为设计变量，根据回归
模型及参数边界条件，建立参数优化数学模型。

目标函数

ｍｉｎｆ（Ｘ）＝ｆ＝２６８０６－４０９ｘ１＋３０５ｘ２＋
１８３ｘ３＋３０２ｘ４－２６３ｘ１ｘ２－２００ｘ１ｘ４－

２００ｘ２ｘ３＋１０１ｘ３ｘ３－２６３ｘ３ｘ４ （３）
设计变量 Ｘ＝（ｘ１，ｘ２，ｘ３，ｘ４）
约束条件

ｇ１（Ｘ）＝ｘ１－１５°≤０

ｇ２（Ｘ）＝２５°－ｘ１≤０

ｇ３（Ｘ）＝ｘ２－１９０≤０

ｇ４（Ｘ）＝２１０－ｘ２≤０

ｇ５（Ｘ）＝ｘ３－３５°≤０

ｇ６（Ｘ）＝４５°－ｘ３≤０

ｇ７（Ｘ）＝ｘ４－４０°≤０

ｇ８（Ｘ）＝６０°－ｘ４≤



















０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的 ｆｍｉｎｃｏｎ函数进行优化求解，得

出当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都取最小值时，ｆ为 ２４１１１Ｎ。即
直播机开畦沟犁体在设计工作参数条件下，当铧刃

起土角为１５°、导曲线开度为１９０ｍｍ、直元线起始角
为３５°、直元线最大角为 ４０°时，犁体牵引阻力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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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４１１１Ｎ，比原有值减少１１２６％。

４　犁体设计加工与田间试验

４１　犁体曲面３Ｄ打印及犁体试制加工
根据仿真试验优化结果，犁体铧刃起土角、导

曲线开度、直元线起始角、直元线最大角取优化

值，其他曲面参数参照现有犁体相关参数，对开畦

沟系统前后犁体进行结构设计。由于后犁犁体曲

面为圆柱形，且在工作过程中可以根据工况旋转，

直元线角随着改变，因此后犁直元线角取直元线

角起始角零水平值，前后犁体设计参数如表 ７所
示。由于犁体曲面是不规则的空间曲面，如精确

制造，按传统方法需要先制作模具，冲压成型，费

工耗时，成本较高。借用 快速 成型技 术，运用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公司生产的 ＳＳＴ１２００ｅｓ３Ｄ打印机制作出
前后犁体曲面塑料样件如图 ５所示，以此样件为
模板，对前后犁体进行加工试制，加工出来的犁体

如图 ６所示。

表 ７　犁体参数

Ｔａｂ．７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ｐｌｏｗ

部件

名称

耕宽

／ｍｍ

犁高

／ｍｍ

直元线角参数 导曲线参数

起始角

θ０／（°）

最小角

θｍｉｎ／（°）

最大角

θｍａｘ／（°）

铧刃起

土角 ε／（°）

两端点切

线夹角 ω／（°）

导曲线直

线长度 ｓ／ｍｍ

导曲线

高度 ｈ／ｍｍ

导曲线

开度 Ｌ／ｍｍ

前犁 １７０ ２００ ３５ ３４ ４０ １５ １２４ ８５ ２００ １９０

后犁 １７０ ３２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１５ １００ １０５ ３２０ １９０

图 ５　犁体曲面 ３Ｄ打印制作

Ｆｉｇ．５　Ｐｌｏｗ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ｂｙ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ｒ
１．３Ｄ打印机仓体　２．犁体曲面　３．控制面板　４．３Ｄ打印机

　

４２　田间试验

为考察优化设计犁体作业效果，与原犁体进行

田间作业对比试验。直播机一侧安装优化设计犁

体，另一侧安装原有犁体。在保证每次试验耕深及

耕宽相同的情况下，选取同一块适耕旱田进行田间

试验。匹配动力为 ６２５ｋＷ东方红 ＬＸ ８５４型农
用拖拉机，前进挡位置于慢 ２挡，速度为 ２５ｋｍ／ｈ。
　　

图 ６　优化设计的前犁及后犁

Ｆｉｇ．６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ｌｏｗａｈｅａｄａｎｄｐｌｏｗｂｅｈｉｎｄ
１．优化前犁　２．优化后犁

　
田间试验土壤干基含水率 １６７％，土壤坚实度平均
值６４３ｋＰａ。

分别在两侧畦沟随机取 ５处，每处长度为
２００ｍｍ，计算每处平均沟型（上底、下底及高）、沟底
土壤残余质量及沟底最大块土垡高度，结果如表 ８
所示，作业效果如图７所示，左侧为原有犁体作业效
果，右侧为优化犁体作业效果。优化犁体作业出的

畦沟沟底大块土垡少，残留土壤质量减少 ６２８７％，
沟底干净，Ｔ型沟较明显。

表 ８　田间试验结果

Ｔａｂ．８　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号

原有犁 优化犁

上底宽

／ｍｍ

下底宽

／ｍｍ

高

／ｍｍ

最大块土

垡高度／ｍｍ

土壤残

留量／ｇ

上底宽

／ｍｍ

下底宽

／ｍｍ

高

／ｍｍ

最大块土

垡高度／ｍｍ

土壤残

留量／ｇ

１ ３５３６ １３１２ １２３５ ７８３ １５３２３ ４０４９ １９５２ １２０３ ３３６ ５６２１

２ ３６５４ １６３８ １１７５ ７２１ １２４９４ ３８５１ １４４８ １３８１ ４６１ ５７９４

３ ２１１７ １１２７ １０４６ ６５３ ２０６８５ ３６４９ １３３８ １０８３ ３２４ ６４１６

４ ３１１８ １１１６ １０３ ６５２ １０６９６ ３９５２ １３５６ １０７６ ４５３ ４３７３

５ ２８５５ １７４３ ８３１ ５９６ １８６０１ ３４５１ １７５４ ９８１ ２３５ ６６８５

平均值 ３０５６ １３８８ １０６０ ６８１０ １５５５９８ ３７９１ １５６９ １１４５ ３６１８ ５７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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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田间试验效果

Ｆｉｇ．７　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５　结论

（１）建立了 ＥＤＥＭ离散元仿真模型，并通过土
槽试验验证其仿真模型的正确性；同时，开展了犁体

曲面参数仿真试验，结果表明：铧刃起土角、导曲线

开度、直元线起始角、直元线最大角等因素对牵引阻

力具有显著影响，在试验范围内，牵引阻力随铧刃起

土角增大而减小，而分别随导曲线开度、直元线起始

角、直元线最大角增大而增大。

　　

　　（２）构建了犁体曲面参数优化数学模型，得出
当铧刃起土角为１５°，导曲线开度为１９０ｍｍ，直元线
起始角为３５°，直元线最大角为 ４０°时，犁体牵引阻
力最小为２４１１１Ｎ，比原有值减少１１２６％。

（３）犁体作业速度仿真结果表明：随作业速度
的增加，低速阶段其牵引阻力呈线性增长，而高速阶

段其牵引阻力呈指数增长。随着仿真作业速度从

１０ｍ／ｓ增加到２０ｍ／ｓ，牵引阻力从３５１３１Ｎ增加
到６９７３１Ｎ，为前者的 １９８倍，并且增幅呈逐渐增
大趋势，犁体所消耗的功率从 ０３５ｋＷ 增加到
１３９ｋＷ，为前者的３９７倍；表明速度对牵引阻力影
响非常明显，随着作业速度的提升，犁体牵引阻力及

所消耗的功率显著增加。

（４）对前后犁体进行 ３Ｄ打印及试制加工，并
开展田间对比试验，结果表明优化犁体作业出的畦

沟沟底大块土垡少，残留土壤质量减少 ６２８７％，沟
底干净，Ｔ型沟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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