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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轴流联合收获机籽粒清选损失监测数学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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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时监测纵轴流联合收获机作业过程中的籽粒清选损失，试验研究了清选损失籽粒在清选筛尾筛后部的

分布规律，建立了清选损失籽粒量与清选筛尾部不同区域内籽粒量之间的数学模型，并确定了籽粒损失监测传感

器在联合收获机上的最佳安装位置。台架试验表明，在显著水平 α＝００５下，当风机转速在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ｒ／ｍｉｎ范

围内时，风机转速对清选损失籽粒质量比例的分布无显著性影响。以 ＹＴ ５Ｌ型压电陶瓷为敏感元件研制了双向

隔振结构全宽型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将研制的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以中心线距尾筛垂直距离 ３００ｍｍ，角度为

４５°安装到 ４ＬＺ ２５型纵轴流联合收获机上，并利用所建立的籽粒清选损失监测数学模型进行了水稻收获田间试

验。田间试验结果表明，所建立的籽粒清选损失监测数学模型可靠性较好，籽粒清选损失监测最大相对误差为

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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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建立基于传感器与检测技术的籽粒损失监测传

感器是减少收获损失的有效措施。国外研究的重点

是根据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监测到的损失情况，运

用相关数学模型推导出当前损失率，当损失率超标

时报警提示驾驶员采取相应措施或对其他相关参数

进行控制，以使籽粒清选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内
［１－５］

。而国内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籽粒损失监测传

感器结构上
［６－７］

，对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在联合收

获机上的安装、测试手段并未做详细研究，监测误差

较大。本文在研制全宽型双向隔振结构籽粒清选损

失监测传感器的基础上，研究清选损失籽粒在清选

筛尾筛后部的分布规律，建立清选损失量与清选筛

尾部不同区域内籽粒分布量间的数学模型，利用该

数学模型将研制的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安装在联合

收获机上进行田间试验。

１　双向隔振结构籽粒清选损失监测传感器

以 ＹＴ ５Ｌ型压电陶瓷［８］
为敏感元件，不锈钢

３０４薄板为敏感板，根据压电效应原理制成全宽型
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由于我国南方水稻收获机喂

入量不大、机型较小，采用厚度在 １５ｍｍ左右、宽
度在１２０～１５０ｍｍ、长度在 ５００～６００ｍｍ的不锈钢
３０４作为敏感板，支撑方式为四点固定时是籽粒损
失监测传感器理想的结构形式。为了消除振动干

扰，在敏感板与支撑板、机架与支撑板之间均采用双

头螺柱橡胶减振器相连构成双向隔振结构
［９－１１］

，以

切断机架的横向、纵向振动的传递路径。为防止清

选室排出混合物在敏感板表面堆积及籽粒二次弹

跳，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与机架的连接角度可通过

机架连接件在 ０°～６０°范围内调节，设计的籽粒损
失监测传感器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 １　籽粒清选损失监测传感器结构三维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３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ｒａｉｎｌｏｓ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ｅｎｓｏｒ
１．支撑板　２．橡胶隔振器１　３．敏感板　４．压电陶瓷　５．橡胶隔

振器２　６．机架连接件

为检验传感器从复杂清选背景中识别饱满籽粒

的能力，分别选取饱满水稻籽粒、不饱满水稻籽粒、

长茎秆（长度３０ｍｍ）、短茎秆（长度１０ｍｍ），以１０～

２５ｍ／ｓ的速度对安装角度为 ４５°的传感器进行实
验室内碰撞试验，不同试验样品在不同碰撞速度下

的输出电压幅值变化曲线如图２所示。

图 ２　输出电压幅值随不同物料下落速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ｏｕｔｐｕｔｖｏｌｔａｇ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ｄｒｏｐ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饱满籽粒　（ｂ）不饱满籽粒　（ｃ）短茎秆　（ｄ）长茎秆

　
从图 ２可以看出，随着物料下落速度的增

加，物料碰撞敏感板产生的应力变大进而使输出

电压增大，当冲击速度在 １７～２５ｍ／ｓ范围内
时，对于饱满籽粒，输出电压幅值为 ２～４Ｖ，且输
出电压幅值随冲击速度的增加而不断增大。因

此，设置合适的阈值电压及滤波器截止频率时，

可基本消除长茎秆、短茎秆及不饱满水稻籽粒对

传感器监测精度的影响，从而有效识别出饱满籽

粒碰撞信号。

２　切纵流脱粒分离清选试验台与应用

２１　切纵流脱粒分离清选试验台
为准确、实时监测联合收获机作业过程中的籽

粒清选损失量，研究清选损失籽粒在清选筛尾筛后

部的分布规律，为建立清选损失量与清选筛尾部不

同区域内籽粒分布量间数学模型提供数据支撑，在

实验室内已研制的风筛式切纵流脱粒分离清选试验

台上，以“镇稻 １０”水稻为试验物料进行台架试验。
其中，切流滚筒直径 ５４４ｍｍ，滚筒长度 ９６０ｍｍ，切
流脱粒间隙 １５ｍｍ，凹板筛为栅格式，凹板包角
１００°，脱粒元件为钉齿；纵轴流滚筒直径 ６２６ｍｍ，纵
轴流滚筒长度１７９０ｍｍ，纵轴流脱粒间隙２０ｍｍ，脱
粒元件为钉齿，凹板筛为栅格式，凹板包角为 ２００°；
输送带长 ×宽为１０ｍ×１２ｍ；试验时设定切流滚筒
转速为７８０ｒ／ｍｉｎ，纵轴流滚筒转速为７４０ｒ／ｍｉｎ，输
送带速度为 １ｍ／ｓ，鱼鳞筛振幅为 １６５ｍｍ，鱼鳞筛
振动频率为７Ｈｚ，鱼鳞筛的开度为５２°。

以清选室排出物分布区域长度方向为 Ｘ轴（设
为纵向），尾筛宽度方向为 Ｙ轴（设为横向），设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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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切纵流脱粒分离清选试验台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ｅｓｔｂｅｎｃｈ
１．切流滚筒顶盖　２．切流滚筒凹板　３．切流滚筒　４．螺旋喂入

头　５．纵轴流滚筒　６．离心风机　７．抖动板　８．输粮螺旋输送

器　９．纵轴流滚筒凹板　１０．双层振动清选筛　１１．二次杂余螺

旋输送器

　

原点 Ｏ，建立坐标系如图 ４所示。在尾筛尾部放置
接料盒，其中，沿纵向 Ｘ轴放置８组接料盒，即 ｊ＝１，
２，…，８；沿横向 Ｙ轴放置 ７个接料盒组成，即 ｉ＝１，
２，…，７；尾筛后部共计８×７＝５６个接料盒，其中，接
料盒尺寸为１３０ｍｍ×１３０ｍｍ×１３０ｍｍ。
２２　清选损失籽粒分布台架试验

相关试验表明，在试验范围内离心风机转速对

损失率有极显著的影响
［１２］
。以镇稻 １０为物料，其

平均株高９５０ｃｍ，平均穗长 １５３ｃｍ，籽粒平均含水
　　

图 ４　尾筛后部接料盒布置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ｃｅｉｖｅｂｏｘｅｓ
１．双层振动清选筛　２．接料盒

　

率 ２９３％，茎秆平均含水率 ６０４％，平均草谷比
２３，平均千粒质量２５７１ｇ，产量１０７５５ｋｇ／ｈｍ２。在
风机转速为１２００ｒ／ｍｉｎ、１３００ｒ／ｍｉｎ和 １４００ｒ／ｍｉｎ
时进行脱粒分离清选试验，用如图 ４所示的接料盒
收集清选室排出物，重点研究清选损失籽粒的分布

规律，每组试验重复３次，取平均值。
设第（ｉ，ｊ）个料盒中的籽粒质量为 ｍｉｊ，损失籽粒

总质量为∑
８

ｊ＝１
∑
７

ｉ＝１
ｍｉｊ，则第（ｉ，ｊ）个料盒中的损失籽粒

质量比例为 ｄｉｊ∶ｄ＝ｍｉｊ／∑
８

ｊ＝１
∑
７

ｉ＝１
ｍｉｊ。计算得到不同风

机转速下各料盒籽粒质量比例如表１～３所示。

表 １　风机转速为 １２００ｒ／ｍｉｎ时损失籽粒在各料盒内质量比例

Ｔａｂ．１　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ｏｆｇｒａｉｎｗｉｔｈｆａｎｓｐｅｅｄｏｆ１２００ｒ／ｍｉｎ

纵向

序号 ｊ

横向序号 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 ０１３２４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３８４

２ ０１０７１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８７７

３ ００４１４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３７４

４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１３１

５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７３

６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８

７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５

８ 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表 ２　风机转速为 １３００ｒ／ｍｉｎ时损失籽粒在各料盒内质量比例

Ｔａｂ．２　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ｏｆｇｒａｉｎｗｉｔｈｆａｎｓｐｅｅｄｏｆ１３００ｒ／ｍｉｎ

纵向序号 ｊ
横向序号 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 ００９９４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４２２

２ ００９４２ ００６８０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３４９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５５６

３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２６６

４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１０９

５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４２

６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２８

７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８

８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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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风机转速为 １４００ｒ／ｍｉｎ时损失籽粒在各料盒内质量比例

Ｔａｂ．３　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ｏｆｇｒａｉｎｗｉｔｈｆａｎｓｐｅｅｄｏｆ１４００ｒ／ｍｉｎ

纵向序号 ｊ
横向序号 ｉ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 ００９５６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２８６

２ ００７５４ ００６９１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３８８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４３９

３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３０１

４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１７２

５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１１

６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７２

７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３６

８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４

３　籽粒清选损失监测数学模型

３１　建模方案
首先建立损失籽粒沿 Ｘ轴的分布数学模型，并

根据排出混合物分布规律及其碰撞传感器信号特

征，确定传感器在 Ｘ轴安装位置；然后在传感器 Ｘ
轴安装位置范围内，建立籽粒沿 Ｙ轴分布数学模
型；联立 Ｘ、Ｙ轴上建立的数学模型，得到传感器监
测区域内籽粒分布比例，进而建立起传感器监测值

与实际清选损失量之间的数学模型
［１３］
。

３２　清选损失籽粒沿 Ｘ轴分布概率模型
将表１～３沿 Ｙ轴方向各列料盒内籽粒质量比

例分别累加，得到籽粒损失分布范围内沿 Ｘ轴的质

量比例 ｄｊ，即 ｄｊ＝∑
７

ｉ＝１
ｄｉｊ，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 ４　损失籽粒沿 Ｘ轴纵向分布的质量比例

Ｔａｂ．４　Ｇｒａｉｎｌｏｓｓ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ｉｎｂｏｘｅｓｗｉｔｈＸａｘｉａｌ

纵向

序号 ｊ

风机转速／（ｒ·ｍｉｎ－１）

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４００

１ ０３１０５ ０２７８２ ０２４０２

２ ０３７０４ ０３５８２ ０３２２５

３ ０１６０４ ０１７０７ ０１８７０

４ ００７９６ ００８９３ ００９７５

５ ００４３０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６６８

６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２４６ ００４１１

７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２５５

８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１３１

　　采用符号检验法计算表明，在显著水平 α＝
００５下，不同风机转速下清选室内排出混合物中籽
粒质量比例沿 Ｘ轴正分布无显著性差异，即籽粒质
量比例沿 Ｘ轴正向分布与风机转速无关。不同风
机转速下损失籽粒质量比例沿 Ｘ轴正向的分布概
率模型 ｓｆ（ｘ）为

ｓｆ（ｘ）＝Ａ［１－ｅ
－ｋ（ｘ－ｘｃ）］ （１）

其中 Ａ、ｘｃ、ｋ均为待定常数，利用表４所示的试验数

据，通过Ｏｒｉｇｉｎ软件进行非线性拟合得到Ａ＝０９９４１１，
ｘｃ＝００６３６５，ｋ＝４９２７２８，Ｒ

２＝０９９９７１，拟合结果如
图５所示。

图 ５　损失籽粒质量比例沿 Ｘ轴累积分布拟合结果

Ｆｉｇ．５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ｏｆｇｒａｉｎｌｏｓｓ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ｉｎＸａｘｉａｌ
　
３３　清选损失监测传感器 Ｘ轴安装位置

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对籽粒的响应速度是一定

的，因此传感器安装位置处合适的籽粒流量是准确

判断当前籽粒清选损失的关键。由表４试验数据看
出，在１～２行料盒位置附近，不同风机转速下损失
籽粒质量比例分布为０２４０２＜ｄｊ＜０３７０４，籽粒分
布比例变化幅度较大且籽粒量过大，会造成监测误

差较大；而在 ５～８行料盒位置处，ｄｊ＜００４３，损失
籽粒量相对较少且杂余较多。在第 ３～４行料盒位
置附近时，００９７５＜ｄｊ＜０１８７０，其中当 ｊ＝３时，不
同风机转速下 Δｄｊ＝００１６６；ｊ＝４时，Δｄｊ＝００１７９，
籽粒流量相对适中且不同风机转速下损失籽粒质量

比例分布最为稳定，是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在联合

收获机尾筛 Ｘ轴方向理想的安装位置。

３４　清选损失籽粒沿 Ｙ轴分布概率模型

在 Ｘ轴第 ３～４行料盒范围内，将风机转速为
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１４００ｒ／ｍｉｎ时沿 Ｙ轴正向的各行料盒
内籽粒质量比例分别累加，计算得到第３～４行料盒
位置范围内，沿 Ｙ轴正向分布的籽粒质量比例，如
表５所示。

利用表５所示的试验数据，建立清选损失籽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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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脱出混合物沿 Ｙ轴正向分布的质量比例

Ｔａｂ．５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ｉｎｂｏｘｅｓｗｉｔｈＹａｘｉａｌ

横向序号 ｉ
风机转速／（ｒ·ｍｉｎ－１）

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４００

１ ０２３１５ ０２２００ ０１６１８

２ ０１９０５ ０１６３２ ０１４２０

３ ０１２３１ ０１１１８ ０１３４４

４ ０１０４２ ０１００１ ０１１６４

５ ００４９４ ０１０１９ ０１２５０

６ ０１２７３ ０１３９８ ０１５２４

７ ０１７３９ ０１６３２ ０１６７９

质量比例沿 Ｙ轴分布的概率模型 ｓｒ（ｙ）为

ｓｒ（ｙ）＝Ａｅ
－ｙ／ｔ１＋ｙ０ （２）

其中 Ａ、ｔ１、ｙ０均为待定常数。通过 Ｏｒｉｇｉｎ软件进行
非线性拟合得到 ｙ０＝－７９５４２７，Ａ＝８０６２３７，ｔ１＝

－８８６８９，Ｒ２＝０９９２９９，拟合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 ６　损失籽粒质量比例沿 Ｙ轴累积分布拟合结果

Ｆｉｇ．６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ｏｆｇｒａｉｎｌｏｓｓ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ｉｎＹａｘｉａｌ
　

３５　模型检验
联立式（１）、（２）可得监测区域籽粒质量与总籽

粒损失质量比例系数 ｒ为
ｒ＝ｓｆ（ｘ）｜

ｘ１
ｘ２
ｓｒ（ｙ）｜

ｂ
０ （３）

式中　ｘ１、ｘ２———监测区域内 Ｘ轴方向起始、结束位
置，ｍ

ｂ———监测区域宽度，ｍ
为验证所建模型的准确度，在Ｘ轴第３～４行料

盒位置范围内（ｘ１＝０２６ｍ，ｘ２＝０５２ｍ），将式（３）
计算的理论值与表 １～３中的实际数据进行比较分
析，得到两者之间的相对误差，如表６所示。

表 ６　监测区域内理论值与实际值间的相对误差

Ｔａｂ．６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

ｂ／ｍ
风机转速／（ｒ·ｍｉｎ－１）

１２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４００

０６５ ２０８ ２９０ １８８

０５２ ２８３ ２４７ １６０

０３９ ３５０ ２５７ ２４９

０２６ ２４２ ２７４ １７９

　　由表 ６可以看出，在传感器合适安装区间内
的不同位置处，模型计算的理论值与实际值的相

对误差较小，证明了所建立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

度。

３６　籽粒清选损失监测数学模型

结合损失籽粒分布比例系数计算式（３），可得
监测区域籽粒量与总籽粒清选损失间关系为

Ｖｓ＝
Ｖ０

ｓｆ（ｘ）｜
ｘ０＋ａ／２
ｘ０－ａ／２

ｓｒ（ｙ）｜
ｂ
０

（４）

式中　Ｖｓ———籽粒清选损失总量
Ｖ０———传感器监测值
ｘ０———传感器中心线到尾筛的水平距离
ａ———监测区域的长度

籽粒清选损失监测原理图如图 ７所示。从图 ７
可以看出，当已知 ｘ０、ａ和 ｂ时，根据式（４）计算出监
测区间籽粒量与总清选损失之间的比例关系，再把

传感器测量值转换为清选损失总量，从而实现籽粒

清选损失实时间接监测。

图 ７　籽粒清选损失监测原理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ｇｒａｉｎｃｌｅａｎｌｏｓ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１．振动清选筛　２．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

　

４　田间试验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９日以常州东风农机厂生产的
４ＬＺ ２５型纵轴流联合收获机为试验样机进行了
水稻收获田间试验，该联合收获机与 １１节所述的
切纵流脱粒分离清选试验台架脱粒分离、清选部件

结构参数一致。试验作物自然属性：平均株高

８２ｃｍ，千粒质量 ２８８ｇ，产量 ９４６２ｋｇ／ｈｍ２，草谷比
１７８，平均茎秆含水率 ６２１％，平均籽粒含水率
２５４％。联合收获机割幅宽度 ２０ｍ，尾筛宽度
０９ｍ，为使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的安装位置避开排
草口，确定传感器敏感板尺寸为 ５５０ｍｍ×１２５ｍｍ
（长 ×宽），传感器长度方向中心线与尾筛的最远水
平距离３００ｍｍ，安装角度为４５°，传感器在联合收获
机上的安装方式如图８所示。

根据式（３）所示的籽粒清选损失监测模型计算
出 ｒ＝０１２１１。试验时把ｒ值输入到显示仪表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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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安装方式

Ｆｉｇ．８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ｉｎｌｏｓ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ｅｎｓｏｒ
１．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　２．清选尾筛　３．显示仪表

　

不同前进速度下进行试验并用油布兜住 ２５ｍ试验
距离内清选室排出物，人工筛选出饱满籽粒量并与

传感器的监测值比较，田间试验检测结果如表 ７所
示。

试验结果表明，随着前进速度的增加相对误差

依次增大，与文献［１５］报道中使用标定系数来测算
损失率的方法（最大相对误差为 １９３５％）相比，使
用建立的籽粒清选损失监测模型后，监测误差明显

减小。

　　

表 ７　田间试验检测结果

Ｔａｂ．７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前进

速度

／（ｍ·ｓ－１）

籽粒清选损失

传感器检测值 人工检测值

质量／ｇ 比例／％ 质量／ｇ 比例／％

相对

误差

／％

０８ ３７８２ ０８０１ ３７０６ ０７８５ ２０３

１０ ４８２８ １０２４ ４７０８ １０００ ２５４

１２ ５２２８ １１０８ ５０６２ １０７０ ３２６

５　结论

（１）研究了清选损失籽粒在尾筛后部的分布规
律，试验结果表明，在显著水平 α＝００５下，风机转
速对清选损失籽粒质量比例的分布无显著性影响；

在第３～４行料盒位置附近，是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
在联合收获机尾筛水平方向理想的安装位置。

（２）通过籽粒损失监测传感器监测清选室排草
口一定区域内的籽粒损失量，根据所建立的籽粒损

失监测数学模型，研究了一种联合收获机清选损失实

时间接监测方法，田间试验表明，所建立清选损失监测

模型有效可行，籽粒清选损失监测相对误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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