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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垄耕作施肥喷药覆膜机工作参数优化

戴　飞１　赵武云１　马明义２　王久鑫１　石林榕１　马军民１

（１．甘肃农业大学工学院，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２．甘肃洮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定西 ７３０５００）

摘要：为进一步改进双垄耕作施肥喷药覆膜机工作性能，以作业机前进速度、土壤升运器速度、覆土侧流槽角和覆

土直流槽角为自变量，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为响应值，依照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试验设计原理，采用四因素三水平响应

面分析方法，建立了各因素与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之间的数学模型，并对各因素及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试验

结果表明：４个因素对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影响的主次顺序为：土壤升运器速度、作业机前进速度、覆土侧流槽角

和覆土直流槽角；作业机最佳工作参数为：土壤升运器速度 ０６７ｍ／ｓ、作业机前进速度 ０７０ｍ／ｓ、覆土侧流槽角 ７５°

和覆土直流槽角 ４８°。验证试验表明，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均值为 ０２１６％，较优化前有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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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旱地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是针对我国西北地区旱

作农业的一项突破性创新技术，主要针对玉米生产

种植提出，要求先完成大小垄体、垄沟种床的耕整、

覆膜准备，后在小垄垄沟内完成膜上播种
［１－２］

。实

践证明，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增产效果显著
［３－８］

。

结合农机装备完成起垄、施肥、喷药、覆膜联合

作业的播前种床准备是实现全膜双垄沟大田作物生

产全程机械化的重要环节，而种床覆膜铺设过程中

产生的地膜机械破损更是影响后续覆盖抑蒸、膜面

集雨、膜上低损伤播种及增产效果的最关键因

素
［９］
。

针对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所配套的农机装备研发

还不够深入，为此，自行研制了双垄耕作施肥喷药覆

膜机
［１０］
。本文以改进的二代样机为依托，并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提高作业机低损伤覆膜作业性能，以该

机各工作参数作为自变量，通过试验测得不同因素

水平组合条件下覆膜种床采光面机械破损率，采用

响应面分析法确定各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采光面机

械破损率的影响和获取最优控制变量组合，以达到

最佳起垄施肥喷药覆膜联合作业效果。

１　工作过程分析与关键参数选取

１１　结构组成及作业过程
双垄耕作施肥喷药覆膜机主要由悬挂架、机

架、喷药装置、土壤升运器、旋耕刀组、取土铲、中

置镇压轮、侧置镇压轮、挂膜装置、覆土侧流槽、覆

土直流槽、肥料箱、磁力泵等组成，如图 １所示。
作业机在田间作业时采用四轮拖拉机后置悬挂方

式，通过动力输入变速箱传动刀轴带动旋耕刀组

将种床土壤旋耕疏松，取土铲随着整机前进完成

开沟起垄，肥料箱下置排肥器转动完成小垄两侧

沟内施肥，并在喷药装置的作用下向大、小垄面进

行药剂喷施，地膜同时随挂膜装置的转动前行覆

膜。作业机在旋耕刀组和取土铲的共同作用下将

土壤送至升运器并后输至覆土装置，覆土装置可

将土壤分为两条路径，并在覆土侧流槽、覆土直流

槽及中置、侧置镇压轮的共同配合下完成两侧膜

边、垄沟内的覆土镇压。

图 １　双垄耕作施肥喷药覆膜机结构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ｆｏｒｔｉｌｌａｇ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ｆｉｌｍｉｎｇｏｎｄｏｕｂｌｅｒｉｄｇｅｓ
１．喷药装置　２．悬挂架　３．机架　４．旋耕刀组　５．取土铲　６．土壤升运器　７．中置镇压轮　８．挂膜装置　９．侧置镇压轮　１０．覆土侧流

槽　１１．覆土直流槽　１２．肥料箱　１３．磁力泵
　
１２　工作参数分析

通过对双垄耕作施肥喷药覆膜机的改进，二代

样机关键部件排肥装置、施药装置及取土铲已能保

证样机田间作业时顺利施药施肥，所起大、小垄的垄

宽与垄高符合全膜双垄沟农艺技术要求，但由大、小

垄体尺寸不一致所引起地膜铺设过程中的机械伤膜

仍然是制约作业机工作性能优劣的最核心问题。

全膜双垄沟覆膜种床的耕整、铺设是在作业机

田间工作前进过程中先由旋耕刀组和取土铲的共同

作用获取覆膜土壤，随即土壤升运器将覆膜土壤输

送至覆土装置，并在覆土直流槽、覆土侧流槽通过土

壤分流来完成的。因此，除地膜自身质量的优劣外，

作业机前进速度 ｖ１、取土铲入土角 α（图 ２）、土壤升
运器速度 ｖ２（图２）、旋耕刀组刀头线速度 ｖ３、覆土侧

图 ２　土壤升运器作业过程简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ｏｉｌｅｌｅｖａｔｏｒ
１．取土铲　２．侧板　３．土壤升运器　４．刮土板

　

流槽角 β（图３）及覆土直流槽角 γ（图 ３）皆是影响
地膜采光面机械破损相对率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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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覆土装置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ｔ
１．覆土侧流槽　２．覆土直流槽

　

２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２１　试验材料
双垄耕作施肥喷药覆膜机工作参数优化试验在

甘肃省洮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农机装备工程中心

试验田内进行，试验地面积为０６０ｈｍ２，所处地势平
坦，土壤为黄绵土，土壤含水率为 １４６％ ～１５９％。
试验地依照全膜双垄沟农艺技术相关要求，通过变

换作业机不同工作参数进行耕整、覆膜作业，选用地

膜为甘肃省政府招标白色地膜，厚度为００１ｍｍ［１］。
２２　试验方法

按照 ＮＹ／Ｔ９８６—２００６《铺膜机作业质量》和
ＤＢ６２／Ｔ１９３５—２０１０《全膜双垄沟铺膜机操作规程
及作业质量验收》标准要求，测定计算双垄耕作施

肥喷药覆膜机田间作业后的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

率。以１２ｍ（地膜幅宽）×５ｍ（测区长度）的面积
为１个测定小区，用钢卷尺以人工测量的作业方式
获取各测区内采光面地膜上所有机械破损部位的边

长或缝长（其中：Ｓｃ≤５０ｍｍ／ｍ
２
表明联合机作业性

能符合标准要求）
［１１－１２］

，以 ３个作业小区的测定平
均值为测试结果。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计算式为

Ｓｃ ＝
∑
ｎ

ｉ＝１
Ｌｉ

ＬＢ
（１）

Ｙ＝
Ｓｃ
５０
×１００％ （２）

式中　Ｓｃ———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程度，ｍｍ／ｍ
２

Ｙ———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
Ｌｉ———测区内第 ｉ处机械破损部位的边长或

缝长，ｍｍ
Ｌ———测区长度，ｍ
Ｂ———测区内采光面地膜宽度平均值，ｍ

２３　单因素试验
２３１　土壤升运器速度

当旋耕刀组刀头线速度为０９ｍ／ｓ，覆土侧流槽
角为 ６５°，覆土直流槽角为 ３５°，取土铲入土角为
３０°，土壤升运器速度为 ０５、０８、１１ｍ／ｓ时，采光

面地膜机械破损率随作业机前进速度变化如图４所
示。

图 ４　不同土壤升运器速度下作业机前进速度对

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的影响曲线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ｐｅｅｄ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ｒａｔｅｏｆ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ｍｕｌｃｈ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ｅｌｅｖａ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ｓ
　
由图４可以看出，随着作业机前进速度的增加，

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增大。当前进速度大于

０９ｍ／ｓ时，土壤升运器线速度分别为 ０５ｍ／ｓ、
０８ｍ／ｓ时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变化显著；当土
壤升运器线速度为１１ｍ／ｓ时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
率显著增加，每平方米测区地膜的边缝长最大破损

接近４０ｍｍ。
２３２　旋耕刀组刀头线速度

当土壤升运器速度为０８ｍ／ｓ，覆土侧流槽角为
６５°，覆土直流槽角为 ３５°，取土铲入土角为 ３０°，旋
耕刀组刀头线速度分别为 ０６、０９、１２ｍ／ｓ时，采
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随作业机前进速度变化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不同旋耕刀组刀头线速度下作业机前进速度对

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的影响曲线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ｐｅｅｄ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ｒａｔｅｏｆ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ｍｕｌｃｈ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ｎｅａ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ｒｏｔａｒｙｃｕｔｔｅｒ
　
由图 ５可以看出，随着作业机前进速度不断增

加，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增大。当前进速度大于

０９ｍ／ｓ时，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变化程度显著；
但试验同时发现当旋耕刀组刀头线速度由 ０６ｍ／ｓ
向１２ｍ／ｓ变化时，作业机工作性能对采光面地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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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破损率无明显影响，因此该因素将不作为影响

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因素进行研究。

２３３　覆土侧流槽角
当土壤升运器线速度为０８ｍ／ｓ，旋耕刀组刀头

线速度为０９ｍ／ｓ，覆土直流槽角为 ３５°，取土铲入
土角为 ３０°，覆土侧流槽角为 ５５°、６５°、７５°时，采光
面地膜机械破损率随作业机前进速度变化如图６所
示。

图 ６　不同覆土侧流槽角下作业机前进速度对

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的影响曲线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ｐｅｅｄ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ｒａｔｅｏｆ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ｍｕｌｃｈ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ｌｏｗａｎｇｌ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ｔ
　
由图６可以看出，随着作业机前进速度的增加，

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增大。当前进速度大于

１０ｍ／ｓ时，覆土侧流槽角为 ５５°、６５°时采光面地膜
机械破损率变化明显；当覆土侧流槽角为 ７５°时，在
作业机不同前进速度下其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显

著增加，均高于其它覆土侧流槽角对应的采光面地

膜机械破损率。

２３４　覆土直流槽角

图 ７　不同覆土直流槽角下作业机前进速度对

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的影响曲线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ｐｅｅｄ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ｒａｔｅｏｆ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ｍｕｌｃｈ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ｆｌｏｗａｎｇｌｅｓ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ｔ

当土壤升运器线速度为 ０８ｍ／ｓ，旋耕刀组刀头
线速度为０９ｍ／ｓ，覆土侧流槽角为６５°，取土铲入土
角为 ３０°，覆土直流槽角为 ３５°、４５°、５５°时，采光面地
膜机械破损率随作业机前进速度变化如图７所示。

由图 ７可以看出，当作业机前进速度大于
０９ｍ／ｓ，覆土侧流槽角为 ５５°时采光面地膜机械破
损率变化极其显著；而覆土侧流槽角为 ３５°、４５°时
随作业机前进速度的增加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变

化趋势一致。

２３５　取土铲入土角
当土壤升运器线速度为０８ｍ／ｓ，旋耕刀组刀头

线速度为０９ｍ／ｓ，覆土侧流槽角为６５°，覆土直流槽
角为 ３５°，取土铲入土角为 ２５°、３０°、３５°时，采光面地
膜机械破损率随作业机前进速度变化如图８所示。

图 ８　不同取土铲入土角下作业机前进速度

对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的影响曲线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ｐｅｅｄ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ｒａｔｅｏｆ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ｍｕｌｃｈ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ｓｏｆｓｈｏｖｅｌ
　
由图８可以看出，在作业机前进速度、土壤升运

器线速度、旋耕刀组刀头线速度、覆土侧流槽角及覆

土直流槽角不变的条件下，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

随取土铲入土角的不断增大无明显变化，故此因素

不作为影响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因素进行研究。

２４　响应曲面法试验方案
综合上述单因素试验结果与分析，采用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试验设计原理［１３］
，以作业机前进速度

（ｘ１）、土壤升运器速度（ｘ２）、覆土侧流槽角（ｘ３）和
覆土直流槽角（ｘ４）为自变量，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
率（Ｙ）为响应值，各试验因素水平编码如表 １所示，
共实施２９组响应面分析试验（表 ２）。表中 Ｘ１、Ｘ２、
Ｘ３、Ｘ４为因素编码值。应用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５０

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表 １　因素水平编码

Ｔａｂ．１　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

编码

因素

作业机前

进速度 ｘ１

／（ｍ·ｓ－１）

土壤升运器

速度 ｘ２

／（ｍ·ｓ－１）

覆土侧流

槽角 ｘ３

／（°）

覆土直流

槽角 ｘ４

／（°）

－１ ０７ ０５ ５５ ３５

０ ０９ ０８ ６５ ４５

１ １１ １１ ７５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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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回归模型建立与检验
试验结果如表２所示，双垄耕作施肥喷药覆膜

机作业后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为 ８１８％ ～
７０５６％，符合 ＮＹ／Ｔ９８６—２００６《铺膜机作业质量》
和 ＤＢ６２／Ｔ１９３５—２０１０《全膜双垄沟铺膜机操作规
程及作业质量验收》标准要求。

表 ２　响应面分析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试验序号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Ｙ／％

１ １ １ ０ ０ ７０２９

２ ０ －１ １ ０ １３２７

３ －１ １ ０ ０ ５９３５

４ －１ ０ １ ０ ８１８

５ １ ０ １ ０ ２７１６

６ －１ －１ ０ ０ １５８５

７ －１ ０ －１ ０ １０２８

８ ０ １ －１ ０ ６２１７

９ ０ １ ０ １ ５６４１

１０ １ ０ ０ １ ３４１８

１１ ０ １ １ ０ ７０５６

１２ １ ０ －１ ０ ２７７２

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１８６４

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１８９１

１５ １ －１ ０ ０ ３５１３

１６ －１ ０ ０ １ １２２６

１７ ０ －１ ０ １ ２０２７

１８ －１ ０ ０ －１ １５１２

１９ ０ －１ ０ －１ ２５２９

２０ ０ ０ １ １ １６５２

２１ ０ １ ０ －１ ６５２２

２２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５６

２３ ０ ０ －１ －１ ２３５３

２４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８１

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２１８３

２６ ０ ０ －１ －１ ２２５２

２７ ０ －１ －１ ０ ３９３８

２８ １ ０ ０ －１ ２８２２

２９ ０ ０ １ －１ １７６１

　　借助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５０软件对所得试验结
果进行分析，获得编码值表示的采光面地膜机械破

损率 Ｙ的二次回归模型为
Ｙ＝１８７５＋８４７Ｘ１＋１９５７Ｘ２－２６９Ｘ３－

０９０Ｘ４＋１２４Ｘ
２
１＋２４９２Ｘ

２
２＋０６３Ｘ

２
３＋

０４２Ｘ２４－２０９Ｘ１Ｘ２＋０３８Ｘ１Ｘ３＋２２０Ｘ１Ｘ４＋
８６３Ｘ２Ｘ３－０９５Ｘ２Ｘ４－０５２Ｘ３Ｘ４ （３）

对上述二次回归模型进行方差分析和回归系数

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 ３　回归方程方差分析

Ｔａｂ．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Ｐ

回归 １０１６２４３ １４ ７２５８９ ５７０７ ＜００００１

Ｘ１ ８６１２３ １ ８６１２３ ６７７１ ＜００００１

Ｘ２ ４５９４６４ １ ４５９４６４ ３６１２３ ＜００００１

Ｘ３ ８６９４ １ ８６９４ ６８４ ００２０４

Ｘ４ ９７４ １ ９７４ ０７７ ０３９６３

Ｘ１Ｘ２ １７３９ １ １７３９ １３７ ０２６１８

Ｘ１Ｘ３ ０５９ １ ０５９ ００４７ ０８３２２

Ｘ１Ｘ４ １９４５ １ １９４５ １５３ ０２３６６

Ｘ２Ｘ３ ２９７５６ １ ２９７５６ ２３３９ ００００３

Ｘ２Ｘ４ ３５９ １ ３５９ ０２８ ０６０３５

Ｘ３Ｘ４ １１０ １ １１０ ００８７ ０７７２８

Ｘ２１ ９９５ １ ９９５ ０７８ ０３９１３

Ｘ２２ ４０２８１５ １ ４０２８１５ ３１６７０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３ ２６１ １ ２６１ ０２０ ０６５７８

Ｘ２４ １１２ １ １１２ ００８８ ０７７１３

残差 １７８０７ １４ １２７２

失拟 １５２３７ １０ １５２４ ２３７ ０２１０３

误差 ２５７０ ４ ６４３

总和 １０３４０５１ ２８

　　由表３可知，回归模型 Ｐ＜００００１，表明回归模
型极其显著；失拟项 Ｐ＞００５，失拟不显著，说明模
型所拟合的二次回归方程与实际相符合，能正确反

映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 Ｙ与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之间
的关系，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对优化试验中各种试

验结果进行预测。其中模型的一次项 Ｘ１（作业机前
进速度）和 Ｘ２（土壤升运器速度）影响极显著，Ｘ３
（覆土侧流槽角）影响较显著，而 Ｘ４（覆土直流槽

角）影响不显著；二次项 Ｘ２２影响极显著；交互项
Ｘ２Ｘ３影响极显著，其余各项均不显著。根据模型各
因素回归系数的大小，可得到各因素的影响主次顺

序为：Ｘ２、Ｘ１、Ｘ３、Ｘ４，即土壤升运器速度、作业机前
进速度、覆土侧流槽角、覆土直流槽角。

３２　模型交互项的解析
根据式（３）作出各因素之间关系的响应面图。

响应曲面的形状能够反映出交互因素作用的强

弱
［１４－１５］

。

由图 ９可以看出，当作业机前进速度固定在某
一水平，土壤升运器速度由０５ｍ／ｓ递增至 １１ｍ／ｓ
时，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

变化趋势。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作业机土壤

升运器运行速度较慢时，没有足够的土壤输送至覆

土装置，随着作业机的前进已覆在种床上的地膜定

位不稳定，容易产生滑移、撕裂；而当土壤升运器运

行速度较快时，由覆土装置侧、直流槽排出大量土

壤，对地膜沉降效果影响显著，垄体膜面也会随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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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作业机前进速度与土壤升运器速度对

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的影响

Ｆｉｇ．９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ｓｏｉｌｅｌｅｖａｔｏｒ

ｓｐｅｅｄ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ｒａｔｅｏｆ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ｍｕｌｃｈ
　
壤质量的不断增加而降低其断裂伸长率与拉伸强

度。

由偏回归分析与等高线密度可以得出，土壤升

运器速度对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的影响大于作业

机前进速度的影响。

由图 １０可知，当作业机前进速度为 ０７０ｍ／ｓ、
覆土侧流槽角为 ７５°时，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较
低，由等高线密度可以看出，作业机前进速度和覆土

侧流槽角的交互作用对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影响

并不显著，与方差分析结果相同。

图 １０　作业机前进速度与覆土侧流槽角

对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ｌｏｗａｎｇｌｅ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ｔ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ｅｏｆ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ｍｕｌｃｈ
　

由图１１可以看出，当作业机前进速度固定在某
一水平，覆土直流槽角由 ３５°向 ５５°变化时，采光面
地膜机械破损率呈现出略微减小的变化趋势。由等

高线密度可以看出，覆土直流槽角和作业机前进速

度的交互作用对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影响不显

著，与方差分析结果相同。

通过图１２响应曲面分析，当土壤升运器速度固
定在某一水平，覆土侧流槽角由 ５５°递增至 ７５°时，
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呈现出逐渐降低的变化趋

势。出现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土壤升运器速度一

定时，输送至覆土装置的土壤保持定量，当覆土侧流

槽角度不断增大时，必然增加了土壤覆膜作业的流

图 １１　作业机前进速度与覆土直流槽角对

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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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土壤升运器速度与覆土侧流槽角对

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ｏｉｌｅｌｅｖａ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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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性，稳定的土壤重量既能保证已覆在种床上地膜

的准确定位，又可以避免因覆土侧流槽角选取不合

理致使覆土装置产生输送土壤流槽内的自锁与堵

塞。

土壤升运器速度和覆土侧流槽角的交互作用对

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影响极其显著，与方差分析

结果相同。

图 １３　土壤升运器速度与覆土直流槽角对

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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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ｇｌｅ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ｔ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ｅｏｆ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ｍｕｌｃｈ

由图１３可以看出，土壤升运器速度对采光面地
膜机械破损率影响大于覆土直流槽角的影响，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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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结果相同。当土壤升运器速度在某一水

平，覆土直流槽角由 ３５°变化到 ５５°时，采光面地膜
机械破损率有所降低，但变化趋势不很明显。

由图１４可知，当作业机覆土装置侧流槽角为
７０°～７５°之间，覆土直流槽角度为５０°～５５°时，采光
面地膜机械破损率最小。覆土侧流槽角对采光面地

膜机械破损率影响明显大于覆土直流槽角的影响。

主要是在作业过程中覆土侧流槽输送土壤均用于地

膜两侧膜边的定位，防止地膜滑移、撕裂；而覆土直

流槽输出土壤主要用作小垄两侧垄沟内作物的种植

覆土，两因素对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影响权重有

所差异，这与方差分析结果相一致。

图 １４　覆土侧流槽角与覆土直流槽角对

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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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作业机最优工作参数确定与试验验证

为保证作业机田间工作时采光面地膜无机械破

损（Ｙ＝０％），应用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５０软件中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模块对回归方程模型进行
该目标下的优化求解，得到双垄耕作施肥喷药覆膜

机最优工作参数为：土壤升运器速度０６７ｍ／ｓ、作业
机前进速度 ０７０ｍ／ｓ、覆土侧流槽角 ７５°和覆土直
流槽角４８°。

为了验证式（３）的可靠性，应用双垄耕作施肥
喷药覆膜机按照上述最优工作参数进行９次田间性
能试验，试验材料与方法与２１节和２２节相同，如
　　

图１５所示。９次试验的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均
值为 ０２１６％，较优化前机械破损率 （８１８％ ～
７０５６％）有明显的下降，表明在优化工作参数条件
下能够避免采光面地膜的机械损伤，因此该回归模

型是可靠的。

图 １５　作业机田间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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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结合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试验设计原理，采用四
因素三水平响应面分析方法，进行双垄耕作施肥喷

药覆膜机工作参数优化，通过试验优化结果可得影

响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为：

土壤升运器速度、作业机前进速度、覆土侧流槽角和

覆土直流槽角。

（２）建立了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率与作业机土
壤升运器速度、作业机前进速度、覆土侧流槽角、覆土

直流槽角的二次多项式回归模型。以采光面地膜机

械无破损（Ｙ＝０％）为目标，优化得到作业机最佳工
作参数：土壤升运器速度０６７ｍ／ｓ、作业机前进速度
０７０ｍ／ｓ、覆土侧流槽角７５°和覆土直流槽角４８°。

（３）田间验证试验表明，采光面地膜机械破损
率均值为 ０２１６％，较优化前地膜机械破损率
（８１８％ ～７０５６％）有明显下降，基本避免了采光
面地膜的机械损伤，表明优化后的工作参数组合可

以作为双垄耕作施肥喷药覆膜机田间作业的最佳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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