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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根茬－土壤复合体剪切特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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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降低稻茬地少耕免耕过程中的阻力，提高作业质量，同时为破茬开沟装置提供设计依据，采用自制的剪

切试验装置在万能材料试验机上对水稻根茬－土壤复合体进行了剪切试验，对根茬－土壤复合体含水率、土壤容重、

根茬－土壤复合体的当量直径、剪切位置、剪切速度、切刃刃角、切刀刃口形状 ７个因素进行了单因素试验。在单因

素试验的基础上选取根茬－土壤复合体含水率、剪切速度、切刃刃角 ３个因素进行了正交试验。单因素试验结果显

示：极限剪切应力与复合体的含水率呈二次多项式函数关系，与土壤容重呈幂函数关系，与根茬 土壤复合体直径

呈二次多项式函数关系，与剪切速度呈对数函数关系，剪切位置距离根茬中心越远极限剪应力越小，切刃刃角越小

极限剪切应力也越小；在 ４种形状的刃口切刀中，凹圆弧切刃的极限剪切应力最小。正交试验结果表明：切割速度

４５０ｍｍ／ｍｉｎ、含水率 ２５％、切刃刃角 １５°时，极限剪切应力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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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保护性耕作技术，特别是少耕免耕技术，是一种

先进的耕作技术
［１－２］

，已在世界各地广泛推广应

用
［３］
，但大多都是在旱地作物生产中应用

［４－５］
，在水

稻生产中可否利用少耕免耕技术，是一个具有重大



意义的科学问题，尤其在南方双季稻产区
［６］
，早稻

收割完后紧接着种植晚稻，农时紧张，因此，研究水

稻茬地的保护性耕作很有必要，在稻茬地进行保护

性耕作，首先要研究的是水稻根茬－土壤复合体的
问题。

目前，关于根茬－土壤复合体的研究较多，相关
研究主要集中在林木或草系植被固土机理

［７－８］
、土

壤侵蚀
［９－１０］

、荒漠化防治、水土保持等方面
［１０－１２］

。

但关于水稻根系结构的研究比较少见，川田信一

郎
［１３］
曾进行水稻根系在土壤中分布的相关研究，徐

信武
［１４］
通过试验测得了水稻秸秆的抗拉强度，孙占

峰等
［１５］
测得了水稻秸秆的挤压、弯曲、破坏等特性，

赵湛等
［１６］
对水稻单茎进行了切割试验，赵旭等

［１７］

研究了玉米根土复合体剪切性能，刘川顺等
［１８］
研究

了香草根土复合体的抗剪强度，但水稻根茬－土壤
复合体的力学相关研究未见相关文献报道。

本文测量分析水稻根茬的田间分布情况以及根

系分叉形态的相关参数、水稻根茬的当量直径与其

所包裹的土壤深度等结构特征。水稻根土复合体的

物理性质对其抗剪性质有很大影响，包括土壤的组

成、容重以及含水率和含根比例
［１７，１９－２０］

。在稻田中

破茬开沟部件对土壤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剪切破坏，

因此，对水稻根茬 －土壤复合体（以下简称根土复
合体）进行剪切特性的研究是基础，本文拟通过试

验研究获得在免耕播种时水稻根土复合体的最佳作

业部位，从而为降低作业机具功耗、减少动土量提供

设计依据。

１　研究区域自然概况与采样

研究试验区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华南农业大学实

验农场，属于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是红壤土分布

区，土壤的通气和蓄水性能良好。

试验田长 １４０ｍ、宽 １２０ｍ，测量内容包括土壤
密度、含水率和土壤坚实度，每个测量点按照 ０～
５０ｍｍ、５０～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１５０ｍｍ、１５０～２００ｍｍ分
层取土。土壤含水率和干密度按照 ＧＢ／Ｔ５０１２３—
１９９９进行测量，同时使用 ＴＹＤ ２型数显土壤硬度
仪测量土壤硬度。

２　试验装置、材料与方法

２１　试验装置与设备
试验用仪器包括 ＷＤ Ｅ型精密微控电子式万

能试验机（广州市广材试验仪器有限公司生产），采

用１０００Ｎ传感器，分辨率 １／１２００００，力值精度
±０５％，位移精度 ±０３％。试验加载速率５～
１０００ｍｍ／ｍｉｎ，数据采样速度 ２个／ｓ。游标卡尺，米

尺，人工气候箱，ＴＹＤ ２型数显土壤硬度仪（浙江
托普仪器有限公司生产），自制剪切装置，试验设定

剪切时的采样频率为 ４０Ｈｚ，起始力为 ２Ｎ；ＤＨＧ
９０３０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索谱仪器有限公
司），ＡＬＣ电子天平（量程：５００ｇ，精度：１ｍｇ，北京赛
多利 斯 仪 器 系 统 有 限 公 司）。实 验 室 温 度 为

２８５℃，湿度为５８５％。
水稻根土复合体是一种特殊的复合材料，目前

还没有试验标准可供依照，本文参考其他材料试验

装置
［１２，２１－２３］

和试验方法
［２４－２７］

，设计了一套剪切装

置与万能材料试机组成一套试验系统
［１７，２３，２８－２９］

。

剪切装置由剪切底座和剪切刀具两部分组成，剪切

刀具安装在万能材料试验机的上连接头，剪切底座

四周由橡胶海绵围压成盒状，在盒底部与动刀对应

的位置安装有与动刀对应的定刀，为保证剪切，定刀

位于动刀正下方，剪切间隙控制在 ００５ｍｍ以内。
由于农业机械的试验大田环境的特殊性，想要保证

室内的测试条件与真实工作环境条件完全相同是比

较困难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模拟田间环境，前期采用

相关试验仪器获取相关试验参数：密度、含水率、温

度、湿度等，各参数尽量保持与大田环境一致，同时

采用土壤硬度仪在试验田找点测量获取数据，结合

测试数据和自制的剪切设备调节相关参数，先根据

前期获取的田间土壤硬度调整橡胶海绵组成的围压

系统，使之与大田环境作业时的实际情况一致，动刀

切割试样时，试样外侧包围有橡胶和海绵及液体，试

样受到剪切作用后挤压围压系统，使得围压系统的

压力同步变化，基本符合根土复合体在大田环境下

的实际情况。

图 １　剪切试验装置

Ｆｉｇ．１　Ｓｈｅａｒｔｅｓｔｄｅｖｉｃｅ
１．动刀支座连接头　２．动刀安装座　３．动剪切刀　４．动刀导向

支架　５．水稻根茬 土壤复合体　６．橡胶盒　７．调节筒　８．压力

计　９．压力滚筒支座　１０．试验台底座　１１．剪切底座　１２．定刀

导向支架

自制剪切装置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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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试验台上的动刀为往复式单面刃切刀，材

质为４５号钢，为提高抗磨能力进行淬火处理。试验
过程中使用的４种刀具包括平刃口切刀、斜刃口切
刀、凹圆弧刃口切刀和凸圆弧刃口切刀，如图 ２所
示。

图 ２　剪切刀片零件图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ｔｄｒａｗｉｎｇｓｏｆｂｌａｄｅｓ
　
２２　试验材料的制备

选取的水稻品种为黄花占，是一种感温型常规

稻品种，早稻和晚稻均采用直播方式种植，播期分别

为２０１５年 ３月 ２３日和 ２０１６年 ３月 ２９日，水稻收
获后，随机挖掘完整的２００株水稻植株，装入网袋后
进行清洗，对清洗后的水稻根系长度和范围进行测

量，如图３ａ、３ｂ、３ｃ所示。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可知，
绝大部分水稻的根系都分布在深度为 ８～１０ｃｍ范
围的土层内。同时采用环刀法测试土壤的容重和含

水率，试样获取后通过地表根茬分蘖数将试样分类，

在试样中选取根茬分蘖数为６ １０、１１ １５、１６ ２０、
２１ ２５、２６ ３０、３１ ３５的试样各 ２０个，进行编号。
为了减少根茬地上部分对试验的影响，地上部的留

茬高度统一为１００ｍｍ。
水稻根系在不同时期变化差异非常显著，尤其

与种植后期的田间水分管理密切相关，由统计分析

结果可知，从水稻抽穗期开始，植株进入快速灌浆

期，养分需求增大，由于营养胁迫部分根系开始失去

活性
［３０－３２］

。收获后水分与温度导致根系逐渐失去

柔韧性变脆腐烂
［３３－３５］

，这与田间实际取样的情况一

致，其具体表现如图 ４所示。剪切试验所需的水稻
根土复合体采用田间随机取样方法，取样时为了最

图 ３　试样制备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ｓｆｏｒｔｅｓｔｉｎｇ
　

图 ４　生育后期与收获后根系实物图

Ｆｉｇ．４　Ｒｏｏｔ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ａｔｌａｔｅ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ｈａｒｖｅｓｔ
　
大限度地模拟机具作业时的试验状态，挖取时按照

规格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取成立方体，同时
按同规格挖取无根系素土土样作为对照，所取试样

立即使用塑料袋包裹并保存在与生长环境相似的试

验箱直至试验使用。

２３　极限剪切应力测定
根据复合材料力学理论计算剪应力，试验采用

直接剪切方式进行，极限剪切应力计算式为

τｓ＝
Ｆｍａｘ
ｓ

式中　τｓ———极限剪切应力
Ｆｍａｘ———最大剪切力
ｓ———切刃面积

经计算切刃面积为１２×１０－４ｍ２。
２４　试验方法

剪切试验在 ＷＤ Ｅ型精密微控电子式万能试
验机和自制剪切试验装置上进行，在大田作业环境

中，工作部件的入土能力、入土深度等均需要通过试

验获取相关设计依据，在结合农艺相关要求的情况

下寻找合适的入土深度以及探求作业时所遇到的阻

力对后续机具设计节能减阻有着重要意义。为模拟

机械作业环节时破茬刀具由地表茬地切入根茬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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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过程，试验前首先将剪切底座安装在试验机

底部，将试验用的剪切刀具安装在万能材料试验机

上连接头，试验时，试验机上连接头通过剪切动刀，

和设定的加载速度做竖直向下运动，定刀与动刀共

同配合作业直到根土复合体试样完全被切开。与计

算机配套的分析软件自动记载试验过程中剪切刀的

位移以及试样受到的剪切力。设置采样频率２０Ｈｚ，
单因素试验时每一水平重复试验 ５次，正交试验时
每组重复３次。为了排除动定刀之间发生摩擦对试
验的影响，当施加的载荷大于 ３Ｎ时才开始记录试
验曲线。

２５　试验设计
本试验主要研究模拟机具作业时相关参数对稻

茬极限剪切应力的影响。因影响因素较多，为了减

少试验次数，将试验分为２组，第１组采用单因素试
验：水稻根系的形状呈现纺锤形状

［１３］
，与水稻根茬

中心的距离不同，相当于根土复合体的含根比例也

有所不同，因此将距离水稻根茬中心的剪切位置也

作为一个因素，剪切位置分别为通过水稻根茬中心

和距离水稻根茬中心 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ｍｍ。选取根土
复合体含水率、土壤容重、根土复合体的根土混合比

例、剪切位置、剪切速度、切刀刃角和切刀形状等 ７
个试验因素，为了对照无根系情况，每组试验均安排了

素土对照试验。试验前如果不破坏根茬复合体将无法

获取根土混合比例，但是文献表明
［３１－３２，３４－３７］

，水稻的

根系生长情况与地上部分相关，每株水稻地上的分

蘖数越多地下根系越发达，故选取分蘖数作为水稻

根土混合比例的表征。以根土复合体当量直径反映

分蘖数。第 ２组试验模拟机具田间作业的实际情
况，将根土复合体含水率、剪切速度、切刃刃角作为

试验因素，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安排试验。

２５１　单因素试验设计
单因素试验选取的因素和水平如表１所示。剪

切位置分别为通过水稻根茬中心，以及距离水稻根

茬中心 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ｍｍ，表 １中分别记为Ⅰ、Ⅱ、
Ⅲ、Ⅳ、Ⅴ。

表 １　单因素试验因素和水平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ｔｅｓｔ

水平

因素

根土复合体

含水率／％

土壤容重／

（ｇ·ｃｍ－３）

根土复合体

当量直径／ｍｍ
剪切位置

剪切速度／

（ｍｍ·ｍｉｎ－１）

切刃刃角／

（°）
切刀形状

１ １０ １０ ４０ Ⅰ ２０ １０ 平刃口切刀

２ １５ １２ ６０ Ⅱ ５０ １５ 斜刃口切刀

３ ２０ １４ ８０ Ⅲ １００ ２０ 凸圆弧刃口切刀

４ ２５ １６ １００ Ⅳ ３００ ２５ 凹圆弧刃口切刀

５ ３０ １２０ Ⅴ ５００ ３０

２５２　正交试验设计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考虑到田间作业时水

稻根茬的直径自然生长无法选择，剪切位置在机具

具体作业时很难保证在某一固定位置，因此这些均

不选为试验因素，选取根土复合体含水率、剪切速

度、切刃刃角作为正交试验的因素。正交试验所选

的因素与水平见表 ２。试验时选取土壤容重为
１４ｇ／ｃｍ３、根土复合体的平均当量直径为 ８０ｍｍ、

采用凹圆弧刃口切刀、剪切位置为水稻根茬中

心。

表 ２　正交试验因素与水平

Ｔａｂ．２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

水平

因素

根土复合体

含水率／％

剪切速度／

（ｍｍ·ｍｉｎ－１）

切刃刃角

／（°）

１ １５ ５０ １５

２ ２０ ２５０ ２５

３ ２５ ４５０ ３５

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单因素试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１　根土复合体含水率

进行根土复合体含水率试验时，土壤容重为

１４ｇ／ｃｍ３、根土复合体的平均当量直径为８０ｍｍ、切
割速度为 １００ｍｍ／ｍｉｎ，采用平刃口切刀，切刃刃角
为２０°，剪切位置为水稻根茬中心；选取含水率分别
为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试验中发现，当含水率达到 ３０％时，土壤颗粒
的流动性太大，无法正常进行剪切试验，故舍去

３０％含水率的试验。
试验结果如图 ５所示，将根土复合体的含水率

与极限剪切应力进行回归拟合，二者呈二次多项式

函数关系，Ｒ２＝０９２８６。由试验结果可知，根土复
合体的含水率对极限剪切应力的影响比较显著，根

土复合体的极限剪切应力随着含水率的增加呈现先

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在含水率为 １５％时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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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根土复合体含水率－极限剪切应力关系曲线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ｒｏｏｔ ｓｏｉ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随着含水率增加极限剪切应力呈减小趋势。根据有

关学者
［９，１１，２８，３０］

的研究，根土复合体的抗剪切特性

主要由２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土壤的粘聚力，另一部
分是土壤的内摩擦角，胡文利等

［３８］
的研究结果表

明，无论土壤中是否有根系存在，含水率越大，内摩

擦角越小。含水率较小时，土壤颗粒之间连接比较

松散，尚未形成较为致密的结构，土壤颗粒与根系的

接触也比较松散，根土间的连接较弱。随着含水率

的增加，土粒与水之间形成的结合水膜作用增强，土

体的粘聚力增大。随着含水率的进一步增加，土壤

颗粒周围的水膜变厚，通过水分子胶结的能力变弱，

土壤颗粒与根系之间的联接咬合作用减弱，从而抵

抗外界变形的能力减弱。

３１２　根土复合体土壤容重因素试验
进行土壤容重试验时，根土复合体含水率为

２０％、根土复合体的平均当量直径为 ８０ｍｍ、切割速
度为 １００ｍｍ／ｍｉｎ，采用平刃口切刀，切刃刃角为
２０°，剪切位置为水稻根茬中心；选取容重分别为
１０、１２、１４、１６ｇ／ｃｍ３，每组试验重复１０次。

图 ６　根土复合体土壤容重－极限剪切应力关系曲线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ｂｕｌｋ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ｒｏｏｔ ｓｏｉ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由图６可以看出，随着土壤容重的增加，水稻根
土复合体的极限剪切应力均值不断增加，呈幂函数

关系。由于水稻属于须根系植物，因此水稻须根与

包裹须根的土壤之间形成交错的黏合体，土壤的容

重越大，土壤颗粒与根茬包裹之间的连接就越紧密，

相当于复合体的当量密度也变大，因而抵抗外界剪

切的能力增强
［７，９，１１］

。

３１３　水稻根茬直径对极限剪切应力的影响
进行水稻根茬直径试验时，根土复合体含水率

为 ２０％、土 壤 容 重 为 １４ｇ／ｃｍ３、切 割 速 度 为
１００ｍｍ／ｍｉｎ，选取平刃口切刀，切刃刃角为 ２０°，剪
切位置为水稻根茬中心；分别选取直径为 ３９８５、
６０２５、７９６８、１０１４２、１２０６２ｍｍ的水稻根土复合
体进行试验，每组试验重复１０次。

由图 ７可以看出，水稻根土复合体在 ４０～
８０ｍｍ的范围内时，极限剪切应力的均值增长比较
明显，呈二次多项式函数关系，直径超过 ８０ｍｍ后，
素土极限剪切应力均值的增长速度逐渐变慢。在田

间采样过程中也发现，地表根茬直径较小时，地下根

系也比较稀疏，单位体积含根量也较少，根系对土壤

的加筋效应就相对较弱，复合体抵抗剪切的能力随

之下降。

图 ７　根土复合体直径－极限剪切应力关系曲线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ｒｏｏｔ ｓｏｉ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３１４　切割位置对极限剪切应力的影响

进行切割位置试验时，根土复合体含水率为

２０％、土 壤 容 重 为 １４ ｇ／ｃｍ３、切 割 速 度 为
１００ｍｍ／ｍｉｎ，选取平刃口切刀，切刃刃角为 ２０°。切
割位置及结果如图８所示。每组试验重复１０次。

由图 ９可以看出，切割位置对极限剪切应力影
响显著，呈二次多项式函数关系，由于水稻的根系为

须根系，距离水稻根茬中心越近，水稻的根系越密

集，相当于单位体积内的根系比例增加，土体内的加

筋效应增强，水稻根土复合体抵抗外界剪切的能力

增强。同理，距离水稻根茬中心越远，单位体积内的

土体包裹的水稻根系就越少，切割的过程就越接近

于素土切割，加筋效应就越不明显。

３１５　剪切速度对极限剪切应力的影响
进行剪切速度试验时，根土复合体含水率为

２０％、土壤容重为１４ｇ／ｃｍ３，采用平刃口切刀，切刃
刃角为２０°，剪切位置为水稻根茬中心；切割速度分
别取１０、２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ｍｍ／ｍｉｎ进行
试验，每组试验重复１０次。

根据试验结果（图１０），将剪切速度对极限剪切
应力均值进行曲线回归拟合，Ｒ２＝０９３３８，呈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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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切割位置及结果

Ｆｉｇ．８　Ｃｕｔｔ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 ９　根土复合体剪切位置－极限剪切应力关系曲线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ｈｅａ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ｒｏｏｔ ｓｏｉ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图 １０　切刀剪切速度－极限剪切应力关系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ｈｅａ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
　
函数关系，水稻根土复合体与剪切刀具的接触时间

减少，在切割接触点传递变形的时间也随时减小，切

割的过程变快，极限剪切应力的极值也随之减小。

３１６　切刃刃角对极限剪切应力的影响
进行切刃刃角试验时，根土复合体含水率为

２０％、土 壤 容 重 为 １４ ｇ／ｃｍ３、切 割 速 度 为
１００ｍｍ／ｍｉｎ，采用平刃口切切刀，剪切位置通过水
稻根茬中心；切刃刃角分别取 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３０°。

试验结果（图１１）表明，切刃刃角对极限剪切应

力影响显著，剪切刃角增大时，极限剪切应力的均值

呈增加趋势，剪切刀的刃角越小，刀片越锋利，相当

于剪切刀具的切入角度较小，根据试验观察，刃角

１０°时切割根土复合体的切面也比较平整，切割位置
也较少出现震裂、碎散等现象。刃角越小越容易切

开根土复合体，从而降低了作业的阻力，但在同样材

质和金属热处理的情况下，剪切刃角小的刀片容易

磨损，不同组成成分的土壤对切刀刃角磨损的影响

也不同，如果在砂性土或者含有小石砾的土壤中作

业，较小切刃刃角的切刀更容易磨损，致使阻力增大

或崩刃损坏，影响剪切刀具的使用寿命。如仅以切

割质量和田间作业阻力作为衡量指标，剪切刀的切

刃刃角越小越好。但在实际的田间作业过程中，不

仅要考虑作业质量还应同时考虑剪切刀具的使用寿

命，权衡作业效果和作业成本后合理选用。

图 １１　切刃刃角－极限剪切应力关系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ｄｇｅｂｌａｄｅ

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
　
３１７　切刀形状对极限剪切应力的影响

进行切刀形状试验时，根土复合体含水率为

２０％、土 壤 容 重 为 １４ ｇ／ｃｍ３、切 割 速 度 为
１００ｍｍ／ｍｉｎ、切刃刃角为１５°、剪切位置分别通过水
稻根茬中心；选取４种刃型切刀。

试验结果（图１２）表明，平刃口切刀与斜刃口切
刀的极限剪切应力相差不明显，内外圆弧型切刀与

直线型切刀差异较大，刃口曲线为凹圆弧时，极限剪

切应力最小，从而对应的作业阻力也最小。分析切

割过程可知，凸圆弧刃口切割时对上升的土壤和根

茬复合体有向下挤压的趋势，相当于切刀的入土角

增大，对应的极限剪切应力也增大，凹圆弧刃切割

时，由于处于最大半径的土壤和根茬复合体先受到

切刀挤压的会沿着刃口的方向向内侧滑动，相当于

切刀的瞬时入土角减小，从而对应的切割阻力也减

小。

３２　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正交试验的试验因素水平及试验安排如表３所

示。

大田环境较为复杂，因此影响极限剪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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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切刀形状对极限剪切应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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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正交试验安排与结果

Ｔａｂ．３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序号

因素

根土复合体

含水率 Ａ
剪切速度 Ｂ 切刃刃角 Ｃ

极限剪切应力

／ｋＰａ

１ １ １ １ ２９５

２ １ ２ ２ ３２２

３ １ ３ ３ ３５６

４ ２ １ ３ ２５７

５ ２ ２ ３ ３３９

６ ２ ３ １ １９４

７ ３ １ ３ ２４６

８ ３ ２ １ １８２

９ ３ ３ ２ ２２９

极差 ３９ ７ ２９

主次因素 Ａ、Ｃ、Ｂ

也较多，由于实际作业中，根茬切割位置很难人为控

制准确，结合前期的单因素试验，选取根土复合体含

水率、剪切速度和切刃刃角作为试验因素。

　　正交试验结果如表 ３所示，正交试验的结果与
单因素试验结果一致，在３个因素中，根土复合体含
水率的影响最大、切刃刃角次之、剪切速度最小。含

水率对极限剪切应力的影响最为显著，极限剪切应

力最小的参数组合为 Ａ３Ｂ３Ｃ１，由于该组试验未出现
在正交试验结果中，故补充进行了一组试验，经试验

测得极限剪切应力为１７２ｋＰａ。

４　结论

（１）采用自制的剪切装置和电子万能试验机对
水稻根茬复合体的抗剪切性能进行了试验，结果表

明，土壤含水率、土壤容重和根土复合体的含根比例

对水稻根土复合体的抗剪切特性影响显著。单因素

试验结果表明，水稻根土复合体的含水率从 １０％开
始，剪切应力先随着含水率的增大而增大，在 １５％
达到最大，之后随着含水率的增加而减小，表现出先

增后减趋势，另外作业过程中剪切刀具距离根茬中

心位置也对作业阻力影响显著，距离越远阻力越小。

（２）在设计的 ４种不同刃口曲线的切刀中，平
口切刃刀与斜口切刃刀对应的极限剪切应力差别不

大，凹圆弧切刀和凸圆弧切刀对应的极限剪切应力

都比直线型切刀降低１５％左右，其中凹圆弧切刀的
极限剪切应力值最小。在免耕破茬的过程中，选取

合适形状的破茬刃口曲线能降低机器作业的阻力。

（３）正交试验结果表明：在含水率 ２５％、切割速
度４５０ｍｍ／ｍｉｎ、切刃刃角 １５°时，极限剪切应力最
小，为最佳组合。少免耕种植期不同，其根土复合体

含水率也存在差异，从而也影响剪切阻力，因此选择

较高含水率有利于减小耕作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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