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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蔬菜穴盘育苗精密播种机播种非球形种子重播率较高的问题，设计了一种清种装置，并通过对清种

装置内流场仿真模拟优化了清种装置结构参数。对吸种阶段种子受力及运动状态进行分析，得到非球形种子在重

播时，吸嘴通常会吸附两粒种子，其中一粒种子受主要吸力，另一粒种子受次要吸力。以茄子种子为播种对象，采

用二次旋转正交组合试验方法，对播种机进行播种性能试验研究。通过方差分析，得到各因素对重播率的影响由

大到小为：吸种气压、清种气压、振动频率，对空穴率的影响由大到小为：清种气压、吸种气压、振动频率，对合格率

的影响由大到小为：吸种气压、清种气压、振动频率。建立了吸种气压、清种气压、振动频率 ３个主要因素与重播

率、空穴率和合格率的数学模型。分析了吸种气压、清种气压、振动频率对重播率、空穴率、合格率的影响规律，并

进行了参数优化与验证试验。得到了最优参数组合，即吸种气压为 １５７ｋＰａ，清种气压为 ３３ｋＰａ，振动频率为

５０Ｈｚ时，重播率为 １２６％，空穴率为 １７５％，合格率为 ９６９９％。在相同试验条件下进行试验验证，得到重播率为

１４％，空穴率为 １７％，合格率为 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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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育苗是蔬菜移栽生产的第一个环节，也是最为

重要的环节之一。所育秧苗质量直接影响蔬菜的产

量和品质。随着技术的发展，传统的人工育苗逐渐

被机械化育苗所代替。机械化育苗可以降低劳动强

度，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生产率；机械化所育的秧苗

比传统人工所育秧苗成活率高 ２０％以上，可提高作
物品质，实现增产

［１－２］
。

排种器工作原理主要分为机械式和气吸式。机

械式排种器结构简单，但是对种子的形状和尺寸要

求严格，对种子损伤大，播种效率较低
［３－４］

；而气吸

式排种器对种子几乎没有损伤，播种效率高。目前，

国内外先进的播种机主要采用气吸式工作原

理
［５－１０］

。气吸式播种机在播种球形种子时，播种合

格率高。但在播种非球形种子时重播率明显高于球

形种子，播种合格率较差。目前，在播种非球形种子

时为了满足播种合格率，采取的措施一般是对非球

形种子进行丸粒化处理
［１１］
。但是，这使得生产成本

增加，影响生产效益。许多大众蔬菜的种子为非球

形种子，如：番茄、茄子、辣椒、黄瓜等。因此，对气吸

式育苗播种机播种非球形蔬菜种子性能的研究有现

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球形种子和非球形种子在吸种过程

受力及运动对比分析，得出非球形种子重播率较高

的原因。为了降低重播率，设计改进清种装置，对其

清种性能进行仿真模拟，优化清种装置的结构参数。

并通过试验优化蔬菜育苗播种机工作参数，以期提

高蔬菜育苗播种机的播种性能。

１　气吸滚筒式播种机结构和工作原理

１１　结构组成
气吸滚筒式播种机相比气吸针式播种机播种效

率更高。气吸滚筒式播种机主要由传送带、清种装

置、播种滚筒、供种盒、振动装置等组成，其整体结构

如图１所示。播种滚筒即排种器：母线方向分布有
多排吸嘴，吸嘴为播种滚筒的主要工作部件，吸嘴在

供种盒中吸取种子然后将种子释放到穴盘中；清种

装置：将吸嘴吸附多余的种子清除；传送带：负责运

送穴盘，使穴盘与其他作业环节相连；供种盒：为播

种滚筒提供种子；振动装置：使供种盒中的种子处于

“沸腾”状态，增加种子的流动性，利于吸嘴吸附种

子
［１２－１７］

。

图 １　气吸滚筒式播种机

Ｆｉｇ．１　Ａｉｒｓｕｃｔｉｏｎ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ｅｅｄｅｒｓ
１．传送带　２．接种盒　３．清种装置　４．播种滚筒　５．供种盒　

６．振动装置
　

１２　工作原理
传送带将穴盘输送到播种滚筒下方，穴盘触发

播种开关，播种滚筒开始工作。以滚筒最下面一排

的吸嘴作为分析对象，随着滚筒的转动，吸嘴首先经

过供种盒，将种子吸附在吸嘴上。随后吸嘴到达上

方的清种装置，清种装置喷射出正压气流，作用在吸

嘴处，将吸嘴上吸附的多余种子清除掉。随后吸附

种子的吸嘴运动到最下方的穴盘处，此时吸嘴连接

正压气流将种子投放到穴盘中，完成整个播种环节。

１３　播种滚筒结构及工作原理

播种滚筒主要由滚筒、左右端盖、吸嘴、压簧、压

紧螺母、胶带传动轮、中心传动轴等组成。播种滚筒

整体结构如图２所示。
左右端盖在压簧的作用下紧贴在滚筒两侧，左

端盖上有负压吸种区、正压排种区和正压清孔区 ３
个区域，如图３所示。由于左端盖与滚筒吸嘴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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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播种滚筒

Ｆｉｇ．２　Ｓｏｗｉｎｇｒｏｌｌｅｒ
１．胶带传动轮　２．压紧螺母　３．压簧　４．左端盖　５．滚筒　６．吸

嘴　７．中心传动轴　８．右端盖
　

图 ３　左端盖和滚筒右视图

Ｆｉｇ．３　Ｒｉｇｈｔｓｉｄｅｃｏｖｅｒ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ｖｉｅｗｏｆｒｏｌｌｅｒ
１．负压吸种区　２．正压排种区　３．正压

!

孔区　４．吸嘴通孔
　

相连，因此播种滚筒分为负压吸种区、正压排种区和

正压清孔区。工作时，电机通过胶带带动滚筒转动，

而左右端盖不随滚筒转动，因此吸种区、排种区和清

孔区的位置固定，不随滚筒转动而改变。滚筒外部

沿母线方向分布有多排吸嘴，吸嘴随滚筒一起转动，

每排吸嘴依次经过吸种区、排种区和清孔区，完成一

个完整的排种过程。当吸嘴运动至吸种区时，吸种

区为吸嘴提供负压，吸嘴经过供种盒时，将种子吸附

在吸嘴上；当种子到达穴盘上方的排种区时，吸嘴与

排种区接通，此时种子受到正压气流的作用，落入下

方的穴盘中；最后，吸嘴运动到清孔区，
!

孔区提供

更强的正压气流，将吸嘴孔中可能存在的杂质冲洗

掉，准备进入下一个周期的工作。

２　蔬菜种子受力及运动分析

根据蔬菜种子的形状特点，蔬菜种子可分为球

形种子和非球形种子两大类。在实际生产和试验中

发现不同形状的种子对气吸式播种机的工作性能影

响较大，比如球形种子（如油菜）的播种效果明显优

于非球形种子（如茄子）。为了便于对球形种子和

非球形种子在吸种过程中的状态进行受力分析，将

标准球体作为球形种子的理想模型进行受力分析，

非球形种子选取与茄子种子外形特点相似的圆饼状

几何体作为受力分析模型。

２１　非球形种子受力及运动状态分析
当吸嘴运动到供种盒，在吸嘴吸力的作用下，种

子被吸起与吸嘴发生碰撞，然后沿着吸嘴壁面向吸

孔中心滑移
［１３］
。

种子刚接触到吸嘴时，对种子进行受力分析，如

图４ａ所示。以种子的重心为原点 Ｏ，水平方向为 Ｘ

图 ４　非球形种子吸附阶段受力分析

Ｆｉｇ．４　Ｎｏｎ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ｓｅｅｄｓｆｏｒ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轴，垂直方向为 Ｙ轴建立直角坐标系，吸力 Ｆ方向
与 Ｘ轴的夹角为 α，可得

Ｆｃｏｓα＝Ｆｌ＋ＦＮ （１）
Ｆｙ＝Ｆｓｉｎα－ｆ－ｍｇ （２）

其中 ｆ＝μＦＮ＝μ（Ｆｃｏｓａ－Ｆｌ） （３）

Ｆｌ＝ｍω
２ｒ （４）

式中　Ｆ———种子所受吸嘴吸附力
Ｆｌ———种子所受离心力
ＦＮ———吸嘴对种子的支持力
ｆ———吸嘴对种子的摩擦力
Ｆｙ———种子受到沿 Ｙ轴方向的合力
μ———种子与吸嘴间的摩擦因数
ｍ———单粒种子质量
ｒ———播种滚筒半径
ω———滚筒转动角速度

在吸嘴吸力作用下种子向吸嘴中心运动，α逐
渐减小。由于此过程时间很短，滚筒转动角度很小，

可默认吸嘴仍处于水平方向。则由式（１）、（４）可
知，随着α逐渐减小，ＦＮ不断增大。由式（２）、（３）可
知，ｆ会不断增大，Ｆｙ会不断减小。当 Ｆｙ＝０时，种子
受力达到平衡，不再向吸嘴中心继续移动。在种子

表面粗糙摩擦因数较大的情况下，种子在向吸嘴中

心运动过程中，还没有将吸嘴完全堵死就达到受力

平衡状态。这样，其余的种子会继续受到吸嘴气流

的作用，由于此类非球形种子边缘部分比较扁平，很

容易被吸附在吸嘴上，造成了吸附多粒种子的现象，

如图４ｂ所示；另一种情况，在吸嘴进入供种箱时，恰

巧吸嘴周围的种子离吸嘴中心的距离非常接近，这

些种子（一般为２粒）会同时向吸嘴中心移动，同时
被吸附在吸嘴上，种子达到受力平衡状态。同样会

造成吸附多粒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

小。吸嘴出现吸附多粒种子（多为 ２粒）多为第 １
种情况，即一粒种子受吸嘴气流主要吸力，另一粒种

子受缝隙处气流较小的吸力。

２２　球形种子受力及运动状态分析
球形种子与非球形种子在吸嘴附近的受力情况

相同，如图 ５ａ所示，种子向吸嘴中心运动的过程中
所受到的摩擦力 ｆ也会逐渐增大，当 Ｆｙ＝０时，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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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再滑动。但是球形种子和非球形种子的形状不

同，它们的运动状态也不同。球形种子与非球形种

子相比，除了滑动还有滚动。因此，当种子受到的摩

擦力 ｆ不断增大，球形种子在 Ｆｙ＝０时，种子不会达
到平衡状态，而是以与吸嘴的接触点 Ａ为支点，向
吸嘴中心滚动，直到球形种子把吸嘴口完全堵住。

虽然实际中球形种子并不是理想的球体，种子

与吸嘴之间也会存在较小的间隙，但是球形种子没

有非球形种子扁平的边缘。如图５ｂ所示，由于吸附
在吸嘴上的种子对其余种子的阻挡，其余的种子很

难被吸附在吸嘴间隙处。因此，球形种子不仅受力

稳定，也减小了吸附多粒的概率。

图 ５　球形种子吸附阶段受力分析

Ｆｉｇ．５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ｓｅｅｄｓｆｏｒ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３　清种装置设计与结构优化

针对非球形种子重播率高的问题，为播种机设

计了清种装置。并对清种装置清种性能仿真模拟，

优化其结构参数。

３１　清种装置结构及工作原理
清种装置主要由喷嘴、气管、支架组成（图 ６），

清种装置一共有２排喷嘴，前面 １排喷嘴有 ６组喷
嘴，每组２个，６组喷嘴分别对应滚筒上每 １排的 ６
个吸嘴。后１排有６个喷嘴，每组１个，同样分别对
应滚筒上每一排的６个吸嘴。

图 ６　清种装置

Ｆｉｇ．６　Ｓｅｅｄ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进气口　２．气管　３．喷嘴　４．支架

　

播种滚筒工作时，吸嘴会从供种盒中将种子吸

附在吸嘴上并转离供种盒，在这一过程中有吸嘴不

仅会吸附多粒种子，还会有种子恰好处于吸嘴和被

吸附种子的上方，一起被带离供种盒。前排喷嘴的

作用就是将气流对准吸嘴四周区域，将那些夹带上

来的种子及时清理掉，使其重新落回供种盒。第 ２
排喷嘴将气流对准吸嘴上的种子，通过对吸种过程

种子的受力及运动分析可知，吸嘴上被吸附的多余

的种子（一般为 ２粒），其中一粒种子受主要吸力，
而另一粒种子所受吸力较小，在合适流速气流的作

用下受吸力较小的种子会被吹离吸嘴落回供种盒。

３２　清种装置设计与参数分析
清种装置是减小播种重播率的关键部件，尤其

第２排喷嘴工作性能，直接影响播种机的播种效果。
为了保证清种装置的性能，对其主要结构参数进行

设计优化。

喷嘴射出的气流具有气体射流的特性，射流大

约以１３°的半角向后扩张，且流速随距离的增大越
来越小。根据射流分布特性，画喷嘴出口气流分布

示意图，如图７所示。

图 ７　喷嘴处气流分布

Ｆｉｇ．７　Ａｉ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ｚｚｌｅ
　
根据图７可得

Ｄ＝２Ｌｔａｎ１３°＋ｄ （５）
式中　Ｄ———吸嘴处气流作用直径

ｄ———喷嘴直径
Ｌ———喷嘴与吸嘴距离

由于气流流速随距离增大而逐渐减小，喷嘴离

吸嘴的距离不易过大，取 Ｌ＝２０ｍｍ。由于气流会作
用在吸嘴的种子上，因此此处气流作用范围需要大

于种子在吸嘴上可能分布的最大范围。对几类非球

形种子几何尺寸的测定，如表 １所示。可知气流作
用范围半径需大于茄子种子最大尺寸 ３８６ｍｍ，考
虑到气流流速随离中心线的距离增大而不断减小，

取Ｄ＞１０ｍｍ，以保证有效作用范围大于种子分布范
围。由式（５）可知，喷嘴直径应满足 ｄ大于 １ｍｍ。
本文取喷嘴直径１５、２ｍｍ２个水平进行仿真分析。

表 １　蔬菜种子几何尺寸

Ｔａｂ．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ｅｅｄｓ ｍｍ

品种 长 宽 厚

番茄 ２９３ ２２８ ０７８

辣椒 ３３１ ２７８ ０８８

茄子 ３８６ ３１０ １１１

　　气管与气泵连接，气泵为其提供恒压气流，在气
管内部形成一个恒压腔，气管与外界存在压差，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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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喷嘴喷射出去。为了保证各喷嘴出口气流一致

性，应使得气管腔内各处气压尽量保持一致。根据

伯努利方程 ｐ＋１／２ρｖ２＋ρｇｈ＝Ｃ可知，等高流动时，
流速大，压力小。因此，为了减小气管内腔的压力

差，各处流速应保持基本一致。气管进口总流量等

于６个喷嘴的流量，气流依次经过６个喷嘴，为了使
气流到达最远端喷嘴时有足够的流量，气管直径相

对于喷嘴直径应该足够大，这样才能保证气管内流

速不会因为沿程喷嘴气流的流失而导致气管内气体

流速产生较大变化。本文选取 １５、２０ｍｍ两个管径
水平进行仿真分析。

为研究气管直径和喷嘴出口直径对各个气嘴气

流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影响，本文采用 ＣＦＤ模拟不同
气管直径和喷嘴出口直径条件下清种装置内部流场

情况，并分析得出气管直径和喷嘴出口直径对流场

的影响。由于第 ２排喷嘴直接作用于吸嘴上的种
子，其性能要求要比第１排更加严格，因此本文主要
对第２排单喷嘴清种部件进行建模分析。

清种装置内气流流动状态通常用雷诺数 Ｒｅ进
行判断，雷诺数公式为

Ｒｅ＝ρｕｌ
μ

（５）

式中　ρ———流体密度，ｋｇ／ｍ３

ｕ———流速，ｍ／ｓ　　ｌ———特征长度，ｍ
μ———动力粘度，Ｐａ·ｓ

对于内部流动，通常认为雷诺数 Ｒｅ＞２３００为
湍流，Ｒｅ＜２３００为层流［１８］

。常温下，空气密度 ρ＝
１２０５ｋｇ／ｍ３，流速 ｕ＝１０ｍ／ｓ，特征长度 ｌ＝０４ｍ，
动力粘度 μ＝１７９×１０－５Ｐａ·ｓ。代入式（５）计算得
Ｒｅ＝２６９×１０５远大于临界值 ２３００，因此气流在清
种装置中的流动状态为湍流。采用 ｋ ε模型，选取
进气口为压力进口边界条件，喷嘴出口为压力出口

边界条件，壁面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

从图 ８ａ和图 ８ｂ可以看出，当吸嘴直径同为
１５ｍｍ时，直径大的气管内部流场稳定；从图 ８ｃ和
图８ｄ同样可以看出，管径较大的气管内部流场更加
稳定。从图 ８ａ和图 ８ｃ可以看出，当管径同为
１５ｍｍ时，嘴径较小的气管内部流场更加稳定；从
图８ｂ和图 ８ｄ同样可以看出，嘴径较小的气管内部
流场更为稳定。

从图８可看出，嘴径为 １５ｍｍ、管径为 ２０ｍｍ
的清种装置内部流场更加稳定。清种装置各喷嘴出

口气流一致性，对清种装置的性能影响很大。因此

对不同嘴径和管径的清种装置模拟完成后，又分别

对４种不同结果参数的清种装置的喷嘴出口流速进
行测量。经测量嘴径为１５ｍｍ、管径为２０ｍｍ的清
种装置各喷嘴流速变异系数最小，为 １２％。即该
结构参数的清种装置各喷嘴流速一致性最优，清种

性能最优。因此，将清种装置的嘴径和管径分别定

为１５、２０ｍｍ。

图 ８　不同清种装置内部流场速度云图

Ｆｉｇ．８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ｅｄｓ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ｓ
　

４　试验

４１　试验设备及材料
蔬菜育苗播种机（图９），滚筒规格为 ６×１２个；

气压检测装置（图 １０），对吸种、落种、
!

孔、清种气

压进行实时检测，精度 ００１ｋＰａ；茄子种子：长 ×

宽 ×厚为３８６ｍｍ×３１０ｍｍ×１１１ｍｍ；千粒质量
为４５ｇ；网筛１６目；穴盘规格为６×１２。
４２　二次旋转正交组合试验

根据试验研究，在播种效率一定的情况下，对播

种性能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有吸种气压、清种气压

和供种盒振动频率。因此在播种效率为 ６００盘／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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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育苗播种机

Ｆｉｇ．９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ｅｅｄｅｒ
　

图 １０　气压检测装置

Ｆｉｇ．１０　Ａｉ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
　

吸嘴直径为０４ｍｍ时，选取吸种气压 ｘ１、清种气压

ｘ２和供种盒振动频率 ｘ３为试验因素，试验依据《温室
蔬菜穴盘精密播种机技术条件》（ＮＹ／Ｔ１８２３—
２００９），选用重播率、空穴率和合格率作为衡量播种
机工作质量的性能指标

［１９］
，设计二次旋转正交组合

试验，借助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分析，得到多个因素的

最佳组合及其变化趋势。

　　通过前期大量单因素试验确定了吸种气压范围
为１４３～１７７ｋＰａ，清种气压范围为 １３～４７ｋＰａ，
振动频率范围为 ４２～５８Ｈｚ。各因素及编码如表 ２
所示。其中吸种气压为负压，为了便于分析气压

差对各指标的影响，本文各水平均取其绝对值。

根据三因素二次旋转正交组合试验表进行试验，

播种过程中随机抽取 ５盘作为一组试验，每组试
验重复 ２次取平均值。试验方案与试验结果如
表 ３所示。

表 ２　试验因素编码

Ｔａｂ．２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ｅｓｔ

编码

因素

吸种气压

ｘ１／ｋＰａ

清种气压

ｘ２／ｋＰａ

振动频率

ｘ３／Ｈｚ

－１６８２ １４３ １３ ４２

－１ １５０ ２０ ４５

０ １６０ ３０ ５０

１ １７０ ４０ ５５

１６８２ １７７ ４７ ５８

４３　回归模型的建立与显著性检验
使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６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

处理，并对试验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得到重播率 Ｙ１、

空穴率 Ｙ２和合格率 Ｙ３的回归方程。

表 ３　试验设计方案与结果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

序号

因素 响应值

吸种

气压

清种

气压

振动

频率

重播

率

空穴

率

合格

率

Ｘ１ Ｘ２ Ｘ３ Ｙ１／％ Ｙ２／％ Ｙ３／％

１ －１ －１ －１ ４４ ２９ ９２７

２ １ －１ －１ ６１ １１ ９２８

３ －１ １ －１ １１ ３６ ９５３

４ １ １ －１ ５１ ２４ ９２５

５ －１ －１ １ ３３ ３８ ９２９

６ １ －１ １ ４９ １７ ９３４

７ －１ １ １ ０３ ４８ ９４９

８ １ １ １ ３８ ３３ ９２９

９ －１６８２ ０ ０ １９ ３６ ９４５

１０ １６８２ ０ ０ ６５ ２４ ９１１

１１ ０ －１６８２ ０ ５３ １１ ９３６

１２ ０ １６８２ ０ １４ ３８ ９４８

１３ ０ ０ －１６８２ ２８ １７ ９５５

１４ ０ ０ １６８２ １１ ２６ ９６３

１５ ０ ０ ０ ２２ １３ ９６５

１６ ０ ０ ０ １７ １１ ９７２

１７ ０ ０ ０ １１ １９ ９７０

１８ ０ ０ ０ １５ ０８ ９７７

１９ ０ ０ ０ ２８ １４ ９５８

２０ ０ ０ ０ １５ １８ ９６７

２１ ０ ０ ０ １３ １１ ９７６

２２ ０ ０ ０ ２９ １５ ９５６

２３ ０ ０ ０ ２１ ０７ ９７２

　　（１）重播率
对试验得到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拟合，得到重

播率 Ｙ１回归模型为

Ｙ１＝１８９＋１３６Ｘ１－１１０Ｘ２－０５３Ｘ３＋０８９Ｘ
２
１＋

０５９Ｘ２２＋００９７Ｘ
２
３＋０５２Ｘ１Ｘ２－００７５Ｘ１Ｘ３＋
００２５Ｘ２Ｘ３ （７）

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如表４所示。
由表４可知，此模型的拟合度是极显著的（Ｐ＜

００１）。但 是，吸 种气 压和振 动频 率的交互 项
（Ｘ１Ｘ３）的 Ｐ、清种气压和振动频率的交互项（Ｘ２Ｘ３）

的 Ｐ以及振动频率的二次方项（Ｘ２３）的 Ｐ均大于
０１，说明吸种气压和振动频率的交互项、清种气压
和振动频率的交互项和振动频率的二次项对重播率

的影响不显著，其余各项的 Ｆ检验均极显著或显
著。失拟项 Ｐ＝０９２３８，可以判断失拟项不显著，这
表明没有其他影响性能指标的主要因素。剔除不显

著因素后的回归模型为

Ｙ１＝１９５＋１３６Ｘ１－１１０Ｘ２－０５３Ｘ３＋０８９Ｘ
２
１＋

０５９Ｘ２２＋０５２Ｘ１Ｘ２ （８）
通过对式（８）回归系数的检验得出，影响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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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播率的因素由大到小为吸种气压、清种气压和振

动频率。

（２）空穴率
对试验得到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拟合，得到空

穴率 Ｙ２回归模型为

Ｙ２＝１２８－０６３Ｘ１＋０６７Ｘ２＋０３７Ｘ３＋０６８Ｘ
２
１＋

０４８Ｘ２２＋０３８Ｘ
２
３＋０１５Ｘ１Ｘ２－００７５Ｘ１Ｘ３＋
００７５Ｘ２Ｘ３ （９）

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如表４所示。
由表４可知，此模型的拟合度是极显著的（Ｐ＜

００１）。但 是，吸种气压和清种气压的交互项
（Ｘ１Ｘ２）的 Ｐ、吸种气压和振动频率的交互项（Ｘ２Ｘ３）
的 Ｐ和吸种气压和振动频率的交互项（Ｘ１Ｘ３）的 Ｐ
均大于 ０１，据此可以判断吸种气压和清种气压的
交互项、吸种气压和振动频率的交互项和吸种气

压和振动频率的交互项对空穴率的影响是不显著

的，其余各项的 Ｆ检验均极显著。失拟项 Ｐ＝
０２５４７，可以得知其不显著，这表明没有其他影响
性能指标的主要因素。剔除不显著因素后的回归

模型为

Ｙ２＝１２８－０６３Ｘ１＋０６７Ｘ２＋０３７Ｘ３＋０６８Ｘ
２
１＋

０４８Ｘ２２＋０３８Ｘ
２
３ （１０）

通过对式（１０）回归系数的检验得出，影响播种
空穴率的因素由大到小为清种气压、吸种气压和振

动频率。

（３）合格率
对试验得到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拟合，得到合

格率 Ｙ３回归模型为

Ｙ３＝９６８３－０７３Ｘ１＋０４３Ｘ２＋０１６Ｘ３－１５７Ｘ
２
１－

１０７Ｘ２２－０４７Ｘ
２
３－０６７Ｘ１Ｘ２＋０１５Ｘ１Ｘ３－
０１００Ｘ２Ｘ３ （１１）

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如表４所示。

表 ４　回归方程方差分析

Ｔａｂ．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方差

来源

重播率 空穴率 合格率

平方和 自由度 Ｆ Ｐ 平方和 自由度 Ｆ Ｐ 平方和 自由度 Ｆ Ｐ

模型 ６５８８ ９ ２４８３ ＜００００１ ２６７５ ９ １４１６ ＜００００１ ７４１９ ９ １５４７ ＜００００１

Ｘ１ ２５１６ １ ８５３４ ＜００００１ ５４４ １ ２５９０ ００００２ ７２０ １ １３５１ ０００２８

Ｘ２ １６３９ １ ５５５８ ＜００００１ ６１２ １ ２９１４ ００００１ ２４８ １ ４６５ ００５０４

Ｘ３ ３８６ １ １３０９ ０００３１ １９１ １ ９１２ ０００９９ ０３４ １ ０６３ ０４４０８

Ｘ１Ｘ２ ２２０ １ ７４８ ００１７０ ０１８ １ ０８６ ０３７１４ ３６４ １ ６８４ ００２１４

Ｘ１Ｘ３ ００４５ １ ０１５ ０７０２３ ００４５ １ ０２１ ０６５１１ ０１８ １ ０３４ ０５７１１

Ｘ２Ｘ３ ０００５ １ ００１７ ０８９８４ ００４５ １ ０２１ ０６５１１ ００８０ １ ０１５ ０７０４７

Ｘ２１ １２６５ １ ４２９１ ＜００００１ ７２５ １ ３４５５ ＜００００１ ３９０７ １ ７３２９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２ ５５６ １ １８８７ ００００８ ３６８ １ １７５３ ０００１１ １８２９ １ ３４３２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３ ０１５ １ ０５０ ０４８９９ ２２４ １ １０６５ ０００６２ ３５４ １ ６６４ ００２３０

残差 ３８３ １３ ２７３ １３ ６９３ １３

失拟 ０５３ ５ ０２６ ０９２３８ １３８ ５ １６４ ０２５４７ ２５８ ５ ０９５ ０４９９５

误差 ３３０ ８ １３５ ８ ４３５ ８

总和 ６９７１ ２２ ２９４８ ２２ ８１１２ ２２

　　注：Ｐ＜００１（极显著，），Ｐ＜００５（显著，）。

　　由表４可知，此模型的拟合度是极显著的（Ｐ＜
００１）。但是，振动频率的（Ｘ３）的 Ｐ、吸种气压和振
动频率的交互项（Ｘ１Ｘ３）的 Ｐ、清种气压和振动频率
的交互项（Ｘ２Ｘ３）的 Ｐ都大于 ０１，这一情况说明振
动频率、吸种气压和振动频率的交互项、清种气压和

振动频率的交互项对合格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其

余各项的 Ｆ检验均极显著或显著。失拟项 Ｐ＝
０４９９５，可以得知其不显著，这说明没有其他影响
性能指标的主要因素。剔除不显著因素后的回归模

型为

Ｙ３＝９６８３－０７３Ｘ１＋０４３Ｘ２－１５７Ｘ
２
１－

１０７Ｘ２２"０４７Ｘ
２
３"０６８Ｘ１Ｘ２ （１２）

通过对式（１２）回归系数的检验得出，影响播种
合格率的因素由大到小为吸种气压、清种气压和振

动频率。

４４　各因素对播种合格率的影响
通过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６软件对数据进行处

理，可以得到吸种气压 Ｘ１、清种气压 Ｘ２和供种盒振

动频率 Ｘ３对合格率的影响，影响响应面如图 １１所
示。

４４１　吸种气压和清种气压对播种合格率的影响
由图 １１ａ可知，吸种气压在 １５５～１６０ｋＰａ，

清种气压在 ３０～３５ｋＰａ时播种合格率较高。
在清种气压固定时，播种合格率随吸种气压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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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交互因素对合格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ｅｌｉｇｉｂｌｅｒａｔｅ
　
大，会先升高后降低。在吸种气压固定时，播种

合格率随清种气压的增大，同样是先升高后降

低。

４４２　吸种气压和振动频率对播种合格率的影响
由图１１ｂ可知，吸种气压在 １５５～１６０ｋＰａ，供

种盒振动频率在 ４７～５５Ｈｚ时播种合格率较高。在
吸种气压固定时，播种合格率随供种盒振动频率的

增大，会先升高后降低。在供种盒振动频率固定时，

播种合格率随吸种气压的增大，同样是先升高后降

低。

４４３　清种气压和振动频率对播种合格率的影响
由图１１ｃ可知，清种气压在 ２７～３７ｋＰａ，供种

盒振动频率在４７～５５Ｈｚ时播种合格率较高。在清
种气压固定时，播种合格率随供种盒振动频率的

增大，会先升高后降低。在供种盒振动频率固定

时，播种合格率随清种气压的增大，同样是先升高

后降低。

４５　最佳参数优化
根据建立的回归模型，可以得到各因素的最优

参数组合，实现最佳的播种效果。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
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６软件的优化求解模块，以播种合格率
为评价指标，建立数学模型

目标函数为

Ｙ１≤５％

Ｙ２≤５％

ｍａｘＹ３（ｘ１，ｘ２，ｘ３
{

）

约束条件为

１４３ｋＰａ≤ｘ１≤１７７ｋＰａ

１３ｋＰａ≤ｘ２≤４７ｋＰａ

４２Ｈｚ≤ｘ３≤
{

５８Ｈｚ
求得满足约束条件最大合格率的最优参数组合

为：吸种气压１５７ｋＰａ、清种气压３３ｋＰａ、振动频率
５０Ｈｚ，最优参数组合下重播率为 １２６％、空穴率为
１７５％、合格率为９６９９％。

根据最优参数组合，在相同的试验环境下以相

同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得到重播率为 １４％、空穴
率为 １７％、合格率为 ９６９％。试验结果与理论结
果基本一致。

５　结论

（１）探究了非球形种子重播率较高、播种效果
较差的原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设计了改进的清

种装置。并通过对清种性能仿真，优化了清种装置

结构参数。

（２）采用三因素五水平二次旋转正交组合试验
方法进行试验，并对试验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了

重播率、空穴率和合格率的回归模型。并通过响应

面分析，得出了吸种气压、清种气压、振动频率对重

播率、空穴率、合格率的影响规律。

（３）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６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以重播率、空穴率、合格率为评价指标，得出最优

参数组合为：吸种气压１５７ｋＰａ、清种气压 ３３ｋＰａ、
振动频率 ５０Ｈｚ、此最优参数组合下重播率为
１２６％，空穴率为１７５％，合格率为９６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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