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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采茶机切割器运动仿真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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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 ＡＤＡＭＳ软件对双动割刀往复式切割器进行运动仿真研究，依据仿真结果，应用响应面法对一次切割

率、重割率和漏割率进行分析，确定齿距 ２０ｍｍ、齿高 １９ｍｍ、刀机速比 １０５为最优组合。此时，一次切割率、重割

率和漏割率分别为 ７６４５％、２１３４％和 ２５０％。利用双动割刀往复式切割器进行田间试验，并与仿真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结果表明，一次切割率实测值与模拟值绝对误差小于 ６％，漏割率实测值与模拟值绝对误差小于 ２％。此

方法可为便携式采茶机切割器的参数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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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采摘是茶叶生产过程中重要的环节之一，错过

采摘期会影响茶叶的质量和产量。国外早在 １９３０
年开始研究采茶机械，现已基本实现茶园机械化采

摘，其采茶机械主要包括便携式、单人式、双人抬式

和乘坐式
［１－３］

。虽然我国的茶叶种植面积最大、茶

叶产量最多，但采茶机械的相关研究工作起步较晚。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采茶工日益

紧缺
［４］
，“采工荒”、“采茶难”成为制约茶产业发展



的瓶颈
［５］
。此外，我国大部分茶叶产区多数为丘

陵、陡坡地带，不适合大、中型机械的作业。针对我

国茶园种植规格不统一、茶区地形复杂的现状
［６－７］

，

开展便携式采茶装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８－９］

。

采茶机的切割器是重要部件之一
［１０］
，其性能对

采茶作业的顺利进行、降低采摘损失率、提高采摘质

量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采茶机的采摘方式包括往

复式切割、旋转式切割、拉割式采摘等多种，其中，往

复式切割应用最为广泛
［１１］
。白启厚

［１２］
通过理论计

算得到切割阻力与滑切角、切割速度、刀片间隙、茶

叶茎秆直径的关系，为往复式切割器的参数设计提

供理论依据。陈振玉等
［１３］
通过切割图分析，对联合

收获机的往复式切割器在不同切割情况下的一次切

割区、重割区和漏割区的变化特性进行理论分析，得

到相应速度参数，提高了切割器的工作性能和作业

效果。

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往复式切割器有较为深

入的研究
［１４－１９］

，但针对便携式采茶机切割器的研究

较少。本文结合茶叶采摘特点，设计一种双动割刀

往复式切割器，并对其进行仿真与试验，通过研究各

因素对一次切割率、重割率和漏割率的影响，以期为

双动割刀往复式切割器的参数优化设计提供理论依

据。

１　切割装置结构设计及参数确定

１１　总体结构及工作原理
便携式电动采茶机主要由扫叶轮、分叶板、切割

器、机壳、曲柄连杆机构和直流驱动电机等组成，如

图１所示。切割器和扫叶轮的直流驱动电机各自独
立，用 ＰＷＭ调速器进行速度控制，电源选用１２Ｖ锂
离子蓄电池。

图 １　总体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扫叶轮　２．分叶板　３．切割器　４．机壳　５．曲柄连杆机构　

６．直流驱动电机
　

作业时，直流驱动电机分别驱动切割器和扫叶

装置，双动割刀高速往复式运动，在分叶板和扫叶装

置的共同作用下，进行切割。然后，采摘的茶树新梢

经由扫叶装置输送到收集袋中。

１２　切割部件设计

为保证便携式采茶机的工作能力达到生产要

求，实现切割率高、漏割率低的目标，设计刀片结构

如图２所示。采茶机采用双动割刀往复式切割器，
体积小、占用空间少。茶树冠层新梢分布密集，本文

选取刀片宽度 ｂ为１０ｍｍ，前桥宽度 ｃ为２ｍｍ，刀片
厚度 ｉ为 １５ｍｍ。单个刀片切割行程需大于其宽
度，齿距 ｔ为２０～３０ｍｍ，齿高 ｈ为１０～２０ｍｍ。

图 ２　刀片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ｌａｄｅ
　

１３　切割器的传动方案

往复式切割器的传动机构包括曲柄连杆机构和

摆环机构
［２０］
。摆环传动机构运动平稳、传动功率

大，其主要应用在联合收获机上。本文设计的采茶

机为便携式电动采茶机，在满足作业条件的情况下

需采用简单紧凑、质量轻便的传动机构，经综合考虑

本文选取传动机构为曲柄滑块式机构。

切割刀由连杆驱动，工作时上下切割刀同时作

等速相对运动。双偏心轮结构由曲柄滑块机构演

化，驱动双动割刀往复式切割器，偏心轮的偏心距为

刀片间距的一半。其机构如图 ３所示，上偏心轮和
下偏心轮在心轴上呈１８０°对称布置。

图 ３　切割器传动机构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ｃｕｔｔｅｒ
１．动力输入端　２．上偏心轮　３．下偏心轮　４．上连杆　５．下连

杆　６．上切割刀　７．下切割刀
　

１４　扫叶轮设计
根据前期试验，一芽三叶新梢长度为 ６６０６～

１１３１３ｍｍ。为保证采集一芽三叶，扫叶轮的叶片高
度为１２０ｍｍ，扫叶轮宽度略小于割幅，取４３０ｍｍ。扫
速比 λ决定着扫叶轮边缘的轨迹，当扫速比 λ大于
１时，扫叶轮边缘轨迹为余摆线形成扣环，扣环下部
有向后的水平分速度。此时，扫叶轮具有引导、辅助

切割和输送的功能。当 λ大于 １５时，扫叶轮会带

２２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出切割后的茶鲜叶，减少茶叶产量。根据田间试验，

λ在（１，１５）内，扫叶效果差别不明显，本文选取 λ
为１２。

为优化扫叶轮叶片数，分别建立叶片数为 ２、３、
４的扫叶轮模型，并进行运动仿真。设置扫叶速比
λ为１２，绘制不同结构扫叶轮末端的运动轨迹，如
图４所示。

图 ４　不同结构扫叶片运动轨迹

Ｆｉｇ．４　Ｍｏｔｉｏｎ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ｉｍｐｅｌｌｅｒｓ
　
在扫叶速比一定条件下，叶轮数越多越有助于

提高扫叶轮的辅助切割能力和扫叶能力，但叶片数

越多，结构越复杂。对 ３组不同结构的扫叶轮进行
田间试验，设定扫叶速比 λ为 １２，机器前进速度
０５ｍ／ｓ，扫叶轮叶片边缘转动角速度 ０７ｒａｄ／ｓ，试
验重复１０次。试验结果表明，２叶片的扫叶轮在工
作时会有少量新梢掉落；３叶片和 ４叶片的扫叶轮
均能收集全部新梢，扫叶效果相同。基于轻便化设

计，选取扫叶轮的叶片数为３叶片。
１５　驱动电机

驱动扫叶轮所需功率较小，选用直流驱动电机

的功率为００１５ｋＷ，电压１２Ｖ，并配备减速比为 ３０
的减速器。切割器切割功率 Ｐｑ包括切割新梢功率

Ｐｇ和空转功率 Ｐｋ两部分
［２１］
，即

Ｐｑ＝Ｐｇ＋Ｐｋ （１）

其中 Ｐｇ＝
ｖｍＢＷ０
１０００

（２）

式中　ｖｍ———采茶机作业速度，ｍ／ｓ
Ｂ———割幅，ｍ
Ｗ０———切割比功，Ｊ／ｍ

２

ｖｍ为０６～１０ｍ／ｓ，此处取最大速度１０ｍ／ｓ，Ｂ

为０４５ｍ，Ｗ０
［２２］
为 ２００Ｊ／ｍ２。代入式（１）、（２），得

到 Ｐｇ＝００９ｋＷ。空转功率 Ｐｋ与切割器的安装调节
技术有关，取００１ｋＷ，得

Ｐｑ＝Ｐｇ＋Ｐｋ＝００９＋００１＝０１ｋＷ （３）
因此，切割器的直流驱动电机功率为 ０１ｋＷ，

电压１２Ｖ。

２　三维建模与仿真

在 Ｐ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软件中建立双动割刀往复式切
割器三维模型，并导入 ＡＤＡＭＳ软件进行运动仿真，
定义模型中各个零部件的材料属性，添加模型的约

束和驱动，如图 ５所示。在割刀边缘端点建立标记
点，获取标记点的运动轨迹，此轨迹为相邻两刀片的

切割图，如图６所示。

图 ５　ＡＤＡＭＳ仿真模型

Ｆｉｇ．５　ＡＤＡＭ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图 ６　往复式切割器切割图

Ｆｉｇ．６　Ｃｕｔｔ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ｃｕｔｔｅｒ
　
图６中，Ⅰ区为一次切割区，无漏割、重割现象；

Ⅱ区为重割区，该区域新梢至少被切割２次；Ⅲ区为
漏割区，该区域新梢没有被切割。在切割过程中，为

保证切割质量和切割效率，需增加一次切割区的面

积，减少重割区面积和漏割区面积。其中，一次切割

率、重割率和漏割率分别为

ｙ＝Ｓ１／Ｓ×１００％ （４）
ｚ＝Ｓ２／Ｓ×１００％ （５）
ｗ＝Ｓ３／Ｓ×１００％ （６）

其中 Ｓ＝Ｓ１＋Ｓ２＋Ｓ３ （７）

式中　Ｓ———总切割面积，ｍ２

Ｓ１———一次切割区面积，ｍ
２

Ｓ２———重割区面积，ｍ
２

Ｓ３———漏割区面积，ｍ
２

３２２增刊　　　　　　　　　　　　　　　杜哲 等：便携式采茶机切割器运动仿真与试验



ｙ———一次切割率，％
ｚ———重割率，％
ｗ———漏割率，％

３　仿真结果与分析

在空载状态下分析齿距 ｘ１、齿高 ｘ２、刀机速比

ｘ３对一次切割率 ｙ、重割率 ｚ和漏割率 ｗ的影响，并

进行单因素仿真试验，然后利用响应面法
［２３］
分析双

因素交互作用，建立相应数学模型，优化结构参数。

因素编码如表１所示。

表 １　试验因素编码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ｏｄｉｎｇ

编码值
因素

齿距／ｍｍ 齿高／ｍｍ 刀机速比

－１ ２０ １０ ０８

０ ２５ １５ １０

１ ３０ ２０ １２

３１　仿真结果
本文仅列出一次切割率的方差分析和一次切割

率、重割率、漏割率与各因素编码值的二次回归方

程，未列出重割率、漏割率的方差分析。表２为响应
面分析设计与结果，表 ３为一次切割率的方差分析
结果。

表 ２　响应面分析设计与结果

Ｔａｂ．２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编号
试验因素 指标

ｘ１ ｘ２ ｘ３ ｙ／％ ｚ／％ ｗ／％

１ －１ ０ １ ７７３１ １６９０ ５７８

２ １ －１ ０ ５４７０ １８９ ４５２９

３ －１ ０ －１ ７８０４ ２４９ １９４６

４ ０ ０ ０ ７２４２ ３２６ ２４３３

５ １ １ ０ ６９９１ ８０６ ２２０３

６ ０ ０ ０ ７２４２ ３２６ ２４３３

７ ０ ０ ０ ７２４２ ３２６ ２４３３

８ １ ０ －１ ５８２１ ０４４ ４１３５

９ －１ －１ ０ ７３５０ ０４７ ２６０３

１０ ０ ０ ０ ７２４２ ３２６ ２４３３

１１ ０ ０ ０ ７２４２ ３２６ ２４３３

１２ １ ０ １ ６７９７ ５２３ ２６８０

１３ ０ －１ －１ ５８９５ ０２０ ４１０５

１４ ０ １ －１ ７２９２ ４４３ ２２６４

１５ ０ １ １ ７２３５ ２２７８ ４８７

１６ －１ １ ０ ７５１７ ２１６１ ３２２

１７ ０ －１ １ ６６９０ ０７３ ３２３７

　　由表３可知，模型 Ｐ小于 ００００１，模型处于极
显著水平；模型的决定系数 Ｒ２＝０９９３８，拟合程度
良好，误差小；失拟度不显著，试验指标和试验因素

表 ３　方差分析

Ｔａｂ．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Ｆ Ｐ

模型 ７０４６８ ９ ７８３０ １２４２６ ＜００００１

ｘ１ ３５４１８ １ ３５４１８ ５６２０９ ＜００００１

ｘ２ １６４７１ １ １６４７１ ２６１４０ ＜００００１

ｘ３ ３３６６ １ ３３６６ ５３４２ ００００２

ｘ１ｘ２ ４５８３ １ ４５８３ ７２７４ ＜００００１

ｘ１ｘ３ ２７５１ １ ２７５１ ４３６６ ００００３

ｘ２ｘ３ １８１５ １ １８１５ ２８８０ ０００１０

ｘ２１ ２３６ １ ２３６ ３７５ ００９４２

ｘ２２ ４７２９ １ ４７２９ ７５０５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３ ６９９ １ ６９９ １１１０ ００１２６

残差 ４４１ ７ ０６３

失拟 ４４１ ３ １４７

误差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

Ｒ２ ０９９３８ 预测 Ｒ２ ０９００５

调整 Ｒ２ ０９８５８

存在显著的二次关系。得到一次切割率 ｙ与各因素
编码值的二次回归方程为

ｙ＝７２４２－６６５ｘ１＋４５４ｘ２＋２０５ｘ３＋３３８ｘ１ｘ２＋

２６２ｘ１ｘ３－２１３ｘ２ｘ３－０７５ｘ
２
１－３３５ｘ

２
２－１２９ｘ

２
３

（８）
重割率 ｚ与各因素编码值的二次回归方程为

ｚ＝３２６－３２３ｘ１＋６７０ｘ２＋４７６ｘ３－３７４ｘ１ｘ２－

２４１ｘ１ｘ３＋４４５ｘ２ｘ３＋１９９ｘ
２
１＋２７６ｘ

２
２＋１０２ｘ

２
３

（９）
漏割率 ｗ与各因素编码值的二次回归方程为

ｗ＝２４３３＋１０１２ｘ１－１１５０ｘ２－６８４ｘ３－０１１ｘ１ｘ２－

０２２ｘ１ｘ３－２２７ｘ２ｘ３－１０４ｘ
２
１＋０８５ｘ

２
２＋００５４ｘ

２
３

（１０）
回归方程中各因素系数的绝对值代表该因素影

响模型预测结果的能力。由式（８）～（１０）可知，各
因素对一次切割率 ｙ影响由大到小为 ｘ１、ｘ２、ｘ３，各
因素对重割率 ｚ影响由大到小为 ｘ２、ｘ３、ｘ１，各因素
对漏割率 ｗ影响由大到小为 ｘ２、ｘ１、ｘ３。
３２　单因素分析

各试验因素对一次切割率 ｙ、重割率 ｚ和漏割率
ｗ的影响曲线如图７所示。单因素分析表明，齿距、
齿高和刀机速比对一次切割率、重割率和漏割率的

影响极为显著（Ｐ＜００１）。齿距过大会导致一次切
割率迅速减小，增加齿高可提高一次切割率（图 ７ａ）。
为降低重割率需增大齿距，减小齿高和刀机速比

（图７ｂ）。降低漏割率需减小齿距，增加齿高和刀机
速比（图７ｃ）。
３３　双因素分析

一次切割率的响应曲面如图 ８所示。由图 ８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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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三因素对一次切割率、重割率和漏割率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ｒｅ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ｕｔｔｉｎｇｒａｔｅ，ｒ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ｒａｔｅａｎｄｌｅａｋａｇｅｒａｔｅ
　

图 ８　一次切割率试验因素的响应面

Ｆｉｇ．８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ｕｔｔｉｎｇｒａｔｅ
　

可知，一次切割率随齿高的增加先升后降，随齿距的

增加而减小。齿高和齿距的交互作用对一次切割率

具有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１）。由图 ８ｂ可知，响应面
坡度平缓，齿高和刀机速比对一次切割率的影响程

度有差异。齿距和刀机速比的交互作用对一次切割

率具有显著性影响（Ｐ＜００１）。由图 ８ｃ可知，一次
切割率随齿高的增加先升后降；在不同齿高下，一次

切割率随刀机速比的变化不同。齿高和刀机速比的

交互作用对一次切割率具有显著性影响 （Ｐ＜
００１）。

通过响应面优化，得到采茶机往复式切割器参

数的最优组合：齿距２０ｍｍ、齿高 １８６１ｍｍ、刀机速
比１０５。为便于加工，选取齿距２０ｍｍ，齿高１９ｍｍ，
刀机速比１０５。此时，一次切割率为 ７６４５％，重割
率为２１３４％，漏割率为２５０％。

４　验证试验

试验场地为江苏省镇江市丹阳迈春茶厂，试验

品种为茂绿，茶冠层宽度约１ｍ，长度约 ２０ｍ。２０１８
年３月对茶树冠层进行轻修剪，４月进行采摘试验，
如图９所示。最佳刀机速比为 １０５，选取机器前进
速度为 ０５、０７、０９ｍ／ｓ，切 割 速 度 为 ０５２５、
０７３５、０９４５ｍ／ｓ。以前进速度和切割速度为因素，
一次切割率 ｙ和漏割率 ｗ为指标，进行台架性能试
验，每组试验重复５次，其结果取平均值，如表４所示。

ｙ＝ｍ１／ｍ×１００％ （１１）
ｗ＝ｎ１／ｎ×１００％ （１２）

式中　ｍ１———切割面积内一次切割新梢个数，个
ｍ———切割面积内新梢总数，个
ｎ１———切割面积内未切割新梢质量，ｋｇ
ｎ———切割面积内新梢总质量，ｋｇ

图 ９　试验样机

Ｆｉｇ．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试验结果表明，当齿距为２０ｍｍ、齿高１９ｍｍ和

刀机速比１０５时，一次切割率的范围为 ７０５５％ ～
７９９０％，最小的一次切割率 ７０５５％与响应面优化
试验７６４５％的绝对误差小于６％；漏割率的范围为
０７９％ ～３６４％，最小漏割率 ０７９％与响应面优化
试验２５０％的绝对误差小于２％。表明优化后的齿
距、齿高和刀机速比合理。

５　结论

（１）应用 ＡＤＡＭＳ仿真软件对双动割刀往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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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试验结果

Ｔａｂ．４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序号
前进速度／

（ｍ·ｓ－１）

切割速度／

（ｍ·ｓ－１）

漏割率／

％

一次切割

率／％

１ ０５ ０５２５ ０７９ ７６３０

２ ０５ ０５２５ ０８３ ７９９０

３ ０５ ０５２５ ３５０ ７６３０

４ ０７ ０７３５ ０５６ ７９７３

５ ０７ ０７３５ １３０ ７７５６

６ ０７ ０７３５ ３５０ ７４３２

７ ０９ ０９４５ １６７ ７５４３

８ ０９ ０９４５ ２８０ ７２１７

９ ０９ ０９４５ ３６４ ７０５５

切割器进行运动仿真。依据仿真结果，基于响应面

法，以优化一次切割率、重割率和漏割率为目标，研

究切割器的齿高、齿距和刀机速比。结果表明：齿距

２０ｍｍ、齿高１９ｍｍ和刀机速比 １０５为最优组合。
此时，一 次 切 割 率、重 割 率 和 漏 割 率 分 别 为

７６４５％、２１３４％和２５０％。
（２）利用双动割刀往复式切割器进行田间试

验，并与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一次切

割率实测值与模拟值的绝对误差小于 ６％，漏割率
实测值与模拟值的绝对误差小于 ２％。此方法可为
便携式采茶机切割器的参数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参 考 文 献

１　岳鹏翔，陈椽．采茶机和修剪机的发展史［Ｊ］．茶叶机械杂志，１９９４（３）：２７－２９．
２　ＨＡＮＹ，ＸＩＡＯＨ，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ａｐｌｕｃｋ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６（６）：２６８－２７３．
３　ＤＵＡＲＡＭ，ＭＡＬＬＩＣＫＳ．Ｔｅ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Ａｓｓａｍ（Ｉｎｄｉａ）：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

４　缪叶子，郑生宏．丽水茶叶机采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Ｊ］．浙江农业科学，２０１４，１（４）：４８３－４８６．
５　石元值，吕闰强，阮建云，等．双人采茶机在名优绿茶机械化采摘中的应用效果［Ｊ］．中国茶叶，２０１０，３２（６）：１９－２０．
６　罗学平，赵先明．茶叶加工机械与设备［Ｍ］．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５．
７　钱争光，茹利军．６ＣＤＷ ２２０型微型采茶机的设计［Ｊ］．中国茶叶加工，２０１５（２）：５８－６０，７１．
８　邵陆寿．４Ｃ ８０型微功率电动采茶机采茶的农艺和加工配套措施［Ｊ］．中国茶叶，１９９５（４）：５．
９　向芬，郭放苏，刘志刚，等．一种高效节能环保型单人电动采茶机［Ｊ］．茶叶通讯，２０１３，４０（３）：４３－４４．
１０　施印炎，陈满，汪小禙，等．芦蒿有序收获机切割器动力学仿真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２）：１１０－１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０２１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５．
ＳＨＩＹｉｎｙａｎ，ＣＨＥＮＭａ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ｃｈａｎ，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ｉｔ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ｎ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ｓｅｌｅｎｇｅｎｓｉｓｏｒｄｅｒｌｙ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
ｃｕｔｔｅｒ［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２）：１１０－１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韩余，肖宏儒，秦广明，等．国内外采茶机械发展状况研究［Ｊ］．中国农机化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２）：２０－２４．
ＨＡＮＹｕ，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ｒｕ，ＱＩＮ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ａｌｅａｆｐｉｃｋｅｒｂｏｔｈ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３５（２）：２０－２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白启厚．往复切割式采茶机切割器试验研究［Ｊ］．安徽工学院学报，１９８５，１５（２）：２９－４４．
１３　陈振玉，周小青．谷物联合收获机往复式切割器切割过程的研究［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１２，３４（７）：７３－７７．

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ｙｕ，ＺＨＯＵ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ｃｕｔｔｅｒ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ｕｔｔ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３４（７）：７３－７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ＩＮＣＥＡ，ＵＧＵＲＬＵＡＹＳ，ＧＵＺＥＬＥ，ｅｔａｌ．Ｂ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ｎｆｌｏｗｅｒｓｔａｌｋｒｅｓｉｄｕｅ［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９２（２）：１７５－１８１．

１５　ＨＥＩＤＡＲＩＡ，ＣＨＥＧＩＮＩＧ，ＫＩＡＮＭＥＨＲＭＨ，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ｋｎｉｆｅｂｅｖｅｌａｎｇｌｅ，ｒａｔｅｏｆｌｏ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ａｌｋ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ｓｏｍ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ｌｉｌｉｕｍｓｔａｌｋ［Ｊ］．Ｉｒａｎ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３（４）：３３３－３４０．

１６　ＪＯＨＮＳＯＮＰＣ，Ｃ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ＣＬ，ＭＡＴＨＡＮＫＥＲＳＫ，ｅｔａｌ．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ｘｇｉｇａｎｔｅｕｓ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ｖａｒｙｉｎｇｏｂｌｉｑｕｅ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ｃｕｔ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１１２（１）：４２－４８．

１７　刘庆庭，区颖刚，卿上乐，等．农作物茎秆的力学特性研究进展［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７，３８（７）：１７２－１７６．
ＬＩＵＱｉｎｇｔｉｎｇ，ＯＵＹｉｎｇｇａｎｇ，ＱＩＮＧＳｈａｎｇｌｅ，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ｒｏｐｓｔａｌｋ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７，３８（７）：１７２－１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杜现军，李玉道，颜世涛，等．棉秆力学性能试验［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４）：８７－９１．
ＤＵＸｉａｎｊｕｎ，ＬＩＹｕｄａｏ，ＹＡＮＳｈｉｔａｏ，ｅ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ｔｔｏｎｓｔａｌｋ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１，４２（４）：８７－９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赵满全，张宁，杨铁军，等．双圆盘割草机切割器虚拟样机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４，４５（８）：１０１－１０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４０８１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４．０８．０１６．
ＺＨＡＯＭａｎｑ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ＹＡＮＧＴｉｅｊｕ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ｓｃｍｏｗｅｒｃｕｔｔｅｒ［Ｊ／Ｏ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４，４５（８）：１０１－１０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农业机械设计手册：下册［Ｍ］．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１　徐秀英．小型牧草收获机械的设计［Ｄ］．南京：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０４．

ＸＵＸｉｕｙ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ｍｉｎｉｔｙｐｅｈｅｒｂａｇ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赵春花．手扶式山地牧草收割机研制［Ｄ］．兰州：甘肃农业大学，２００４．

ＺＨＡＯＣｈｕｎｈｕ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ｐａｓｔｕｒ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Ｄ］．Ｌａｎｚｈｏｕ：Ｇａｎｓｕ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吴崇友，丁为民，石磊，等．油菜分段收获捡拾脱粒机捡拾损失响应面分析［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８）：８９－９３．
ＷＵＣｈｏｎｇｙｏｕ，ＤＩＮＧＷｅｉｍｉｎ，ＳＨＩＬｅｉ，ｅｔ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ｉｃｋｕｐｌｏｓｓｅｓｉｎ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１，４２（８）：８９－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２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