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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填充颗粒半径水稻种子离散元模型参数标定

张荣芳１　焦　伟１　周纪磊１　祁　兵２　刘　虎１　夏倩倩２

（１．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２．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南京 ２１００１４）

摘要：气固两相流耦合仿真被广泛运用在气力式排种器工作过程的研究中，因确定性颗粒轨道数值计算模型的需

求，种子多采用颗粒聚合的方法建模，该方法采用的填充球颗粒半径越小、数量越多就越能接近种子的真实形态，

但会造成仿真计算资源过度消耗、仿真时间增长。为研究不同填充球半径的水稻种子模型对颗粒间的动力学响应

特性的影响，寻找种子模型最佳的填充球颗粒数量，本文以水稻种子为研究对象，借助三维扫描与逆向拟合的方法

获取种子外形轮廓，分别采用不同半径（０３０、０２１、０１８、０１６、０１５ｍｍ）的球颗粒对其进行填充，形成气固耦合的

水稻颗粒粘结聚合模型。采用无底圆筒提升、滑落堆积的真实试验与仿真测定，采用曲面响应法，以休止角为指

标，标定出不同填充球颗粒半径种子模型的种间静摩擦因数和动摩擦因数；通过圆筒提升和滑落堆积试验对参数

进行验证，以仿真试验休止角的变异系数为指标，结果表明随着填充球半径的减小，仿真结果越接近真实值；通过

水稻正压式排种器气固两相流耦合仿真进行验证，以充种率为指标，结果表明填充颗粒半径为 ０２１ｍｍ，仿真时长

与仿真精度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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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农业工程领域，农业物料颗粒作为农业机械

化装备的工作介质，其接触关系和动态响应特性直

接关系到农业装备的工作效率和作业性能，因而有

关农业物料颗粒的运动和动力学响应特性的研究得

到了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
［１］
。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离散元法在农业

颗粒物料建模仿真研究中有着越来越多的应用。

ＣＵＮＤＡＬＬ等［２］
于 １９７９年首次提出离散元模型，后

被其他学者研究和改进。初期大部分科研工作者在

离散元建模仿真中选择用球形颗粒代替颗粒物料。

实际问题中，对于清选、分级的模拟，获得准确的形

状模型是一个重要前提
［３］
。形状简单的球形颗粒

无法真实模拟玉米、花生、水稻等具有非规则外形颗

粒 间 的 碰 撞、翻 滚 等 特 性
［４－６］

。ＡＢＢＡＳＰＯＵＲ
ＦＡＲＤ［７］和 ＫＲＵＧＧＥＬＥＭＤＥＮ等［８］

提出一种颗粒

聚合体方法（Ｍｕｌｔｉｓｐｈｅ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ＭＳＭ）对表面较圆
滑的农业物料（如：水果、蔬菜等）进行离散单元法

颗粒模拟。随着离散单元理论的完善与颗粒建模精

度的要求提高，一种逆向造型技术被应用于离散元

建模。李骅等
［３］
首次运用逆向工程构建谷粒的三

维模型，有效提高了颗粒模型精度。刘彩玲等
［９］
、

原建博等
［１０］
运用逆向工程理论，使用三维激光扫描

技术获得水稻的点云数据，导入逆向工程软件

（ＧｅｏｍａｇｉｃＳｔｕｄｉｏ）中进行数据处理，得到种子轮廓
模型及其空间坐标信息，最后建立水稻种子的三维

离散元模型。

在基于确定性颗粒轨道模型的气固两相流耦合

仿真中，由于 ＥＤＥＭ采用表面网格来描述边界表
面，从而实现与 ＣＦＤ流体网格的边界表面元素的点
对点耦合，采用抽样点来表示颗粒体积，但这样会造

成颗粒体积必须小于控制微元体积（流场内网格体

积）
［１１－１２］

。对于此问题目前主要是简化流场和种

子无重叠聚集粘结建模，因流场简化是将流场网格

划分大于颗粒体积，对流场精度影响较大，因此大部

分研究选择颗粒粘结的方法进行种子建模。根据已

建立的三维模型压缩仿真模型，在 ＥＤＥＭ软件中基
于颗粒粘结模型，采用网格快速填充法和颗粒替换

法，得到数百个小颗粒粘结而成种子颗粒模型。若

仅考虑模型与真实物料的相似度，填充颗粒半径越

小颗粒数目越多，得到的离散元模型与真实的物料

越有较高的匹配精度。但填充颗粒越多计算量就越

大，计算所用时间越长
［１３－１５］

。对于填充颗粒粒径大

小如何影响 ＥＤＥＭ模拟仿真精度尚未有研究报道。
本文以水稻为研究对象，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

术重构水稻模型，运用离散单元法中颗粒快速填充

建立同一水稻种子 ５种不同填充球半径的三维模
型，分别采用圆筒提升试验和滑落堆积试验对不同

充填颗粒球数的水稻模型进行主要参数标定，通过

对比真实测试与仿真试验数据，分析不同填充颗粒

球半径对仿真精度的影响，借助气固两相流耦合仿

真分析，确定最佳水稻模型最佳充填球半径，以研究

模型填充颗粒大小对 ＥＤＥＭ仿真精度的影响提供
新的思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方法
休止角是表征颗粒物料流动、摩擦等特性的宏

观参数，与接触材料和物料本身物理特性有关
［１６］
。

本文重点研究在不同填充球粒径下的水稻种子模型

仿真时休止角与真实试验的休止角误差变化情况。

首先通过真实试验测定２种试验方法下的水稻
种群休止角，然后建立不同填充颗粒粒径的水稻种

子模型，并以种间静摩擦因数和滚动摩擦因数为试

验因素进行仿真试验，以 ２种试验方法下真实测量
的休止角为目标值，运用响应面法建立 ２个主要接
触参数的二元回归方程，求解不同填充颗粒粒径下

水稻种子仿真时种间静摩擦因数和滚动摩擦因数两

个变量。最后根据 ２个主要接触参数的标定结果，
分析不同填充颗粒球半径对仿真休止角稳定性的影

响。

图 １　水稻休止角测试试验

Ｆｉｇ．１　Ｔｅｓｔｏｆｒｉｃｅ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ａｎｇｌｅ
１．种子物料特性测试台　２．有机玻璃无底圆筒　３．种群滑落堆

积装置　４．滑落堆积的种子　５．提升堆积的种子

１２　休止角测量试验
试验材料选取“瀑布稻”水稻种子，千粒质量

３１０３ｇ。两种试验装置的材料均为有机玻璃板，试
验装置如图 １ａ，由物料特性测试台、有机玻璃无底
圆筒、种群滑落堆积装置等组成；提升法测试时将有

机玻璃无底圆筒落下与底面有机玻璃板贴合，将一

定数量的水稻种子倒入圆筒内，由电机带动圆筒以

０５ｍ／ｓ匀速提升，种子自然滑落并堆积，种群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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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即为提升试验休止角；滑落堆

积试验装置由抽板和壳体组成，壳体长要、宽、高分

别为１１０、６０、４００ｍｍ，试验时把种子放入装置中，待
种群稳定后，向外抽出抽板可使种子沿漏料孔滑动

散落并堆积，种群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即为种群休

止角；两种测试形成的休止角如图１ｂ。
１３　仿真模型
１３１　水稻填充球数量确定

在离散元软件 ＥＤＥＭ中创建颗粒模型时，颗粒
模型还原程度越高，建模所需基础球形颗粒单元的

数量越多，则仿真所需时间越长，效率越低
［１７］
，但建

模时填充球太少会增大模型误差，造成仿真分析时

种间接触参数设置误差较大。

水稻填充球数量计算式为

Ｎ＝
αＶＲｅａｌ
Ｖ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１）

其中 Ｖ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４
３π
ｒ３ （２）

式中　α———填充体积分数
ＶＲｅａｌ———被填充物体的实际体积
Ｎ———填充颗粒球数量
ＶＦｒａｃｔｉｏｎ———填充颗粒球体积
ｒ———填充颗粒球半径

填充体积分数 α＝５６％时填充效果达到最好，本文
创建的水稻籽粒模型可通过三维软件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分
析得到水稻籽粒体积 ＶＲｅａｌ为 ２３２２８ｍｍ

３
，采用填充

球体半径分别为 ０３０、０２１、０１８、０１６、０１５ｍｍ，
经计算对应球半径与数量如表１所示。

表 １　水稻种子仿真模型对应填充球半径与数量

Ｔａｂ．１　Ｒｉｃｅｓｅｅ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ｔｏ

ｒａｄｉｕｓ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ｉｌｌｉｎｇｂａｌｌｓ

填充颗粒半径／ｍｍ ０３０ ０２１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１５
填充数量／个 １１５ ３３５ ５３２ ７５８ ９２０

１３２　水稻种子颗粒模型构建
采用逆向工程理论，运用三维激光扫描仪获得

种子的三维点云数据。通过固定插针将水稻种子固

定在工作台上的一个参照物上，放置在镜头前合适

位置，采用蓝光拍照式扫描方式，通过多个视角拍摄

水稻种子的每个侧面，将点云数据文件导入逆向工

程软件并对其进行噪声删除、对齐、合并、封装、精确

曲面、格式转换等一系列处理
［１８－１９］

，重构水稻三维

实体模型，试验选取一般尺寸、无残缺、有代表性的

水稻籽粒，其外形轮廓如图２ａ所示。通过三维光栅
扫描处理后获得的水稻子粒扫描模型如图２ｂ所示。

将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软件中导出的格式为．ｓｔｌ的水稻
籽粒三维模型作为几何体导入到 ＥＤＥＭ软件中，通

图 ２　水稻种子扫描建模过程

Ｆｉｇ．２　Ｓｃａｎｎｅ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ｉｃｅｓｅｅｄｋｅｒｎｅｌ
　
过调整视图使水稻横放，以使球颗粒生成过程中可

充分填充到各个区域，在模具内部上端定义颗粒工

厂，动态生成的球颗粒以一定的初速度运动，颗粒粘

结模型为 Ｈｅｒｔｚ Ｍｉｎｄｌｉｎｗｉｔｈｂｏｎｄｉｎｇ，为使球颗粒
填充流动性较好，设定较小的碰撞恢复系数以及动、

静摩擦因数，为使填充空隙更致密，重力加速度设置

较大。待球颗粒填充满模型后，在 ＥＤＥＭ后处理界
面中导出所有球颗粒球心坐标．ｃｓｖ格式的数据文
件，利用 ＡＰＩ文件对生成的大颗粒用小颗粒进行替
换，替换位置为大颗粒的中心坐标，对替换的颗粒加

载较大的 Ｂｏｎｄｉｎｇ力，使颗粒之间发生黏结，完成水
稻种子耦合仿真模型的创建，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 ３　水稻种子仿真模型

Ｆｉｇ．３　Ｒｉｃｅｓｅｅ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１．堆积粘结后的种子模型　２．填充颗粒球　３．填充挤压模具　

４．粘结键
　

ＥＤＥＭ仿真填充完成后，将仿真时间归零，导出．
ｘｍｌ格式的 ｄｅｃ文件，将处理后的球颗粒球心坐标数
据插入 ｄｅｃ文件中，在新建的 ＥＤＥＭ文件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项
中导入此 ｄｅｃ文件后，ＥＤＥＭ软件会自动生成水稻籽
粒模型，并将其作为颗粒模板直接调用。最终得到水

稻种子不同填充数目的黏结模型如图４所示。

２　仿真标定预试验

２１　仿真标定预试验方案
ＥＤＥＭ软件中颗粒参数众多，为准确寻找仿真

参数中具有显著性效应的参数及范围，以填充球半

９２２增刊 １　　　　　　　　　　　　张荣芳 等：不同填充颗粒半径水稻种子离散元模型参数标定



图 ４　不同填充球半径 ｒ的水稻模型

Ｆｉｇ．４　Ｒ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ｌｌｉｎｇｒａｄｉｉ
　
径 ｒ＝０２１ｍｍ的水稻模型为例安排仿真试验，进行
Ｐｌａｃｋｅｔｔ Ｂｕｒｍａｎ试验和最陡爬坡试验设计。仿真
试验形成的水稻颗粒堆休止角用 Ｍａｔｌａｂ图像处理
方法进行相应处理（图 ５），取两侧休止角正切值的
平均值。

图 ５　仿真休止角图像处理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ｓｅａｎｇｌｅ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２　仿真显著性参数确定试验

以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进行 Ｐｌａｃｋｅｔｔ Ｂｕｒｍａｎ试
验设计，选取 ＥＤＥＭ软件中８个真实参数和３个虚

拟参数；每个参数设置高、低 ２个水平，以编码 １和
－１形式表示，如表２所示。

表 ２　Ｐｌａｃｋｅｔｔ Ｂｕｒｍａｎ试验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Ｐｌａｃｋｅｔｔ Ｂｕｒｍａｎｔｅｓｔ

　　　参数 低水平（－１） 高水平（１）
水稻泊松比 Ｘ１ ０２ ０５
水稻剪切模量 Ｘ２／Ｐａ １８１×１０７ １８１×１０８

水稻 水稻恢复系数 Ｘ３ ０１ ０８
水稻 有机板恢复系数 Ｘ４ ０２ ０９
水稻 水稻滚动摩擦因数 Ｘ５ ０ ００２
水稻 水稻静摩擦因数 Ｘ６ ００１ ０４２
水稻 有机板滚动摩擦因数 Ｘ７ ００２ ００６
水稻 有机板静摩擦因数 Ｘ８ ０３ ０５６
虚拟参数 Ｘ９、Ｘ１０、Ｘ１１ －１ １

　　Ｐｌａｃｋｅｔｔ Ｂｕｒｍａｎ试验设计及结果如表３所示，
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对该结果进行方差分析，可
得各参数的影响效果如表４所示。各参数对试验指
标休止角影响的大小，由方差分析表中变量的显著

性 Ｐ值确定。由表 ４可知，水稻 水稻静摩擦因数、

水稻 水稻滚动摩擦因数、水稻 有机板静摩擦因数

对颗粒堆积休止角影响显著，分别为 Ｐ＝００００７、
Ｐ＝０００６７、Ｐ＝００３７１，而其他因素影响较小。为
提高后续仿真试验的效率和精度，将显著性检验水

平设置为００１，剔除一般显著的影响因素，将水稻
水稻静摩擦因数、水稻 水稻滚动摩擦因数２个因素

表 ３　Ｐｌａｃｋｅｔｔ Ｂｕｒｍａｎ试验设计与结果

Ｔａｂ．３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ｌａｃｋｅｔｔ Ｂｕｒｍａｎｔｅｓｔ

序号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休止角正切值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３７３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４７４２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２９３５

４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２０１５

５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３７５８

６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３２６０

７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１２９８

８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２２７３

９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１２６６

１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０５６６

１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１６９２

１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１２０３

通过仿真试验重点标定。

２３　显著性参数范围确定试验
根据 Ｐｌａｃｋｅｔｔ Ｂｕｒｍａｎ试验筛选出的极显著性

参数，应用圆筒提升仿真试验进行最陡爬坡试验，以

最快的速度逼近各显著因素的最佳区域。显著性参

数按照选定的步长逐步增加，以因素效应值确定变

化步长。按参数范围值由小到大逐步增加数值，观

察试验与仿真得到的休止角的相对误差，直到该相

对误差达到最小值后又逐步增大。

最陡爬坡试验设计及结果如表５所示。该结果
表明随着水稻 水稻滚动摩擦因数（Ｘ５）、水稻 水稻

静摩擦因数（Ｘ６）增加休止角逐渐增大，真实试验与
仿真得到的水稻颗粒堆休止角的相对误差先减小后

增加。在 ３号水平时，该相对误差最小，由此可知，
最优值区间在试验 ３附近，因此选取试验 ３附近的
范围进行后续的响应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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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Ｐｌａｃｋｅｔｔ Ｂｕｒｍａｎ试验参数显著性分析

Ｔａｂ．４　Ｐｌａｃｋｅｔｔ Ｂｕｒｍａｎｔ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参数 均方和 Ｆ Ｐ

Ｘ１ ４５９４×１０－３ ７６３ ００７００

Ｘ２ １６７３×１０－４ ０２８ ０６３４６

Ｘ３ １１５６×１０－３ １９２ ０２５９８

Ｘ４ ９６３３×１０－５ ０１６ ０７１５９

Ｘ５ ００２７ ４５５１ ０００６７

Ｘ６ ０１３ ２２１８４ ００００７

Ｘ７ ４３７８×１０－３ ７２７ ００７４０

Ｘ８ ７７５２×１０－３ １２８８ ００３７１

　　注：Ｐ＜００１为差异极显著，００１＜Ｐ＜００５为差异显著。

表 ５　最陡爬坡试验设计与结果

Ｔａｂ．５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ｅｅｐｅｓｔａｓｃｅｎｔｔｅｓｔ

序号
水稻 水稻

静摩擦因数

水稻 水稻

滚动摩擦因数

休止角正

切值

相对

误差／％

１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８３ ７３７

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 ０２８４ ９８

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６ ０３０２ ４１

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９ ０４０１ ２７３

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１２ ０４２５ ３４９

６ ０１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４３２ ３７１

３　仿真标定试验

３１　仿真参数设置

经过仿真预试验确定仿真标定参数为水稻与水

稻静摩擦因数、水稻与水稻滚动摩擦因数，其余参数

由文献［２０］获得，如表６所示。

表 ６　离散元仿真所需参数

Ｔａｂ．６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ｏｒ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参数 数值

水稻泊松比 ０２５

水稻剪切模量／Ｐａ １８１×１０８

水稻种子密度／（ｋｇ·ｍ－３） １０９８

有机玻璃泊松比 ０５

有机玻璃剪切模量／Ｐａ １７７×１０８

有机玻璃密度／（ｋｇ·ｍ－３） １１８０

水稻与水稻碰撞恢复系数 ０４２１

水稻与有机玻璃碰撞恢复系数 ０５１９

水稻与有机玻璃静摩擦因数 ０２５２

水稻与有机玻璃滚动摩擦因数 ００２６

３２　仿真标定试验方案
根据水稻种子两种休止角的测量试验方法要

求，以１∶１的比例建立２个几何模型（图 ６），以填充
球半径 ｒ＝０２１ｍｍ的水稻模型为例对水稻种子
ＥＤＥＭ仿真过程中的颗粒间静摩擦因数和滚动摩擦

因数两物性参数进行标定，选用通用旋转中心组合

试验设计对水稻 水稻静摩擦因数和滚动摩擦因数

进行标定。

图 ６　休止角仿真试验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ｃｋａｎｇｌ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根据仿真预试验结果，确定填充球半径 ｒ＝

０２１ｍｍ的水稻模型种子间静摩擦因数范围为
００２５～００７５，种子间滚动摩擦因数为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设计水稻 水稻静摩擦因数和水稻 水稻滚动

摩擦因数的仿真试验因素编码，如表７所示。

表 ７　仿真试验因素编码

Ｔａｂ．７　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

编码
因素

水稻－水稻静摩擦因数 水稻－水稻滚动摩擦因数

１４１４ ００８５３５ ００１２１５６

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７

－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

－１４１４ ００１４６５ ００００８４

３３　仿真标定目标值获取
采集两种真实试验方法下的休止角图像，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对采集图像进行处理（图 ７），依次对图像进
行去噪处理、灰度化、二值化处理，然后通过边缘检

测提取休止角边缘曲线，利用最小二乘法对边界点

进行直线拟合，拟合的直线斜率即为所要测得的休

止角正切值
［２１］
，１０次测量结果如表 ８所示，求均值

得到２种试验方法下休止角正切值分别为 ０３１５０、
０５７７５。
３４　不同模型仿真标定结果与分析

应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进行通用旋转中心组
合试验设计，选取水稻颗粒间静摩擦因数和滚动摩

擦因数为试验因素，两种测量方法的休止角为评价

指标，根据试验要求每种水稻模型共设计１３组仿真
试验，仿真完成后对不同填充球数的模型按上述真

实试验过程进行仿真并导出仿真后的图像，为获取

水稻的仿真休止角，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图像处理技术对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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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种方法下的休止角图像处理

Ｆｉｇ．７　Ｉｍ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ｙＭａｔｌａｂｗｉｔｈ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表 ８　两种试验方法下的休止角测量结果

Ｔａｂ．８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ａｎｇｌｅｕｎｄｅｒ

ｔｗ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试验序号 提升试验休止角正切值 抽板试验休止角正切值

１ ０３３７９ ０５８４２

２ ０３４８３ ０６００４

３ ０３０３６ ０５６３１

４ ０３０２９ ０５７４２

５ ０３１３１ ０５８７２

６ ０３２３２ ０５７８６

７ ０３０２０ ０５８０１

８ ０３１０６ ０５６２７

９ ０３０４３ ０５７６３

１０ ０３０３２ ０５６８９

均值　 ０３１５０ ０５７７５

标准差 ０００８１４１ ０００７９４３

真图像进行提取，并得到不同填充模型的休止角正

切值，结果见表９，Ａ、Ｂ为因素编码值。
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６软件对仿真试验结果

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两试验模型均为极显著（Ｐ＜
００１），说明此试验合理有效。对指标有显著影响
的所有因素均已考虑到，得出拟合较好且具有实际

分析意义的因素编码值的回归方程
［２２］

表 ９　仿真试验方案设计与结果

Ｔａｂ．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

序号

因素

Ａ Ｂ

提升试验

休止角正

切值 Ｒ１

滑动散落

法休止角

正切值 Ｒ２
１ －１ －１ ０２６９ ０４５９
２ １ －１ ０３０９ ０５１２
３ －１ １ ０３０８ ０４６７
４ １ １ ０３９６ ０６７４
５ －１４１４ ０ ０２５８ ０４７７
６ １４１４ ０ ０３７８ ０６８９
７ ０ －１４１４ ０２９４ ０４７０
８ ０ １４１４ ０３８５ ０５６９
９ ０ ０ ０３１１ ０５３９
１０ ０ ０ ０３０４ ０５６４
１１ ０ ０ ０３０７ ０５８９
１２ ０ ０ ０３１２ ０５６９
１３ ０ ０ ０３１６ ０５７０

Ｒ１＝０３１＋３７２×１０
－２Ａ＋３１８×１０－２Ｂ＋

１２×１０－２ＡＢ＋１２４×１０－２Ｂ２ （３）
Ｒ２＝０５７＋６９９×１０

－２Ａ＋３８８×１０－２Ｂ＋

３８×１０－２ＡＢ＋２９５×１０－２Ｂ２ （４）
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６软件的优化模块，使

仿真结果最接近试验所得的水稻种子休止角，对回

归模型进行有约束目标的优化求解。

Ｒ１（Ａ，Ｂ）＝０３１５

Ｒ２（Ａ，Ｂ）{ ＝０５７７５

－１４１４≤Ａ≤１４１４
－１４１４≤Ｂ≤{










１４１４

（５）

由此得到优化结果为水稻 水稻静摩擦因数为

００５６，水稻 水稻滚动摩擦因数为 ０００６４４，此时休
止角仿真结果满足目标指标。按照上述办法，分别

对其他４种不同填充颗粒球半径的水稻离散元模型
进行水稻间静摩擦因数和滚动摩擦因数的标定，标

定结果如表１０所示。

表 １０　不同水稻离散元模型标定物性参数结果

Ｔａｂ．１０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ｉｃｅ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填充颗粒半径／

ｍｍ

水稻 水稻静摩擦

因数

水稻 水稻滚动

摩擦因数

０３０ ５９２×１０－２ ７１７×１０－３

０２１ ５６１×１０－２ ６４４×１０－３

０１８ ５７９×１０－２ ６１２×１０－３

０１６ ４７２×１０－２ ５８１×１０－３

０１５ ３８１×１０－２ ５７８×１０－３

４　模型填充颗粒数对仿真精度的影响

４１　种子堆积休止角试验
为了验证标定试验获得的接触参数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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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同颗粒填充数对仿真精度的影响，采用圆筒

提升和滑落堆积试验，对不同填充颗粒数的种子模

型进行验证试验，每次试验重复８次，均以休止角的
正切值为指标，采用图像处理技术对仿真图像进行

处理，通过边界提取与拟合的方法获得休止角正切

值，结果如表１１所示。

表 １１　不同填充模型仿真结果与实际试验结果对比

Ｔａｂ．１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ｌｌ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ｃｔｕａｌ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参数
填充颗粒球半径／ｍｍ

０３０ ０２１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１５

Ｒ１ ０２９９ ０３０６ ０３１９ ０３１７ ０３１８

Ｒ１与真实值相对误差／％ ４１１ １７３ ２４３ １８７ １９６

Ｒ２ ０５５５ ０５６５ ０５９２ ０５９１ ０５８８

Ｒ２与真实值相对误差／％ ３９５ ２１２ ２５８ ２３９ １８６

　　从表 １１可以看出，随着填充颗粒球半径的减
少，填充球数量的提高，仿真休止角与真实试验的误

差变小，在 ｒ＝０３０ｍｍ时，休止角相对误差较大，当
ｒ＝０２１ｍｍ时休止角相对误差开始降低，并与其他
填充半径的模型较接近。以不同填充颗粒半径为变

量，以每次试验休止角的均值为指标，对其标准差和

因素显著性（ＬＳＤ）进行分析，结果如图８所示。

图 ８　不同填充颗粒球半径对仿真试验休止角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ｉｌｌ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ｂａｌ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ｄｉ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ｏｆｒｅｐｏ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结果表明，虽然 ｒ＝０３０ｍｍ模型的仿真试验休
止角与其他填充半径的模型及真实试验数据差距较

大，但填充颗粒球半径因素对仿真休止角影响却不

显著，原因为该模型的重复试验数据组内差异较大，

其圆筒提升试验休止角正切值标准差为 ００７５，滑
落堆积试验休止角正切值标准差为 ０１０２，均明显
高于其他填充半径的种子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采用

ｒ＝０３０ｍｍ为填充半径的种子模型仿真数据稳定
性较差。

４２　水稻气固两相流耦合仿真试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不同颗粒填充数对仿真精度的

影响，进行了气固两相流耦合仿真试验（图 ９）。试

验排种器采用的是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

所研制的水稻正压式精量排种器。该排种器利用正

压气流将种子压在型孔上，完成种子充填，因此对其

充种环节重点分析。为建立真实试验与仿真试验之

间的联系，采用漏充率作为真实测试与仿真试验的

指标。

图 ９　排种器气固耦合仿真分析与真实试验

Ｆｉｇ．９　Ｇａｓ ｓｏｌｉｄ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气流场　２．水稻种子粘结模型　３．仿真充种判定区　４．排种

器正压腔室　５．真实测试水稻种子　６．真实测试充种判定区
　

以型孔离开充种区的位置作为初始点，以完全

脱离种群为终止点，划定充种率观察判定区。排种

器工作过程中，采用摄像机进行拍摄，将离开判定区

型孔无种子的情况判定为漏充
［２３］
，漏充型孔数与总

型孔数的比值为漏充率，漏充率计算公式为

Ｋｍ＝ｎｍ／Ｎｐ×１００％ （６）
式中　Ｋｍ———漏充率，％　　ｎｍ———漏充型孔数

Ｎｐ———记录的总型孔数
待排种器工作稳定后再开始记录，但由于受计

算资源的限制，仿真时间较短，因此以连续两个型孔

有种子作为触发条件，统计有效型孔数，漏充率、漏

充型孔数的计算方法与真实测试一致。

水稻正压式精量排种器工作气压３５ｋＰａ，排种
盘转速２０ｒ／ｍｉｎ，型孔数３６个，共进行 ３次测试，每
次测试检测不低于２５０个型孔，试验采用“瀑布稻”
水稻种子。试验结果：排种器漏充率平均值为

８０１％。
气固 两 相 流 耦 合 仿 真 设 定 排 种 盘 转 速

２０ｒ／ｍｉｎ，进气口压力３５ｋＰａ，颗粒场仿真时间步长
为１×１０－５ｓ，气流场仿真时间步长为 ５×１０－４ｓ，水
稻种子数为 １５０个，仿真总时间 ４ｓ。试验结果如
表１２所示。

试验结果表明，随着填充颗粒球半径降低，有效

型孔数逐渐提高，漏充率指标也越接近真实测试结

果，证明降低填充颗粒球半径、增加填充颗粒数可以

使种子外形更加接近于真实情况，但同时会大幅增

加仿真时间。随着填充颗粒球半径的提高，仿真时

间会大幅下降，但仿真精度也会下降，当 ｒ＝０３ｍｍ，
仿真试验漏充率为１４２９％，远高于真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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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不同填充颗粒球半径对气固耦合仿真试验的影响

Ｔａｂ．１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ｉｌｌ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ｂａｌ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ｄｉｉｏｎｇａｓ ｓｏｌｉｄ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参数
填充颗粒球半径／ｍｍ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３０

有效型孔数 ４８ ４７ ４５ ３６ ３５

漏充型孔数 ４ ４ ４ ３ ５

漏充率／％ ８３３ ８５１ ８８９ ８３３ １４２９

相对误差／％ ３９９ ６２４ １３４８ ３９９ ７８４０

仿真时间／ｈ １７０８ １１４９ ９８４ ８４５ ４７１

当 ｒ＝０２１ｍｍ时，仿真试验漏充率为 ８３３％，相对
误差 ３９９％，在兼顾仿真时间的前提下，该填充颗
粒球半径最佳。

５　结论

（１）采用颗粒聚合粘结的方法，建立 ５种不同
填充颗粒球半径的水稻种子模型，通过响应面法，分

别建立了圆筒提升试验休止角、滑落堆积试验修止

角与水稻种间主要接触参数的回归方程，分别标定

了不同填充颗粒球半径的水稻种子模型种间静摩擦

因数与滚动摩擦因数。

（２）分别采用圆筒提升和滑落堆积试验对标定
结果进行验证，仿真与试验结果对比最大相对误差

小于等于 ４１１％，通过因素显著性分析结果表明，
随着填充颗粒球半径增大、填充颗粒数的减少，仿真

数据稳定性有所下降。

（３）进行水稻气固两相流耦合仿真试验，分析
不同填充颗粒球半径的水稻种子模型对仿真精度的

影响，以漏充率为指标，对比了真实测试与仿真试验

的数据，结果表明随着填充颗粒球半径的提高，仿真

时间大幅下降，但仿真精度也下降，当填充颗粒球半

径 ｒ＝０２１ｍｍ时，仿真耗时较低且仿真精度较高，
仿真试验相对误差为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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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８０５１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
２０１８．０５．０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史嵩，刘虎，位国建，等．基于 ＤＥＭ ＣＦＤ的驱导辅助充种气吸式排种器优化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２０，
５１（５）：５４－６６．
ＳＨＩＳｏｎｇ，ＬＩＵＨｕ，ＷＥＩＧｕｏ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ｗｉｔｈｇｕｉｄｅｄ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ｆｉｌｌ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ＤＥＭ ＣＦＤ［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２０，５１（５）：５４－６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２００５０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３２增刊 １　　　　　　　　　　　　张荣芳 等：不同填充颗粒半径水稻种子离散元模型参数标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