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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研究新鲜切碎紫花苜蓿茎叶干燥分离过程中，入口温度、入口风速、转筒转速和喂料速度对出机叶

料含水率、出机茎料含水率、茎叶分离率的影响，采用９ＧＦＱＡ ６００型苜蓿干燥茎叶分离设备进行试验，设计了四因

素二次正交旋转组合试验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并进行了优化。结果表明，得到的回归方程显著，

具有较好的拟合度；４个因素对苜蓿茎叶干燥分离效果的影响大小依次为：入口温度、入口风速、转筒转速、喂料速

度；最优参数组合为：入口温度 ４００℃、入口风速 １４ｍ／ｓ、转筒转速为 １２ｒ／ｍｉｎ、喂料速度 ８ｋｇ／ｍｉｎ，在此条件下出机

叶料含水率为 １３４２％、出机茎料含水率为 １４２４％、茎叶分离率为 ７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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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对于大多数牧草来说，其叶片和茎秆中营养物

质的含量存在很大差异
［１］
，例如紫花苜蓿的叶片富

含蛋白质和类胡萝卜素，是猪和家禽等单胃动物的

优良饲料或作为反刍家畜的蛋白质补充饲料，甚至



可作为人类的蛋白副食和治疗糖尿病、甲状腺病、关

节炎以及高血醇等疾病的草药；而在其茎秆中则含

有大量的粗纤维，是牛、羊等复胃反刍类家畜的必需

饲料，同时也是造纸和生物能源产品的重要原料。

因此，通过茎叶分离可以有效提高苜蓿的利用率，并

直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２～４］

。

目前，有关茎叶分离技术的研究多集中在采用

单纯的气流分离法对干燥的饲草进行茎叶分离，而

很少能够直接对新鲜牧草在干燥的同时实现茎叶分

离，且多数仍然处在实验室研究阶段，还没有达到工

业化生产的水平
［５～１０］

。本 文采用自行 研 制 的

９ＧＦＱＡ ６００型苜蓿干燥茎叶分离设备，研究入口
温度、入口风速、转筒转速和喂料速度等干燥参数对

苜蓿茎叶干燥分离效果的影响，并建立相应的数学

模型，以期为今后苜蓿干燥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

１　试验设备结构及原理

９ＧＦＱＡ ６００型苜蓿干燥茎叶分离设备主要由
干燥转筒、茎叶分离室、叶料捕集器、风机、热风炉、

上料机和除尘器等组成，如图１所示。

图 １　试验设备总体结构简图

Ｆｉｇ．１　Ｔｏ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
１．上料机　２．喂料器　３．预干燥段　４．三回程干燥转筒　５．茎

叶分离室　６．旋风式叶料捕集器　７．引风机　８．除尘器　９．叶

料出口　１０．接料输送带　１１．茎料出口　１２．转筒驱动电动机及

传动装置　１３．支承装置　１４．热风炉
　

切碎的鲜苜蓿经过带式上料机进入料斗，由喂

料闭风器喂入转筒。在风机的作用下，热风炉所产

生的高温热风快速通过设备，物料在热风的作用下，

首先进入预干燥转筒，并在转筒的转动下被抄板不

断地抄起，在下落的过程中与热风充分接触。当物

料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即随热风进入三回程

干燥转筒。当物料到达转筒尾部的茎叶分离室时，

比重较小的叶片在气流的带动下进入旋风分离器

（捕集器）并由其底部排出，而茎秆则直接由茎料出

口排出
［１１］
。

２　试验设计与过程

２１　试验物料
试验所用的物料选自河北省黄骅市，正处于现

蕾期的中苜１号紫花苜蓿，茬次为第三茬，刈割时间

为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０日。测定新鲜苜蓿含水率为７０％
（湿基），用切草机将苜蓿整株切成３～５ｃｍ的草段。
２２　试验设备与仪器

９ＧＦＱＡ ６００型苜蓿干燥茎叶分离设备（中国
农业大学）；ＤＨＧ ９０５３Ａ型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
一恒 科 技 有 限 公 司）；袖 珍 型 风 速 仪 （日 本

ＫＡＮＯＭＡＸ公司）；ＡＲ２１４０型电子天平（上海奥豪
斯仪器有限公司）；ＪＪ １０００型精密电子天平（美国
双杰兄弟有限公司）；ＫＹ ９Ｚ ４Ｃ型切草机（山东
省济宁曲阜市科阳实业有限公司）；国家标准检验

筛（浙江省上虞市春耀仪器纱筛厂）；称量瓶；计时

器；自封袋；托盘。

２３　试验流程
（１）热风炉开启后，待各部件充分预热后，才能

开始投料。预热温度不得超过 １００℃，连续投料后
再逐渐升温。

（２）根据试验设计要求，分别调节入口风速、入
口温度、转筒转速、喂料速度等工作参数至预定值。

待茎料出口和叶料出口均达到稳定持续排料状态

时，开始试验取样，分别用托盘同时接取叶料样品和

茎料样品，装入相应的样品袋并作好标记，同时记录

接样时间，接样时间不得少于２０ｓ，重复３次。
（３）试验完毕后，测定每个试验组合下接得的

出机叶料样品和出机茎料样品的含水率，每次测定

３个平行样。（由于含水率测定所用样品质量远远
小于接得的样品质量，因此在计算茎叶分离率时，这

部分样品的质量可以忽略不计。）

２４　指标测定
（１）新鲜苜蓿含水率和干燥分离后样品含水率

测定根据文献［１２］提供的标准进行。
（２）茎叶分离率测定方法。分别将各样品中的

茎和叶分开，并分别称量，记录结果。（分样标准为

直径小于 １ｍｍ或长度小于 １ｃｍ的茎秆按叶片处
理，茎料样品中茎叶相连的部分按茎秆处理，叶料样

品中茎叶相连的部分按叶片处理。）

茎叶分离率
［１３～１４］

计算式为

η＝
Ｗ１Ｌ

Ｗ１Ｌ＋Ｗ２Ｌ
×１００％ （１）

式中　Ｗ１Ｌ———叶料出口处分离得到的叶片质量，ｇ
Ｗ２Ｌ———茎料出口处分离得到的叶片质量，ｇ

２５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四因素二次回归正交旋转组合设计。

以入口温度 ｘ１、入口风速 ｘ２、转筒转速 ｘ３和喂料速
度 ｘ４为试验变量，以出机叶料样品含水率 Ｙ１、出机
茎料样品含水率Ｙ２和茎叶分离率 Ｙ３为目标函数。每
个变量取５个水平，因素水平组合设计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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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试验设计因素水平编码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

编码

因素

入口温度

ｘ１／℃

入口风速

ｘ２／ｍ·ｓ
－１

转筒转速

ｘ３／ｒ·ｍｉｎ
－１

喂料速度

ｘ４／ｋｇ·ｍｉｎ
－１

２ ４５０ １６ ２５ ３２

１ ４００ １４ ２０ ２６

０ ３５０ １２ １５ ２０

－１ ３００ １０ １０ １４

－２ ２５０ ８ ５ ８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回归模型的建立

试验设计与结果如表 ２所示。应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

软件中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过程对数据进行分析，分别得

到用编码值表示的出机叶料样品含水率 Ｙ１、出机茎

料样品含水率 Ｙ２和茎叶分离率 Ｙ３的二次回归方程

Ｙ１＝１５４０２－３１１４Ｘ１－０３４２Ｘ２＋０４７７Ｘ３＋

０５６６Ｘ４＋０１１９Ｘ１Ｘ２－００１４Ｘ１Ｘ３＋

０００１Ｘ１Ｘ４＋０１９８Ｘ２Ｘ３－００８５Ｘ２Ｘ４－

００３０Ｘ３Ｘ４＋０１１２Ｘ
２
１＋０１０２Ｘ

２
２＋

０４３２Ｘ２３＋０６３６Ｘ
２
４ （２）

Ｙ２＝１６５２３－３０９８Ｘ１－０５４１Ｘ２＋０４３５Ｘ３＋

０５３３Ｘ４－００９７Ｘ１Ｘ２－００８２Ｘ１Ｘ３－

００６６Ｘ１Ｘ４－００６１Ｘ２Ｘ３＋００２３Ｘ２Ｘ４＋

０１６６Ｘ３Ｘ４＋０１９４Ｘ
２
１＋０２８３Ｘ

２
２＋

０３２３Ｘ２３＋０４６５Ｘ
２
４ （３）

Ｙ３＝６６３７４＋４９５８Ｘ１＋４７４８Ｘ２－２０２９Ｘ３－

２２８４Ｘ４＋０２７６Ｘ１Ｘ２－０３９９Ｘ１Ｘ３－

０３４１Ｘ１Ｘ４＋０２５７Ｘ２Ｘ３－００２８Ｘ２Ｘ４－

０２２３Ｘ３Ｘ４－２５５６Ｘ
２
１－１８１２Ｘ

２
２－

１６０６Ｘ２３－０６０８Ｘ
２
４ （４）

对 Ｙ１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模型 ＦＲ＝４０９７７＞

Ｆ００１（１４，２１）＝３０７，Ｐｒ＜０００１，回归极显著，复相

关系数 Ｒ２＝０９６５，表明该模型能够解释出机叶料

含水率随各因素变化的关系，拟合水平良好。对回

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３所示，其中一次

项 Ｘ１、Ｘ２与 Ｙ１呈负相关，Ｘ３、Ｘ４与 Ｙ１呈正相关；交

互项 Ｘ１Ｘ２、Ｘ１Ｘ４、Ｘ２Ｘ３与 Ｙ１呈正相关，Ｘ１Ｘ３、Ｘ２Ｘ４、

Ｘ３Ｘ４与 Ｙ１呈负相关；各平方项与 Ｙ１均呈正相关

关系。

表 ２　二次回归正交旋转组合设计及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ｔｅｓｔ

试验序号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Ｙ１／％ Ｙ２／％ Ｙ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３３９ １４２２ ６７５７

２ １ １ １ －１ １２５５ １３１４ ７３９４

３ １ １ －１ １ １１６２ １２９７ ７２６５

４ １ １ －１ －１ １１５７ １２６８ ７５８８

５ １ －１ １ １ １２６８ １４８３ ６００２

６ １ －１ １ －１ １２３１ １４２５ ６３６６

７ １ －１ －１ １ １３３２ １４３４ ６４１９

８ １ －１ －１ －１ １１１６ １３７９ ６７１３

９ －１ １ １ １ １９６３ ２０１３ ６２１５

１０ －１ １ １ －１ １８４４ １８９８ ６３３１

１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８２６ １９３４ ６２４７

１２ －１ １ －１ －１ １７６１ １８６５ ６５３８

１３ －１ －１ １ １ １９７５ ２１４２ ５２１７

１４ －１ －１ １ －１ １８９８ １９８８ ５６２３

１５ －１ －１ －１ １ １９１２ １９３１ ５５８５

１６ －１ －１ －１ －１ １８３３ １９１４ ５８４４

１７ ２ ０ ０ ０ ９７６ １０１３ ７３７６

１８ －２ ０ ０ ０ ２１３７ ２３８９ ４８７８

１９ ０ ２ ０ ０ １４１２ １５７８ ７６３２

２０ ０ －２ ０ ０ １６９３ １８８５ ５２１７

２１ ０ ０ ２ ０ １８０２ １８４３ ５８６３

２２ ０ ０ －２ ０ １５６７ １６５２ ７１５１

２３ ０ ０ ０ ２ １９３５ １９７３ ６２０８

２４ ０ ０ ０ －２ １５９７ １６３６ ７６０４

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４２ １５３５ ７２５７

２６ ０ ０ ０ ０ １３９８ １５２８ ６９０１

２７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６７ １６０２ ７０３４

２８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５４ １５４１ ７４５２

２９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８７ １５９７ ７１４３

３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５０１ １６１１ ６８７７

３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３８ １５６４ ６９２５

３２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２２ １５４４ ７１５６

３３ ０ ０ ０ ０ １５１２ １６２３ ７２３１

３４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６２ １５５５ ７０４９

３５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７１ １５６８ ６７３３

３６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０３ １５４７ ７１５７

　　注：表中各试验组合结果的标准偏差均小于５％。

　　对 Ｙ２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模型 ＦＲ＝４８０１４＞
Ｆ００１（１４，２１）＝３０７，Ｐｒ＜０００１，回归极显著，复相

关系数 Ｒ２＝０９７０，表明该模型能够解释出机茎料
含水率随各因素变化的关系，拟合水平良好。对回

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４所示，其中一次
项 Ｘ１、Ｘ２与 Ｙ２呈负相关，Ｘ３、Ｘ４与 Ｙ２呈正相关；交
互项 Ｘ１Ｘ２、Ｘ１Ｘ３、Ｘ１Ｘ４、Ｘ２Ｘ３与 Ｙ２呈负相关，Ｘ２Ｘ４、
Ｘ３Ｘ４与 Ｙ２呈正相关；各平方项与 Ｙ２均呈正相关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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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叶料样品含水率回归方程系数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ｆｏ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ｌｅａｆｍａｔｅｒｉｅ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模型中的系数项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差 ｔ值 Ｐ值

常数项 １５４０２ ０１１４ １３４８７５ ＜０００１

Ｘ１ －３１１４ ０１４０ －２２２６６ ＜０００１

Ｘ２ －０３４２ ０１４０ －２４４３ ００２３

Ｘ３ ０４７７ ０１４０ ３４０８ ０００３

Ｘ４ ０５６６ ０１４０ ４０４６ ０００１

Ｘ１Ｘ２ ０１１９ ０１７１ ０６９３ ０４９６

Ｘ１Ｘ３ －００１４ ０１７１ －００８０ ０９３７

Ｘ１Ｘ４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１ ０００７ ０９９４

Ｘ２Ｘ３ ０１９８ ０１７１ １１５３ ０２６２

Ｘ２Ｘ４ －００８５ ０１７１ －０４９６ ０６２５

Ｘ３Ｘ４ －００３０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５ ０８６３

Ｘ２１ ０１１２ ０１２１ ０９２５ ０３６５

Ｘ２２ ０１０２ ０１２１ ０８４３ ０４０９

Ｘ２３ ０４３２ ０１２１ ３５６７ ０００２

Ｘ２４ ０６３６ ０１２１ ５２４９ ＜０００１

表 ４　茎料样品含水率回归方程系数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ｆｏ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ｓｔｅａｍｍａｔｅｒｉｅ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模型中的系数项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差 ｔ值 Ｐ值

常数项 １６５２３ ０１０４ １５８３１２ ＜０００１

Ｘ１ －３０９８ ０１２８ －２４２３６ ＜０００１

Ｘ２ －０５４１ ０１２８ －４２３４ ＜０００１

Ｘ３ ０４３５ ０１２８ ３４０６ ０００３

Ｘ４ ０５３３ ０１２８ ４１６９ ＜０００１

Ｘ１Ｘ２ －００９７ ０１５７ －０６１９ ０５４３

Ｘ１Ｘ３ －００８２ ０１５７ －０５２３ ０６０６

Ｘ１Ｘ４ －００６６ ０１５７ －０４１９ ０６７９

Ｘ２Ｘ３ －００６１ ０１５７ －０３８７ ０７０２

Ｘ２Ｘ４ ００２３ ０１５７ ０１４８ ０８８４

Ｘ３Ｘ４ ０１６６ ０１５７ １０５８ ０３０２

Ｘ２１ ０１９４ ０１１１ １７５３ ００９４

Ｘ２２ ０２８３ ０１１１ ２５５５ ００１８

Ｘ２３ ０３２３ ０１１１ ２９１６ ０００８

Ｘ２４ ０４６５ ０１１１ ４２０３ ＜０００１

　　对 Ｙ３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模型 ＦＲ＝２０５７２＞
Ｆ００１（１４，２１）＝３０７，Ｐｒ＜０００１，回归极显著，复相

关系数 Ｒ２＝０９３２，表明该模型能够解释茎叶分离
率随各因素变化的关系，拟合水平良好。对回归系

数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５所示，其中一次项
Ｘ１、Ｘ２与 Ｙ３呈正相关，Ｘ３、Ｘ４与 Ｙ３呈负相关；交互
项 Ｘ１Ｘ２、Ｘ２Ｘ３ 与 Ｙ３ 呈正相关，Ｘ１Ｘ３、Ｘ１Ｘ４、Ｘ２Ｘ４、
Ｘ３Ｘ４与 Ｙ３呈负相关；各平方项与 Ｙ３均呈负相关

关系。

表 ５　茎叶分离率回归方程系数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５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ｆｏ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模型中的系数项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差 ｔ值 Ｐ值

常数项 ６６３７４ ０４１３ １６０５９３ ＜０００１

Ｘ１ ４９５８ ０５０６ ９７９５ ＜０００１

Ｘ２ ４７４８ ０５０６ ９３８０ ＜０００１

Ｘ３ －２０２９ ０５０６ －４００９ ０００１

Ｘ４ －２２８４ ０５０６ －４５１２ ＜０００１

Ｘ１Ｘ２ ０２７６ ０６２０ ０４４６ ０６６０

Ｘ１Ｘ３ －０３９９ ０６２０ －０６４３ ０５２７

Ｘ１Ｘ４ －０３４１ ０６２０ －０５５０ ０５８８

Ｘ２Ｘ３ ０２５７ ０６２０ ０４１５ ０６８２

Ｘ２Ｘ４ －００２８ ０６２０ －００４４ ０９６５

Ｘ３Ｘ４ －０２２３ ０６２０ －０３５９ ０７２３

Ｘ２１ －２５５６ ０４３８ －５８３０ ＜０００１

Ｘ２２ －１８１２ ０４３８ －４１３４ ＜０００１

Ｘ２３ －１６０６ ０４３８ －３６６３ ０００１

Ｘ２４ －０６０８ ０４３８ －１３８８ ０１８０

３２　回归模型优化分析
３２１　主因素分析

本试验采用四因素二次正交旋转组合设计，试

验数据进行中心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上的差异，编

码值的取值均限制在［－２，２］，在编码空间中处于
完全平等的地位，所以，可直接从回归系数绝对值看

出各因素对目标函数的影响程度
［１５］
。

由表３可知，回归方程 Ｙ１的各因素回归系数绝
对值从大到小依次为 Ｘ４、Ｘ３、Ｘ１、Ｘ２，即各因素对出
机叶料样品含水率影响大小依次为：喂料速度、转筒

转速、入口温度、入口风速。

由表４可知，回归方程 Ｙ２的各因素回归系数绝
对值从大到小依次为 Ｘ４、Ｘ３、Ｘ２、Ｘ１，即各因素对出
机茎料样品含水率影响大小依次为：喂料速度、转筒

转速、入口风速、入口温度。

由表５可知，回归方程 Ｙ３的各因素回归系数绝
对值从大到小依次为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即各因素对茎
叶分离率影响大小依次为：入口温度、入口风速、转

筒转速、喂料速度。

３２２　回归模型的寻优
以出机叶料样品含水率 Ｙ１为指标，在区间［－２，

２］内，得到的最小值 Ｙ１ｍｉｎ＝９０８％，对应的条件为
Ｘ１＝２、Ｘ２＝２、Ｘ３＝－０５５２、Ｘ４＝－０４４５，即入口温
度为 ４５０℃，入 口 风 速 为 １６ｍ／ｓ，转 筒 转 速 为
１２４５ｒ／ｍｉｎ，喂料速度为１７３１ｋｇ／ｍｉｎ，根据实际情
况修正后为：入口温度为４５０℃，入口风速为１６ｍ／ｓ，转
筒转速为１２ｒ／ｍｉｎ，喂料速度为１７ｋｇ／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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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机茎料样品含水率 Ｙ２ 为指标，在区间
［－２，２］内，得到的最小值 Ｙ２ｍｉｎ＝１００３％，对应的
条件为 Ｘ１ ＝２、Ｘ２ ＝０９６、Ｘ３ ＝ －０６７３、Ｘ４ ＝
－０５７３，即 入 口 温 度 为 ４５０℃，入 口 风 速 为
１３８６ｍ／ｓ，转筒转速为 １１３１ｒ／ｍｉｎ，喂料速度为
１６４７ｋｇ／ｍｉｎ，根据实际情况修正后为：入口温度为
４５０℃，入口风速为１４ｍ／ｓ，转筒转速为 １１ｒ／ｍｉｎ，喂
料速度为１６ｋｇ／ｍｉｎ。

以茎叶分离率 Ｙ３为指标，在区间［－２，２］内，
得到的最大值 Ｙ３ｍａｘ＝７７４５％，对应的条件为 Ｘ１＝
０９４８、Ｘ２＝１２７０、Ｘ３＝－０６１０、Ｘ４＝－２，即入口温
度为 ３９７５℃，入口风速为 １４４８ｍ／ｓ，转筒转速为
１１９１ｒ／ｍｉｎ，喂料速度为８ｋｇ／ｍｉｎ，根据实际情况修
正后为：入口温度为 ４００℃，入口风速为 １４ｍ／ｓ，转
筒转速为１２ｒ／ｍｉｎ，喂料速度为８ｋｇ／ｍｉｎ。

由于苜蓿贮存的安全水分必须小于 １５％［１０］
，

因此由 Ｙ１和 Ｙ２两个方程得出的条件理论上符合要
求，但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由于入口温度过高，造

成产品水分含量过低，部分产品颜色变黄，导致苜蓿

营养物质的流失，同时苜蓿叶片过分脆化，使得从旋

风式叶料捕集器出来的叶料粉末过多，不利于收集。

而由方程 Ｙ３得出的条件，使得茎叶分离率达到最大
值，达到并超过了 ９ＧＦＱＡ ６００型苜蓿干燥茎叶分
离设备的茎叶分离率大于 ７０％的设计要求，将由方
程 Ｙ３ 得出的条件 Ｘ１ ＝０９４８、Ｘ２ ＝１２７０、Ｘ３ ＝
－０６１０、Ｘ４＝－２代入Ｙ１和Ｙ２中，分别得物料含水
率为１３４７％和１４１８％，符合苜蓿贮存的安全水分
的要求，因此４个因素对出机叶料含水率、出机茎料

含水率、茎叶分离率的影响大小次序为：入口温度、

入口风速、转筒转速、喂料速度。

３２３　验证试验
在入口温度为４００℃，入口风速为 １４ｍ／ｓ，转筒

转速为 １２ｒ／ｍｉｎ，喂料速度为 ８ｋｇ／ｍｉｎ的条件下将
试验重复３次，Ｙ１为 １３２４％、１３６８％、１３３５％，平
均值为 １３４２％；Ｙ２为 １４０７％、１４７５％、１３９２％，
平 均 值 为 １４２４％；Ｙ３ 为 ７８１２％、７７２６％、
７６７８％，平均值为７７３８％，３项数据与各自模型的
预测值均较为接近，因此试验所得数学模型和最佳

工艺参数组合可用于指导苜蓿茎叶干燥分离的生

产。

４　结论

（１）以入口温度、入口风速、转筒转速和喂料速
度为自变量，出机叶料样品含水率、出机茎料样品含

水率、茎叶分离率为目标函数进行了四因素二次回

归正交旋转组合设计试验，并建立了相应的回归方

程，通过方差分析和显著性检验，确立了回归方程。

（２）经过综合分析，４个因素对出机叶料含水
率、出机茎料含水率、茎叶分离率的影响大小次序

为：入口温度、入口风速、转筒转速、喂料速度。

（３）优化的各因素参数分别为：入口温度
４００℃、入口风速１４ｍ／ｓ、转筒转速为 １２ｒ／ｍｉｎ、喂料
速度８ｋｇ／ｍｉｎ。在此条件下出机叶料含水率、出机
茎料含水率和茎叶分离率分别达到了 １３４２％、
１４２４％和７７３８％，说明回归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
度，能较好地预测苜蓿茎叶干燥分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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