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２年 ４月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第 ４３卷 第 ４期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９

ＰＷＭ变量喷雾喷头流量模型

翟长远１　王　秀２　密雅荣１　范鹏飞２　马永兵１

（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陕西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２．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９７）

　　【摘要】　基于脉宽调制（ＰＷＭ）的变量喷雾控制中，尤其对喷头进行独立控制时，喷头流量模型不可或缺。设

计了能够精确控制喷雾压力，便捷设定 ＰＷＭ参数的试验平台，并使用该平台进行了二次回归正交试验，针对

ＴＥＥＪＥＴＡＩＴＸＡ８００２型、８００３型和 ８００４型喷头分别建立了喷头流量模型。参数检验和失拟检验表明喷头流量模

型合适。模型普适性试验表明，８００２型喷头模型最大相对误差为 ７０５％，最小相对误差为 ０１４％；８００３型喷头模

型最大相对误差为 ７２７％，最小相对误差为 ０３１％；８００４型喷头模型最大相对误差为 ７９４％，最小相对误差为

０７１％；模型计算流量和实际测量流量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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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变量喷雾技术是对靶喷药实施的保障，主要有

改变压力控制流量法、改变行走速度调节施药量法

和基于脉宽调制（ＰＷＭ）技术的流量控制法［１～２］
。

改变压力控制流量法依据喷雾流量与液压的平方根



呈比例，通过改变喷雾压力可以改变喷雾流量
［３～５］

，

但对于一定流量控制范围，所需要的压力调节范围

须非常宽，而压力的变化会改变雾滴粒径和喷雾分

布方式，很难达到喷雾性能要求。改变行走速度调

节施药量法，由于行走速度变化较慢，应用范围具有

较大局限性。基于 ＰＷＭ技术的流量控制法利用
ＰＷＭ波控制电磁阀频繁开关以控制工作流量，进而
对喷雾量按需控制

［６～１２］
，研究表明 ＰＷＭ变量喷雾

流量调节范围宽，工作稳定。基于 ＰＷＭ技术进行
变量 喷 雾，喷 头 流 量 模 型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１３］
。

Ｌｅｂｅａｕ、杨莉等使用线性方程对喷头特性进行了描
述，方程使用方便，但没有考虑喷雾压力和 ＰＷＭ频
率对喷头流量的影响，只能在某一确定压力和固定

频率下使用
［１４～１５］

。刘大印等采用正交组合设计方

法，在 ＰＷＭ频率为 １０Ｈｚ的条件下，建立了压力、
ＰＷＭ占空比和流量的关系模型，没有考虑 ＰＷＭ频
率对流量的影响，使用范围受到限制

［１６］
。

本文旨在设计 ＰＷＭ变量喷雾喷头流量模型试
验台的基础上，通过二次回归正交设计试验建立

ＴＥＥＪＥＴＡＩＴＸＡ８００２型、８００３型、８００４型喷头流量
模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平台搭建
为了建立喷头流量模型，搭建了一个能够精确

控制喷雾压力，便捷设定 ＰＷＭ参数的试验平台，如
图１所示。

图 １　喷头流量模型试验平台框图

Ｆｉｇ．１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ｎｏｚｚｌｅｆｌｏｗｍｏｄｅｌ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１．调压控制器　２．压力传感器　３．计算机　４．ＰＷＭ波发生器　

５．电磁阀　６．喷头　７．收集皿　８．药罐　９．药液　１０．气罐　

１１．ＰＩＤ调压阀　１２．气泵
　

喷头流量模型试验平台包括药液供给模块、压

力控制模块和 ＰＷＭ波发生模块。药液供给模块包
括气泵、气罐、药罐、喷头和收集皿，气泵压缩空气向

气罐提供一定压力的气体，气体通过管道进入药罐，

药液在气体压力的作用下沿药罐底部管道经过喷头

喷射出去，收集皿能够收集药液以测量其体积。压

力控制模块由调压控制器、ＰＩＤ调压阀和压力传感
器组成，调压控制器通过压力传感器采集气罐内气

体压力，并实时控制 ＰＩＤ调压阀，使压力恒定于用户

设定压力。在试验过程中液位变化不大，且喷头与

液位近似处于同一高度，可以认为气罐气体压力即

为喷雾压力。ＰＷＭ波发生模块包含计算机、ＰＷＭ
波发生器和电磁阀，用户使用计算机软件设置 ＰＷＭ
波频率和占空比，计算机通过 ＲＳ２３２串口将参数发
送给 ＰＷＭ波发生器发出 ＰＷＭ波，按要求控制电磁
阀频繁开闭。调压控制器和 ＰＷＭ波发生器如图 ２
和图３所示。计算机软件界面如图４所示。

图 ２　调压控制器原理框图

Ｆｉｇ．２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图 ３　ＰＷＭ波发生器框图

Ｆｉｇ．３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ＷＭ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图 ４　计算机软件界面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调压控制器的核心是单片机 ＳＴＣ１２Ｃ５Ａ６０Ｓ２，

它集成了 ８路数模转换器。４×４键盘和 １２８×６４
ＬＣＤ显示屏作为控制器的输入输出设备，用于和用
户进行信息交换，接收用户压力设置并将设置压力

和实际压力显示给用户。压力传感器（ＡＳＴ４１００型，
美国传感器技术公司）将压力信息转换为４～２０ｍＡ
电流信号，经电流、电压转换后送给单片机内置的

Ａ／Ｄ转换模块，单片机根据用户设置压力和实际压
力输出数字控制信号，该信号经过数模转换后控制

ＰＩＤ调压阀（ＦＥＳＴＯＭＰＰＥ ３ １／８ ６ ４２０ Ｂ）。
直流 ２４Ｖ适配器为压力传感器和 ＰＩＤ调压阀提供
电源，降压、稳压模块将 ２４Ｖ电压转换为直流 ５Ｖ
电源为单片机供电。

ＰＷＭ波发生器由单片机（ＳＴＣ１２Ｃ５Ａ６０Ｓ２）、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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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通信模块、电磁阀驱动电路和电源转换模块组成。

串口通信模块用于实现计算机和单片机通信。电磁

阀（ＧＥ８２００ ２型，浙江温岭捷凯阀业有限公司）驱
动电压为１２Ｖ，单片机无法直接驱动，需要设计驱
动电路对单片机驱动信号进行放大。降压、稳压电

路实现直流１２Ｖ向直流５Ｖ的转换，为单片机供以
５Ｖ稳定电压。

计算机软件主要具有串口设置、ＰＷＭ波参数输
入和 ＰＷＭ波输出启停功能。串口设置用于设置和
单片机通信的串口号、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和停

止位等参数。当用户发出启动命令，软件会打开串

口并通过串口向 ＰＷＭ波发生器发送 ＰＷＭ参数和
启动命令字符串；当发出停止命令时，软件发送停止

命令字符串以使 ＰＷＭ波发生器停止输出 ＰＷＭ波
信号并关闭计算机串口。

１２　二次回归正交组合设计
ＰＷＭ变量喷雾喷头流量会受到喷雾压力、

ＰＷＭ频率和占空比的影响，为了建立喷头流量模
型，本文采用二次回归正交组合设计方法

［１７］
，试验

因素水平如表１所示。
针对 ３种锥形喷头 ＴＥＥＪＥＴＡＩＴＸＡ８００２型、

８００３型和 ８００４型，从每种类型中随机选出一个喷
头，使用喷头流量模型试验平台，分别进行试验。根

据二次回归正交试验方法，每一个喷头需要手工测

量１７组流量数据，每组包含 ３次重复。每次测量
　　

中，用秒表记录喷雾时间（约２０ｓ），用量杯测量液体
体积，进而计算出喷头流量。

表 １　试验因素水平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

水平
因素

压力 ｘ１／ＭＰａ 频率 ｘ２／Ｈｚ 占空比 ｘ３

γ ０５０ １０ ０９０

１ ０４６ ９ ０８２

０ ０３５ ６ ０６０

－１ ０２４ ３ ０３８

－γ ０２０ ２ ０３０

２　结果及其分析

２１　ＴＥＥＪＥＴＡＩＴＸＡ８００２型喷头流量模型
ＴＥＥＪＥＴＡＩＴＸＡ８００２型喷头流量模型试验结果

如表２所示，流量 １～３是手工测量的 ３次重复数
据，平均流量是这３次重复的平均值。１７组试验中
前１４组是正交试验数据，后３组是中心点重复试验
数据。计算出失拟检验统计量 ＦＬｆ＝３９４＜Ｆ０９５（５，
２）＝１９３，Ｆ＝１２６６＞Ｆ０９５（９，７）＝３７，说明所得
喷头流量模型是合理的。计算出回归模型为

ｙ＝２７６９ｐｄ－５３４ｐ＋４８１ｄ＋１３４ （１）
式中　ｐ———喷雾压力，ＭＰａ

ｄ———占空比　　ｙ———喷头流量，ｍＬ／ｓ

表 ２　ＴＥＥＪＥＴＡＩＴＸＡ８００２型喷头流量模型试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Ｆｌｏｗｍｏｄｅｌｔｒｉ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ＥＥＪＥＴＡＩＴＸＡｎｏｚｚｌｅｏｆｔｙｐｅ８００２

试验 压力 ｘ１／ＭＰａ 频率 ｘ２／Ｈｚ 占空比 ｘ３ 流量１／ｍＬ·ｓ－１ 流量２／ｍＬ·ｓ－１ 流量３／ｍＬ·ｓ－１ 平均流量／ｍＬ·ｓ－１

１ ０４６ ９ ０８２ １２４８ １２５６ １２７２ １２５９

２ ０４６ ９ ０３８ ５２３ ５２４ ５２８ ５２５

３ ０４６ ３ ０８２ １３７４ １３６４ １４０１ １３８０

４ ０４６ ３ ０３８ ５６６ ５６９ ５７８ ５７１

５ ０２４ ９ ０８２ ９２８ ９４１ ９６９ ９４６

６ ０２４ ９ ０３８ ４５０ ４４６ ４４６ ４４８

７ ０２４ ３ ０８２ ９４２ ９５２ ９５０ ９４８

８ ０２４ ３ ０３８ ４４６ ４３６ ４４３ ４４１

９ ０５０ ６ ０６０ ９９１ ９６２ ９５６ ９７０

１０ ０２０ ６ ０６０ ５９６ ６０５ ６００ ６００

１１ ０３５ １０ ０６０ ７８３ ７８５ ７８９ ７８６

１２ ０３５ ２ ０６０ ８２３ ８４３ ８２１ ８２９

１３ ０３５ ６ ０９０ １２４４ １２２８ １２２６ １２３３

１４ ０３５ ６ ０３０ ３６４ ３６４ ３６４ ３６４

１５ ０３５ ６ ０６０ ８８７ ９０７ ９０１ ８９８

１６ ０３５ ６ ０６０ ８８１ ８６７ ８５３ ８６７

１７ ０３５ ６ ０６０ ８４４ ８４１ ８４０ ８４２

２４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为分析流量模型的普适性，随机选取 ３个同类
型的喷头，随机选择不同压力和 ＰＷＭ参数的４种组
合对该流量模型进行了验证试验，试验结果如表３所
示。由表可知，模型流量和实际测量流量具有很好的

一致性，最大相对误差为７０５％，最小误差为０１４％。
２２　ＴＥＥＪＥＴＡＩＴＸＡ８００３型和 ８００４型喷头流量

模型

ＴＥＥＪＥＴＡＩＴＸＡ８００３型喷头流量模型为
ｙ＝００４５６ｆ２＋８４７ｄ２＋２１９０ｐｄ－

１１４ｐ－０６７ｆ＋１３９ｄ＋３８６ （２）
式中　ｆ———ＰＷＭ频率，Ｈｚ

模型流量和实测流量有很好的一致性（表 ３），
最大相对误差为７２７％，最小误差为０３１％。

ＴＥＥＪＥＴＡＩＴＸＡ８００４型喷头流量模型为
ｙ＝００９ｆ２＋２１６９ｄ２＋２３９７ｐｄ＋
１０７ｐ－１０９ｆ－９９７ｄ＋７１１ （３）

该模型普适性试验（表３）表明最大相对误差为
７９４％，最小误差为０７１％。

表 ３　ＴＥＥＪＥＴＡＩＴＸＡ喷头流量模型普适性分析

Ｔａｂ．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ＥＥＪＥＴＡＩＴＸＡｎｏｚｚｌｅｆｌｏｗｍｏｄｅｌ

喷头

型号

压力／

ＭＰａ

频率／

Ｈｚ
占空比

模型值

／ｍＬ·ｓ－１

喷头１测量值 喷头２测量值 喷头３测量值

流量

／ｍＬ·ｓ－１
相对误

差／％

流量

／ｍＬ·ｓ－１
相对误

差／％

流量

／ｍＬ·ｓ－１
相对误

差／％

０５ １０ ０９０ １５４６ １４３７ ７０５ １４６４ ５３０ １５０３ ２７８

８００２
０４ ５ ０５０ ７１５ ７１２ ０４２ ６９９ ２２４ ７１４ ０１４

０３ １０ ０７０ ８９２ ９１０ ２０２ ９２１ ３２５ ８７２ ２２４

０２ ６ ０９０ ９５９ ９７１ １２５ ９９１ ３３４ ９４３ １６７

０５ １０ ０９０ １９１２ １９１８ ０３１ １８８６ １３６ １８１０ ５３３

８００３
０４ ５ ０５０ ８３９ ９００ ７２７ ８７５ ４２９ ８４８ １０７

０３ １０ ０７０ １１１０ １１６３ ４７７ １０８４ ２３４ １０３８ ６４９

０２ ６ ０９０ １３３１ １４２５ ７０６ １２７０ ４５８ １２９７ ２５５

０５ １０ ０９０ ２５１３ ２３８６ ５０５ ２４０３ ４３８ ２３６２ ６０１

８００４
０４ ５ ０５０ ９５７ ９９３ ３７６ １０３３ ７９４ １０２１ ６６９

０３ １０ ０７０ １４２１ １３９０ ２１８ １３４７ ５２１ １３９９ １５５

０２ ６ ０９０ １６９３ １７０５ ０７１ １６７７ ０９５ １７５７ ３７８

３　结论

（１）设计了基于 ＰＷＭ变量喷雾喷头流量模型
试验台，该试验台能够精确控制喷雾压力，便捷设定

ＰＷＭ频率和占空比等参数。
（２）针对 ＴＥＥＪＥＴＡＩＴＸＡ８００２型、８００３型和

８００４型喷头分别建立了喷头流量模型，并对其进行
了参数检验和失拟检验，结果表明喷头流量模型合

适。

（３）随机选择同类喷头的其他喷头进行了模型
普适性试验，其中８００２型喷头模型最大相对误差为
７０５％，最小相对误差为 ０１４％；８００３型喷头模型
最大和最小相对误差分别为 ７２７％和 ０３１％；８００４
型喷头模型最大和最小相对误差分别为 ７９４％和
０７１％，结果表明，模型流量和实际测量流量均具有
很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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