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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设计了具有喷头变速摇摆功能和自动进、排药功能的温室摇摆式变量弥雾机。为验证和优化喷雾机

的施药效果，以喷雾流量、喷雾距离、喷雾机行走速度和喷头摆动速度为自变量，雾滴分布变异系数为响应值，根据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试验设计原理，采用四因素三水平响应面分析方法，并利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建立数学模型，对各因

素及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４个因素的影响显著性由大到小依次为：喷头摆动速度、喷雾机行走速度、喷

雾距离、喷雾流量；喷雾机的最佳喷雾参数为：喷雾流量 １８５ｍＬ／ｍｉｎ、喷雾距离 ２ｍ、喷雾机行走速度 ８ｃｍ／ｓ和喷头

摆动速度 ５（°）／ｓ，此时雾滴分布变异系数为 １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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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日光温室推广普及，以及人们对安全施药

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开发温室专用的高效施药

技术和装备已迫在眉睫。温室无人自动施药技术是

近年来设施农业植保机械领域研究的新技术。



ＤｒａｍｍＡｕｔｏｆｏｇ喷雾系统采用自动烟雾生成器和循
环风扇，在需要手动喷雾的场所进行自动喷雾，避免

了操作者与农药过度接触带来的危害
［１］
；Ｒｏｗｅ等

将喷头安装在温室内部的固定支架上，利用继电器

自动控制施药时间，实现无人自动施药
［２］
。我国在

此领域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目前，我国仍广泛

使用手动背负式喷雾器对温室进行病虫害防治喷

雾，防治效果差，农药使用量大，有效利用率仅为

２０％ ～３０％。温室施药人员通过暴露于环境中的皮
肤和呼吸系统直接接触农药，从而引发农药中

毒
［３～６］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研究一种用于温

室的摇摆式变量弥雾机，以喷雾参数作为自变量，通

过试验测得不同因素水平组合条件下雾滴分布变异

系数，采用响应面分析法确定各因素及其交互作用

对施药指标的影响和获取最优控制变量组合，以达

到最佳喷雾性能。

１　试验装置与方法

１１　试验装置
温室摇摆式变量弥雾机是一台自动变速变量智

能喷雾装置。整个系统集成了喷雾机构、摆动机构、

行走机构和自动加药装置，其主要结构如图１所示。
其中，喷雾机构选用旋切风雾化喷头，内置起涡器将

风机产生的气流转换成高速旋切气流，高速旋切气

流将液体雾化，雾化后的雾滴形成弥雾，经风机驱动

通过喷头体飘向温室内的作物。喷雾机构上的 Ｕ
型支架组成摆动机构，以摆动机构上的接近开关作

为中间定位点，实现喷雾机构左、右摆动角度及方向

的控制。当摆动机构摆动到极限位置时，接近开关

发出信号给电控箱，进而调节摆动机构反方向转动，

如此循环摆动，以达到最佳的施药效果。喷雾机行

走机构设置在机架上端，包括步进电动机和 ２个驱
动轮，行走机构具有前进、后退和自动返回３种工作
模式。自动加药装置通过控制装置上的按键完成加

药和排药过程，达到一键式操作，使用方便、快捷，且

避免了操作人员与农药的直接接触。

１２　试验方法
由于喷头类型、喷雾流量、喷雾压力和风速等因

素的制约，喷洒的雾滴有很大一部分到不了预定的

目标，而到了目标的雾滴又因为分布不均而使药效

不高
［７］
。精确变量喷雾的重要研究内容即是使喷

雾雾滴在目标上均匀分布，均匀分布的程度一般用

变异系数表示。变异系数小于 １０％的喷雾分布模
型是非常一致的，变异系数在 １０％ ～１５％之间的喷
雾分布模型可以接受或能够使用，变异系数大于

１５％的分布模型则无法使用［８］
。因此，试验内容以

图 １　温室摇摆式变量弥雾机

Ｆｉｇ．１　Ｓｗ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ｍｉｓｔｓｐｒａｙｅｒ
　
验证喷雾机喷雾模型均匀性和优选适于精确农业变

量作业的最佳条件为目的，通过设计不同因素水平

组合的试验方案，测量各试验条件下的雾滴沉积分

布变异系数，以方差分析为手段建立数学回归模型，

应用响应面法分析并优化喷雾参数。

２　试验设计与流程

２１　试验布置

在中国农业大学植保机械实验室 ３ｍ×３ｍ的
区域内，布置分布在３个不同喷雾距离的１８个采样
点，沉积载体选用直径９ｃｍ的滤纸，试验布置如图２
所示。

图 ２　采样点布置

Ｆｉｇ．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
　

２２　试验仪器

选用 ＫＡＮＯＭＡＸＣｌｉｍｏｍａｓｔｅｒＡ５３１型环境测试
仪测量环境温度和湿度；ＡＶＭ ０５型风速仪测量风
机风速；７２２Ｎ型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滤纸上喷雾药
液的浓度。

２３　试验设计
试验设计运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７０软件对试验数

据进行回归分析，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设计模型能用较少
的试验次数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根据相关文献和

单因素试验，选取喷雾流量、喷雾距离、喷雾机行走

速度和喷头摇摆速度为试验因素，雾滴分布变异系

数为响应值进行响应面分析试验。因素水平和编码

如表１所示。

６４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表 １　响应面分析法的因素与水平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

水平

因素

喷雾流量

ｘ１／ｍＬ·ｍｉｎ
－１

喷雾距离

ｘ２／ｍ

喷雾机行走

速度 ｘ３／ｃｍ·ｓ
－１

喷头摆动速度

ｘ４／（°）·ｓ
－１

１ ３００ ３０ １２ １０
０ １９０ ２０ ８ ６
－１ ８０ １０ ４ ２

２４　试验流程
试验在中国农业大学植保机械实验室进行，每

个试验重复３次，取 ３次的平均值计入结果。试验
步骤如下：

（１）配制溶液
试验测试的示踪物选用亚甲基蓝粉末，以自来

水作为溶剂进行配制，配制后溶液的质量浓度为

０５ｇ／Ｌ。
（２）确定试验条件
每次开始试验时喷雾机处于悬挂导轨左起始

点，喷头初始竖直向下，垂直且平行喷雾机喷头的喷

雾区域为喷雾距离 ０ｍ，单位时间内喷头摆动与竖
直方向的夹角为喷头摆动速度。根据试验设计要

求，分别调节喷雾流量、喷雾距离、喷头摇摆速度和

喷雾机行走速度等工作参数至预定值。

（３）测定试验环境参数
实验室内密闭无自然风，温度 ２６８℃、相对湿

度２４％、喷雾机喷头风机风速 １０３ｍ／ｓ、大气压力
１０１３ｋＰａ。

（４）采集样品
喷雾机和药箱通过驱动行走机构在导轨上作往

复运动，喷头单面向左摆动，导轨长 ３ｍ，采样时间
为喷雾机在导轨上往返运动 ２次的时长。喷雾后
１０～３０ｍｉｎ滤纸变干，将滤纸收集到干燥的采样瓶
中，在瓶中加 １００ｍＬ的蒸馏水（含酒精体积分数
５％），静置２ｈ，把滤纸上沉积的亚甲基蓝洗脱下来。
用分光光度计测定液体中的亚甲基蓝浓度，然后计

算各采样区域每片滤纸上的雾滴沉积量。

（５）雾滴分布变异系数
雾滴分布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为

ｃｖ＝
ｓ
ｘ×１００％ （１）

式中　ｃｖ———雾滴沉积分布变异系数，％
ｓ———滤纸雾滴沉积量标准差
ｘ———滤纸雾滴沉积量平均值，μｇ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试验设计方案及结果
试验结果如表２所示。应用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

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编码值表示的雾滴分布变异

系数 Ｙ的二次回归模型为
Ｙ＝１５９－００３１Ｘ１－００４３Ｘ２＋０２Ｘ３＋０２１Ｘ４－

００４７Ｘ１Ｘ２＋００１３Ｘ１Ｘ３－０３１Ｘ１Ｘ４＋
００６７Ｘ２Ｘ３－００８Ｘ２Ｘ４＋０１８Ｘ３Ｘ４＋

０６２Ｘ２１＋０２４Ｘ
２
２＋１１１Ｘ

２
３＋０３４Ｘ

２
４ （２）

表 ２　响应面分析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试验号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Ｙ／％

１ １ －１ ０ ０ ２６７

２ ０ ０ １ －１ ２７１

３ ０ －１ －１ ０ ２７８

４ ０ －１ ０ －１ １９５

５ －１ １ ０ ０ ２３５

６ １ ０ ０ －１ ２５５

７ １ ０ ０ １ ２２７

８ ０ １ ０ －１ ２０９

９ －１ ０ １ ０ ３５４

１０ －１ －１ ０ ０ ２４８

１１ １ ０ １ ０ ３５４

１２ ０ ０ １ １ ３７１

１３ ０ １ １ ０ ３２１

１４ ０ １ －１ ０ ２６３

１５ ０ ０ －１ １ ３０３

１６ １ １ ０ ０ ２３５

１７ －１ ０ －１ ０ ３１１

１８ ０ －１ ０ １ ２３９

１９ ０ ０ －１ －１ ２７４

２０ －１ ０ ０ －１ ２１９

２１ １ ０ －１ ０ ３０６

２２ ０ １ ０ １ ２２１

２３ －１ ０ ０ １ ３１４

２４ ０ －１ １ ０ ３０９

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７

２６ ０ ０ ０ ０ １７８

２７ ０ ０ ０ ０ １７６

２８ ０ ０ ０ ０ １３２

２９ ０ ０ ０ ０ １６３

　　对模型（式２）进行方差分析和回归系数显著性
检验，结果见表 ３。由表 ３方差分析可知，模型的
Ｐ＜００００１，表明模型极显著；失拟项 Ｐ＞００５，失
拟不显著，回归模型与实际拟合良好，Ｒ２为 ０９４０１，
拟合度高，说明模型所拟合的二次回归方程合适，能

正确反映雾滴分布变异系数 Ｙ与 Ｘ１、Ｘ２、Ｘ３和 Ｘ４之
间的关系，模型可以较好地对体系内各种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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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预测。

表 ３　方差分析

Ｔａｂ．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项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Ｐ

Ｘ１ ００１１ １ ００１１ ０４８ ０５０１９

Ｘ２ ００２３ １ ００２３ ０９４ ０３４９１

Ｘ３ ０５０ １ ０５０ ２０８４ ００００４

Ｘ４ ０５３ １ ０５３ ２２０４ ００００３

Ｘ１Ｘ２ ９０２５×１０－３ １ ９０２５×１０－３ ０３８ ０５４９６

Ｘ１Ｘ３ ６２５０×１０－４ １ ６２５０×１０－４ ００２６ ０８７４１

Ｘ１Ｘ４ ０３８ １ ０３８ １５７５ ０００１４

Ｘ２Ｘ３ ００１８ １ ００１８ ０７６ ０３９８３

Ｘ２Ｘ４ ００２６ １ ００２６ １０７ ０３１９３

Ｘ３Ｘ４ ０１３ １ ０１３ ５２５ ００３８０

Ｘ２１ ２４９ １ ２４９ １０３５２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２ ０３７ １ ０３７ １５２７ ０００１６

Ｘ２３ ７９４ １ ７９４ ３３０８０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４ ０７３ １ ０７３ ３０３７ ＜００００１

模型 １０７３ １４ ０７７ ３１９３ ＜００００１

失拟项 ０１８ １０ ００１８ ０４７ ０８４５９

残差 ０３４ １４ ００２４

净误差 ０１５ ４ ００３８

总离差 １１０７ ２８

图 ３　喷雾距离和喷雾流量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交互影响的三维曲面图和等高线图

Ｆｉｇ．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ｐｌｏｔｓ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由表３也可知，模型的一次项 Ｘ３（喷雾机行走
速度）和 Ｘ４（喷头摇摆速度）影响极显著，而 Ｘ１（喷

雾流量）和 Ｘ２（喷雾距离）影响不显著；二次项 Ｘ
２
１、

Ｘ２２、Ｘ
２
３和 Ｘ

２
４都影响极显著；交互项 Ｘ１Ｘ４和 Ｘ３Ｘ４影

响显著，其余各项均不显著。根据模型各因素的回

归系数的大小，可得到各因素的影响主次顺序为：

Ｘ４、Ｘ３、Ｘ２、Ｘ１，即喷头摆动速度、喷雾机行走速度、

喷雾距离、喷雾流量
［９］
。

３２　模型交互项的解析
根据回归方程（式 ２）作出响应面图和等高线

图。等高线的形状可反映出交互作用的强弱，椭圆

形表示两因素交互作用显著，而圆形则相反
［１０］
。

由图 ３可知，获得较好雾滴分布均匀性的条件
是喷雾流量 １９０ｍＬ／ｍｉｎ，喷雾距离 ２ｍ。随着喷雾
流量的增加，雾滴分布变异系数呈现先减小后增加

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单位时间喷雾流量过大，会使

喷雾区域内沉积的雾滴相互重叠，单位时间内喷雾

流量过小，会降低雾滴在区域内的覆盖率。

由图 ４可知，获得较好雾滴分布均匀性的条件
是喷雾流量 １９０ｍＬ／ｍｉｎ，喷雾机行走速度 ８ｃｍ／ｓ。
随着喷雾机行走速度的增加，雾滴分布变异系数呈

现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喷雾机行走速

度影响到喷雾机行走的稳定性，速度过快或过慢将

影响喷雾机在导轨上行走的平衡能力。

由图 ５可知，获得较好雾滴分布均匀性的条件
是喷雾流量１９０ｍＬ／ｍｉｎ，喷头摆动速度４（°）／ｓ。两
因素交互作用的等高线图表明，喷雾流量和喷头摆

动速度的交互作用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影响显著，

与方差分析结果相吻合。

由图 ６可知，喷雾距离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影
响不明显，与方差分析结果一致。

由图７可知，随着喷头摆动速度的增加，雾滴分
布变异系数呈现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主要原因是

喷头摆动速度决定单位时间内施药面积，如果施药

面积过大，会出现漏喷的现象，施药面积过小，会造

成同一区域内多次喷洒。

由图 ８可知，两因素交互作用的等高线图表明
喷雾机行走速度和喷头摆动速度的交互作用对雾滴

分布变异系数影响显著，与方差分析结果相同。

３３　喷雾机最优参数确定及模型验证
通过对回归方程模型进行优化求解，得到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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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喷雾机行走速度和喷雾流量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交互影响的三维曲面图和等高线图

Ｆｉｇ．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ｐｌｏｔｓ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ｉｓｔｓｐｒａｙｅｒｆｏｒｗａｒ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 ５　喷头摆动速度和喷雾流量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交互影响的三维曲面图和等高线图

Ｆｉｇ．５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ｐｌｏｔｓ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ｏｚｚｌｅｓｗ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 ６　喷雾机行走速度和喷雾距离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交互影响的三维曲面图和等高线图

Ｆｉｇ．６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ｐｌｏｔｓ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ｉｓｔｓｐｒａｙｅｒｆｏｒｗａｒ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摇摆式变量弥雾机最优喷雾参数为：喷雾流量

１８４５ｍＬ／ｍｉｎ、喷雾距离 ２０４ｍ、喷雾机行走速度
７７３ｃｍ／ｓ和喷头摆动速度 ４７５（°）／ｓ，此条件下雾
滴分布变异系数为１５５２％。

为验证模型的可靠性，采用上述最优喷雾参数

进行 ３次试验，３次试验的雾滴分布变异系数均值
为 １６３２％，相对误差 ５１％，和理论预测值基本吻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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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喷头摆动速度和喷雾距离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交互影响的三维曲面图和等高线图

Ｆｉｇ．７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ｐｌｏｔｓ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ｏｚｚｌｅｓｗ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 ８　喷头摆动速度和喷雾机行走速度对雾滴分布变异系数交互影响的三维曲面图和等高线图

Ｆｉｇ．８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ｐｌｏｔｓ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ｏｚｚｌｅｓｗ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ｍｉｓｔｓｐｒａｙｅｒｆｏｒｗａｒ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４　结论

（１）根据响应面分析法进行喷雾机参数优化的
试验结果得出：影响喷雾雾滴分布变异系数的因素

由大到小依次为喷头摆动速度、喷雾机行走速度、喷

雾距离、喷雾流量。

（２）建立了雾滴分布变异系数与喷雾流量、喷
雾距离、喷雾机行走速度和喷头摆动速度的二次多

　　

项式回归模型，得到最佳操作参数。经试验验证，当

喷雾流量为１８５ｍＬ／ｍｉｎ、喷雾距离为２ｍ、喷雾机行
走速度为８ｃｍ／ｓ、喷头摆动速度为 ５（°）／ｓ时，得到
雾滴分布变异系数为 １６３２％，相对误差为 ５１％。
试验值与理论值基本吻合，证明了该模型的可靠性。

（３）响应面曲面分析结果表明，喷雾流量和喷
头摇摆速度、喷雾机行走速度和喷头摇摆速度的交

互作用影响显著，而其他交互作用影响不显著。

参 考 文 献

１　ＮｕｙｔｔｅｎｓＤ，ＷｉｎｄｅｙＳ，ＳｏｎｃｋＢ．Ｏｐｔｉｍ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ｐｒａｙｂｏｏｍ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ｓｐｒａ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４，８９（４）：４１７～４２３．

２　ＲｏｗｅＤＥ，ＭａｌｏｎｅＳ，ＹａｔｅＱ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ｓｐｒａｙ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Ｊ］．Ｃｒｏｐ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０，４０（４）：１１７６～１１７９．

３　ＬｉｕＱｉａｎ，Ｌａｎ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Ｎａ，ｅｔａｌ．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ｄｅａｔｈ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ｙｐｅａｎｄ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ｔｏｎｇｊｉ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Ｈｕｂｅｉ［Ｊ］．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９，１９３（１～３）：８８～９４．

４　张霞．温室蔬菜病虫危害的特点及综合防治技术［Ｊ］．内蒙古农业科技，２００６（７）：２７～２８，３１．
５　何雄奎．改变我国植保机械和施药技术严重落后的现状［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４，２０（１）：１３～１５．
ＨｅＸｉｏｎｇｋｕｉ．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ｅｖｅｒｅｄｒａｇｇｌｉｎｇ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４，２０（１）：１３～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下转第 ５４页）

０５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室气吹作用和有平衡气孔气室气吹作用 ３种状态
下，排种器的合格指数分别为 ６６８％、７８４％和
８２０％，漏播指数分别为 １４４％、４４％和 ２４％。

在有平衡气孔气室气吹作用下，播种最均匀，单位长

度内播种数量变化范围在 １０％内。在有平衡气孔
气室气吹作用下，排种器性能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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