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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联合收获机脱出物清选试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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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设计了一种离心气流清选和回转筛选组合式的风筛式清选试验台，论述了该试验台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分析确定了主要结构和运行参数。试验研究了离心风机转速、清选筛转速、筛面型式和提升螺旋输送器转速等主

要影响因素与清选性能指标的关系，结果表明影响清选性能的因素主次顺序为清选筛转速、离心风机转速、筛面型

式、提升螺旋输送器转速，且在离心风机转速为 ２２００ｒ／ｍｉｎ，清选筛转速为 ６０ｒ／ｍｉｎ，筛面体采用长对角线 ６７ｍｍ、

短对角线 ４０ｍｍ的菱形孔网眼筛，提升螺旋输送器转速为 １１５０ｒ／ｍｉｎ时，清选性能指标达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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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油菜机械化收获工艺主要有分段收获和联合收

获
［１］
。我国对油菜联合收获机的研究主要建立在

技术较为成熟的稻麦联合收获机基础上进行设计改

装
［２］
。清选装置是联合收获机核心工作部件，直接

影响清洁率、损失率和生产率等技术指标，提高清选

性能是油菜联合收获机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

一
［３～４］

。

脱出物物料特性是影响清选性能的主要因素，

清选原理主要有两类：利用不同组成物料空气动力

学特性差异采用纯气流清选
［５～６］

和利用籽粒与杂余



物料特性差异采用气流与振动筛配合清选，后者应

用较广泛。风扇式、风筛组合式和旋风式气流分选

清选装置对稻麦脱出物具有良好适应性
［７～１２］

，但油

菜脱出物物料特性较复杂，清选效果并不明显。考

虑油菜收获季节性强，脱出物物理机械特性的复杂

性以及田间情况千差万别，田间试验诸多参数不便

调整，数据获取困难，可重复性差
［１３～１５］

，难以在田间

全面开展油菜联合收获机实际清选试验研究，为此

本文设计一种离心气流清选与回转筛选组合式的清

选试验台。

１　清选试验台设计

１１　清选试验台组成与工作原理
试验台主要由进料斗、提升螺旋输送器、气流清

选筒、吸气管道、离心风机、清选筛、排草口、集料斗

等工作部件组成，如图 １所示。气流清选筒和清选
筛为关键部件。

图 １　油菜联合收获机清选装置试验台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ａｐ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ｕｎｉｔｔｅｓｔｂｅｄ
１．离心风机　２．吸气管道　３．三通管　４．气流清选筒　５．提升

螺旋输送器　６．进料斗　７．集料斗　８．清选筛　９．排草口　１０．罩

壳　１１．电动机　１２．机架
　

工作时，离心风机启动后从吸气管道吸气，气流

清选筒内产生一定负压，使落入气流清选筒内的油

菜脱出物疏散、旋转。其中轻杂余在气流场内旋转

时离心力较小，相对集中于清选筒中心部，并且受到

垂直向上的气流作用力大于自身重力，顺气流上升，

被吸气气流吸走并排出机外，实现气流清选；籽粒、

茎秆等受到垂直向上的气流作用力小于自身重力，

这部分吸不走的脱出物逆气流下落至清选筛面，随

筛子回转而获得离心力，其中茎秆等大杂余沿筛面

向外扩散，最终由排草口甩出，籽粒则透过筛孔落入

集料斗并收集，实现筛选。

１２　关键部件结构设计
１２１　气流清选筒

气流清选筒上部为小圆筒，中部为锥筒，底部为

大圆筒，如图２所示。任一横断面处平均流速与横

截面积呈反比
［１６～１８］

。清选筒为锥形扩散筒结构，离

心风机产生的吸气气流在筒内流动时速度会发生改

变。大圆筒段气流速度较小，为低风速区，并与清选

筛面之间敞开，有利于清选筒内有足够气流；沿锥筒

向上气流因锥筒横截面变小而逐渐加速，有利于吸

走轻杂余；小圆筒段气流速度则较大，为高风速区。

杂余由大圆筒段上浮至锥筒段，气流速度逐渐增高，

杂余被清选气流吸走并排出机外。

图 ２　气流清选筒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ｉｒｆｌｏｗ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ｃａｒｔｒｉｄｇｅ
　
清选筒外形结构尺寸直接影响到气流清选性

能
［１９］
。小圆筒配置尺寸需保证杂余吸入畅通，直径

ｄ越小，越能吸走杂余，但 ｄ过小会导致输送不畅。
ｄ一般为１５０～２００ｍｍ，取 ｄ＝１６０ｍｍ。油菜脱出物
空气动力学特性测定试验表明：籽粒悬浮速度为

７４～９４ｍ／ｓ，茎秆为６３～１１２ｍ／ｓ，荚壳为２４～
３２ｍ／ｓ，轻杂物为１１～３２ｍ／ｓ。根据不同成分悬
浮速度差异，不考虑气流压缩性，则气流清选筒内任

一横截面处气流量相等，为尽量吸走轻杂余，避免吸

走油菜籽粒，大、小圆筒直径之比应满足

Ｄ
ｄ
＝
Ａ１
Ａ槡２
＝
ｖ２
ｖ槡１
＜ ７４
槡３２

≈１５２

式中　Ｄ、ｄ———大、小圆筒直径，ｍ
Ａ１、Ａ２———大、小圆筒横截面积，ｍ

２

ｖ１、ｖ２———大、小圆筒内气流速度，ｍ／ｓ
Ｄ＜１５２ｄ＝１５２×０１６≈２４３ｍｍ。气流清选

筒清选能力由气流量和出料口大小决定，Ｄ过小易
导致茎秆聚集堵塞，不宜小于 ２００ｍｍ。因此，
２００ｍｍ＜Ｄ＜２４３ｍｍ，Ｄ取大值２４０ｍｍ。
１２２　清选筛

由筛架、筛子和驱动轴等组成，如图３所示。驱
动轴带动筛子回转，荚壳、茎秆等杂余在筛面上由排

草口甩出，籽粒则透过筛孔。为增加籽粒透筛机率，

并减少籽粒在筛面上碰撞、弹跳和飞溅造成损失，保

持筛选过程的稳定有效性，筛面设计成倒锥形。

籽粒透过筛孔，对筛面上杂余发生作用的主要

是筛子加速度 ω２ｒ，即对筛选效果影响最大的运行
参数是筛子角速度 ω。假设杂余由出料口落至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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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清选筛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ｒｅｅｎ
１．筛架　２．驱动轴　３．筛子

　
筛面后，即获得与筛子相同的回转速度。将杂余各

成分的运动视为质量为 ｍ的点运动且不考虑各成
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杂余所受作用力

［２０］
，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大杂余在筛面上受力分析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ｉｍｐｕｒｉｔｉｅｓ

ｏｎｓｃｒｅｅｎｓｕｒｆａｃｅ
　

离心力 Ｆ＝ｍω２ｒ （１）
重力 Ｇ＝ｍｇ （２）
筛面反作用力 Ｎ＝ｍω２ｒｓｉｎβ＋ｍｇｃｏｓβ （３）
摩擦力 ｆ＝Ｎｔａｎφ （４）
式中　ｍ———杂余质量，ｋｇ

ｇ———重力加速度，取９８ｍ／ｓ２

ｒ———杂余所在位置的筛子半径，ｍ

φ———杂余对筛面的摩擦角，华油杂 ６２约为
２８°

β———筛面倾角，（°）
由力学分析可知，为使杂余在筛面具有良好流

动性能，保证杂余顺利由排草口甩出的必要条件为

ｍω２ｒｃｏｓβ≥ｍｇｓｉｎβ＋ｆ （５）
将式（４）代入式（５），推导出筛子最低角速度

ωｍｉｎ，即

ωｍｉｎ≥
ｇ
ｒ
ｔａｎ（β＋φ

槡
） （６）

由式（６）可知，杂余顺利排出所需最低转速主
要取决于筛子半径 ｒ及筛面倾角 β。β越大，所需最
低转速 ωｍｉｎ越大，籽粒透过筛孔机率相应减小，且杂
余易堆积于筛面。β一般为５°～１５°，筛面倾角 β取
１０°。ｒ越小，筛子面积越小，筛面清选负荷能力和籽
粒透筛机率也越小。结合本文结构设计需要，分别

加工了半径为 ２００、２５０和 ３００ｍｍ，倾角均为 １０°的
３组筛子进行试验，其中半径 ｒ为 ３００ｍｍ的筛子清
选效果较好。将参数 φ＝２８°、β＝１０°、ｒ＝３００ｍｍ代

入式（６）得 ωｍｉｎ≈５０５ｒａｄ／ｓ，即杂余顺利排出所需
最低转速为４８２５ｒ／ｍｉｎ。

２　清选性能试验

２１　试验物料和方法
油菜适宜收获期短，本文采用人工收割自然成

熟油菜，利用其后熟作用获得完熟油菜。以１５ｋｇ／ｓ
喂入量均匀连续喂送至纵轴流式脱粒分离装置脱

粒，收集经凹板分离的脱出物作为试样，包含籽粒、

荚壳、茎秆及轻杂物 ４种基本成分［２１］
。脱出物质量

占总喂入量的 ５５％左右，而其中油菜籽粒比例为
４５％ ～５５％，千粒质量为４２ｇ。将籽粒与杂余按质
量比１∶１的比例配制，分别称量后混合均匀铺放在
输送带上。为保证试验数据有较好的适应性，由输

送带以较大的清选喂入量（０８ｋｇ／ｓ）均匀连续喂送
至进料斗，最后收集集料斗中的筛下物。根据理论

分析得到的油菜脱出物在清选筒内和筛面上的运动

条件以及结构要求，调整主要结构和运行参数，采用

单因素试验及正交试验，找出主要影响因素与清选

性能指标关系以及优方案。

由于试验在室内进行，为模拟田间作业情况，对

油菜脱出物作加湿还原处理，调节含水率为 １５％ ～
２０％［２２］

。试验设备主要有：ＳＩＥＭＥＮＳ变频器、数字
式高精度转速表、ＭＢ４５型卤素水分测定仪、滑尺式
摩擦仪、电子天平（精度为０１ｇ）等。
２２　试验因素及指标

清选效果与结构运行参数的选择及组合有着密

切关系
［２３］
。清选性能主要取决于气流清选、筛选过

程的可靠性，影响脱出物在清选筒内和筛面上运动

状态的因素主要有提升螺旋输送器、离心风机、清选

筛转速及筛面型式。筛面型式和几何参数如表１所
示。

表 １　６种筛面型式与几何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ｃｒｅｅ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ｙｐｅ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编号
筛面

型式

筛孔几何

尺寸／ｍｍ

筛孔

面积／ｍｍ２
孔隙

率／％

１ 圆形冲孔筛 直径２９ ６６０ １８３４

２ 圆形冲孔筛 直径５１ ２０４２ ４１６７

３ 圆形冲孔筛 直径７９ ４８９９ ４１２４

４ 菱形网眼筛
长对角线６７

短对角线４０
１３４０ ７６１４

５ 方孔编织筛 边长２８５ ８１２ ７５４２

６ 方孔编织筛 边长３６ １２９６ ７５０５

　　考查指标清洁率和损失率计算公式为

Ｙｑ＝
ｍ２
ｍ０
×１０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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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ｓ＝
ｍ１－ｍ２
ｍ１

×１００％ （８）

式中　Ｙｑ———清洁率，％
Ｙｓ———损失率，％
ｍ０———筛下物总质量，ｋｇ
ｍ１———喂入油菜籽粒总质量，ｋｇ
ｍ２———筛下物中油菜籽粒质量，ｋｇ

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单因素试验与结果分析
３１１　离心风机转速

在１４００～２６００ｒ／ｍｉｎ之间选取 ７个水平。设
定清选筛转速 ８０ｒ／ｍｉｎ，提升螺旋输送器转速
１２５０ｒ／ｍｉｎ，筛面型式为编号 ５。每个水平下重复
３次试验，试验前通过变频器将各工作部件转速调
整到试验要求状态（下同）。

图 ５为离心风机转速与清选性能的关系曲线。
由图５可看出，清洁率随离心风机转速增大逐渐升
高，而损失率随转速增大先略有降低后逐渐升高。

这是因为转速越大，吸气气流速度也越大，被吸走的

杂余越多，籽粒夹带损失减少，损失率降低，清洁率

升高；转速高于２２００ｒ／ｍｉｎ时，随着转速继续增大，
清洁率升高幅度不大，但是较大转速产生的吸气气

流也会吸走籽粒，使损失率升高。由此可知，转速为

１８００～２２００ｒ／ｍｉｎ时，气流清选性能较好。

图 ５　离心风机转速与清选性能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ｆａｎ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ｏｎ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３１２　清选筛转速
在５０～１００ｒ／ｍｉｎ之间选取 ６个水平。设定离

心风机转速 ２０００ｒ／ｍｉｎ，提升螺旋输送器转速
１２５０ｒ／ｍｉｎ，筛面型式为编号５。

图６为清选筛转速与清选性能的关系曲线。由
图６可看出，清洁率随清选筛转速增大变化幅度不
大，损失率随转速增大呈总体上升趋势。分析表明，

转速越大，筛上物所受离心力作用越大，被甩出籽粒

和杂余越多，损失率升高；转速高于 ８０ｒ／ｍｉｎ时，随
着转速继续增大，被甩出籽粒更多，且筛上物弹跳、

碰撞和飞溅加剧，筛选过程稳定性受到影响，损失率

继续升高。转速小于 ５０ｒ／ｍｉｎ时，杂余流动不畅。
由此可知，清选筛转速为６０～８０ｒ／ｍｉｎ时，筛选性能
较好。

图 ６　清选筛转速与清选性能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６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ｃｒｅｅｎｒｏｔ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ｅｄ

ｏｎ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３１３　筛面型式

设定离心风机转速 ２０００ｒ／ｍｉｎ，清选筛转速为
７０ｒ／ｍｉｎ，提升螺旋输送器转速１２５０ｒ／ｍｉｎ。

图７为筛面型式与清选性能的关系曲线。由
图７可看出，对于筛面型式相同的筛子，清洁率均随
单个筛孔面积增大而降低，损失率均随孔隙率增大

而降低。分析表明，单个筛孔面积越大，透过筛孔杂

余越多，清洁率降低；孔隙率越大，筛分有效面积越

大，筛漏能力越强，损失率降低。由此可知，２～５号
筛子筛选损失率较小，但３号筛子筛选清洁率较小。

图 ７　筛面型式与清选性能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ｃｒｅｅ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ｙｐｅｏｎ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３１４　提升螺旋输送器转速

提升螺旋输送器转速在 ８５０～１３５０ｒ／ｍｉｎ之间
选取６个水平。设定离心风机转速 ２０００ｒ／ｍｉｎ，清
选筛转速８０ｒ／ｍｉｎ，筛面型式为编号５。

图８为提升螺旋输送器转速与清选性能的关系
曲线。由图８可看出，清洁率随提升螺旋输送器转
速增大略有降低，损失率则随转速增大逐渐降低。

分析表明，转速越大，单位时间内提升至气流清选筒

内的脱出物增多，清选负荷越大，气流清选能力削

弱，被吸走籽粒减少，使损失率有所降低；同时，落至

筛面的脱出物也增多，使得筛选负荷增大。由此可

知，转速为１１５０～１３５０ｒ／ｍｉｎ时，清选性能较好。
３２　正交试验与结果分析

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因素水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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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提升螺旋输送器转速与清选性能的关系曲线

Ｆｉｇ．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ｃｒｅｗｃｏｎｖｅｙｏｒ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ｏｎ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析确定影响清选的因素主次顺序以及合理的工作参

数组合。选择正交表 Ｌ９（３
４
）来安排正交试验

［２４］
，

　　

因素水平如表２所示。清选试验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 ２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Ｔａｂ．２　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

水平

因素

离心风机转速

Ａ／ｒ·ｍｉｎ－１
清选筛转速

Ｂ／ｒ·ｍｉｎ－１
筛面型

式 Ｃ

提升螺旋

输送器转速

Ｄ／ｒ·ｍｉｎ－１

１ １８００ ６０ Ｃ１ １１５０

２ ２０００ ７０ Ｃ２ １２５０

３ ２２００ ８０ Ｃ３ １３５０

　　注：筛面型式 Ｃ１为直径５１ｍｍ冲孔筛；Ｃ２为长对角线 ６７ｍｍ、

短对角线４０ｍｍ菱形孔编织筛；Ｃ３为边长２８５ｍｍ方孔编织筛。

表 ３　清选性能影响因素正交试验

Ｔａｂ．３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试验号
因素 性能指标

Ａ／ｒ·ｍｉｎ－１ Ｂ／ｒ·ｍｉｎ－１ Ｃ Ｄ／ｒ·ｍｉｎ－１ 清洁率 Ｙｑ／％ 损失率 Ｙｓ／％

清洁率隶

属度 Ｙ′ｑ

损失率隶

属度 Ｙ′ｓ

综合

分 Ｙ

１ １８００ ６０ Ｃ１ １１５０ ９７７４ ４８０ ０５５ ０２３ ０３０

２ １８００ ７０ Ｃ２ １２５０ ９５６６ ２９２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３７

３ １８００ ８０ Ｃ３ １３５０ ９６４１ ９５５ ０２０ ０７１ ０７４

４ ２０００ ６０ Ｃ２ １３５０ ９７９７ ２５５ ０６２ ０００ ０１３

５ ２０００ ７０ Ｃ３ １１５０ ９８６９ ５８８ ０８１ ０３４ ０２９

６ ２０００ ８０ Ｃ１ １２５０ ９８１９ １２４３ ０６７ １００ ０７６

７ ２２００ ６０ Ｃ３ １２５０ ９８７０ ４２０ ０８１ ０１７ ０１７

８ ２２００ ７０ Ｃ１ １３５０ ９９３１ ６２５ ０９７ ０３７ ０２５

９ ２２００ ８０ Ｃ２ １１５０ ９９４１ １０６３ １００ ０８２ ０５３

Ｋ１ １４２ ０６１ １３２ １１２

Ｋ２ １１８ ０９１ １０４ １３１

Ｋ３ ０９６ ２０４ １２０ １１３

Ｒ ０４６ １４２ ０２８ ０１９

　　采用综合评分法寻求适合油菜脱出物清选的合
理工作参数组合。农业生产实践中，清洁率和损失

率重要程度不一致，需优先保证损失率低，其次才是

清洁率高（或含杂率低）。若拟定损失率权重 ０６５
略为清洁率权重０３５的２倍，求加权和作为该号试
验的综合分。

每个试验的综合分为 Ｙ＝０３５（１－Ｙ′ｑ）＋
０６５Ｙ′ｓ。以因素水平为横坐标，各因素水平的综合
分 Ｋ１、Ｋ２、Ｋ３为纵坐标，各因素对清选性能影响的趋
势图如图９所示。

图 ９　各因素对清选性能的影响趋势图

Ｆｉｇ．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极差分析表明，对清选性能影响的因素主次顺

序为：Ｂ、Ａ、Ｃ、Ｄ。试验中，清洁率越高越好，损失率

越小越好，所以综合分越低越好，宜选取各因素的

Ｋｉ中最小值对应的那个水平。从图 ９中可以看出，
离心风机转速越高，清选筛转速越低，清选性能越

好，合适的筛面型式也有利于提高清选性能。Ｂ、Ａ、
Ｃ３个主要因素按综合分最小的要求选取，而最次
要的因素 Ｄ不是越高越好，从降低功耗的角度考
虑，宜选取较低转速，由此确定优方案为：Ａ３Ｂ１Ｃ２Ｄ１。

验证试验发现方案 Ａ３Ｂ１Ｃ２Ｄ１的效果优于已做过的９
组试验中任一试验方案。

４　结论

（１）所设计的风筛式清选试验台结合油菜脱出
物不同组成物料空气动力学特性和几何形态特征差

异，采用离心气流清选并结合回转筛子分离，实现油

菜脱出物清选。

（２）单因素试验分别得到了离心风机转速、清
选筛转速、筛面型式和提升螺旋输送器转速等因素

对清选性能的影响规律。对比可知，离心风机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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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８００～２２００ｒ／ｍｉｎ，清选筛转速为６０～８０ｒ／ｍｉｎ，
筛子选择直径５１ｍｍ的冲孔筛、长对角线６７ｍｍ、
短对角线４０ｍｍ的菱形网眼筛、边长 ２８５ｍｍ的
方孔编织筛，提升螺旋输送器转速为 １１５０～
１３５０ｒ／ｍｉｎ时，清选性能较好。

（３）正交试验结果表明，影响清选性能的因素

主次顺序为清选筛转速、离心风机转速、筛面型式、

提升 螺 旋输送器 转速，且 在离 心风 机 转 速 为

２２００ｒ／ｍｉｎ，清选筛转速为 ６０ｒ／ｍｉｎ，筛面型式为长
对角线６７ｍｍ、短对角线４０ｍｍ的菱形网眼筛，提
升螺旋输送器转速为１１５０ｒ／ｍｉｎ时，清选性能指标
达到最优。

参 考 文 献

１　吴崇友，丁为民，张敏，等．油菜分段收获脱粒清选试验［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０，４１（８）：７０～７６．
ＷｕＣｈｏｎｇｙｏｕ，ＤｉｎｇＷｅｉｍｉｎ，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ｉｎ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０，４１（８）：７０～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李耀明，徐立章，陆林．油菜脱出物清选性能的试验［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６，３７（１１）：６３～６６．
ＬｉＹａｏｍｉｎｇ，Ｘ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ＬｕＬｉｎ．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ｒａｐ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６，３７（１１）：６３～６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钟挺，胡志超，顾峰玮，等．４ＬＺ １０Ｑ型稻麦联合收获机脱粒清选部件试验与优化［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２，４３（１０）：７６～
８１．
ＺｈｏｎｇＴｉｎｇ，ＨｕＺｈｉｃｈａｏ，ＧｕＦｅｎｇｗｅｉ，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ｐａｒｔｓｏｆ４ＬＺ １０Ｑｃｅｒｅ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２，４３（１０）：７６～８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徐立章，李耀明，李洪昌，等．纵轴流脱粒分离 清选试验台设计［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９，４０（１２）：７６～７９．
Ｘ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ＬｉＹａｏｍｉｎｇ，ＬｉＨ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ｎｔｅｓｔｂｅｄｏｆ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ａｘｉａｌ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ｕｎｉｔ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９，４０（１２）：７６～７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ＧｏｒｉａｌＢＹ，Ｏ′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ＪＲ．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ｉｎｆｒｏｍｓｔｒａｗｉｎａ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ｉｒｓｔｒｅａ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１，４８：１１１～１２２．

６　ＧｏｒｉａｌＢＹ，Ｏ′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ＪＲ．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ｇｒａｉｎ／ｓｔ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０，４６：２７５～２９０．

７　李宝筏．农业机械学［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　ＨｏｂｓｏｎＲＮ，ＢｒｕｃｅＤＭＢ．Ｓｅｅｄｌｏｓｓｗｈｅｎｃｕｔｔｉｎｇａ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ｒｏｐｏｆｏｉｌｓｅｅｄｒａｐｅｗｉｔｈ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ｈｅａｄｅｒ［Ｊ］．
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２，８１（３）：２８１～２８６．

９　陈翠英，王志华，李青林．油菜脱出物在气流中的运动分析［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４，３５（５）：９０～９３．
ＣｈｅｎＣｕｉ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ｉｈｕａ，ＬｉＱｉｎｇｌｉｎ．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ｃｏｒｎｇｅｒｍａｎｄｇｒｉｔ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４，３５（５）：９０～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李耀明，王志华，徐立章，等．油菜脱出物振动筛分运动分析及试验研究［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２３（９）：１１１～１１４．
ＬｉＹａｏ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ｉｈｕａ，Ｘ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ｒａｐ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ｅｖｅ［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７，２３（９）：１１１～１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李耀明．水稻梳脱混合物复脱分离、清选特性的研究［Ｄ］．南京：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０４．
ＬｉＹａｏｍ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ｔｈｒｅｓｈｅｄｓｔｒｉｐｐｅ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ｒｉｃｅ［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李耀明，邓玲黎，丁为民．小型联合收割机清选装置的技术分析［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０４（３）：５５～５６．
ＬｉＹａｏｍｉｎｇ，Ｄｅ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ＤｉｎｇＷｅｉｍ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ｏｎｔｈｅ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ｕｎｉｔｏｆｓｍａｌｌｇｒａ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４（３）：５５～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陈立，廖庆喜，宗望远，等．油菜联合收获机脱出物空气动力学特性测定［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２，４３（增刊）：１２５～１３０．
ＣｈｅｎＬｉ，ＬｉａｏＱｉｎｇｘｉ，Ｚｏ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ｆｏｒｒａｐ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２，４３（Ｓｕｐｐ．）：１２５～１３０．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徐立章，李耀明，张立功，等．轴流式脱粒 清选装置试验台的设计［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７，３８（１２）：８５～８８．
Ｘ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ＬｉＹａｏ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ｉｇ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ｎｔｅｓｔｂｅｄｏｆａｘｉａｌ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ｕｎｉｔ［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７，３８（１２）：８５～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陈翠英，王志华，李青林．油菜脱出物物理机械特性及振动筛参数优化［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５，３６（３）：６０～６３．
ＣｈｅｎＣｕｉ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ｉｈｕａ，ＬｉＱｉｎｇｌｉｎ．Ｍｅｃｈａ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ｒａｐ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ｅｖ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５，３６（３）：６０～６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蔡增基，龙天渝．流体力学泵与风机［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７　ＳｏｎｇＨ，ＬｉｔｃｈｆｉｅｌｄＪＢ．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ｏｒｇｒａｉｎ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ＡＥ，１９９１，３４（１）：４３７～４４４．

（下转第 ７９页）

５８第 １０期　　　　　　　　　　　　　廖庆喜 等：油菜联合收获机脱出物清选试验台



　
参 考 文 献

１　祁力钧，傅泽田，史岩．化学农药施用技术与粮食安全［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２，１８（６）：２０３～２０６．
ＱｉＬｉｊｕｎ，ＦｕＺｅｔｉａｎ，ＳｈｉＹａ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２，１８（６）：
２０３～２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Ｌｉｎ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Ｌｉｊｕａｎ，ＸｉｏｎｇＨｏｎｇｂｉ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ｄｒｏｐｌｅ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ｔｏ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ａ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ｉｎｇｉｎｇｓｐｒａｙ［Ｊ］．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２０３（１２）：１７３３～１７４０．

３　朱金文，吴慧明，朱国念．雾滴大小与施药液量对草甘膦在空心莲子草叶片沉积的影响［Ｊ］．农药学学报，２００４，６（１）：
６３～６６．
ＺｈｕＪｉｎｗｅｎ，ＷｕＨｕｉｍｉｎｇ，ＺｈｕＧｕｏｎｉ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ｉｚｅ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ｖｏｌｕｍｅｏ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ｙｐｈｏｓａｔｅｏｎａｌｌｉｇａｔｏｒｗｅｅｄ
ｌｅａｖ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６（１）：６３～６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ＷｉｓｅＪＣ，ＪｅｎｋｉｎｓＰＥ，ＳｃｈｉｌｄｅｒＡＭＣ，ｅｔａｌ．Ｓｐｒａｙｅｒｔｙｐ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ｉｎｓｅｃｔ
ｐｅｓｔｓ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ｊｕｉｃｅｇｒａｐｅｓ［Ｊ］．Ｃｒｏｐ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２９（４）：３７８～３８５．

５　吕晓兰，傅锡敏，吴萍，等．喷雾技术参数对雾滴沉积分布影响试验［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６）：７１～７５．
ＬüＸｉａｏｌａｎ，ＦｕＸｉｍｉｎ，Ｗｕ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ｐｒａ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ｄｒｏｐｌｅ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１，４２（６）：７１～７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ＭａｓｋｉＤ，Ｄｕｒａｉｒａｊ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ｖｏｌｔａｇ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ｔａｒｇｅｔ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ｕｐｏｎｃｈａｒｇｅｄｓｐｒａ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ｌｅａｆａｂａｘｉａｌａｎｄａｄａｘｉ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Ｊ］．Ｃｒｏｐ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２９（２）：１３４～１４１．

７　ＹｕＹ，ＺｈｕＨ，ＯｚｋａｎＨＥ，ｅｔａｌ．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ａｒｅａ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ｓａｎｄｓｐｒａｙ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ｈｙｄ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ｃ，ａｎｄｌｅａ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ＡＢＥ，２００９，５２（１）：３９～４９．

８　ＸｕＬｉｎｙｕｎ，ＺｈｕＨｅｐｉｎｇ，ＯｚｋａｎＨ Ｅ．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ｄｒｏｐｌｅｔ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ｎｗａｘｙｌｅａ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Ｃ］∥
２００９ＡＳＡＢＥ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ＳＡＢＥＰａｐｅｒ０９６６７１．Ｎｅｖａｄａ：Ｒｅｎｏ，２００９．

９　袁会珠．农药雾滴沉积流失规律以及降低容量喷雾技术研究［Ｄ］．北京：中国农业大学，２０００．
ＹｕａｎＨｕｉｚｈｕ．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ｕｎｏｆｆｏｆ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ｏｎｃｒｏｐｌｅａｖｅｓａｎｄ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ｓｐｒａｙ
ｖｏｌｕｍｅｒａｔ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祁力钧，王沛，张建华，等．杂草叶片表面结构对雾滴铺展和蒸发的影响［Ｊ］．排灌机械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３０（３）：３３５～３４０．
ＱｉＬｉｊｕｎ，ＷａｎｇＰｅｉ，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ｗｅｅｄｌｅａｖｅ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ｐｒｅａｄａｎｄ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ａｎｄ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３０（３）：３３５～３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陆军，贾卫东，邱白晶，等．黄瓜叶片喷雾药液持留量试验［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０，４１（４）：６０～６４．
ＬｕＪｕｎ，ＪｉａＷｅｉｄｏｎｇ，ＱｉｕＢａｉ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ａｙｌｉｑｕｉｄｏｎｃｕｃｕｍｂｅｒｌｅａｖｅ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０，４１（４）：６０～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上接第 ８５页）
１８　马征，李耀明，徐立章．油菜脱出物漂浮速度及摩擦与浸润特性的测定与分析［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９）：１３～１７．

ＭａＺｈｅｎｇ，ＬｉＹａｏｍｉｎｇ，Ｘ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ｒａｐｅ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ｗｅｔ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１，２７（９）：１３～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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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廖庆喜，张宁，张朋玲，等．一器多行离心式油菜排种器［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２，４３（２）：４８～５１．

ＬｉａｏＱｉｎｇｘｉ，Ｚ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２，４３（２）：４８～５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李耀明，马征，徐立章．油菜联合收获机粘附物摩擦特性［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０，４１（１２）：５４～５７．
ＬｉＹａｏｍｉｎｇ，ＭａＺｈｅｎｇ，Ｘ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ｎ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ｓｉｅｖｅｏｆｒａｐ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０，４１（１２）：５４～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刘德军，赵秀荣，高连兴，等．不同收获方式含水率对油菜收获物流损失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１０）：３３９～３４２．
ＬｉｕＤｅｊｕｎ，ＺｈａｏＸｉｕｒｏｎｇ，ＧａｏＬｉａｎ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ｎｒａｐ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ｌｏｓｓｅ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ａｒｖ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１，２７（１０）：３３９～３４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孙进，李耀明，徐立章．油菜联合收割机清选装置研究动态和技术分析［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０６（６）：６２～６４．
ＳｕｎＪｉｎ，ＬｉＹａｏｍｉｎｇ，ＸｕＬｉｚｈａ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ｕｎｉｔｏｆｒａｐ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６（６）：６２～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李云雁，胡传荣．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９７第 １０期　　　　　　　　　　　　王沛 等：植物叶片表面结构对雾滴沉积的影响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