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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构架玉米喷雾机门式喷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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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对玉米植株中下部病虫害进行有效防治，设计了将吊杆喷雾装置与横喷杆相结合的门式喷雾系统。通过

理论与试验方法确定了主要结构及性能参数：顶喷头与吊杆喷头分别选用 ８０°和 １１０°扁扇喷头，“Ｙ”形支管与吊杆

夹角为 ２０°，吊杆长度为 １２００ｍｍ，在竖直方向上对作物植株的喷幅为 １１５０ｍｍ。试验台试验表明：与常规横喷杆

喷雾结构相比，在相同喷雾量下该系统对玉米上层与中层叶片正面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提高了 １２５％以上；吊杆

喷雾装置的设计显著提高了玉米植株中层叶片背面与下层叶片正面及背面的雾滴沉积；吊杆喷雾装置与横喷杆的

结合，提高了雾滴在植株不同高度水平层面的沉积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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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目前我国玉米病虫害防治作业中，常用的植保

机具为背负式手动喷雾器和背负式机动弥雾机。对

于东北春播玉米区，玉米在生长中后期冠层密集，茎

秆高，自走式喷雾机难以进地作业，而常用的背负式

喷雾机型，劳动条件差、工效低、农药有效利用率

低
［１－５］

，难以对发生在这个时期的病虫害进行有效

防治，且易造成玉米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环境污

染、施药者体表药液沉积中毒等不良后果
［６］
。当大

规模爆发性病害发生时，更可能延误时机，造成大面

积减产，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

为解决玉米生长中、后期自走式喷雾机无法进

地作业的问题，北京丰茂植保机械有限公司及吉林

省农科院分别开发了高秆作物喷杆喷雾机，此类机

型为高构架跨行式，喷杆高度可调，但对发生在玉米

植株中、下部的病虫害，如丝黑穗病、玉米螟等仍不

能进行有效防治。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将吊杆喷雾装置与常

规横喷杆相结合，构成适用于高构架跨行自走式玉

米喷雾机的门式喷雾系统，以玉米叶片雾滴沉积量

为依据，对其作业性能进行试验，研究喷雾机构对玉

米叶片雾滴附着的影响，为玉米植保机械的进一步

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１　总体结构及工作原理

针对高秆作物如玉米、高粱等的中、后期病虫害

防治机具，主要为高构架玉米喷雾机，其结构形式如

图１所示。此种结构可跨行自走，最大作业高度为
２ｍ，喷杆高度可在０５～２ｍ范围内调节，驾驶员座
椅离地高度为 ０９ｍ。由于结构限制，该机型主要
适用于东北垄作玉米种植区，垄作地形增强了机具

在田间行走的稳定性，同时通过降低喷雾机行驶速

度与喷雾量，较好地实现了玉米植株高度接近 ２ｍ
时的田间喷雾作业。

图 １　高构架玉米喷雾机结构简图

Ｆｉｇ．１　Ｈｉｇｈｆｒａｍｅｃｏｒｎｓｐｒａｙ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前驱动轮装置　２．前后机架连接装置　３．液压油泵　４．药液

箱　５．后驱动轮装置　６．导轨连接装置　７．后部机架　８．喷杆

折叠机构　９．前部机架　１０．药液泵　１１．发动机



为了对高秆作物中、下部病虫害进行有效防治，

同时与上述结构形式相配套，将吊杆喷雾装置与原

有横喷杆相结合，构成门式喷雾系统，其主要结构如

图２所示。吊杆喷雾装置固定在高构架跨行自走式
玉米喷雾机的横喷杆底端，主要由柔性连接座、吊

杆、拨禾片、“Ｙ”形支管和安装在“Ｙ”形支管上的吊
杆喷头等组成。顶喷头等距（６５０ｍｍ）安装在横喷
杆上，吊杆喷雾装置的吊杆尾部安装有“Ｙ”形支管，
与吊杆呈一定夹角对称固定在“Ｙ”形支管上，使吊
杆喷头雾角在竖直平面内向上倾斜，可使叶片背面

受到更多有效喷雾。吊杆喷雾装置通过柔性连接座

与横喷杆相连，柔性连接座内安装有双扭弹簧。当

吊杆受到障碍阻力超过弹簧预紧力时吊杆向后旋

转，避免因受力过大而折断；而当吊杆通过障碍区

后，吊杆在弹簧作用下回位。吊杆上安装有拨禾

片，其平面与吊杆所在竖直平面呈一定角度且倾

斜方向与车体前进方向相反，当吊杆随车体在玉

米行间前进时，拨禾片对玉米叶片有向上和向前

的拨动作用。各个部件的有效组合，构成了由顶

喷头与吊杆喷头组成的门式喷雾系统，对玉米植

株进行全方位喷雾。

图 ２　门式喷雾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Ｇａｔｅｔｙｐｅｓｐｒａｙｓｙｓｔｅｍ
１．横喷杆　２．吊杆柔性连接座　３．顶喷头　４．拨禾片　５．吊杆

６．吊杆喷头　７．“Ｙ”形支管
　

２　关键结构设计

门式喷雾系统中，吊杆喷雾装置的吊杆长度和

“Ｙ”形支管与吊杆的夹角是影响吊杆喷雾装置对作
物喷雾质量的关键因素。本设计中，主要将喷雾的

均匀性与覆盖率作为喷雾质量评价指标
［７］
。图３为

吊杆结构尺寸参数简图。图中，Ｈ１为顶喷头至玉米
植株顶部的距离，取３００ｍｍ；Ｈ２为玉米植株顶部至
最佳喷雾目标的距离，ｍｍ；Ｈ３为吊杆可变长度，与
吊杆喷头雾锥角上边缘与水平线夹角有关，ｍｍ；Ｈ４
为吊杆喷头在水平线下方喷幅，ｍｍ；Ｈ５为吊杆喷头
在水平线上方喷幅，ｍｍ；θ１为吊杆喷头雾锥角上边
缘与水平线夹角，（°）；θ２为吊杆喷头雾锥角下边

缘与水平线夹角，（°）；β为“Ｙ”形支管与吊杆夹
角，（°）。

吊杆喷雾装置与横喷杆组成门式结构，每行

玉米植株受到来自安装在横喷杆上的顶喷头和固

定在吊杆末端“Ｙ”形支管上的一对吊杆喷头的喷
雾。根据小雾锥角喷头穿透力强、大雾锥角喷幅

较大原则，选取顶喷头为 ８０°扁平扇形雾喷头，吊
杆喷头为 １１０°扁平扇形雾喷头。由图 ３可知，吊
杆长度为

ＨＬ＝Ｈ１＋Ｈ２＋Ｈ３ （１）

门式喷雾结构在竖直方向上对作物植株的喷幅为

ＨＴ＝Ｈ２＋Ｈ３＋Ｈ４ （２）

“Ｙ”形支管与吊杆夹角 β为
β＝θ１－５５° （３）

由此可知，要确定吊杆长度 ＨＬ和“Ｙ”形支管与
吊杆夹角 β，需首先确定玉米植株顶部至最佳喷雾
目标的距离 Ｈ２、吊杆可变长度 Ｈ３，以及吊杆喷头雾
锥角上边缘与水平线夹角 θ１，且 Ｈ３与 θ１有关。

图 ３　吊杆长度参数简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２１　Ｈ２的确定

按照喷头距喷雾目标最佳高度Ｈ０的理论，取最

佳喷雾目标位于玉米植株中、上部
［８］
。从而

Ｈ０＝Ｈ１＋Ｈ２ （４）
顶喷头至玉米植株最佳喷雾目标距离理论值为

Ｈ０＝Ｓｃｏｔ
α
２
＝６５０ｃｏｔ（８０°／２）＝７７４ｍｍ （５）

式中　Ｓ———顶喷头间距
将 Ｈ２的确定转换为顶喷头至植株最佳喷雾目

标距离 Ｈ０的实际值确定，以理论值作为参考依据，
将顶喷头安装位置取３个高度值６００、７００和８００ｍｍ
（喷头间距为６５０ｍｍ），分别进行喷雾均匀性试验，
通过对不同安装高度喷头喷雾量分布变异系数的对

比，选取最佳顶喷头安装高度。试验在黑龙江省农

业机械工程科学研究院植保机械喷雾实验室进行，

具体试验方法如下：将喷头安装在试验台横喷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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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其高度分别调至预设高度，在额定喷雾压力

０１６ＭＰａ下进行喷雾 １ｍｉｎ，记录测定数据。通过
对试验结果的数据分析，得出喷头在 ６００、７００和
８００ｍｍ安装高度下雾量分布变异系数分别为
８７％、８６％和１５７％。

由试验结果可知，在 ０１６ＭＰａ喷雾压力下，当
８０°喷头在横喷杆上安装高度为 ７００ｍｍ时，雾量分
布变异系数最小，因此本设计中选用 ７００ｍｍ作为
喷头安装高度，即吊杆选取顶喷头至植株最佳喷雾

目标距离 Ｈ０的实际值为７００ｍｍ，从而确定 Ｈ２取值
为４００ｍｍ。

２２　Ｈ３与 θ１的确定

由图 ３可知，吊杆喷头雾锥角上边缘和水平线
夹角 θ１，与吊杆喷头雾锥角下边缘和水平线夹角 θ２
的关系为

θ１＋θ２＝１１０° （６）

吊杆喷头在水平线下方喷幅 Ｈ４，吊杆喷头在水平线
上方喷幅 Ｈ５，与 θ１、θ２的关系为

Ｈ４＝
Ｓ
２
ｔａｎθ２ （７）

Ｈ５＝
Ｓ
２
ｔａｎθ１ （８）

由式（３）可知，当 θ１为 ９０°时，β将达到 ３５°，则
玉米植株中上部易受到过量喷雾而产生药害，而植

株下部又得不到有效喷雾。将 β设定为 １０°、２０°、
３０°，分别在这３个安装角度下，对吊杆喷头喷雾角
进行测量，并通过喷雾角确定 Ｈ４和 Ｈ５，从而最终确
定吊杆长度 ＨＬ与“Ｙ”形支管与吊杆夹角 β。图 ４
为吊杆喷头雾角图像处理过程，通过对原始图像的

分割、二值化处理、边缘分割、直线拟合等
［９－１１］

，得

出不同安装角度下的吊杆喷头雾角，如表１所示。

图 ４　吊杆喷头喷雾角图像处理

Ｆｉｇ．４　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ｂｒａｎｃｈｎｏｚｚｌｅｓｐａｒｙａｎｇｌｅ
　

表 １　不同安装角度下吊杆喷头喷雾角

Ｔａｂ．１　Ｓｐｒａｙａｎｇ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ｂｒａｎｃｈｎｏｚｚｌｅ（０１６ＭＰａ） （°）

编号
１０° ２０° ３０°

θ１ θ２ θ１＋θ２ θ１ θ２ θ１＋θ２ θ１ θ２ θ１＋θ２
１ ６７１４ ５０４ １１７５４ ７５８０ ３７９４ １１３７４ ８５８２ ３１１２ １１６９４

２ ６６３０ ４６３３ １１２６３ ７６５７ ３９１６ １１５７３ ９４７２ ２７８１ １２２５３

３ ６２４４ ４８４３ １１０８７ ７８１６ ３９６３ １１７７９ ８５５１ ２８５４ １１４０５

４ ６３７５ ４３１２ １０６８７ ７７５９ ３６３１ １１３９０ ８４７８ ３０６６ １１５４４

５ ６６６２ ４５５８ １１２２０ ７５４５ ３４６６ １１０１１ ８５０７ ３２６７ １１７７４

平均 ６５２５ ４６７７ １１２０２ ７６７１ ３７５４ １１４２５ ８７１８ ３０１６ １１７３４

　　由表１可知，由于“Ｙ”形支管与吊杆有一定向
上夹角，因此喷雾角的上半角 θ１总是大于下半角

θ２。而根据式（７）、式（８），可得“Ｙ”形支管与吊杆
夹角分别为１０°、２０°、３０°时，吊杆喷头在水平线下方
喷幅 Ｈ４与吊杆喷头在水平线上方喷幅 Ｈ５。

由表２可知，当“Ｙ”形支管与吊杆夹角为 ２０°
时，吊杆喷头既满足了相对较大的水平向下喷雾，又

避免了水平向上过多喷雾造成的药害，此时吊杆喷

头在水平线下方喷幅Ｈ４与吊杆喷头在水平线上方

表 ２　吊杆喷头水平线上／下方喷幅

Ｔａｂ．２　Ｓｐｒａｙｓｃａ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ｂｒａｎｃｈｎｏｚｚｌｅ

ｍｍ

夹角／（°） １０ ２０ ３０

水平线上方喷幅 Ｈ５ ７０５ １３７６ ６５９８

水平线下方喷幅 Ｈ４ ３４６ ２５０ １８９

喷幅 Ｈ５数据为最佳。因此取 β为 ２０°，此时喷雾角
的上半角 θ１ ＝７６７１°，且 Ｈ５ ＝１３７６ｍｍ，Ｈ４ ＝
２５０ｍｍ。

将吊杆可变长度 Ｈ３设定为 ５００ｍｍ，以减少质
量并避免吊杆过长而在随车体前进过程中受到过大

阻力。最后由式（１）与（２）可知，吊杆长度为
ＨＬ＝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１２００ｍｍ

门式喷雾结构在竖直方向上对作物植株的喷幅为

ＨＴ＝４００＋５００＋２５０＝１１５０ｍｍ

３　门式喷雾系统沉积试验

３１　试验目的
为了更好地对门式喷雾系统喷雾作业性能进行

研究，设置了门式喷雾系统和常规横喷杆喷雾结构

作业性能的对比试验，通过两种不同结构形式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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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走速度下对玉米植株不同部位叶片雾滴沉积量

的收集、测量，分析两种结构形式对玉米植株各部位

叶片雾滴沉积量的影响规律，进而对门式喷雾系统

的作业性能进行客观评价。

３２　试验条件和装置
试验在门式喷雾系统试验台上进行。试验台主

要由药液供给系统、喷杆搭载机械结构和运动控制

系统组成，如图 ５所示。药液供给系统包括汽油机
驱动的柱塞式药液泵、调压阀及流量计等，药液泵可

通过调压阀及流量计控制其泵出药液的压力和流

量。试验台的机械结构主要由试验台机架和运动模

块两部分组成，运动模块以齿轮齿条为传动部件，使

得滑台可由伺服电动机驱动而沿固定在机架上的直

线导轨运动，进而带动搭载其上的门式喷雾系统进

行喷雾作业。试验台运动控制系统是基于自动控制

理论设计并实现的，其硬件主要包括计算机、伺服电

动机、数字运动控制器、Ｉ／Ｏ互联模块等；其软件则
以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为操作系统，以 ＶｉｓｕａｌＣ＋＋６０为
开发环境，使用 Ｃ＋＋面向对象语言实现人机交互
界面，以实现对门式喷雾系统速度和位置的有效控

制。

图 ５　门式喷雾试验台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Ｔｅｓｔｂｅｎｃｈｆｏｒｇａｔｅｔｙｐｅｓｐｒａｙｓｙｓｔｅｍ
１．吊杆　２．植株座台　３．液泵　４．减压阀　５．流量计　６．顶喷

头　７．横喷杆　８．直线导轨　９．滑台　１０．伺服电动机　１１．试

验台机架　１２．ＰＣ机　１３．运动控制模块
　

３３　试验步骤
为得到试验测试结果，需要确定采样目标。试

验通过收集固定在仿真玉米植株叶片上的滤纸，并

测定其雾滴沉积量来得出试验结果。为使得到的试

验测试结果有更高的可信度，尽量避免或减少试验

台启停引起的试验误差，试验选取了试验台中央区

域８棵仿真玉米植株作为采样目标植株（图 ６），并
对玉米植株叶片进行编号（图７），在玉米植株上层、
中层、下层分别选定了相邻两片叶片的正反面作为

玉米高度方向上的采样点，因此每株玉米共计１２个
采样点，采样目标区域共计９６个采样点。不同层次
对应的叶片编号与离地高度如表３所示［１２－１３］

。

图 ６　采样区域选取

Ｆｉｇ．６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ｃｈｅｍｅ
　

图 ７　玉米植株叶片编号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ＣｏｒｎｌｅａｆＮｏ．
　

表 ３　不同层次选定叶片离地高度

Ｔａｂ．３　Ｌｅａｆ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

位置 叶片编号 离地高度／ｍｍ

上
１ １８００

２ １６００

中
４ １２００

５ １０００

下
７ ６００

８ ４００

　　试验步骤如下：
（１）配制溶液
试验选用８５柠檬黄加自来水配制体积分数为

０１％的溶液作为喷雾液，代替农药进行室内试验台
喷雾试验，并使用直径为 ７ｍｍ的定性滤纸作为雾
滴沉积载体

［１４］
。

（２）确定试验起始条件
每次试验开始前，在每个采样点上用回形针固

定３张滤纸，用于测定不同高度叶片正、反面的雾滴
沉积量；打开门式喷雾试验台软件系统界面，开启电

源，滑台在原点搜索结束后停止于试验台起始位置；

开启液压供给系统电源，调整喷雾压力至喷头额定

压力 ０１６ＭＰａ，额定压力下单个顶喷头流量为
０７Ｌ／ｍｉｎ，单个吊杆喷头流量为 ０９Ｌ／ｍｉｎ，因此门
式喷雾结构在额定压力下总流量理论值为 Ｑ１ ＝
０７×４＋０９×６＝８２Ｌ／ｍｉｎ。

常规横喷杆喷雾结构在额定压力下总流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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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Ｑ２＝０７×４＝２８Ｌ／ｍｉｎ。
（３）试验样品采集
通过试验台控制系统，调节滑台前进速度 ｖ分

别为０８、０６和０４ｍ／ｓ（此速度选择以喷雾机田间
行走速度为依据），在以上 ３个速度下分别进行门
式喷雾系统与常规横喷杆喷雾结构的模拟田间喷雾

作业。喷雾后２０～３０ｍｉｎ滤纸变干，将每个采样点
的滤纸分别收集至干燥的密封袋中，注入定量的去

离子水（４０ｍＬ，含体积分数为０５％的无水乙醇）并
再次封口，且置于振荡器中进行 ８５柠檬黄洗脱，时
间为 ５ｍｉｎ，最后用分光光度计测定洗脱液中 ８５柠
檬黄的吸光度，并根据转换公式计算出每个采样点

的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
［１５－１６］

。

４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４１　不同前进速度对雾滴沉积分布的影响

４１１　门式喷雾系统在不同前进速度下对雾滴沉
积分布的影响

图８为不同速度下门式喷雾系统在叶片正面与
背面的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

图 ８　不同速度下门式喷雾系统的雾滴单位面积沉积量

Ｆｉｇ．８　Ｕｎｉｔａｒｅａ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ｔｅｔｙｐｅ

ｓｐｒａｙ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ｅｄ
（ａ）叶片正面　（ｂ）叶片背面

　

由图８ａ可知，随着喷杆运动速度减小，离地距
离为１８００ｍｍ及１６００ｍｍ的玉米植株上层叶片与
离地距离为１２００ｍｍ及１０００ｍｍ的中层叶片正面
的雾滴单位面积沉积量均有逐渐减少趋势，且中层

叶片沉积量减少趋势较上层要明显；离地距离为

６００ｍｍ与４００ｍｍ的下层叶片正面的雾滴单位面积

沉积量有逐渐增大趋势。当喷杆运动速度减小时，

上层叶片对中层叶片的遮挡效应更明显，因而中层

叶片的雾滴沉积出现衰减现象；而下层叶片距离顶

喷头距离远，且受到中层与上层叶片的遮挡，因此受

到的雾滴沉积主要来自于吊杆喷头的喷雾，当运动

速度减小时，单位时间内受到喷雾量增加。但从总

体上看，玉米植株不同高度层面上的叶片正面雾滴

单位面积沉积量在喷杆运动速度变化时增大与减小

的趋势并不明显。

另外，由图 ８ｂ可知，玉米植株叶片背面雾滴单
位面积沉积量在各个高度层面上均随着喷杆速度减

小而增大。植株不同高度层面的叶片背面雾滴沉

积，主要来自于吊杆喷头的喷雾，当速度减小时，单

位时间内受到的喷雾量有增加趋势，但是增大的幅

度同样不明显。

４１２　横喷杆喷雾结构在不同速度下对雾滴沉积
分布的影响

图９为不同速度下横喷杆喷雾结构在叶片正面
与背面的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

图 ９　横喷杆喷雾结构在不同速度下的雾滴

单位面积沉积量

Ｆｉｇ．９　Ｕｎｉｔａｒｅａ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ｏｍｓｐｒａｙ

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ｅｄ
（ａ）叶片正面　（ｂ）叶片背面

　

由图９ａ可知，横喷杆喷雾作业速度减小时，玉
米植株上层及中层叶片正面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有

增大趋势，而下层叶片正面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有

减小趋势。当喷杆运动速度减小时，由于玉米植株

上层及中层叶片对下层叶片的遮挡作用，较多的雾

滴被截留在上层及中层，从而只有较少的雾滴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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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下层。由图 ９ｂ可知，喷杆运动速度减小时，叶
片背面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在植株不同层面大致呈

减小趋势，原因仍为玉米植株上层与中层对下层的

遮挡效应。但从总体上看，雾滴沉积量在玉米植株

不同层面的叶片正面与背面在喷杆运动速度变化时

并无明显变化。

综上所述，对于不同结构形式的喷雾结构，当喷

杆运动速度变化时（０４～０８ｍ／ｓ），玉米植株离地
高度不同的各层叶片正面及背面单位面积雾滴沉积

量并无显著增大或减小的趋势，因此喷杆运动速度

不是影响雾滴沉积分布的关键因素（速度变化范围

为０４～０８ｍ／ｓ时）。
４２　两种喷雾结构对叶片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的

影响

４２１　叶片正面
基于４１节的结论，选取门式喷雾系统与常规

横喷杆喷雾结构在前进速度 ｖ＝０８ｍ／ｓ时对玉米
叶片的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为研究对象，进行试验，

试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由表４可知：门式喷雾系统与常规横喷杆喷雾

结构相比，前者对玉米植株不同高度叶片正面单

位面积雾滴沉积量要大于后者。两种喷雾结构形

式对玉米植株上层叶片正面的平均单位面积雾滴

沉积量分别约为００９０４μＬ／ｃｍ２和 ００８１０μＬ／ｃｍ２，
对中层叶片正面的平均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分别

约为 ０１２３７μＬ／ｃｍ２和００８０１μＬ／ｃｍ２，而上层与
中层叶片正面受到的雾滴沉积主要来自于顶喷头

喷雾，且顶喷头喷雾量在两种结构形式下是相同

的。由此可见，在相同喷雾量下，门式喷雾系统对

玉米上层与中层叶片正面单位面积雾滴沉积提高

了 １２５％以上。由于吊杆喷头喷雾角向上倾斜一
定角度，喷雾时发生的气旋与叶片的遮挡，使得顶

喷头雾滴更多地附着在玉米植株的中上层。另外，两

种喷雾形式雾滴沉积量最大差异出现在玉米植株下

层，正面雾滴平均沉积分别为 ０１４３７μＬ／ｃｍ２和
００４２９μＬ／ｃｍ２。这是由于门式喷雾系统的吊杆
喷头深入到植株下部，其喷雾角向上倾斜，从而显

著提高了下层叶片的雾滴附着，有利于对此部位

的病虫害进行喷杀；而横喷杆喷雾结构由于玉米

冠层的遮挡，只有极少量雾滴到达植株下层。

表 ４　两种喷雾结构形式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与变异系数

Ｔａｂ．４　Ｕｎｉｔａｒｅａ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Ｖ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ｒａｙｅｒｓ

叶片

层级

叶片

编号

门式喷雾系统 常规横喷杆喷雾

叶面
沉积量

／（μＬ·ｃｍ－２）

变异

系数／％

平均沉积量／（μＬ·ｃｍ－２）

正面 背面
叶面

沉积量

／（μＬ·ｃｍ－２）

变异

系数／％

平均沉积量／（μＬ·ｃｍ－２）

正面 背面

１
正面 ００８２８ １６８９ 正面 ００７９０ ２２９４

上层
背面 ００１００ ２９２８

００９０４ ００１０２
背面 ０００７３ １８７０

００８１０ ０００７６

２
正面 ００９８１ ３７１４ 正面 ００８３０ ２１４２

背面 ００１０４ ３１７３ 背面 ０００７９ ２９９３

４
正面 ０１６５７ ２９８６ 正面 ００８８０ ３４６８

中层
背面 ００１９０ ３４４６

０１２３７ ００３９９
背面 ０００９５ ３４６８

００８０１ ０００８２

５
正面 ００８１７ ２９２８ 正面 ００７２２ ２０２４

背面 ００６０８ １２４０ 背面 ０００６９ ２８５０

７
正面 ０１２７２ ２４０８ 正面 ００３７７ ２５２９

下层
背面 ０２７００ １４６９

０１４３７ ０２７８４
背面 ０００７２ ２５３７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０７５

８
正面 ０１６０２ ２２２２ 正面 ００４８２ ２５１９

背面 ０２８６７ ８５７ 背面 ０００７８ ２３９４

４２２　叶片背面
由表 ４可知，两种喷雾结构对植株上层叶片背

面的雾滴沉积差异较小，而对中层叶片背面的平均

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分别为 ００３９９μＬ／ｃｍ２和

０００８２μＬ／ｃｍ２，对下层叶片背面的平均单位面积雾滴

沉积量分别为０２７８４μＬ／ｃｍ２和０００７５μＬ／ｃｍ２，差异
极其显著。可见门式喷雾系统的吊杆装置对植株

中、下层叶片背面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的增加起到

关键作用。

４３　两种喷雾结构沿植株高度方向上的雾滴沉积
变化规律分析

对于门式喷雾结构，其对叶片正面雾滴单位面

积沉积量与植株高度之间的关系如下：随着玉米植

株叶片离地高度的减小，叶片正面雾滴单位面积沉

积量呈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的趋势（表４）。雾滴沉
积峰值出现在中层离地距离为 １２００ｍｍ的叶片 ４，
沉积量为０１６５７μＬ／ｃｍ２，而叶片 ４正面雾滴沉积

主要来自于顶喷头喷雾，其距离顶喷头 ７５０ｍ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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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验证了喷雾角为 ８０°的顶喷头与植株最佳
喷雾目标距离约为 ７００ｍｍ的理论。另外，位于植
株下层的叶片７与叶片 ８正面得到较多雾滴沉积，
达到了０１６０２μＬ／ｃｍ２。对叶片背面雾滴沉积在植
株中层达到 ００６０８μＬ／ｃｍ２，在植株下层达到峰值
０２８６７μＬ／ｃｍ２。因此吊杆喷头对植株中层与下层
叶片正面及背面的雾滴沉积增加起到关键作用。

对于横喷杆喷雾结构，叶片正面雾滴沉积在植

株上层较多，中层次之，到下层最少；叶片背面雾滴

沉积在植株不同高度上均分布极少。

４４　两种喷雾结构对植株水平层面雾滴沉积分布
均匀性分析

表 ５为门式喷雾系统与常规横喷杆喷雾结构

在前进速度 ｖ＝０８ｍ／ｓ时采样目标区域 ８棵植株
不同离地高度叶片正面与背面的单位面积雾滴沉

积量及分布变异系数。由表 ５可知，门式喷雾结
构对玉米植株下层叶片雾滴沉积分布均匀度较中

层与 上 层 要 好，变 异 系 数 范 围 为 ８５７％ ～
２４０８％；常规横喷杆喷雾形式下，离地距离为
１２００ｍｍ的中层叶片正面雾滴分布变异系数达到
３４６８％，而上层及下层雾滴分布较为均匀，变异
系数均在 １８７０％ ～２９９３％之间。由此可见，横
喷杆对玉米上层喷雾效果较好，而中层叶片由于

受到上层叶片的遮挡，喷雾环境差异大，因此造成

变异系数较大，而植株下层因为中层与上层叶片

的遮挡，只受到极少量的喷雾。

表 ５　两种喷雾结构在不同高度叶片水平层面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与变异系数

Ｔａｂ．５　Ｓｐｒａｙｄｒｏｐｌｅ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Ｖ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ｇａｔｅｔｙｐｅｓｐｒａｙｓｙｓｔｅｍ

喷雾

结构

叶面

位置

叶片编号

１ ２ ４ ５ ７ ８

均值

／（μＬ·ｃｍ－２）

变异

系数

／％

均值

／（μＬ·ｃｍ－２）

变异

系数

／％

均值

／（μＬ·ｃｍ－２）

变异

系数

／％

均值

／（μＬ·ｃｍ－２）

变异

系数

／％

均值

／（μＬ·ｃｍ－２）

变异

系数

／％

均值

／（μＬ·ｃｍ－２）

变异

系数

／％

门式结构
正面 ００８２８ １６８９ ００９８１ ３７１４ ０１６５７ ２９８６ ００８１７ ２９２８ ０１２７２ ２４０８ ０１６０２ ２２２２

背面 ００１００ ２９２８ ００１０４ ３１７３ ００１９０ ３４４６ ００６０８ １２４０ ０２７００ １４６９ ０２８６７ ８５７

常规结构
正面 ００７９０ ２２９４ ００８３０ ２１４２ ００８８０ ３４６８ ００７２２ ２０２４ ００３７７ ２５２９ ００４８２ ２５１９

背面 ０００７３ １８７０ ０００７９ ２９９３ ０００９５ ３４６８ ０００６９ ２８５０ ０００７２ ２５３７ ０００７８ ２３９４

５　结论

（１）开发了适用于高构架跨行自走式玉米喷雾
机的门式喷雾系统，并通过理论与试验的方法，确定

了主要结构及性能参数：顶喷头与吊杆喷头分别选

用８０°和１１０°扁扇喷头，“Ｙ”形支管与吊杆夹角为
２０°，吊杆长度为１２００ｍｍ，在竖直方向上对作物植
株的喷幅为１１５０ｍｍ。

（２）与常规横喷杆喷雾结构相比，在相同喷雾
量下门式喷雾系统对玉米上层与中层叶片正面单位

面积雾滴沉积量提高了 １２５％以上；吊杆喷雾装置
的设置显著提高了玉米植株中层叶片背面与下层叶

片正面及背面的单位面积雾滴沉积量，从而实现了

对玉米植株中下层病虫害的有效防治。

（３）吊杆喷雾装置与横喷杆的结合，提高了雾
滴在植株不同高度水平层面的沉积均匀性；在沿植

株高度方向上，门式喷雾系统对玉米植株雾滴沉积

量峰值处高度与设计理论基本吻合，从喷雾试验角

度验证了吊杆长度设计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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