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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米德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参数优化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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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免耕播种机是在地表残茬、秸秆、杂草覆盖条件下进行播种，作业环境差，易造成免耕播种机堵塞、播种深度

不稳定等。基于东北玉米垄作免耕播种机的农业技术要求，为了解决破茬防堵、开沟稳定，减小破茬阻力，提高破

茬开沟质量等问题，设计了阿基米德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确定了其结构特性和尺寸参数为：缺口数 １１，最大半

径２１５ｍｍ，起始半径１７５ｍｍ，包角３２７２°，并建立了它的运动方程。通过３种圆盘（螺线型缺口圆盘、光面圆盘、半

圆型缺口圆盘）破茬刀对比试验，证明了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的优越性。同时建立了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的

破茬阻力与破茬盘类型、机器配重、机器前进速度的二次回归数学模型。研究成果为破茬装置优化设计提供了理

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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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免耕播种在地表有作物残茬和秸秆覆盖条件下

进行，作业环境差，土壤坚硬，垄形不整，易造成免耕

播种机壅堵、播种深度不匀、机器易跑偏、垄埂土易

向垄沟滑落等
［１］
。破茬防堵装置是免耕播种机的

关键部件，它直接影响种沟、种床形状和播种的效

果，从而进一步影响作物的出苗率、保苗率和作物的

产量。目前，国外免耕播种机破茬装置普遍采用有

两种：一种是锄铲式破茬开沟器，入土性能好、不需

增加配重、整机质量小，但工作时土壤翻动量大，易

挂草而堵塞；另一种是在开沟器前增加破茬圆盘刀。

圆盘刀包括光面圆盘刀、缺口圆盘刀和波纹圆盘刀。

光面圆盘刀切茬主要依靠机具的下压力和圆盘刀自

身锋利的刃口，使秸秆和根茬被迫切断或切碎，其结

构庞大，多为牵引式；缺口圆盘刀具有一定的冲击

性，更易于切茬，但是缺口圆盘刀的缺口存在漏切

区，造成最大缺口处无法切到根茬的最底部；波纹圆

盘刀的切茬阻力和动力消耗大，从而导致机具结构

庞大
［２－１７］

。

本文以阿基米德螺线理论为基础，优化设计

阿基米德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确定它的结构

参数和运动方程。通过 ３种圆盘（螺线型缺口圆
盘、光面圆盘、半圆型缺口圆盘）破茬刀对比正交

试验，证明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的优越性；同时

建立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的破茬阻力与破茬盘

类型、机器配重、机器前进速度的二次回归数学模

型。

１　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结构参数设计

１１　阿基米德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结构优化
阿基米德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尺寸参数如

图１所示。其中，Ｒｍａｘ为最大半径，ｂ为圆盘厚度，Ｒ
为刃口任一点的极径，α为刃口任一点的极角。设
有 Ｚ个缺口的螺线型缺口圆盘刀置于直角坐标系
ｘＯｙ中，其中心点与坐标系原点 Ｏ重合，ｘ轴水平向
右为正，ｙ轴竖直向下为正，第 １个缺口的起始半径
与 ｙ轴正向重合，其余各个缺口以 ｙ轴正向开始逆
时针依次编号，如图 ２所示。第 １个刃口曲线上的
某一点为 Ａ１，第２个刃口曲线上的某一点为 Ａ２，…，
第 ｉ个刃口曲线上的某一点为 Ａｉ；Ａ１的转角为 θ１，Ａ２
的转角为 θ２，…，Ａｉ的转角为 θｉ；同理，Ａ１的极角为

α１，Ａ２的极角为 α２，…，Ａｉ的极角为 αｉ，经理论分析得
其第 ｉ个刃口曲线型直角坐标系 ｘＯｙ下的参数方程
为

［１８］

ｘ＝Ｒ０＋ [Ｋ θ－（ｉ－１）３６０]Ｚ
ｓｉｎθ

ｙ＝Ｒ０＋ [Ｋ θ－（ｉ－１）３６０]Ｚ
ｃｏｓ{ θ

（１）

其中 Ｋ＝（Ｒｍａｘ－Ｒ０）／Φ



式中　Ｒ０———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起始半径，ｍｍ
θ———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转角，（°）
ｉ———刃口曲线顺序数编号
Φ———缺口包角，（°）　　Ｋ———常数

图 １　阿基米德螺线型缺口圆盘刀的结构参数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ｓｐｉｒａｌ

ｔｙｐｅｇａｐｃｕｔｔｉｎｇｄｉｓｃ
　

图 ２　刃口曲线参数方程的建立

Ｆｉｇ．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ｄｇｅｃｕｒｖｅ
　
破茬刀在拖拉机牵引下匀速前进的同时，工作

时还与土壤产生摩擦力而绕轴转动，如图 ３所示（Ｓ
为破茬刀相邻两个刃口曲线顶点的距离），刃口曲

线上任意一点 Ａ１的运动方程为

ｘ＝ＬＺ－ｎ－１ｃｏｓΦ＋２ｎＲｍａｘ (ｓｉｎ １８０)Ｚ
ｙ＝ＬＺ－ｎ－１ｓｉｎΦ＋Ｒ

{
ｍａｘ

（２）

式中　ｎ———相对坐标系数
ＬＺ－ｎ－１———Ｐｎ与 Ａ１的距离，即 ＰｎＡ１的长度

Ａ１（１）、Ａ１（２）、Ａ１（３）…为以 Ｏ１、Ｏ２、Ｏ３…为瞬心时
Ａ１点位移的位置，其初始位置角分别为 ε１、ε２、ε３…。

由参数方程和运动方程，就可以把一个螺线型

缺口圆盘破茬刀的具体形状确定下来。

１２　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缺口刃上点的运动轨迹
阿基米德螺线型缺口圆盘刀的同一个缺口刃

上不同点的运动轨迹，如图４所示。在第１个缺口
的刃口曲线上分别取 ａ、ｂ和 ｃ３个点。ａ点是第 １

图 ３　初始转角的确定

Ｆｉｇ．３　Ｓｉｚｅ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ｎｇｌｅ
　
个刃口上起始半径 Ｒ０的点；ｂ点是第１个刃口的极
角 α＝Φ／２时，极径 Ｒ与刃口曲线的交点；ｃ点是
第 １个刃口上等于最大半径 Ｒｍａｘ的点。从图 ４可
以看出，破茬刀随机具前进顺时针转动，当第 １个
刃口转动到切茬位置时，ａ、ｂ和 ｃ点顺次切茬，即
刃口曲线上的点随着极径的增大依次开始切茬，

实现了由远及近切茬的效果，同时破茬刀切茬时，

玉米根茬会顺次受到 ａ、ｂ和 ｃ点各自运动造成的
切割冲击，这些冲击产生的惯性有利于将玉米根

茬顺利切开、切断，防止漏切。经理论分析得到螺

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刃上点的运动轨迹是一条由

不同长度的圆弧组成的云曲线，并且当 ａ点结束
一个圆弧的运动轨迹进入下一个圆弧的运动轨迹

时，都会发生一次冲击。当 ａ点运动到背向机具
前进方向的圆弧位置时，每结束一个圆弧的运动

轨迹进入下一个圆弧的运动轨迹时，都有一个明

显向上抬升的过程，这一过程产生的惯性冲击可

以将破茬刀带出的土壤和残茬甩掉，减少带土和

缠绕；当 ａ点运动到朝向机具前进方向的圆弧位
置时，每结束一个圆弧的运动轨迹进入下一个圆

弧的运动轨迹，则又会有一个明显向前推进的过

程，这一过程产生的惯性冲击可以使破茬刀获得

更大的冲击力，提升了切断根茬的效果，减少破茬

阻力，不会出现入土时扣土，出土时向后抛土的现

象，可以有效减少对土壤的扰动。

图 ４　同一缺口刃上不同点的运动轨迹

Ｆｉｇ．４　Ｍｏ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ｌ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

ｓａｍｅｇａｐｏｆｃｕｔｔｉｎｇｄｉｓｃｂｌ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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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设备与试验方法

２１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为自行研制的玉米根茬切割阻力测试

装置和 ＺＪ２０００型转矩转速传感器、ＺＪＹＷ１型微机
型转矩转速仪、ＢＬＲ １型拉压传感器、ＤＬＮ ２型
便携式数字拉力表。玉米根茬切割阻力测试试验台

由调速电动机、机架、减速器、刀盘、转矩转速传感

器、夹具、底座、拉压传感器和３级胶带传动构成，如
图５所示。试验工况是调速电动机输出的转速经试
验台的第１、２级带传动和减速器后传递给转矩转速
传感器；然后，转矩转速传感器再经试验台的第３级
胶带传动传递给破茬刀的刀轴，从而达到破茬刀实

际田间工况的速度范围要求。玉米根茬夹紧装置台

下方为拉压传感器，同时通过外接的拉力表可以读

取破茬刀切茬时的阻力数据
［１９］
。

图 ５　玉米根茬切割阻力测试装置

Ｆｉｇ．５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ｄｒａｗｉｎｇｓｏｆｃｕ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ｅｓｔ

ｄｅｖｉｃｅｗｉｔｈｃｏｒｎｒｅｓｉｄｕｅ
１．调速电动机　２．机架　３．减速器　４．刀盘　５．转矩转速传感

器　６．夹具　７．底座　８．拉压传感器
　

图 ６　３种不同形式圆盘破茬刀

Ｆｉｇ．６　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ｕｂｂｌ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ｄｉｓｃｓ
（ａ）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　（ｂ）半圆型缺口圆盘破茬刀　（ｃ）光面圆盘破茬刀

　

２２　试验方法
试验中 ＺＪＹＷ１型微机型转矩转速仪用来采集

转矩 Ｍ，ＤＬＮ ２型便携式数字拉力表用来采集垂
直阻力 Ｎ。由于试验测试转速低于６００ｒ／ｍｉｎ时，需
要启动传感器上的辅助驱动电动机，这样 ＺＪＹＷ１型
微机型转矩转速仪采集到的转矩 Ｍ是传感器主电

动机和辅助驱动电动机转矩的和，只有减去辅助驱

动电动机提供的转矩３０００Ｎ·ｍ，才是传感器主电动
机的转矩；此外，传感器通过一个 １∶８的胶带传动将
动力传给的刀轴，所以最后破茬刀的转矩为

Ｍ′＝（Ｍ－３０００）／８ （３）
式中　Ｍ′———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的转矩，Ｎ·ｍ

Ｍ———ＺＪＹＷ１型微机型转矩转速仪显示的转
矩，Ｎ·ｍ

破茬刀切断根茬所消耗的功率为

Ｐ＝
２πｎ１Ｍ′
６０

（４）

式中　Ｐ———破茬刀切断根茬所消耗的功率，ｋＷ
ｎ１———刀轴转速，ｒ／ｍｉｎ

破茬刀切断根茬的水平切割阻力为

Ｆ＝２Ｍ′
Ｄ

（５）

式中　Ｆ———破茬刀切断根茬的水平切割阻力，Ｎ
Ｄ———破茬刀的直径，ｍ

３　３种破茬刀盘室内试验结果

３１　试验工况与参数
试验使用的３种圆盘破茬刀，如图６所示，分别

是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半圆型缺口圆盘破茬刀

和光面圆盘破茬刀，它们的最大直径均为 ４３０ｍｍ，
厚度为３ｍｍ。试验玉米根茬取自沈阳农业大学试
验田，根茬物理参数为根上节深度均值 ６８ｃｍ，根
茬高度２００６ｃｍ，根茬直径 ２００６ｍｍ，根系最大直
径１９７

"

２２５ｃｍ，含水率１５５４％。首先，分别进行
光面圆盘、半圆型缺口圆盘和螺线型缺口圆盘的单

因素试验，建立各圆盘破茬刀的水平和垂直切割阻

力与机具前进速度的数学模型，并对比分析这 ３种
破茬刀在相同的切割速度下，水平和垂直切割阻力

的变化情况。然后，再对本次设计的螺线型缺口圆

盘破茬刀进行二次回归正交试验，建立水平切割阻

力与切割速度和切割夹角的二次回归数学模型，并

确立水平切割阻力最小时切割速度和切割夹角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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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组合。选取不同切割夹角、切割速度和角速度的

各水平如表１所示，切断根茬的阻力、转矩和功率的
试验结果如表２所示，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玉米
根茬破切剖面如图７所示。
３２　试验结果与讨论

由表２可知，阿基米德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

表 １　试验工况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因素
工况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前进速度 ｖｍ／（ｋｍ·ｈ
－１） ５ ８ １０ １２ １５

刀轴转速 ｎ１／（ｒ·ｍｉｎ
－１） ６１６９ ９８７０ １２３３８１４８０５１８５０６

表 ２　３种圆盘的对比试验测得结果

Ｔａｂ．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ｓｃｓ

序号

光面圆盘破茬刀 半圆型缺口圆盘破茬刀 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

破茬刀转矩

Ｍ／（Ｎ·ｍ）

水平切割

阻力 Ｆ／Ｎ

功率

Ｐ／ｋＷ

破茬刀转矩

Ｍ／（Ｎ·ｍ）

水平切割

阻力 Ｆ／Ｎ

功率

Ｐ／ｋＷ

破茬刀转矩

Ｍ／（Ｎ·ｍ）

水平切割

阻力 Ｆ／Ｎ

功率

Ｐ／ｋＷ

１ １３３６４ １４４４５８ ０８６ １００１０ １３５９２３ ０６５ ７８９５ １２５０１４ ０５１
２ １０６７５ １３６８２６ １１０ ８９０１ １３１３９３ ０９２ ６７４０ １２１９９７ ０７０
３ ９９５９ １３２２７５ １２９ ８７９８ １２８８６９ １１４ ６５５３ １２００３４ ０８５
４ ９５８９ １２９９９１ １４９ ８１０６ １２５６８７ １２６ ６５１５ １１８６３５ １０１
５ ９２８８ １２７５３９ １８０ ７９４６ １２３５５８ １５４ ６３９８ １１６５６３ １２４
均值 １０５７５ １３４２１８ １３１ ８７５２ １２９０８６ １１０ ６８２０ １２０４４９ ０８６
方差 ２６９９１ ４４４７７８ ０１３ ６６８５ ２３５５６５ ０１１ ３７６１ １０４４９８ ００８
标准差 ３２８０ ６６６９ ０３６ ８１８ ４８５４ ０３４ ６１３ ３２３３ ０２８

图 ７　不同切割速度下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的根茬切断效果

Ｆｉｇ．７　Ｓｔｕｂｂｌｅｓｃｕ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ｓｐｉｒａｌｔｙｐｅｇａｐｃｕｔｔｉｎｇｄｉｓｃ
（ａ）５ｋｍ／ｈ　（ｂ）８ｋｍ／ｈ　（ｃ）１０ｋｍ／ｈ　（ｄ）１２ｋｍ／ｈ　（ｅ）１５ｋｍ／ｈ

　

的切断根茬的阻力、转矩和功率最小，半圆型缺口圆

盘破茬刀次之，光面圆盘破茬刀最大。为了进一步

考察阿基米德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的破茬性能，

确定螺线型破茬刀切茬阻力与前进速度、切割夹角

和圆盘角速度的数学模型，确定试验因素的最优组

合，对阿基米德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的工作性能

进行二次回归正交设计试验，因素水平编码如表 ３
所示。根据三因素五水平二次回归正交试验设计，

安排１７次试验，试验方案及结果如表４所示。
根据试验结果，利用计算机求解得出切割阻力

与影响因素间的数学模型为

ｙ＝１２２２１７＋３９９Ｘ２１－３１２Ｘ
２
２－８３１Ｘ

２
３＋

３５Ｘ１Ｘ２＋６５７Ｘ１Ｘ３＋５７５Ｘ２Ｘ３－
２３２Ｘ１－１８６９Ｘ２＋１１２４Ｘ３ （６）

根据试验因素与试验指标的极差分析确定切断

玉米根茬的工况条件最优组合是：机器前进速度是

１１ｋｍ／ｈ，破茬刀角速度是 １３ｒａｄ／ｓ，切割角度是 ０°。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可知，

表 ３　因素水平编码

Ｔａｂ．３　Ｃｏｄｉｎｇｆｏ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

编码

因素

前进速度

ｘ１／（ｋｍ·ｈ
－１）

圆盘角速度

ｘ２／（ｒａｄ·ｓ
－１）

切割夹角

ｘ３／（°）

１３５３ １５ ２０ ８

１ １３９６ １８１７ ６９６

０ １１ １３ ４

－１ ８０４ ７８３ １０４

－１３５３ ７ 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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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试验方案与结果

Ｔａｂ．４　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序号 Ｘ１ Ｘ２ Ｘ３ 切割阻力 ｙ／Ｎ

１ １ １ １ １１９９

２ １ １ －１ １１７６

３ １ －１ １ １２２０

４ １ －１ －１ １２０８

５ －１ １ １ １１９６

６ －１ １ －１ １１８８

７ －１ －１ １ １２１９

８ －１ －１ －１ １２４６

９ １３５３ ０ ０ １２３７

１０ －１３５３ ０ ０ １２２３

１１ ０ １３５３ ０ １１８６

１２ ０ －１３５３ ０ １２４８

１３ ０ ０ １３５３ １２５０

１４ ０ ０ －１３５３ １１６５

１５ ０ ０ ０ １２１９

１６ ０ ０ ０ １２００

１７ ０ ０ ０ １２１７

Ｆ１＜Ｆ００５（５，２）是不显著的，说明回归方程拟合较
好，故可进一步用统计量 Ｆ２进行检验。其中 Ｆ２＞
Ｆ０２５（９，７）＝１７０，说明方程在α＝０２５水平上显著。

表 ５　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方差

来源

偏差

平方和

自由

度
方差 Ｆ 临界值 Ｆα

Ｄ１ ６９６７９３ ９ ７７４２１ Ｆ２＝１７０ Ｆ０２５（９，７）＝１６９

Ｄ２ ３２００ ７ ４５５１３

Ｄ３ ２９８２０９ ５ ５９６４２ Ｆ１＝５４７ Ｆ００５（５，２）＝１９３

Ｄ４ ２１８ ２ １０９

Ｄ５ １０１６８０２ １６

４　田间试验

试验地点在沈阳农业大学试验田，在留有玉米

根茬的垄作未耕地块进行试验。试验内容主要包

括：试验地块田间情况测定，包括试验地的土壤含水

率、垄形及留茬情况的测定；阿基米德螺线型缺口圆

盘破茬开沟装置的正交试验，确定破茬开沟装置在

切茬、播种时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因素对试验指标

影响的主次顺序。经过试验测定土壤含水率的平均

值为 １４７８％；留茬情况的测定主要包括根茬高度
Ｈ１、根上节深度 Ｈ２、根茬直径 ｄ和根系最大直径 Ｄ，
如图８、图 ９所示。在试验地随机测量１０个玉米根
茬进行测定，得到的垄形和玉米根茬尺寸为：垄距 Ｗ＝
５２６ｍｍ，垄台宽度Ｗ１＝２５０ｍｍ，垄底宽度Ｗ２＝２６０ｍｍ，
垄高 Ｈ＝１３５ｍｍ；根茬高度 Ｈ１＝１１２８ｍｍ，根上节
深度Ｈ２＝７２６ｍｍ，根茬直径 ｄ＝２１２６ｍｍ，根系最

大直径 Ｄ＝２０９８ｍｍ［２０］。

图 ８　垄形尺寸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ｒｔｏｆｒｉｄｇｅ
　

图 ９　玉米根茬尺寸示意图

Ｆｉｇ．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ａｉｚｅｓｔｕｂｂｌｅ
　
正交试验装置由东方红４５０型拖拉机三点悬挂

连接，试验因素与水平如表 ６所示。选用 Ｌ９（３
４
）正

交表来安排试验，以破茬率为试验指标，试验因素为

破茬盘类型、机器前进速度和机器质量，正交试验结

果如表７所示。

表 ６　正交试验的因素与水平

Ｔａｂ．６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

编码

试验因素

破茬圆盘刀类型 ａ
前进速度

ｂ／（ｋｍ·ｈ－１）

机器质量

ｃ／ｋｇ

－１ 光面圆盘破茬刀　　　 ５ １００

０ 半圆型缺口圆盘破茬刀 １０ １５０

１ 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 １５ ２００

表 ７　正交试验结果

Ｔａｂ．７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号
因素

Ａ Ｂ Ｃ

破茬率 Ｙ

／％

１ １ １ １ ９５７
２ １ １ －１ ９４６
３ １ －１ １ ８８６
４ １ －１ －ｌ ８９７
５ －１ １ １ ７２３
６ －１ １ －１ ９０８
７ －１ －１ １ ７３８
８ －ｌ －１ －１ ７５９
９ ０ ０ ０ ８３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８５９
１１ ０ ０ ０ ９０５
１２ ０ ０ ０ ８９３

　　通过比较各因素的极差 Ｒ的大小确定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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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试验指标破茬率影响的主次顺序为：破茬盘类型、

机器质量、机器前进速度。最优水平组合为 Ａ３Ｂ２Ｃ３，
即当破茬刀选取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前进速度

为１５ｋｍ／ｈ、机器质量为 ２００ｋｇ时，破茬率效果最
好。根据正交设计的回归系数，而得回归方程

Ｙ＝８５８４＋６９８Ａ＋３１８Ｂ－２５８Ｃ－０１８ＡＢ＋
２５８ＡＣ－１７８ＢＣ （７）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８所示，可
知，Ｆ１＜Ｆ００５（２，３）＝９５５是不显著的，说明回归方
程拟和较好，故可进一步用统计量 Ｆ２进行检验。
Ｆ２＝５８６＞Ｆ００５（６，５）＝４９５，说明方程在 α＝００５

表 ８　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８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方差

来源

偏差

平方和

自由

度
方差 Ｆ 临界值 Ｆα

Ｄ１ ６０１３９ ６ １００２３ Ｆ２＝５８６ Ｆ００５（６，５）＝４９５
Ｄ２ ８８５４ ５ １７１１
Ｄ３ ５３９１ ２ ２６９６ Ｆ１＝２３４ Ｆ００５（２，３）＝９５５
Ｄ４ ３４６３ ３ １１５４
Ｄ５ ６８９９３ １１

水平上是显著的，具有实际意义。从回归系数可以

看出，对破茬率影响最大的是破茬圆盘刀类型，与极

差 Ｒ分析确定的主次因素次序结论一致。

５　结论

（１）对阿基米德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的结构
参数优化，确定了刃口曲线为阿基米德螺线的螺线

型缺口圆盘破茬刀的尺寸。破茬刀的基本尺寸参数

为：缺口数１１，最大半径２１５ｍｍ，起始半径１７５ｍｍ，
包角３２７２°，并建立了刃口曲线的参数方程。

（２）通过对３种圆盘破茬刀进行二次回归正交
试验，建立了圆盘破茬刀在不同前进速度、切割夹角

和旋转角速度下，切割阻力的变化规律数学模型。

确定了切断玉米根茬的工况条件最优组合为机器前

进速度 １１ｋｍ／ｈ，破茬刀角速度 １３ｒａｄ／ｓ，切割角度
０°时切割阻力最小。

（３）通过对螺线型缺口圆盘破茬装置的田间试
验，得出各因素对破茬率影响的主次顺序为：破茬盘

类型、机器质量、机器前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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