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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轴流式玉米柔性脱粒装置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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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黄淮海地区玉米籽粒直收过程中籽粒破碎率和未脱净率高的问题，结合现有玉米脱粒滚筒的结构特点，

设计了横轴流式玉米柔性脱粒装置。该装置内置柔性脱粒滚筒，脱粒元件采用柔性钉齿和弹性短纹杆组合结构，

实现了玉米果穗的柔性低损伤脱粒。研究了滚筒关键设计参数对脱粒性能的影响，建立了该脱粒滚筒关键结构参

数的设计方法；利用 ＡＤＡＭＳ软件进行了动平衡模拟仿真，开展脱粒系统的动平衡试验，保证了整机工作的可靠性；

选取滚筒转速、脱粒间隙和喂入量作为试验因素进行了室内台架正交试验，确定较优参数组合：喂入量为 ８ｋｇ／ｓ，滚

筒转速为 ４５０ｒ／ｍｉｎ，凹板间隙为 ４０ｍｍ。在该条件下，玉米果穗的籽粒破碎率为 ０６５％，未脱净率为 ０５９％，符合

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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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玉米机械化收获有果穗收获和籽粒收获两种方

式。其中果穗收获是用收获机完成玉米果穗与茎秆

的分离和收集作业，其后还需对果穗晾晒、转运和脱

粒作业，属于玉米机械化收获的初级阶段
［１］
。籽粒

收获是用玉米收获机一次性完成摘穗、脱粒、清选等

工序，该方式具有效率高、损失少的特点，是玉米收

获机发展的必然趋势
［２］
。

黄淮海地区作为中国玉米主产区之一，２０１５年
种植面积约为１７５７７×１０８ｈｍ２，占全国播种面积的
４６１％，总产量 ８６９×１０８ｔ，占全国的 ３８７％。黄
淮海地区春播玉米一般在 ７月下旬成熟，夏播玉米
一般在９月下旬成熟，收获时玉米籽粒含水率约为
３０％［３］

，籽粒直收过程中，玉米在脱粒元件挤压、冲

击和揉搓等力作用下，籽粒易产生破碎、破皮或裂纹

等问题，增加了感染黄曲霉素的风险，给玉米籽粒贮

藏品质和粮食安全造成很大威胁。因此玉米脱粒过

程籽粒损伤已成为制约黄淮海地区玉米籽粒收获技

术推广的瓶颈问题
［４－６］

。

国外对玉米籽粒收获过程中籽粒机械损伤与破

碎的研究较多。ＢＵＲＫＨＡＲＤＴ等［７］
探索了滚筒转

速 对 玉 米 脱 粒 过 程 籽 粒 损 伤 的 影 响；

ＰＥＴＫＥＶＩＣＨＩＵＳ等［８］
对脱粒过程玉米果穗喂入方

向、含水率、凹板间隙等因素对脱粒损伤的影响进行

了研究；ＳＲＩＳＯＮ等［９］
探索了脱粒滚筒结构参数与

玉米特性对玉米脱粒损伤和功耗的影响。相比国

外，国内籽粒收获尚处于脱粒机型的探索阶段。何

晓鹏等
［１０］
设计了一种宽板齿、低转速的挤搓式玉米

脱粒机，在玉米籽粒含水率低于 ２０％时具有良好的
作业效果；李心平等

［１１－１３］
依据仿生原理设计了仿鸡

喙离散玉米和裸手脱粒的仿生玉米脱粒机，降低了

单穗脱粒的籽粒损伤；赵武云
［１４］
设计了变间距螺旋

板齿式种用玉米脱粒机，并对种用玉米的脱粒损伤

机理进行了探索。上述研究虽然都对玉米籽粒的脱

粒损伤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理论成果，

但主要集中在小型玉米脱粒机方面，很难在大型作

业机中得到推广应用。

针对玉米脱粒过程容易出现籽粒损伤和脱粒损

失大的问题，本研究结合黄淮海地区玉米籽粒收获

的特点，开展柔性钉齿与弹性短纹杆相结合的玉米

柔性脱粒技术，设计一种横轴流式玉米柔性脱粒试

验台，进行脱粒滚筒的动平衡试验与脱粒性能的正

交试验，为黄淮海地区玉米籽粒直收技术的研发提

供借鉴。

１　整机结构与工作原理

１１　整机结构
横轴流式玉米柔性脱粒装置整体结构如图１所

示，主要由柔性脱粒滚筒、可调凹板、固定凹板、螺旋

输送器、上罩、外壳、机架、喂料口、落料板与籽粒箱、

电动机等组成。其中柔性脱粒滚筒上设有螺旋分布

柔性钉齿和弹性短纹杆；为配合脱粒元件对果穗的

轴向输送，上罩内侧焊有均布的螺旋导流板；柔性脱

粒滚筒与外壳安装在机架上方，螺旋输送器位于凹

板下方，落料板与籽粒箱置于机架最下方。

图 １　横轴流式玉米柔性脱粒装置总体结构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ｒｎ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ｔｅｓｔｂｅｎｃｈ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ｆｌｏｗ
１．调节机构　２．上罩　３．张紧链轮　４．输送器链轮　５．可调凹板　６．固定凹板　７．喂料口　８．滚筒链轮　９．带轮　

１０．机架　１１．电动机　１２．籽粒箱　１３．落料板　１４．螺旋输送器　１５．柔性脱粒滚筒　１６．外壳
　

１２　工作原理
横轴流式玉米柔性脱粒装置作业时，玉米果穗

经由喂料口进入脱粒滚筒内，首先在滚筒上螺旋分

布的钉齿元件作用下，果穗被强制拖入滚筒与凹板

的间隙并受到钉齿与凹板及果穗间的冲击、挤搓和

摩擦作用，完成果穗的初步脱粒；在此过程，果穗受

到螺旋分布钉齿的作用以及上罩导流板的配合作

用，沿着滚筒轴向很快进入弹性短纹杆区域。在此

区域内，果穗受到凹板的阻滞过程，受到纹杆的循环

冲击与搓擦作用，完成其余籽粒的脱粒。在滚筒末

端，排芯板将脱粒后的玉米芯排出机外，完成整个脱

粒过程。本试验台采用弹性短纹杆，有效减弱纹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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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果穗的刚性冲击，降低了脱粒过程的籽粒损伤。

２　轴流柔性脱粒滚筒设计

２１　脱粒工艺确定
轴流式脱粒滚筒按照作物在滚筒内运动流程分

为４种形式，如图 ２所示。根据 ＭＩＵ等［１５］
研究可

知，虽然轴流脱粒的果穗喂入可以采用径向和轴向

两种方式，但是轴向喂入时果穗喂入的顺畅性难以

保证；而径向喂入具有主动抓取果穗的作用，其可靠

性和顺畅性高于轴向喂入。果穗脱粒后玉米芯轴可

轴向或径向排出，但在大型联合收获机中为保证结

构紧凑，横轴流式滚筒多采用径向排出方式，因此本

系统选择径向喂入和径向排出方式进行作业。

图 ２　轴流滚筒脱粒工艺形式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ａｘｉａｌ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２２　滚筒结构参数确定

横轴流柔性脱粒滚筒外形结构如图 ３所示，整
体分为柔性钉齿区、弹性短纹杆区和排杂区３部分。

图 ３　滚筒结构参数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横轴流脱粒分离装置的脱粒分离模型

［１６］
为

ＳＳ（ｘ）＝
１
λ－β

［λ（１－ｅ－βｘ）－β（１－ｅ－λｘ）］×１００％

（Ｂ≤ｘ≤Ｌ） （１）
式中　ＳＳ（ｘ）———滚筒累计分离籽粒率，％

λ———横轴流滚筒轴向上任意一点 ｘ处相邻
长度为 Δｘ的凹板筛区域内，脱粒发生
概率与未被脱粒籽粒量比例系数，ｍ－１

β———横轴流滚筒轴向上任意一点处相邻长
度为 Δｘ的凹板筛区域内，籽粒从凹板
筛分离出来的概率与自由籽粒（已脱粒

但尚未分离的籽粒）量比例系数，ｍ－１

ｘ———横轴流滚筒轴向位置，ｍ
Ｂ———横轴流滚筒喂入区间长度，ｍ
Ｌ———横轴流滚筒长度，ｍ

当 ｘ＝Ｌ－Ｂ时，按脱粒损失率为 １％计算，则
ＳＳ（ｘ）＝９９％。

通过前期玉米含水率为 ２７％ ～３０％条件下的
横轴流式脱粒滚筒台架试验，得 λ为 ４ｍ－１

，β为
３５ｍ－１

，则 Ｌ－Ｂ≈１４５０ｍｍ；根据避免果穗结拱和
堵塞的最小尺寸来确定 Ｂ值，本设计取 ４５０ｍｍ，因
此轴流脱粒滚筒长度的参考值为 １４５０＋４５０＝
１９００ｍｍ。

横轴流脱粒滚筒直径 Ｄｚ为
Ｄｚ≥Ｄｇ＋２ｈｚ （２）

式中　Ｄｇ———脱粒元件处直径，ｍｍ
ｈｚ———脱粒元件高度，ｍｍ

考虑直径过小容易出现堵塞、缠绕等问题，严重

影响果穗脱粒效果
［１７］
，故通常 Ｄｇ＞３００ｍｍ，结合考

虑制造成本与结构限制，最终确定为 ４００ｍｍ，脱粒
元件高度设计为７０ｍｍ，故滚筒直径为５４０ｍｍ。
２３　脱粒元件

横轴流式柔性脱粒滚筒采用三段组合式结构，

前部采用钉齿脱粒元件，以提高脱粒元件对果穗的

抓取能力；为了降低脱粒过程的籽粒损伤，该钉齿采

用聚氨酯橡胶材料制造；中部采用螺旋短纹杆结构，

以强化脱粒过程的揉搓效果；又为了降低对籽粒的

损伤，该纹杆块采用弹性结构以减小揉搓过程对果

穗的刚性冲击，降低籽粒的损伤；尾部为板式结构，

以增强对穗轴等杂物向外的排出能力。为了实现循

环脱粒过程果穗的翻转和向后运动，柔性钉齿和弹

性短纹杆均采用螺旋线排列
［１８－１９］

；为了增加单位长

度脱粒元件对果穗的脱粒次数，螺旋头数选择为 ４；
为了平衡脱粒过程滚筒承受的轴向力，弹性短纹杆

按照 Ｄ型左纹和 Ｄ型右纹交错排布，最终形成的滚
筒结构如图４所示。

弹性短纹杆结构如图５所示，主要由纹杆座、固
定架、扭簧和短纹杆等组成。其中纹杆座焊接在滚

筒表面，短纹杆铰接在固定架上，纹杆下方设有扭

簧，扭簧由扭簧压板进行固定。短纹杆选长度

９０ｍｍ的 Ｄ型纹杆钢。
当载荷超过一定强度时，会导致籽粒损伤甚至

果穗芯轴断裂进而增加籽粒的损伤
［２０］
，根据文

献［２１－２２］，一般玉米籽粒发生破碎时破坏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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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滚筒结构及脱粒元件排布展开图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ｖｉｅｗ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１．柔性钉齿　２．右纹杆　３．左纹杆　４．排芯板

　

图 ５　弹性短纹杆结构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ｒｅｓｈ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ｈｏｒｔ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ａｓｐｂａｒ
１．固定架　２．纹杆座　３．扭簧压板　４．圆头螺栓　５．扭簧　

６．Ｄ型纹杆　７．连接板
　

为１１２～３５９Ｎ；玉米籽粒从芯轴上脱下时，籽粒脱
落力范围为 ２～１２Ｎ，玉米果穗断裂力范围 ６１０～
１０６０Ｎ。

弹性短纹杆脱粒作业时，设纹杆背脊面与纹杆

面交于点 Ｏ，此时果穗对纹杆作用力为 Ｆｇ，Ｆｇ与扭
簧旋转中心距离为ｈｎ，则扭簧的初始扭矩Ｔ１＝Ｆｇｈｎ，当
Ｆｇ大于籽粒脱落力小于籽粒破碎时破坏力和果穗断
裂力，扭簧发生扭转，以缓解脱粒元件对果穗的刚性

冲击。根据文献［２０－２２］，当 Ｆｇ为 ４０Ｎ，即可满足
该条件，ｈｎ为１５５ｍｍ，可得 Ｔ１＝６１０Ｎ·ｍｍ。

扭簧初始扭转角 φ１＝３５°，圆头螺栓与固定架
保证纹杆上限位，因此纹杆只能向下扭转，扭簧最大

扭转角 φ２＝４６°，因此扭簧有效圈数 Ｎ为

Ｎ＝
Ｅｄ４φ２
３６７０Ｄ１Ｔ２

（３）

其中 Ｔ２＝
Ｔ１φ２
φ１

式中　Ｅ———弹性模量，扭簧选择碳素弹簧钢丝 ２
组，故 Ｅ＝１９７×１０５ＭＰａ

ｄ———扭簧钢丝直径，碳素弹簧钢丝 ２组为
３２ｍｍ

Ｔ２———扭簧最终扭矩，Ｎ·ｍｍ
Ｄ１———扭簧中径，ｍｍ

而 Ｄ１＝Ｐｄ（Ｐ为扭簧旋绕比），根据机械设计手

册
［２３］
，旋绕比一般取８５，由此可得 Ｎ＝１２。

２４　上罩

柔性脱粒滚筒上罩与凹板共同组成脱粒室。上

罩内壁设置有等距分布的６块导流板，如图６所示。

图 ６　上罩结构图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ｖｅｒ
　

对横轴流式脱粒滚筒而言，为防止玉米果穗返

回到喂入口，上罩内壁第一块导流板必须导过整个

喂入口宽度Ｍ［２４］，设导流板对应滚筒的圆周角为θ，
导流板螺旋升角 α为

α＝ａｒｃｔａｎ Ｍ
θ
３６０°π

Ｄｚ
（４）

喂入口宽度 Ｍ必须防止果穗在此结拱堵塞，要
求其宽度必须大于 １５倍的果穗长度，故该宽度取
４５０ｍｍ，导流板对应滚筒圆周角为１８０°，由此可得α
约为２８°。果穗在滚筒内受离心力作用，在上罩部
分通常是紧贴内壁运动，因此导流板不必过高，结合

文献［２４］，导流板高度设置为２０ｍｍ。
２５　分离凹板

凹板筛的主要作用是配合脱粒滚筒完成玉米脱

粒及脱下籽粒与穗轴的分离。本凹板筛分为固定凹

板与调节凹板两部分，两部分凹板筛为栅格结构，如

图７所示。
为了提高对不同品种、果穗直径、喂入量和不同

含水率果穗的适应性，凹板筛采用可调整结构，即凹

板筛一端固定，另一端由凹板调节机构进行调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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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凹板筛整体结构图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ａｐｅｒｅｄｃｏｎｃａｖｅｓｉｅｖｅ
１．固定凹板　２．调节凹板　３．调节杆　４．调节机构　５．防漏帆布

　
而改变凹板与柔性脱粒滚筒间距离，定义调节凹板

与脱粒滚筒下母线间距离为凹板间隙 δ，凹板间隙
设有３种模式，调节杆可依次将脱粒间隙调节为
５０、４０、３０ｍｍ。

为了实现果穗的循序渐进脱粒，本凹板筛与脱

粒滚筒为偏心配置，脱粒滚筒的入口间隙大于出口

间隙，如图８所示。其中大喂入口有利于玉米果穗
的喂入，而随着脱粒间隙变小，玉米果穗受到的搓擦

和挤压作用增强，有效增大了脱粒元件对果穗的脱

粒强度。

图 ８　凹版筛与脱粒滚筒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ｃａｖｅ

ｓｉｅｖｅａｎｄｒｏｌｌｅｒ
　

凹板筛直径 Ｄ２的计算公式为

Ｄ２＝Ｄｚ＋δ１＋δ２ （５）
式中　δ１———入口间隙，ｍｍ

δ２———出口间隙，ｍｍ
由文献［２５］知，脱粒滚筒入口间隙应大于果穗

大端直径，考虑到果穗喂入顺畅性，入口间隙 δ１取
５５ｍｍ，滚筒出口间隙应小于等于果穗芯轴小端直
径，取值３０ｍｍ。因此凹板筛直径为６２５ｍｍ。

３　试验

３１　脱粒滚筒动平衡试验

脱粒滚筒属高速运转的部件，在脱粒滚筒运行

过程中，由于脱粒元件的螺旋排布以及加工误差等

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因为重心偏移引发较大的非平

衡惯性力，最终导致系统的剧烈振动，严重时导致滚

筒支持轴承的过早失效，因此在完成滚筒设计后进

行了动平衡校核
［２６］
。

将脱粒滚筒三维模型导入 ＡＤＡＭＳ软件，利用
ＡＤＡＭＳ软件定义前处理条件和仿真条件进行动平
衡仿真模拟。定义滚筒脱粒端为 Ｈ端，排杂端为 Ｉ
端，以５００ｒ／ｍｉｎ的转速进行模拟，得出 Ｈ、Ｉ两端的
轴承动反力分别为４７５Ｎ和５８１Ｎ，该结果超过国家
标准，为此，对其采用双面平衡法进行配重计算，再

次进行动平衡模拟，得到 Ｈ、Ｉ两端在滚筒稳定后的
轴承动反力分别为２０８Ｎ和１９７Ｎ，如图９所示。

图 ９　滚筒轴承动反力变化曲线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ｏｆ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依据国家标准相关规定

［２７］
，不平衡量 Ｕ不应大

于许用不平衡量 Ｕｐｅｒ。许用不平衡量为

Ｕｐｅｒ＝１０００
（ｅｐｅｒΩ）ｍ
Ω

（６）

式中　ｅｐｅｒ———许用剩余不平衡度，ｋｇ·ｍ／ｋｇ
ｍ———滚筒质量，ｋｇ
Ω———滚筒角速度，ｒａｄ／ｓ

该型滚筒质量为１０４ｋｇ，Ω为５２ｒａｄ／ｓ，（ｅｐｅｒΩ）
为平衡品质级别，国家推荐农业机械平衡品质级别

为 Ｇ１６，即１６ｍｍ／ｓ，因此许用不平衡量为

Ｕｐｅｒ＝１０００×
１６×１０４
５２

＝３２０００ｇ·ｍｍ （７）

Ｈ、Ｉ两端不平衡量为
Ｕ＝Ｆ／Ω２ （８）

式中　Ｆ———轴承动反力，Ｎ
ＵＨ＝７８６２３ｇ·ｍｍ，ＵＩ＝７２８５５ｇ·ｍｍ，总不平

衡量 ＵＨ ＋ＵＩ＝１５１４７８ｇ·ｍｍ＜Ｕｐｅｒ，符合国标规
定。基于动平衡仿真模拟，利用 ＹＣＷ １０００型动平
衡机对横轴流柔性脱粒滚筒进行校核，并分别在 Ｈ、
Ｉ两端非工作表面进行配重块的焊接以达到国标要
求，如图１０所示。
３２　性能优化试验

根据初步分析，选择对脱粒质量影响较大的滚

筒转速ｎ（ｒ／ｍｉｎ）、凹板间隙ａ（ｍｍ）、喂入量ｂ（ｋｇ／ｓ）作
为试验因素，因素水平见表 １。材料选择山东省广
泛种植的“先玉 ３３５”玉米果穗，含水率为 ２７２４％。

５０１第 ３期　　　　　　　　　　　　　　耿端阳 等：横轴流式玉米柔性脱粒装置设计与试验



图 １０　动平衡配重结果

Ｆｉｇ．１０　Ｄｙｎａｍｉｃｂａｌａｎｃ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仪器设备主要有 ＰＭ ８１８８型谷物水分测定仪
（日本 ＫＥＴＴ公司）、ＶＣ６２３４Ｐ型数显转速表、上海
花潮系列电子秤等。试验在山东理工大学农机性能

试验室进行，试验现场如图１１所示。

表 １　试验因素水平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水平

因素

滚筒转速 ｎ／

（ｒ·ｍｉｎ－１）

凹板间隙

ａ／ｍｍ

喂入量

ｂ／（ｋｇ·ｓ－１）

１ ４００ ３０ ６

２ ４５０ ４０ ８

３ ５００ ５０ １０

图 １１　试验现场

Ｆｉｇ．１１　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ｉｔｅ
　

　　按照 ＧＢ／Ｔ２１９６１—２００８《玉米收获机械试验方
法》和 ＧＢ／Ｔ５９８２—２０１７《脱粒机试验方法》确定考
察指标，包括籽粒破碎率和未脱净率，其中籽粒破碎

率为

Ｙ１＝
Ｗｓ
Ｗｉ
×１００％ （９）

式中　Ｗｓ———样品中破碎籽粒质量，ｇ
Ｗｉ———取样籽粒总质量，ｇ

未脱净率为

Ｙ２＝
Ｗｗ
Ｗｚ
×１００％ （１０）

式中　Ｗｗ———未脱净籽粒质量，ｇ
Ｗｚ———全部籽粒质量，ｇ

对试验结果进行取样并称量，试验结果及极差

分析见表２，Ａ、Ｂ、Ｃ分别为滚筒转速 ｎ、凹板间隙 ａ
和喂入量 ｂ的因素水平值。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滚筒转速、凹板间隙、喂

入量对籽粒破碎率和未脱净率的影响各不相同，利

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方差分析［２８］
，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 ２　正交试验结果和极差分析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ａｎｄｒａｎ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序号
因素

Ａ Ｂ Ｃ
Ｙ１／％ Ｙ２／％

１ １ １ １ １１５ ０８２

２ １ ２ ２ ０６４ ０６７

３ １ ３ ３ ２３５ ０８９

４ ２ １ ２ １３４ ０８１

５ ２ ２ ３ ２８９ ０７７

６ ２ ３ １ ２４９ ０７９

７ ３ １ ３ ３５２ ０７１

８ ３ ２ １ ２４５ ０５８

９ ３ ３ ２ １７２ ０６１

ｋ１ ４１４ ６０１ ６０９

ｋ２ ６７２ ５９８ ３７０

Ｙ１
ｋ３ ７６９ ６５６ ８７６

Ｒ １１８ ０１９ １６８

较优水平 Ａ１ Ｂ２ Ｃ２
主次因素 Ｃ２Ａ１Ｂ２
ｋ１ ２３８ ２３４ ２１９

ｋ２ ２３７ ２０２ ２０９

Ｙ２
ｋ３ １９０ ２２９ ２３７

Ｒ 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７９

较优水平 Ａ３ Ｂ２ Ｃ２
主次因素 Ｃ２Ａ３Ｂ２

表 ３　方差分析

Ｔａｂ．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

指标 方差源 平方和 自由度 Ｆ 显著性

Ａ ２２４４ ２ １６８７２ 

Ｙ１
Ｂ ００７１ ２ ０５３４

Ｃ ４２７２ ２ ３２１２０ 

误差 ０１３ ２

Ａ ００５０ ２ ２５１２４ 

Ｙ２
Ｂ ００２０ ２ １００１２ 

Ｃ ００１３ ２ ６５３１

误差 ０００９ ２

　　注：表示因素对试验有显著影响，表示因素对试验有影响。

　　综合极差分析与方差分析可知，柔性脱粒滚筒
的籽粒破碎率与未脱净率最佳组合方案是 Ａ１Ｂ２Ｃ２
和 Ａ３Ｂ２Ｃ２，即在喂入量均为 ８ｋｇ／ｓ和凹板间隙均为
４０ｍｍ，滚筒转速分别为 ４００ｒ／ｍｉｎ和 ５００ｒ／ｍｉｎ时，
其籽粒破碎率和未脱净率可以控制在较优范围。

主要原因为当凹板间隙较小时，物料间挤压和

揉搓作用增强，玉米籽粒受到的脱粒力过大导致破

碎率较高，同时由于较强的挤压揉搓作用玉米芯容

易破碎分裂，从而降低了脱粒元件对其的作用效果，

进而导致脱粒损失的上升。相反，随着凹板间隙增

大，果穗在滚筒内受到脱粒元件的作用减弱，同时较

大的凹板间隙使得物料间揉搓、挤压作用减弱从而

导致未脱净率升高。由表 ２可知，凹板间隙对籽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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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率和未脱净率的最优水平均为 Ｂ２，即凹板间隙
为４０ｍｍ。

当喂入量增加时，物料在脱粒间隙内堆积使物

料层增厚，导致滚筒上脱粒元件和凹板对果穗的平

均脱粒强度下降，所以出现了较多籽粒不能完全被

脱下，表现出未脱净率升高；同时滚筒上脱粒元件在

较厚果穗层中脱粒时弹性脱粒元件被较厚的果穗层

阻碍，降低了弹性脱粒的效果，从而导致了籽粒破碎

率的上升；相反，当喂入量较低时果穗在脱粒区间内

被冲击后与凹板筛发生较为强烈的二次冲击，所以

出现了籽粒破碎率的升高，喂入量对籽粒破碎率和

未脱净率的最优水平均为 Ｃ２，即喂入量为８ｋｇ／ｓ。
当滚筒转速较高时，脱粒元件的线速度随之增

大，从而增加了脱粒室内果穗的冲击，增大了对果穗

的冲击强度，最终导致籽粒破碎率的升高；相反，当

滚筒转速较低时，果穗在脱粒室内受到冲击力过弱，

从而出现了未能克服籽粒与穗轴连接力的籽粒增

多，因而导致未脱净率升高。按照未脱净率较低兼

顾籽粒破碎率的原则，且考虑到生产率的因素选择

Ａ２作为最优水平。
通过上述分析，确定 Ａ２Ｂ２Ｃ２为该型脱粒滚筒的

较优参数组合，在较优组合条件下对本脱粒滚筒进

行验证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籽粒破碎率为 ０６５％，
未脱净率为０５９％。

４　结论

（１）设计了横轴流式玉米柔性脱粒试验台，并对
脱粒系统的主要结构及参数的确定方法进行了研究。

（２）采用三维造型设计与 ＡＤＡＭＳ软件相结合
的方法，对影响该柔性脱粒系统的核心部件———脱

粒滚筒进行了动平衡分析和校核，有效减小了系统

工作过程的振动，提高了试验台的工作可靠性。

（３）通过正交试验确定了较优组合为 Ａ２Ｂ２Ｃ２，
即喂入量为８ｋｇ／ｓ，滚筒转速为４５０ｒ／ｍｉｎ，凹板间隙
为４０ｍｍ；且在该条件下，玉米果穗的籽粒破碎率为
０６５％，未脱净率为 ０５９％，满足玉米脱粒的国家
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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