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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集排带式排种器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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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简化播种单体结构，适应大豆窄行密植农艺对播种机的要求，设计了一种大豆集排带式排种器。阐述了该

排种器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并通过理论分析确定了关键部件结构参数。应用三因素五水平二次正交旋转中心

组合试验方法进行了参数优化试验，建立了以气压、作业速度、清种振动频率为试验因素，以合格指数、重播指数、

漏播指数为试验指标的数学模型，分析了各因素对合格指数、重播指数、漏播指数的影响规律。确定最佳参数组合

为：气压 ４４ｋＰａ、作业速度 １０５ｋｍ／ｈ、清种振动频率 ４４６Ｈｚ，此时排种器性能指标为：合格指数 ９０６５％、重播指

数 １９７％、漏播指数 ７３８％。表明该排种器满足播种机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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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排种器是影响播种机性能的关键部件
［１－５］

，集

排式排种器使用１个排种部件进行多行播种，简化
了播种单体结构，降低了播种成本，极大提高了播种

效率，成为排种器的发展趋势
［６－１０］

。



气力式排种器对种子尺寸要求不高，作业时不

伤种，可完成高速精量播种作业。为了提高排种器

种子吸附效率，减小单粒种子分离阻力，一般采用机

械搅种装置，通过机械振动、气力扰动方式改善充种

性能。

为清除吸附到型孔上的多余种子，通常采用机

械式刮种片进行清种作业
［１１－１５］

。刮种片与各型孔

之间需要有足够高的安装、调整精度，并且需参照种

子品种、大小的不同，通过调整刮种元件的位置来提

高排种性能，该装置增加了排种器结构的复杂

性
［１６－１８］

。

为此，本文设计一种大豆集排带式排种器，其结

构为开放式半圆筒结构，种子在气压力和离心力的

作用下吸附到型孔上，半圆筒结构底部的种子在摩

擦力的作用下随着排种带向上运动，减小种子与型

孔之间的相对速度，改善充种性能；清种振动装置通

过柔性排种带使型孔振动，扰动多余吸附的种子，

降低单粒种子从种子群内分离的阻力，完成清种

过程，改善充种性能，提高播种质量。通过探究气

压、作业速度、清种振动频率对排种性能的影响规

律，寻求最优工作参数组合，为集排式排种器的设

计提供参考。

１　排种器结构与工作原理

１１　结构
设计的集排带式排种器如图 １所示，主要由种

箱、排种带、种带支架、送种管、支撑轮、壳体、主动滚

筒、从动滚筒、清种振动装置等组成。

主动滚筒与从动滚筒相互平行安置在种带支架

上，其外周套有排种带，种带支架上端通过铰链，下

端通过螺栓连接在主机架上，方便排种带的更换。

排种带外周面半包在支撑轮上，受到支撑轮和气压

的作用，柔性的排种带形成开放式半圆筒结构。在

壳体与两支撑轮、排种带之间安装有浮动的密封装

置，形成密闭的气室结构。排种器采用双进气口结

构，来降低各型孔之间的气压差异，提高充种性能。

清种振动装置与排种带半圆筒结构的外侧接

触，位于已吸附种子与壳体内种子分离处，激振力通

过种带的变形，实现种子的振动，来清除多余吸附的

种子。

图 １　排种器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种箱　２．排种带　３．种带支架　４．支撑轮　５．壳体　６．进气口　７．送种管　８．主动滚筒　９、１４．从动滚

筒　１０．已吸附的种子　１１．清种振动装置　１２．种子堆积区　１３．下落种子
　

１２　工作原理
如图 １ｂ所示，排种器工作时，排种带在主动滚

筒摩擦力的作用下带动支撑轮、从动滚筒开始运动；

风机产生的正压气流由进气口进入壳体，排种器内

的种子堆积在充种区域处，底层种子在排种带摩擦

力的作用下随排种带向上运动，而表层种子在重力

的作用下沿堆积斜面向下滑落，实现充种区内的种

子翻滚、循环流动。在排种带型孔内外压差和离心

力的作用下种子吸附在型孔上，实现充种过程。

振动装置的激振力，通过排种带传递给排种带

另一侧的种子。在振动的作用下，已经被型孔吸附

的种子由稳定的静摩擦平衡状态转变为不稳定的动

摩擦状态，利用种子间吸附力的差异，吸力较大的种

子将挤掉其它吸力较弱的种子，形成型孔单粒吸附，

实现清种过程。同时充种区的种子受到激振力的作

用，种子的流动性被提高，进一步降低种子的分离阻

力，改善充种性能。

当已吸附的种子随排种带运动到其半圆筒结构

的顶端时，排种带覆盖在主动滚筒上，使型孔两侧的

气压差消失，种子在其自身重力及送种管入口流场

的作用下，进入到送种管中，排入种沟内，完成排种

过程。

２　关键部件设计与分析

２１　充种过程分析
充种时，型孔经过种子堆积区，种子在气压力、

重力、离心力作用下吸附在型孔上，其受力分析如

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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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充种过程受力分析

Ｆｉｇ．２　Ｆｏｒ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沿半圆筒的法向建立其动力学方程

ｍａｎ＝ＦＲ＋ＦＮ－ＦＱ－ｍｇｃｏｓθ （１）

其中 ａｎ＝ω
２Ｒ

式中　ｍ———单粒种子质量，ｇ
ａｎ———种子的法向加速度，ｍ／ｓ

２

ＦＮ———型孔对种子的支持力，Ｎ
ＦＱ———气体对种子的压力，Ｎ
ＦＲ———种子被吸附时所受的阻力，Ｎ

ω———排种带角速度，ｒａｄ／ｓ
Ｒ———支撑轮半径，ｍｍ
θ———种子被吸附时，与水平方向夹角，（°）

当种子被型孔吸附并随着排种带向上运动时，

型孔对种子的支持力 ＦＮ≥０，由式（１）可知

ＦＱ≥ＦＲ－ｍ（ω
２Ｒ＋ｇｃｏｓθ） （２）

其中 ＦＱ＝ΦΔｐ
πｄ２

４
式中　Δｐ———型孔处气压差，ｋＰａ

ｄ———型孔直径，ｍｍ
Φ———各种因素对种子所受吸附力影响的修

正系数

由式（１）、（２）可知排种器所需的型孔处气压差

Δｐ主要与型孔直径 ｄ、种子被吸附时所受的阻力
ＦＲ、排种带角速度 ω、支撑轮半径 Ｒ、充种位置、种子
物料特性（Φ、ｍ）等有关。在充种区域种子受到重
力、离心力的作用，有利于型孔吸附种子。

排种带半径的减小可降低型孔吸附种子所需的

压力。

型孔处较大的气压差 Δｐ可以使种子被型孔可
靠地吸附，但过大的气压差会增大排种器重播指数，

增加能耗。本文通过排种器性能试验，确定气压取

值范围为３～５ｋＰａ。
２２　清种过程分析

清种装置的激振力通过排种带传递给排种带另

一侧的种子，使种子与排种带、种子与种子之间产生

微小的错动，当型孔气压场内的种子由稳定的静摩

擦平衡状态转变为不稳定的动摩擦运动状态时，利

用种子间吸附力的差异，吸力较大的种子将挤掉其

它吸力较弱的种子，形成型孔单粒吸附，实现清种过

程。同时充种区的种子受到激振力的作用，提高种

子流动性，将进一步降低单粒种子从种子群中分离

的阻力，利于型孔吸附种子。

在清种区域，当 ω２Ｒ＝ｇ时，多余吸附的种子将
不能主动脱离排种带；当 ω２Ｒ＜ｇ时，多余吸附种子
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脱离型孔，开始以排种带线速

度为初始速度，以抛物线运动轨迹下落到种子堆积

区，准备再次充种，其运动轨迹应避免进入投种管入

口吸场内，引起重播，要求种子在到达夹角 φ时，型
孔多余吸附种子应脱离型孔，进行自由落体运动，其

脱离排种带后的运动轨迹为

ｘ＝ｘ０＋ｖｘｔ＝Ｒｃｏｓφ－ｖｔｓｉｎφ

ｙ＝ｙ０＋ｖｙｔ＝Ｒｓｉｎφ＋ｖｔｃｏｓφ－
１
２
ｇｔ{ ２ （３）

式中　ｘ———种子在坐标系中的水平坐标值
ｙ———种子在坐标系中的竖直坐标值
ｖ———排种带线速度，ｍ／ｓ
ｘ０———种子脱离的初始水平坐标值
ｙ０———种子脱离的初始竖直坐标值
φ———种子脱离排种带时，其脱离位置与水

平方向夹角，（°）
ｖｘ———种子在水平方向上的速度，ｍ／ｓ
ｖｙ———种子在竖直方向上的速度，ｍ／ｓ
ｔ———种子运动时间，ｓ

当 ｘ＝０时，下落种子与投种管入口竖直距离 ｈ
为

ｈ＝Ｒ－ｙ＝Ｒ（１－ｓｉｎφ－ｃｏｓφｃｏｔφ）＋ｇＲ
２ｃｏｔ２φ
２ｖ２

（４）
由式（４）可知，距离 ｈ主要与支撑轮半径 Ｒ、脱

离夹角 φ和排种带线速度 ｖ有关。
取播种机作业速度为 ６～１４ｋｍ／ｈ，大豆种植株

距为１００ｍｍ，排种带线速度 ｖ为０２８～０６４ｍ／ｓ，当
排种带最大线速度 ｖ＝０７ｍ／ｓ时，下落种子与排种
带最高点距离 ｈ变化曲线如图３所示。在支撑轮半
径 Ｒ相同条件下，距离 ｈ随种子脱离位置 φ的增加
而减小。在脱离位置 φ相同条件下，距离 ｈ随支撑
轮半径 Ｒ的增加而增加，当脱离位置 φ＞５５°时，距
离 ｈ增加较快，当脱离位置 φ＜５５°时，距离 ｈ增加
缓慢。

取下落种子脱离位置 φ＝５５°，下落种子与排种
带最高点距离 ｈ变化曲线如图４所示。在支撑轮半
径 Ｒ相同条件下，距离 ｈ随排种带线速度 ｖ的增加
而减小。排种带线速度 ｖ相同的条件下，距离 ｈ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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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下落种子与排种带最高点距离随种子与

水平方向夹角变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ｅｅ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ｏｆｓｅｅｄｒｏｗ
　

图 ４　下落种子与排种带最高点距离随排种

带线速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ｓｅｅ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ｏｆｓｅｅｄｒｏｗ
　
着支撑轮半径 Ｒ的增大而减小。

为避免下落种子进入投种管入口吸场内，取距离

ｈ＞５０ｍｍ，当排种带线速度 ｖ＝０７ｍ／ｓ、支撑轮半径
Ｒ＝２００ｍｍ、种子脱离位置φ＝５５°时，满足要求。
２３　清种振动装置设计

清种振动装置结构如图５所示。清种振动装置
通过偏心块匀速转动，使排种带、种子振动，扰动已

吸附的多余种子，实现清种过程。

图 ５　清种振动装置结构简图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ｌｅａｒｓｅｅ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机架　２．板簧　３．振动电机　４．探头　５．排种带

　
振动装置的力学模型如图５ｂ所示，其动力学微

分方程为

（ｍ１＋ｍ２）ｓ
··＋ｋｓ＝ｍ２ｅω

２
ｔｓｉｎ（ωｔｔｒ） （５）

式中　ｍ１———电机及配件等效质量，ｇ
ｍ２———偏心块质量，ｇ

ｓ———探头运动位移，ｍｍ
ｋ———板簧刚度，Ｎ／ｍ
ｅ———偏心块的偏心距，ｍｍ
ωｔ———激振圆频率（电机角速度），ｒａｄ／ｓ
ｔｒ———电机转动时间，ｓ

微分方程（５）的稳态响应为

ｓ＝
ｍ２ｅω

２
ｔ

（ｍ１＋ｍ２）（ω
２
ｎ－ω

２
ｔ）
ｓｉｎ（ωｔｔｒ） （６）

其中 ωｎ＝
ｋ

ｍ１＋ｍ槡 ２
　ｋ＝３ＥＩ

Ｌ３１
　Ｉ＝Ｂｃ

３

１２

式中　ωｎ———系统固有频率，ｒａｄ／ｓ
Ｅ———弹性模量，ＧＰａ
Ｉ———惯性矩，ｍｍ４

Ｌ１———板簧长度，ｍｍ
ｃ———板簧厚度，ｍｍ
Ｂ———板簧宽度，ｍｍ

由式（６）可知，清种振动装置可以通过调节振
动电机的转速来改变激振频率；当电机角速度 ωｔ＜
ωｎ时，探头运动位移 ｓ的振幅随着电机角速度 ωｔ的
增大而增大，当电机角速度 ωｔ＞ωｎ时，振幅随着电
机角速度 ωｔ的增大而减小，当激振圆频率 ωｔ远大于

系统固有圆频率 ωｎ时，振幅趋近于定值
ｍ２ｅ
ｍ１＋ｍ２

。取

板簧弹性模量 Ｅ＝２００ＧＰａ，长度 Ｌ１＝１２５ｍｍ，厚度
ｃ＝０６ｍｍ，宽度 Ｂ＝４５ｍｍ，电机及配件等效质量
ｍ１＝４２０ｇ，偏心块质量ｍ２＝９０ｇ，即清种振动装置的系
统固有圆频率 ωｎ＝２２ｒａｄ／ｓ（３５Ｈｚ），偏心块的偏

心距 ｅ＝５ｍｍ，探头运动位移 ｓ的振幅
ｍ２ｅ
ｍ１＋ｍ２

＝

０９ｍｍ。
２４　排种带设计

在气压作用下排种带半圆筒结构受力如图６所
示。

图 ６　排种带受力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ｆｏｒ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ｓｅｅｄｃｏｎｖｅｙｏｒｂｅｌｔ
　
取排种带微段为研究对象，沿ｎ向建立平衡方程

－２ＦＴｓｉｎ
ｄγ
２
＋ｐｌＤ

２
ｄγ＝０ （７）

式中　ＦＴ———排种带截面所受拉力，Ｎ
ｐ———排种带承受的内压，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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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排种带宽度，ｍｍ
ｄγ———排种带微段夹角，ｒａｄ
Ｄ———支撑轮直径，ｍｍ

由式（７）可得排种带所受拉力为

ＦＴ＝ｐｌ
Ｄ
２

（８）

由式（８）可知排种带各截面所受拉力 ＦＴ相同，
在气压作用下排种带可保持稳定的开放式半圆筒形

状，确保了排种器密封和工作性能的稳定。排种带

各截面所受拉力 ＦＴ与排种带承受的内压 ｐ、排种带
宽度 ｌ、支撑轮直径 Ｄ成正比。

排种器选用厚度为 １ｍｍ的单层聚酯纤维布的
聚氯乙烯输送带作为排种带，能够满足强度要求。

大豆平均宽度为 ５１～７３ｍｍ［１９］，型孔直径 ｄ
计算采用经验公式

［２０］

ｄ＝（０６４～０６６）ｂ （９）
式中　ｂ———种子宽度，ｍｍ
可得型孔直径 ｄ为 ３２６～４８２ｍｍ，取型孔直径为
４ｍｍ。根据作物株距和行距要求，考虑播种机作业
速度及排种器性能等因素，取排种带周向型孔数为

１００个，即两孔之间弧长为 １６５ｍｍ，排种带轴向型
孔数为６个且间距为５０ｍｍ。
２５　进气口设计

为了降低各型孔之间气压差异，运用有限单元

法，对不同进气口位置进行仿真分析。取进气口相

同截面，其位置Ⅰ为单进气口装置，位于壳体中部，
位置Ⅱ、位置Ⅲ分别为双进气口装置，对称地布置于
壳体第２、４型孔处和壳体第１、６型孔处。取入口边
界气流速度５７ｍ／ｓ、静压力 ２ｋＰａ，对型孔中心流速
和型孔中心上方５ｍｍ处的压力进行监测。各型孔
流速、压力如表１所示，进气口在位置Ⅱ时各型孔之
间流速的差异、压力的差异小于进气口位置Ⅰ和Ⅲ。

表 １　不同位置处的流速和压力

Ｔａｂ．１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位置

流速

范围／

（ｍ·ｓ－１）

流速

均值／

（ｍ·ｓ－１）

流速

变异系

数／％

压力

范围／

ｋＰａ

压力

均值／

ｋＰａ

压力

变异系

数／％

Ⅰ １０６～１１７ １１１ ３６２ ３７８～４８５ ４１５ １１６４

Ⅱ １１０～１１９ １１５ ２８８ ４６３～４７９ ４７０ １３４

Ⅲ １０９～１３０ １１６ ６２３ ４３４～４７８ ４６２ ３９９

　　进气口在位置Ⅱ时，气室压力云图如图７所示，
排种器的内部压力分布较为均匀，各型孔中心上方

５ｍｍ处的压力为 ４６３～４７９ｋＰａ，变异系数为
１３４％，最小压力为４６３ｋＰａ，满足充种要求。
２６　密封装置设计

排种器密封结构决定着排种器工作的性能和可

图 ７　排种器气室压力分布云图

Ｆｉｇ．７　Ｇａ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ｌｏｕ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进气口　２．带轮轴　３．型孔

　

靠性，密封装置的结构简图如图８所示。

图 ８　密封装置简图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ａｌ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１．滚筒　２．板簧　３．密封块　４．支撑轮　５．壳体　６．钢板　７．薄

橡胶板　８．排种带
　

壳体四周与板簧的一端连接，每个板簧的另一

端分别固装一个密封块，密封块与密封块之间铰链

连接，从而形成浮动的链式结构。在板簧弹性力及

气压的作用下，各个密封块随着其接触面的起伏而

运动，使密封块与支撑轮、排种带紧密贴合，减少壳

体与支撑轮、排种带之间的气体泄漏；板簧上覆盖安

装有薄橡胶板，实现各个板簧之间的密封。密封块

采用聚四氟乙烯材料制作，来减小摩擦力，确保排种

器运行平稳。

单位长度密封块与排种带之间的密封压力为

Ｆ＝Ｆ０＋
ｐＬ２
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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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Ｆ０＝
３ＥＩ
Ｌ３２
δ　　Ｉ＝ｃ

３

１２

式中　Ｆ———密封块与支撑轮、排种带之间压力，Ｎ
Ｆ０———板簧形变所引起的预压力，Ｎ
δ———板簧变形量，ｍｍ
Ｌ２———板簧及密封块承受气压部分长度，ｍｍ

由式（１０）可知，密封块与支撑轮、排种带之间
的压力 Ｆ由板簧形变所引起的预压力 Ｆ０和作用在
板簧上的气压 ｐ构成。当密封块随着支撑轮、排种
带起伏运动时，降低板簧的刚度，即增大长度 Ｌ２、减
小其厚度 ｃ，可以减小预压力 Ｆ０的变化。当气压 ｐ
增大时，密封压力 Ｆ增大，可以减小排种器在高气
压时的气体泄漏量。在板簧对密封块实现定位功能

的条件下，可以适当增加其长度 Ｌ２，来降低预压力
Ｆ０的变化，增大气压 ｐ对压力 Ｆ的影响。

根据排种器工作情况取板簧弹性模量 Ｅ＝
２００ＧＰａ，厚度 ｃ＝０２ｍｍ，随支撑轮、排种带起伏运
动的变形量 δ为４～６ｍｍ，长度 Ｌ２＝３０ｍｍ，此时预
压力Ｆ０为６０～９０Ｎ。当排种器内气压ｐ为３～５ｋＰａ

时，气压 ｐ引起的密封压力
ｐＬ２
２
为 ４５～７５Ｎ，此时密

封块与支撑轮、排种带之间的压力 Ｆ为１０５～１６５Ｎ，
满足密封要求。

３　排种器参数优化试验

３１　试验材料与设备

试验材料选用“黑农 ３８”大豆种子。试验在东
北农业大学排种器实验室实施。

试验装置主要由大豆集排带式排种器、ＪＰＳ １２
型排种器性能试验台、Ｕ型风压测量仪和高速摄像
机（ＰｈａｎｔｏｍＶ５１ ４Ｇ，ＶｉｓｉｏｎＲｓｅｓａｒｃｈＩｎｃ．，美国）
等组成，如图９所示。

图 ９　试验装置

Ｆｉｇ．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ｖｉｃｅ
１．Ｕ型风压测量仪　２．集排带式排种器　３．ＪＰＳ １２型排种器性

能试验台　４．光源　５．高速摄像机
　

３２　试验方法

排种器工作时振动装置通过对种子的往复激振

力实现清种过程，同时增加充种区种子流动性，降低

种子分离阻力改善充种性能。通过预试验发现当振

动装置位于已吸附种子与壳体内种子分离的位置

时，可获得较好的充种、清种性能，其位置如图１ｂ所
示，选取其振动频率范围为２０～８０Ｈｚ。

根据大豆垄上双行种植模式的株距要求，选取

大豆种植株距为 １００ｍｍ。采用三因素五水平二次
正交旋转中心组合试验方法

［２１］
，参考 ＧＢ／Ｔ６９７３—

２００５《单粒（精密）播种机试验方法》，选取气压、作
业速度、清种振动频率为试验因素，以合格指数 ｙ１、
重播指数 ｙ２、漏播指数 ｙ３为试验指标，试验因素编
码如表２所示，每组试验均重复３次，取３次数据均
值作为试验结果。应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表 ２　试验因素编码

Ｔａｂ．２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ｔｅｓｔ

编码

因素

气压

Ｘ１／ｋＰａ

作业速度

Ｘ２／（ｋｍ·ｈ
－１）

清种振动频率

Ｘ３／Ｈｚ

１６８２ ５０ １４０ ８００

１ ４６ １２４ ６７８

０ ４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 ３４ ７６ ３２２

－１６８２ ３０ ６０ ２００

３３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３３１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如表３所示，ｘ１、ｘ２、ｘ３为试验因素编码
值。应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对 ｙ１、ｙ２、ｙ３进行回归模
型方差分析，如表４所示，分别得到 ｙ１、ｙ２、ｙ３回归方
程为

ｙ１＝９３５１＋１２０ｘ１－１３４ｘ２＋０３２ｘ３－１９１ｘ
２
１－

０９５ｘ２２－１３８ｘ
２
３－０５６ｘ１ｘ２－０８６ｘ２ｘ３ （１１）

ｙ２＝１５７＋０５９ｘ１－０５ｘ２－０７ｘ３＋０６５ｘ
２
１＋

０７６ｘ２３＋０６４ｘ２ｘ３ （１２）

ｙ３＝４９０－１７９ｘ１＋１８５ｘ２＋０３９ｘ３＋１２６ｘ
２
１＋

０９９ｘ２２＋０６２ｘ
２
３＋０６３ｘ１ｘ３ （１３）

据表 ４可得，回归方程（１１）～（１３）的 Ｐ＜
００１，表明极显著；失拟项 Ｐ＞００５，失拟项不显著，
表明方程（１１）～（１３）能正确反映 ｙ１、ｙ２、ｙ３与 ｘ１、ｘ２、
ｘ３之间的关系。根据方程各因素回归系数的大小，
可得到影响合格指数 ｙ１的主次顺序为：ｘ２、ｘ１、ｘ３，影
响重播指数 ｙ２的主次顺序为：ｘ３、ｘ１、ｘ２，影响漏播指
数 ｙ３的主次顺序为：ｘ２、ｘ１、ｘ３。
３３２　各因素对各性能指标的影响与分析

通过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对试验数据处理绘制

９７第 ７期　　　　　　　　　　　　　　王业成 等：大豆集排带式排种器设计与试验



表 ３　试验结果

Ｔａｂ．３　Ｔｅｓｔ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试验

序号

因素 指标／％

气压

ｘ１

作业

速度

ｘ２

清种振

动频率

ｘ３

合格

指数

ｙ１

重播

指数

ｙ２

漏播

指数

ｙ３
１ －１ －１ －１ ８７０ ３６ ９４

２ １ －１ －１ ９１５ ５８ ２７

３ －１ １ －１ ８７３ １８ １０９

４ １ １ －１ ８９１ ３２ ７７

５ －１ －１ １ ９０６ １９ ７５

６ １ －１ １ ９３１ ２０ ４９

７ －１ １ １ ８７０ １５ １１５

８ １ １ １ ８７７ ３１ ９２

９ －１６８２ ０ ０ ８６２ ２８ １１０

１０ １６８２ ０ ０ ９０３ ４４ ５３

１１ ０ －１６８２ ０ ９３１ ２６ ４３

１２ ０ １６８２ ０ ８８８ ０７ １０５

１３ ０ ０ －１６８２ ８９５ ５０ ５５

１４ ０ ０ １６８２ ９００ ２８ ７２

１５ ０ ０ ０ ９２９ ２７ ４４

１６ ０ ０ ０ ９３６ ０７ ５７

１７ ０ ０ ０ ９４３ ０７ ５０

１８ ０ ０ ０ ９３４ １１ ５５

１９ ０ ０ ０ ９４３ １１ ４６

２０ ０ ０ ０ ９３７ ０９ ５４

２１ ０ ０ ０ ９２９ ３４ ３７

２２ ０ ０ ０ ９３７ １５ ４８

２３ ０ ０ ０ ９２７ ２２ ５１

出各因素对各性能指标作用响应曲面图，如图 １０～
１２所示。

如图１０ａ所示，当清种振动频率 ｘ３位于中心水
平（５０Ｈｚ）时，随着作业速度的增加合格指数逐渐减
小，随着气压的增加合格指数先增大后减小。如

图１０ｂ所示，当作业速度 ｘ２位于中心水平（１０ｋｍ／ｈ）
时，随着清种振动频率的增加，合格指数先增大后减

小，随着气压的增加，合格指数先增大后减小。如

图１０ｃ所示，当气压 ｘ１位于中心水平（４ｋＰａ）时，随
着作业速度的增加合格指数减小，随着清种振动频

率的增加合格指数先增大后减小。

如图１１ａ所示，当清种振动频率 ｘ３位于中心水
平（５０Ｈｚ）时，随着作业速度的增加重播指数减小，
随着气压的增加重播指数增加。如图 １１ｂ所示，当
作业速度 ｘ２位于中心水平（１０ｋｍ／ｈ）时，随着气压
的增加重播指数增加，随着清种振动频率的增加重

播指数先减小后增大。如图 １１ｃ所示，当气压 ｘ１位
于中心水平（４ｋＰａ）时，随着作业速度的增加重播指
数减小，随着清种振动频率的增加重播指数先减小

后增大。

表 ４　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评价

指标

方差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Ｐ 显著性

模型 １５６６６ ９ １７４１ ６７２２ ＜００００１ 
ｘ１ １９６８ １ １９６８ ７６０１ ＜００００１ 
ｘ２ ２４６１ １ ２４６１ ９５０２ ＜００００１ 
ｘ３ １３８ １ １３８ ５３３ ００３８１ 
ｘ２１ ５７８９ １ ５７８９ ２２３５６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２ １４４７ １ １４４７ ５５８７ ＜００００１ 

合格 ｘ２３ ３０１９ １ ３０１９ １１６５９ ＜００００１ 
指数 ｘ１ｘ２ ２５３ １ ２５３ ９７７ ０００８０ 

ｘ１ｘ３ １２０ １ １２０ ４６４ ００５０６
ｘ２ｘ３ ５９５ １ ５９５ ２２９８ ００００４ 
残差 ３３７ １３ ０２６
失拟 ０６３ ５ ０１３ ０３７ ０８５８５
误差 ２７４ ８ ０３４
总和 １６００３ ２２
模型 ３４５６ ９ ３８４ ５８７ ０００２３ 
ｘ１ ４６８ １ ４６８ ７１４ ００１９２ 
ｘ２ ３４８ １ ３４８ ５３２ ００３８２ 
ｘ３ ６７５ １ ６７５ １０３１ ０００６８ 
ｘ２１ ６７９ １ ６７９ １０３８ ０００６７ 
ｘ２２ ００２０ 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１ ０８６３３

重播 ｘ２３ ９１７ １ ９１７ １４０２ ０００２５ 
指数 ｘ１ｘ２ ００６１ 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４ ０７６４５

ｘ１ｘ３ ０４５ １ ０４５ ０６９ ０４２１３
ｘ２ｘ３ ３２５ １ ３２５ ４９７ ００４４１ 
残差 ８５１ １３ ０６５
失拟 １０８ ５ ０２２ ０２３ ０９３７７
误差 ７４３ ８ ０９３
总和 ４３０７ ２２
模型 １４３６１ ９ １５９６ ３７８１ ＜００００１ 
ｘ１ ４３５４ １ ４３５４ １０３１７ ＜００００１ 
ｘ２ ４６６０ １ ４６６０ １１０４１ ＜００００１ 
ｘ３ ２０３ １ ２０３ ４８０ ００４７３ 
ｘ２１ ２５０３ １ ２５０３ ５９３０ ＜００００１ 
ｘ２２ １５５７ １ １５５７ ３６８９ ＜００００１ 

漏播 ｘ２３ ６０８ １ ６０８ １４４１ ０００２２ 
指数 ｘ１ｘ２ １８１ １ １８１ ４２８ ００５９１

ｘ１ｘ３ ３１２ １ ３１２ ７４０ ００１７５ 
ｘ２ｘ３ ０４０ １ ０４０ ０９６ ０３４５２
残差 ５４９ １３ ０４２
失拟 ２４０ ５ ０４８ １２４ ０３７３１
误差 ３０９ ８ ０３９
总和 １４９１０ ２２

　　注：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极显著（Ｐ＜

００１）。　　

　　如图１２ａ所示，当清种振动频率 ｘ３位于中心水
平（５０Ｈｚ）时，随着作业速度的增加漏播指数增大，
随着气压的增加漏播指数减小。如图 １２ｂ所示，当
作业速度 ｘ２位于中心水平（１０ｋｍ／ｈ）时，随着气压
的增加漏播指数减小，随着清种振动频率的增加漏

播指数增大。如图 １２ｃ所示，当气压 ｘ１位于中心水
平（４ｋＰａ）时，随着作业速度的增加漏播指数增大，
随着清种振动频率的增加漏播指数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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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各因素对排种器合格指数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ｌ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图 １１　各因素对排种器重播指数的影响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ｌ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图 １２　各因素对排种器漏播指数的影响

Ｆｉｇ．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ｌ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ｍｉｓｓ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ｏｆ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当作业速度增加时，型孔经过充种区域时间减

少，充种成功率低，导致合格指数和重播指数减小，

漏播指数增加。当气压增加时，型孔处压差变大，种

子易被吸附，当气压过大时易出现型孔吸附多粒种

子的情况，导致合格指数先增大后减小，重播指数增

大，漏播指数减小。排种带与振动装置接触并发生

振动，当清种振动频率增加时，种子流动性增强，导

致合格指数先增大，当清种振动频率继续增加时，排

种带受到的碰撞次数增加，型孔吸附的种子减少，导

致合格指数先增大后减小，漏播指数增大。当清种

振动频率过大时，排种带与振动装置之间存在微小

的抖动间隙，致使排种带振幅减小，导致重播指数先

减小后增大。

３４　参数优化与验证试验
选取编码值 －１～１为因素范围，即当气压３４～

４６ｋＰａ，作业速度 ７６～１２４ｋｍ／ｈ，清种振动频率
３２２～６７８Ｈｚ时，采用多重响应法中的目标函数对
影响因素气压、作业速度和清种振动频率进行优化，

以合格指数、重播指和漏播指数为性能指标函数进

行优化求解，其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为

ｍａｘｙ１
ｙ２≤３％

ｙ３≤１０％

ｓ．ｔ．

３４ｋＰａ≤Ｘ１≤４６ｋＰａ

７６ｋｍ／ｈ≤Ｘ２≤１２４ｋｍ／ｈ

３２２Ｈｚ≤Ｘ３≤
{















６７８Ｈｚ

（１４）

运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软件对其进行优化求解，得
出最佳优化参数：气压为 ４４ｋＰａ、作业速度为
１０５ｋｍ／ｈ、清种振动频率为 ４４６Ｈｚ时，合格指数
９０６５％、重播指数１９７％、漏播指数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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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优化分析结果正确性，在上述最优

参数组合试验条件下，以“黑农 ３８”大豆种子为试
验材料进行 ５次验证试验，得到合格指数平均值
为 ９０６５％，重播指数平均值为 １９７％，漏播指数
平均值为 ７３８％。验证试验结果表明，优化结果
可信。

４　结论

（１）设计了一种开放式半圆结构的大豆集排带
式排种器，其利用排种带摩擦力对种子群进行扰动，

通过清种振动装置对种子的影响改善充种、清种性

能，其结构简单，种子适应性好，可满足大豆精量播

种的作业要求。

（２）分析了充种、清种工作过程及种子脱离排
种带后的运动规律，设计了支撑轮、清种振动装置、

排种带、进气口位置、密封装置等关键部件。

（３）通过三因素五水平二次正交旋转中心组合
试验，分析了各因素对合格指数、重播指数、漏播指

数的影响规律，确定大豆集排带式排种器最佳工作

参数组合：气压 ４４ｋＰａ、作业速度 １０５ｋｍ／ｈ、清种
振动频率４４６Ｈｚ，此时排种器性能指标为：合格指
数９０６５％、重播指数１９７％、漏播指数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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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Ｙｅｃｈｅｎｇ，ＪＩＮＹａｄｏｎｇ，ＬＵＯＳｉｂｏ，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Ｊ／
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８，４９（６）：１１２－１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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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陈玉龙，贾洪雷，王佳旭，等．大豆高速精密播种机凸勺排种器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８）：９５－１０４．
ＣＨＥＮＹｕｌｏｎｇ，ＪＩＡＨｏｎｇｌｅｉ，ＷＡＮＧＪｉａｘｕ，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ｏｏｐ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ｓｏｙｂｅａｎ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ｅｒ［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８）：９５－１０４．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０８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８．０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李国林，宋炜，毛俐，等．国内外几种主要排种器的特点［Ｊ］．农业科技与装备，２０１１（８）：７０－７１，７３．
ＬＩＧｕｏｌｉｎ，ＳＯＮＧＷｅｉ，ＭＡＯＬｉ，ｅｔ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ｏｍｅｍａｉｎ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８）：７０－７１，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廖庆喜，张猛，余佳佳，等．气力集排式油菜精量排种器［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８）：３０－３４．
ＬＩＡＯＱｉｎｇｘｉ，ＺＨＡＮＧＭｅｎｇ，ＹＵＪｉａｊｉａ，ｅｔａｌ．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１，４２（８）：３０－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秦军伟，张晓辉，姜忠爱，等．探讨集中式排种器的排种机理及其发展［Ｊ］．农业装备技术，２００４，３０（４）：２２－２３．
ＱＩＮＪｕｎ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ｉ，ＪＩ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ａｉ，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ｓｅｅｄ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ｔｙｐｅ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３０（４）：２２－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张晓辉，王永振，仉利，等．小麦气力集排器排种分配系统设计与试验［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８，４９（３）：５９－６７．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ｉ，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 Ｌｉ，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ｗｈｅａｔ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ｓｅｅｄ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８，４９（３）：５９－６７．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８０３０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廖庆喜，张宁，张朋玲，等．一器多行离心式油菜排种器［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２，４３（２）：４８－５１，９５．
ＬＩＡＯＱｉｎｇｘｉ，Ｚ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２，４３（２）：４８－５１，９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２０２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常金丽，张晓辉．２ＢＱ １０型气流一阶集排式排种系统设计与试验［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１）：１３６－１４１．
ＣＨＡＮＧＪｉｎｌｉ，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ｉ．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ｏｆｏｎｅｓｔｅｐ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ｔｙｐｅ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ｓｅｅ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１，２７（１）：１３６－１４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廖庆喜，雷小龙，廖宜涛，等．油菜精量播种技术研究进展［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９）：１－１６．
ＬＩＡＯＱｉｎｇｘｉ，ＬＥＩ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ＬＩＡＯＹｉｔａｏ，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ｉｎｇｆｏｒ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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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９）：１－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０９０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张顺，夏俊芳，周勇，等．气力滚筒式水稻直播精量排种器的设计与试验［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１）：１１－１９．
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ｎ，ＸＩＡＪｕｎｆａｎｇ，ＺＨＯＵＹ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ｔｙｐ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ｓｅｅｄ
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ｒｉ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５，３１（１）：１１－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祁兵，张东兴，崔涛．中央集排气送式玉米精量排种器设计与试验［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１８）：８－１５．
ＱＩＢ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ＣＵＩＴａｏ．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ｍａｉｚｅ［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３，２９（１８）：８－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雷小龙，廖宜涛，李兆东，等．种层厚度对油麦兼用集排器供种装置充种性能的影响［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２（６）：
１１－１９．
ＬＥＩ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ＬＩＡＯＹｉｔａｏ，ＬＩＺｈａｏ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ｅｅｄ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ｎｓｅｅｄｆｉｌｌ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ｅｄｆｅｅｄ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ｆｏｒ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ａｎｄｗｈｅａｔ［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６，３２（６）：１１－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ＫＵＭＡＲＶＪＦ，ＤＩＶＡＫＥＲＣ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ｈｅａ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ｉ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ｓｅｅｄｄｒｉｌｌ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０，７５（１）：８１－９５．

［１６］　ＰＲＡＳＡＮＮＡＫＵＭＡＲＧＶ，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ＢＲＩＪＥＳＨ，ＮＡＧＥＳＨＤＳ，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ｆ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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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９，６５（１）：２６－３５．

［１７］　史嵩，张东兴，杨丽，等．气压组合孔式玉米精量排种器设计与试验［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５）：１０－１８．
ＳＨＩＳ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ｘｉｎｇ，ＹＡＮＧＬｉ，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ｍａｉｚｅ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ｄ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ｗｉｔ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ｈｏｌｅ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４，３０（５）：１０－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尹海燕．国内外气力式排种器发展研究［Ｊ］．农业科技与装备，２０１３（８）：１９－２０．
ＹＩＮＨａｉｙ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ｓｅｅｄｓｏｗ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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