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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ＳＣＪ ２型水田行间除草机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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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减少除草剂对稻米品质的影响和解决人工除草劳动强度大的问题，设计了一种水田行间除草机。除草机

采用主、被动除草轮旋转将杂草埋压和挑出。建立关键部件结构模型，通过对水稻秧苗和杂草根系特点进行分析，

得出主动除草轮半径、宽度、转速、耙齿等结构参数的计算公式，得出被动除草轮和限深板结构参数的设计依据；建

立主动除草轮、被动除草轮、机架和限深板的力学模型，推导出主动除草轮的驱动力矩。根据结构模型、力学模型

的分析结果和农艺技术指标要求，确定了主动除草轮半径为 ０１５ｍ，被动除草轮半径为 ０１ｍ，主动除草轮转速为

０６ｒ／ｓ，耙齿数量为 ６，耙齿长度为 ０１２ｍ，驱动力矩为 ２７Ｎ·ｍ。对设计的水田行间除草机进行田间试验和性能检

测，结果表明，除草率为 ７８％，达到农艺技术指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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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减少除草剂和农药的使用

量，是提高水稻品质和保证水稻安全的主要途径。

为减少除草剂的使用，采用机械除草是最省时省力

的方式
［１］
。

对于机械除草技术的研究，日本处于领先水平，

除草机具可分为乘坐式和步进式：乘坐式除草机工

作时通过动力驱动高速转动的耘锄或耙齿除去行间

杂草，沿机具前进方向左右摆动的梳齿或驱动对转

的株间除草器除去株间杂草；步进式除草机通过行

走轮或行间随动除草轮除去行间杂草，通过株间对

转式除草器完成株间杂草的去除工作
［２－８］

。中国在

机械除草方面起步较晚，东北农业大学研制并通过

行间随动除草辊除去行间杂草，驱动钢丝软轴带动

弹齿爪盘除去株间杂草的除草机
［９］
。华南农业大

学研制了靠耙齿式除草轮的高速旋转除掉行间杂草

的除草机
［１０－１１］

。目前，中国的一些中小企业也进行

除草机的研制，主要形式是驱动行走除草轮除去行

间杂草，但除草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和日本的土质不同，中国不同省份和地区

的土质差别也很大
［１２］
，另外，中国水田边缘处不具

有除草机转向的区域，日本的乘坐式除草机和宽幅

步进式除草机在转向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压苗现

象，因此，日本的水田除草机并不适合在中国各地区

作业，而结构紧凑、质量轻的单行和双行除草机更适

合在中国作业。随着优质米需求量的日益增加，水

稻种植户对水田除草机的需求也增加，亟需研制适

合中国不同地区和不同土壤作业的水田除草机

具
［１３］
。本文以黑龙江省黑土为作业对象，进行水田

除草机主要参数的确定，设计适合黑龙江省作业的

除草机具。

１　除草的农艺要求

黑龙江省种植水稻为一季稻，根据积温不同，种

植时间略有不同。第三、四积温带在 ５月 １０日左
右，气温１２℃以上时进行插秧，插秧后返青期长，可
在插秧后 １０～２０ｄ进行除草作业；第一、二积温带
可在５月中下旬，气温 １５℃以上时进行插秧，插秧
后气温高，光照足，杂草生长迅速，最佳除草时间为

插秧后７～２０ｄ。除草时，泥土深度 ０１８～０２０ｍ，
返青后控水，泥浆层深度 ００２～００５ｍ，水稻行间

间距０３ｍ，株间间距０１２ｍ，行间除草作业速度低
于０６７ｍ／ｓ，除草率大于７５％［１４］

。

２　整机结构与工作原理

双行水田除草机是一种专门用于水田行间除草

作业的轻简化农业机械，结构紧凑，质量轻，可以单

手拉起，主要由发动机、主变速箱、侧传动箱、主动除

草轮、被动除草轮、限深板和机架等组成。其中主动

除草轮和被动除草轮为主要工作部件，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双行水田除草机结构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ｒｏｗｗｅｅｄ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

ｆｏｒｐａｄｄｙｆｉｅｌｄ
１．发动机　２．发动机变速箱　３．提拉手柄　４．主变速箱　５．侧

传动箱　６．机架　７．扶手　８．上链轮　９．张紧机构　１０．被动除

草轮　１１．连接板　１２．主动除草轮　１３．下链轮　１４．限深板　

１５．支撑板　１６．菱形轴承座
　

发动机和发动机变速箱与主变速箱连接，主变

速箱的左右两侧分别安装侧传动箱，侧传动箱由等

齿数的上链轮和下链轮通过链条构成。主动除草轮

一端与下链轮轮轴通过螺栓连接，另一端与菱形轴

承座铰接，菱形轴承座安装在连接板上，连接板与焊

接在侧传动箱上的支撑板固结。被动除草轮和限深

板两端分别与连接板和机架连接。主变速箱、侧传

动箱、提拉手柄、扶手均与机架连接。

工作时，除草机动力由发动机提供，通过发动机

变速箱和蜗轮蜗杆主变速箱将动力传到侧传动箱，

经侧传动箱的链传动带动主动除草轮工作。转动张

紧轮的调节螺母可调节传动链条的松紧程度。主动

除草轮在转动时除去行间杂草，并带动除草机行走，

被动除草轮在泥土摩擦力的作业下转动，进一步除

去行间杂草。

３　关键部件设计

３１　关键部件工作机理
水稻秧苗根系由主根和次生根组成，形成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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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粗壮根系，受到外力时变形较小，插秧 ７～２０ｄ
根部深度 ００７～０１５ｍ，宽度 ０１～０２ｍ；杂草没
有分蘖，根系只有主根，插秧 ７～２０ｄ根部深度仅有
００３～００５ｍ［９］。图２中的水稻秧苗和杂草为插秧
后７～１０ｄ时的状态，此时可进行除草作业。如图 ２
所示，双行除草机关键部件包括主动除草轮、被动除

草轮和限深板。主动除草轮的除草耙齿入土和出土

时，能够压实和挑动土壤，将行间杂草埋压于土壤之

中或挑出于土壤之外，使杂草无法光合作用或扎根，

达到除草目的。被动除草轮的除草耙齿作用与主动

除草轮除草耙齿相同，具有辅助除草和限制主动除

草轮工作位置作用。限深板能够碾压杂草，限制主

动除草轮位置，具有防止机具下陷和保持机具行走

稳定的作用
［１５－１８］

。在除草作业时，增加了水稻苗侧

土壤的疏松程度，有利于渗水和透气，促进水稻生长

发育。

图 ２　关键部件工作状态

Ｆｉｇ．２　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ｏｆｋｅ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１．杂草　２．水稻秧苗　３．被碾压的杂草　４．限深板　５．被埋压

的杂草　６．除草耙齿　７．主动除草轮　８．被动除草轮　９．被挑

出的杂草

　

３２　主动除草轮结构设计
主动除草轮由耙齿、除草轮轴和轮盘铆接而成，

如图３所示。由于主动除草轮承担大部分的除草作
业，为获得较好的除草效果，本文对主动除草轮的半

径、宽度、转速以及除草耙齿长度、数量、安装位置进

行设计。

图 ３　主动除草轮实物图

Ｆｉｇ．３　Ｐｈｏｔｏｏｆｄｒｉｖｉｎｇｗｅｅｄｉｎｇｗｈｅｅｌ
１．耙齿　２．除草轮轴　３．轮盘

　

３２１　主动除草轮半径
主动除草轮动力由链传动传递，设计的主动除

草轮半径既要保证有效除去杂草，又要防止侧传动

箱底部与泥土接触而增大阻力，如图４所示。

图 ４　主动除草轮结构

Ｆｉｇ．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ｒｉｖｉｎｇｗｅｅｄｉｎｇｗｈｅｅｌ
　
设计主动除草轮回转轴线与侧传动箱底部距离

为 ａ，限深板和被动除草轮限定主动除草轮除草深
度，并使侧传动箱底部与泥面的距离为 ｃ，主动除草
轮泥面以下部分长度为 ｈ，则主动除草轮无滑转时
的滚动半径 ｒｗ为

ｒｗ＝ａ＋ｃ＋ｈ （１）
为保证传动平稳，链轮直径不宜过小，设计 ａ为

００５ｍ，ｃ为 ００１～００２ｍ。根据杂草根系的长度
００３～００５ｍ，为有效除去杂草，减小滑转，主动除
草轮在泥面以下部分长度应大于杂草根系的长度，

设计 ｈ为００７～００８ｍ，由式（１）确定 ｒｗ为 ０１３～
０１５ｍ。
３２２　耙齿长度、数量和安装位置

主动除草轮在田间作业时，为减少磨损与功率

消耗，保证作业质量，应该使主动除草轮处于纯滚动

状态，但由于泥土条件变化，主动除草轮不可避免地

会出现滑转
［１９］
。主动除草轮的滑转程度用滑转率 δ

表示，为

δ＝
ｖｌ－ｖ
ｖｌ

（２）

其中 ｖｌ＝ｒｗω （３）
ｖ＝ｒω （４）

ｒ＝Ｓ
２π

式中　ｖｌ———主动除草轮的理论速度，ｍ／ｓ
ｖ———主动除草轮的实际速度（主动除草轮轮

心平移的速度），ｍ／ｓ
ω———主动除草轮角速度，ｒａｄ／ｓ
ｒ———主动除草轮滚动半径，ｍ
Ｓ———主动除草轮旋转一周机具行走距离

由式（２）～（４）可得
Ｓ＝２πｒｗ（１－δ） （５）

如图４所示，若作业时不漏除草，除草轮所有耙
齿长度之和应大于或等于除草轮旋转一周机具行走

距离，即

ｂＺ≥２πｒｗ（１－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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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ｂ———耙齿长度，ｍ
Ｚ———耙齿数量

为保证主动除草轮在工作时不被泥土堵住，耙

齿不能太多，由式（６）可知，耙齿多，耙齿长度可以
变短，但滑转率会增加；耙齿少，除草机工作平稳性

变差。综合考虑，选取耙齿数量 Ｚ为 ６，耙齿长度 ｂ
为

ｂ≥１３π
ｒｗ（１－δ） （７）

为保证整片耙齿完全工作，耙齿入土时应与泥

面完全贴合，如图 ４所示 ＡＢ段的耙齿。耙齿和轮
盘铆接而成，设计时要确定耙齿和轮盘的位置，即确

定 ＯＣ和 ＢＣ的长度。
在△ＯＡＣ中，ｌＯＣ＝ａ＋ｃ。由

ｓｉｎθ＝
ｌＯＣ
ｌＯＡ
＝ａ＋ｃ
ｒｗ

（８）

ｔａｎθ＝
ｌＯＣ
ｌＡＣ
＝ａ＋ｃ
ｂ＋ｄ

（９）

得 ｄ＝ ａ＋ｃ

(ｔａｎ ａｒｃｓｉｎａ＋ｃ
ｒ )
ｗ

－ｂ （１０）

３２３　主动除草轮的宽度和转速
水稻秧苗行距０３ｍ，插秧 ７～１０ｄ除草期间，

水稻秧苗的根系宽度为 ０１ｍ。为减少除草机在缓
苗后对水稻秧苗的损伤，同时考虑主变速箱和侧传

动箱的设计宽度，主动除草轮的设计宽度为 ０１５～
０１８ｍ。

主动除草轮的动力由发动机提供，为选择发动

机类型和主变速箱的传动比，需要确定除草轮的转

速，根据农艺要求，除草机的作业速度（主动除草轮

轮心平移的速度）ｖ低于 ０６７ｍ／ｓ，由式（４）、（５）可
知主动除草轮的角速度 ω为

ω＝ ｖ
ｒｗ（１－δ）

（１１）

主动除草轮的转速 ｎ为

ｎ＝ω
２π
＝ ｖ
２πｒｗ（１－δ）

（１２）

３３　被动除草轮和限深板结构设计

被动除草轮是靠泥土对耙齿的摩擦力驱动除草

轮旋转，具有辅助除草和限制主动除草轮工作位置

的作用，其结构与主动除草轮相似。工作时，被动除

草轮回转轴线与主动除草轮回转轴线在同一平面

上，并与泥面平行，在泥面以下的设计长度 ｌ与杂草
长度相等。被动除草轮（无滑转、无滑移）的滚动半

径 ｒｖ为
ｒｖ＝ａ＋ｃ＋ｌ （１３）

被动除草轮宽度与主动除草轮宽度相同，被动

除草轮转速与其运动状态相关，被动除草轮耙齿的

数量和安装角度设计方法与主动除草轮相似，耙齿

长度在保证滚动半径 ｒｖ以及入土时与泥面完全贴
合的前提下，可适当调整。

限深板能够碾压杂草，限制主动除草轮位置，起

到防止机具下陷和保持机具行走稳定的作用。限深

板底面与泥面接触，限深板上面与主动除草轮和被

动除草轮回转轴线在同一平面即可。限深板宽度与

主动除草轮宽度相同。为减小除草机的工作阻力，

限深板设计长度和限深板的宽度相同，与泥面接触

长度为限深板长度的１／２即可。

４　除草机受力分析

除草机与泥土接触的部件为主动除草轮、被动

除草轮和限深板。为选择发动机和主变速箱的类

型，还需要确定除草机的驱动力矩，因此，本文将对

主动除草轮、被动除草轮、机架和限深板（发动机、

发动机变速箱、主变速箱、侧传动箱、机架、限深板作

为一个整体为研究对象，简称“机架和限深板”）进

行受力分析，如图５所示。

图 ５　关键部件受力分析

Ｆｉｇ．５　Ｆｏｒ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ｋｅ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设除草机前行走方向与 ｘ轴正方向相同，被动

除草轮铰链点Ｏ１与主动除草轮铰链点Ｏ２的距离为
ｄ１，限深板质心点与主动除草轮铰链点 Ｏ２的距离为
ｄ２，机架（包括发动机、发动机变速箱、主变速箱、侧
传动箱和机架）的重力为Ｇ，铰链点 Ｏ１、Ｏ２和限深板
质心所分配的重力分别为 ０１Ｇ、０５Ｇ和 ０４Ｇ，如
图５ａ所示。

主动除草轮和被动除草轮入土部分受到泥土法

向力的作用，同时受到泥土摩擦力的作用。法向力

和摩擦力随泥土性能、除草轮形状和位置不同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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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力作用点的位置也可能变化
［１９］
。由于耙齿对

泥面的垂直挤压发生在第四象限，可以确定合力作

用点是在第四象限某处。假设图 ５ｂ的 Ａ点和图 ５ｃ
的 Ｂ是合力的作用点，将此力分解为水平分力 Ｒ和
垂直分力 Ｎ。

如图５ｃ所示，当主动除草轮做匀速运动时，力
的平衡方程为

∑Ｆｘ＝Ｒ２－Ｆ２＝０ （１４）

∑Ｆｙ＝Ｎ２－Ｗ２－Ｇ２＝０ （１５）

∑ＭＯ２＝Ｎ２ｋｃ２＋Ｒ２ｈ２－Ｍｄ＝０ （１６）

式中　Ｒ２———泥土合力对主动除草轮的作用力在 ｘ
轴方向分力，Ｎ

Ｆ２———主动除草轮牵引的机架对主动除草轮
的作用力，Ｎ

Ｎ２———泥土合力对主动除草轮的作用力在 ｙ
轴方向分力，Ｎ

Ｍｄ———驱动力矩，Ｎ·ｍ
Ｗ２———机架和限深板对铰链点 Ｏ２的载荷，Ｎ
Ｇ２———主动除草轮的重力，Ｎ
ｋｃ２———合力作用点 Ｂ与 ｙ轴的距离，ｍｍ
ｈ２———合力作用点 Ｂ与 ｘ轴的距离，ｍｍ

如图 ５ｂ所示，当被动除草轮做匀速运动时，力
的平衡方程为

∑Ｆｘ＝Ｆ１－Ｒ１＝０ （１７）

∑Ｆｙ＝Ｎ１－Ｗ１－Ｇ１＝０ （１８）

∑ＭＯ１＝Ｎ１ｋｃ１－Ｒ１ｈ１＝０ （１９）

式中　Ｒ１———泥土合力对被动除草轮的作用力在 ｘ
轴方向分力，Ｎ

Ｆ１———机架和限深板对被动除草轮的拉力，Ｎ
Ｎ１———泥土合力对被动除草轮的作用力在 ｙ

轴方向分力，Ｎ
Ｗ１———机架和限深板对铰链点 Ｏ１的载荷，Ｎ
Ｇ１———被动除草轮的重力，Ｎ
ｋｃ１———合力作用点 Ａ与 ｙ轴的距离，ｍｍ
ｈ１———合力作用点 Ａ与 ｘ轴的距离，ｍｍ

如图５ａ所示，当机架和限深板做匀速运动时，
力的平衡方程为

∑Ｆｘ＝Ｆ′２－Ｆ′１－Ｆｄ＝０ （２０）

∑Ｆｙ＝Ｗ′１＋Ｗ′２＋Ｎｄ－Ｇ３－Ｇ＝０ （２１）

∑ＭＯ２＝０１Ｇｄ１＋Ｎｄｄ２＋Ｍ′ｄ－

Ｗ′１ｄ１－Ｆｄｄ３－（Ｇ３＋０４Ｇ）ｄ２＝０ （２２）
式中　Ｆ′１———被动除草轮对机架的拉力，Ｎ

Ｆ′２———主动除草轮牵引机架的作用力，Ｎ

Ｆｄ———泥土对限深板的摩擦力，Ｎ
Ｗ′１———被动除草轮对铰链点 Ｏ１的载荷，Ｎ
Ｗ′２———主动除草轮对铰链点 Ｏ２的载荷，Ｎ
Ｎｄ———泥土对限深板的载荷，Ｎ
Ｇ３———限深板重力，Ｎ
Ｇ———机架重力，Ｎ
Ｍ′ｄ———驱动力矩对铰链点 Ｏ２的反作用力

矩，Ｎ·ｍ
式（１４）～（２２）中，Ｗ１＝Ｗ′１，Ｗ２＝Ｗ′２，Ｆ１＝Ｆ′１，

Ｆ２＝Ｆ′２，Ｒ１＝ｆｒ１Ｎ１，Ｒ２＝ｆｒ２Ｎ２，Ｆｄ＝μＮｄ，ｆｒ１和 ｆｒ２为滚
动摩擦因数，μ为滑动摩擦因数。

选取 Ｒ２最大时，设计除草机的驱动力矩。
假设 ｆｒ１＝ｆｒ２＝μ＝１，则 Ｒ１＝Ｎ１，Ｒ２＝Ｎ２，Ｆｄ＝

Ｎｄ，将式（１５）代入式（１６）得
Ｍｄ＝（Ｗ２＋Ｇ２）（ｋｃ２＋ｈ２） （２３）

由式（２０）、（２１）、（１４）、（１７）、（１５）、（１８）得
Ｆｄ＝Ｆ′２－Ｆ′１＝Ｆ２－Ｆ１＝Ｒ２－Ｒ１＝
Ｎ２－Ｎ１＝Ｇ２＋Ｗ２－（Ｇ１＋Ｗ１） （２４）
Ｎｄ＝Ｇ＋Ｇ３－Ｗ′１－Ｗ′２＝
Ｇ＋Ｇ３－Ｗ１－Ｗ２ （２５）

由于 Ｆｄ＝Ｎｄ，由式（２４）、（２５）解得

Ｗ２＝
１
２
（Ｇ＋Ｇ１＋Ｇ３－Ｇ２） （２６）

将式（２６）代入式（２３）得

Ｍｄ＝
１
２
（Ｇ＋Ｇ１＋Ｇ２＋Ｇ３）（ｋｃ２＋ｈ２） （２７）

由图５ｃ可知，∑
ｍａｘ
（ｋｃ２，ｈ２） 槡＝ ２ｒｗ，代入式（２７）

得驱动力矩

Ｍｄｍａｘ＝槡
２
２
（Ｇ＋Ｇ１＋Ｇ２＋Ｇ３）ｒｗ （２８）

式中，Ｇ＋Ｇ１＋Ｇ２＋Ｇ３为除草机整机重力。

５　除草机主要参数确定

设计主动除草轮回转轴线与侧传动箱底部距离

ａ为００５ｍ，侧传动箱底部与泥面距离 ｃ为００２ｍ，
主动除草轮泥面以下部分长度 ｈ为００８ｍ，由式（１）
可知，主动除草轮无滑转时滚动半径 ｒｗ为 ０１５ｍ。
被动除草轮泥面以下部分长度 ｌ为 ００３ｍ，由
式（１３）可知，被动除草轮无滑转、无滑移时的滚动
半径 ｒｖ为０１ｍ。

由于农业机械在田间作业时的行走轮滑转率为

３％ ～８％，水田作业机具主动轮滑转率会超过
１５％，以致浪费动力［２０－２６］

。设计最大滑转率 δ为
２０％，耙齿数量 Ｚ为 ６，由式（７）、（１０）得出主动除
草轮耙齿长度 ｂ为 ０１２ｍ，耙齿安装位置 ＯＣ长度
为００８ｍ，ＢＣ长度为００１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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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行除草机要求结构紧凑，质量轻，可以单手拉

起，设计整机质量为２６ｋｇ，由式（２８）可知，设计的驱
动力矩 Ｍｄｍａｘ为２７Ｎ·ｍ。

除草机由 １２５ｋＷ 单缸二冲程发动机提供动
力，发动机转速 １２０ｒ／ｓ，发动机变速箱传动比为
１∶２０，将农艺要求的最大作业速度代入式（１２），确
定主动除草轮的转速，从而确定主变速箱的传动比

为１∶７２。主变速箱采用 ＲＶ４０蜗轮蜗杆减速器，传
动比可选择１∶７５，１∶１０，１∶２０，…，１∶１００，主变速箱
选择１∶７５的传动比，蜗轮输出力矩小于 ２７Ｎ·ｍ，
不满足设计要求，主变速箱选择传动比 １∶１０，蜗轮
输出力矩满足设计要求。选择传动比１∶１０的 ＲＶ４０
蜗轮蜗杆减速器为主变速箱，除草机发动机在额定

功率下工作时，主动除草轮的转速 ｎ为 ０６ｒ／ｓ，由
式（１２）可知，当滑转率 δ为３％ ～２０％，除草机的作
业速度 ｖ为０４５～０５５ｍ／ｓ，满足农艺要求。

根据主动除草轮和被动除草轮的半径，设计主

动除草轮铰链点Ｏ２与被动除草轮铰链点Ｏ１的距离
ｄ１为０２８ｍ，限深板质心处与主动除草轮铰链点Ｏ２
的距离 ｄ２为 ０２８ｍ，则被动除草轮铰链点 Ｏ１处分
配的机架重力和限深板质心处分配的机架重力应该

相等。如图５ａ所示，由于机架铰链点 Ｏ２处受到驱
动力矩的反作用力矩 Ｍ′ｄ，使得机架在行走时有绕
铰链点 Ｏ２向被动除草轮方向旋转的趋势，因此，
设计时应保证限深板质心处分配的重力多一些，

用于平衡 Ｍ′ｄ，即机架（包括发动机、发动机变速
箱、主变速箱、侧传动箱和机架）的重心应在机架

铰链点 Ｏ２与限深板质心之间。设计限深板质心
处分配的重力为 Ｇｘ，则 Ｍ′ｄ＝Ｇｘｄ２，求出 Ｇｘ为 ９６Ｎ，
约为０４Ｇ。

双行除草机采用铝合金材料，设计整机质量为

２６ｋｇ，主动除草轮质量 ０９ｋｇ，被动除草轮质量
０６ｋｇ，限深板质量 ０５ｋｇ，机架质量 ２２ｋｇ（发动机
和发动机变速箱质量约 ８ｋｇ，主变速箱 ＲＶ４０质量
３ｋｇ，侧传动箱和机架质量１０ｋｇ）。

６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０１６年 ５月 ２５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新乡
试验田进行田间试验，同时黑龙江农垦农业机械试

验鉴定站对３ＳＣＪ ２型水田除草机除草效果进行田
间检测，如图６所示。

试验田块面积约为 ０１ｈｍ２，泥浆层深度为
００３ｍ，泥土层深度０１５～０１８ｍ，水稻秧苗的平均
高度为０２ｍ，行距为 ０３ｍ，株距为 ０１２ｍ。杂草
的平均高度为 ００４～００６ｍ。试验时选取田块尺
寸为１ｍ×１ｍ的区域为测试区域，各测试区域在田

图 ６　双行水田除草机田间作业性能检测

Ｆｉｇ．６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ｒｏｗｐａｄｄｙｆｉｅｌｄ

ｗｅｅｄ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ｆｉｅｌｄ
　
内均匀分布。

除草作业速度和主动除草轮转速是影响除草效

果的重要指标，而除草机是通过主动除草轮转动驱

动除草机行走，田间试验时除草作业速度和主动除

草轮转速是同一个指标。除草率为已除杂草占杂草

总数的百分比（测试区域内杂草根茎被拉断、翻埋、

飘起均为已除杂草，杂草根与泥面连接，可以继续生

长的杂草为未除杂草），除草前统计各测区杂草的

数量，除草试验完成后，用细绳将测试区围住，统计

已除杂草和未除杂草数量，每组数据采集３次，取平
均值。通过测试区域的试验指标估计整体指标

［９］
。

田间试验选择除草作业速度为试验因子，选择除草

率作为评价水田除草机除草效果的性能指标，分析

除草作业速度对除草率的影响，试验结果如表 １所
示。

表 １　不同除草作业速度下的除草率

Ｔａｂ．１　Ｗｅｅ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ｗｅｅｄ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

除草作业速度／（ｍ·ｓ－１） ０３５ ０４０ ０４５ ０５０ ０５５

除草率／％ ８０５ ７９６ ７８８ ７８３ ７８０

　　根据表 １的试验数据，应用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得出
除草率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 ２　除草作业速度对除草率影响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ｗｅｅｄ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ｏｎｗｅｅｄｉｎｇｒａｔｅ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Ｆ值 显著性 Ｐ值

因子 ｘ ３９７ １

误差 ０１６ ３ ７３０５ ０００３４

总和 ４１３ ４

　　由表 ２可知，显著性 Ｐ值小于 ００５，说明模型
显著。在该情况下，ｘ是有效的模型项。拟合出除
草作业速度对除草率影响的回归方程为

ｙ＝－１２６ｘ＋８４７１ （２９）
由图 ７可知，除草率随除草作业速度的增加有

减小的趋势。除草机发动机变速箱、主变速箱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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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箱传动比已确定，当发动机转速高于离合器结

合转速时开始工作，所以离合器结合时的速度是除

草最低作业速度，该速度为０３５ｍ／ｓ；当发动机在额
定功率下工作时，除草作业速度为０５０ｍ／ｓ；当发动
机在最大功率工作时，除草作业速度为 ０５５ｍ／ｓ。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除草机的除草率为 ７８０％ ～
８０５％。除草作业前后效果如图８所示。

图 ７　除草作业速度对除草率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ｏｒｗａｒ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ｎｗｅｅｄｉｎｇｒａｔｅ

ｆｏｒｗｅｅｄ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
　

图 ８　除草作业前后对比

Ｆｉｇ．８　Ｗｅｅｄ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ｅｌｄ
１．除草前　２．除草后

　
黑龙江农垦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对３ＳＣＪ ２型

水田除草机除草效果进行田间检测结果如表 ３所
示。检测结果表明，除草率达到农艺技术指标的要

求。除草作业时，还应注意如下问题：

（１）除草机发动机转速升到离合器结合转速以
上时开始工作，开、停、快、慢均由油门控制。除草作

业时，一般油门控制在 ８０％左右；行走到地头时不
需要控制除草机转向，只需关闭油门，拉起提拉手

柄，人工实现除草机转向。

表 ３　双行水田除草机田间作业性能检测结果

Ｔａｂ．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ｒｏｗ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ｗｅｅｄ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ｆｉｅｌｄ

检测项目 技术指标 检测结果

整机质量／ｋｇ ３５ ２５

作业宽度／ｍ ０６ ０６

配套动力／ｋＷ １２５ １２５

作业速度／（ｍ·ｓ－１） ≤０６７ ０５０

除草率／％ ≥７５ ７８

　　（２）除草机的除草位置通过扶手来调整，当苗
行不直时，可按压扶手，翘起限深板，同时移动扶手

位置，使得苗行重新对正。

（３）由于除草轮宽度为０１８ｍ，在除草作业时，
通过调整除草机扶手，不会出现伤苗现象，但水稻秧

苗株间附近的杂草无法除去。

（４）在水稻生长周期内，需要进行 ３次除草，插
秧后７～１０ｄ进行第１次除草，插秧后１４ｄ进行第２
次除草。本文设计的行间除草机可以满足前两次的

除草要求，每次除草率为 ７８％，已经达到农艺的技
术指标，可以大大减小人工除草的劳动强度。在行

间除草作业后，一般采用人工除去株间杂草。

７　结论

（１）设计了除草机主动除草轮，通过对水稻秧
苗、杂草根系特点的分析和结构要求，确定了主动除

草轮半径、宽度、转速和耙齿结构等参数。

（２）通过对除草机受力分析，推导出主动除草
轮驱动力矩的简化公式，为除草机的动力分配、发动

机和主变速箱的选择奠定了理论基础。

（３）根据关键部件结构参数的计算公式、受力
分析结果和农艺技术指标要求，确定了主动除草轮

半径为０１５ｍ，被动除草轮半径为 ０１ｍ，主动除草
轮转速为０６ｒ／ｓ，耙齿数量为６，耙齿长度为０１２ｍ，驱
动力矩为２７Ｎ·ｍ；选择了发动机为１２５ｋＷ单缸二
冲程发动机，发动机自带的齿轮变速箱传动比为

１∶２０，选择 ＲＶ４０蜗轮蜗杆减速器为主变速箱。
（４）由田间试验和性能检测结果可知，３ＳＣＪ ２

型除草机作业质量良好，达到农艺技术指标的要求，

可较好地完成行间除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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