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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旋翼无人机旋翼下方风场对航空喷施雾滴沉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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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场是影响航空喷施雾滴沉积分布特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揭示多旋翼无人机旋翼下方风场对雾滴沉积

分布的影响机理，通过无人机旋翼风场测量系统测量多旋翼电动无人机旋翼下方的风场分布，同时结合航空喷施

雾滴在水稻冠层的沉积情况，分析旋翼下方 Ｘ、Ｙ、Ｚ３个方向的风场对雾滴沉积分布的影响，并对试验结果进行了

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无人机旋翼下方３向风场中，Ｘ和 Ｙ向风速对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量的影响

不显著，Ｚ向风速的影响极显著；Ｘ向风速对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穿透性的影响不显著，Ｙ和 Ｚ向风速的影响分

别为显著和极显著；Ｘ和 Ｙ向风速对雾滴沉积飘移的影响均不显著，Ｚ向风场的影响显著；且当水平方向上 Ｘ、Ｙ向

风速峰值越小、垂直方向上 Ｚ向风速峰值越大时，雾滴沉积均匀性越好，最佳值达到 ３６４４％。另外，有效喷幅区内

雾滴沉积量与因素 Ｚ向风速之间的回归模型及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穿透性与因素 Ｙ和 Ｚ向风速之间的回归模

型的决定系数 Ｒ２分别为 ０８６８和 ０８４２，表明模型可以为实际作业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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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Ｚ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ｅｂｅｓｔｖａｌｕｅｒｅａｃｈｅｄ３６４４％．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２ 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ｒｏｐｌｅ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ｒａ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ｉｎＺ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ｒｏｐｌｅ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ｒａ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ｉｎｄｓｐｅｅｄｉｎＹａｎｄＺ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０８６８ａｎｄ０８４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ｓ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ｄｒｏｐｌｅ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ｒｏｔｏｒ
ＵＡＶｒｏｔｏｒ，ａｎｄｉｔｈａ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ｇｕｉｄ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ｈａｓ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ｌｉｑｕｉｄｄｒｉｆｔｉｎａｅｒｉａｌ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ｕｌｔｉｒｏｔｏｒＵＡＶ；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ｂｅｌｏｗｒｏｔｏｒ；ｄｒｏｐｌｅ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引言

目前，我国农用植保方式主要包括人工喷施、地

面机械喷施和航空喷施
［１］
；其中，传统的人工喷施

方式作业劳动强度大、效率低、耗时长，难以应对突

发性病虫害
［２－３］

；地面机械喷施方式作业成本高、药

剂有效利用率低，且存在下田作业困难，易损伤农作

物及土壤物理结构，影响农作物后期生长
［４－６］

；农用

无人机低空低量施药技术作为我国新型航空植保作

业方式，改变了中国传统植保作业方式的弊端，农用

无人机喷施作业效率高、成本低、喷施效果好，且可

解决水稻生长过程中地面机械难以下田作业的问题

等，正逐渐成为首选的植保作业方式
［７－１０］

。

低空低量航空施药技术已成为研究热点
［１１－１６］

。

目前关于农用无人机喷施技术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

在航空喷施作业参数对雾滴沉积分布特性影响的层

面上。研究表明，影响航空喷施雾滴沉积分布特性

的主要因素是飞机旋翼下方风场，由旋翼风场和外

界环境风场共同构成
［１７－１９］

；航空喷施雾滴的沉积规

律研究需要从根本上考虑风场的影响。ＴＨＩＳＴＬＥ
等

［２０－２１］
将有人驾驶固定翼飞机尾流、翼尖涡流、旋

翼下旋气流和机身周边空气扰动纳入为雾滴沉积的

影响因素，将航空施药的喷洒雾滴作为离散对象进

行分析，以此来预测雾滴的运动轨迹和地面沉积效

果，并发展成了 ＡＧＤＩＳＰ（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模
型；ＴＨＯＭＳＯＮ等［２２］

通过试验研究了 ＡｉｒＴｒａｃｔｏｒ
４０２Ｂ型有人驾驶飞机推进器不同转动方向产生的
尾流风场对雾滴沉积分布的影响；张宋超等

［２３］
采用

计算流体力学 ＣＦＤ方法，在约束条件下对作业过程
中 Ｎ ３型单旋翼农用无人机旋翼风场和农药喷洒
的两相流进行了模拟，并设计了对应试验进行验证；

王昌陵等
［２４］
探究了 ３ＷＱＦ８０ １０型单旋翼油动植

保无人机飞行方式、飞行参数及侧风等因素对无人

机喷雾雾滴空间质量平衡分布和旋翼下旋气流场分

布的影响。

与有人驾驶飞机和单旋翼无人直升机相比，多

旋翼无人机在作业过程中所产生的风场是多个旋翼

共同作用的结果，风场分布情况及风场对雾滴沉积

分布特性的影响机理均存在差异
［２５］
。目前，对于多

旋翼无人机在田间实际作业时旋翼下方的风场对航

空喷施雾滴沉积分布特性影响的研究还未见相关报

道。为此，本文以四旋翼农用无人机为例，通过不同

参数下的航空喷施试验及无人机风场无线传感器网

络测量系统测得旋翼下方的风场分布情况，来研究

不同方向风场因素对航空喷施雾滴沉积分布的影

响，以期揭示多旋翼农用无人机航空喷施雾滴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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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为优化喷施作业参数和减少航空喷施药液飘

移提供理论指导和数据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设备
喷雾作业试验采用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的德美特 Ｍ２３４ ＡＴ型四旋翼电动无人机，已
在湖南省、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海南省、广东

省等进行测试和推广作业，如图１所示，主要性能指
标如表１所示。

图 １　试验机型

Ｆｉｇ．１　Ｔｅｓ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ＵＡＶ
　

表 １　无人机主要性能参数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ＵＡＶ

参数 数值

机身尺寸（长×宽×高）／（ｍｍ×ｍｍ×ｍｍ） ９５０×９５０×５３０

主旋翼直径／ｍｍ ７６８

最大载药量／Ｌ １０

作业速度／（ｍ·ｓ－１） ０～８

作业高度／ｍ ０５～３０

有效喷幅／ｍ ４～６

　　喷雾系统由药箱、微型水泵、喷杆、管路、喷头等
构成，喷头为扇形喷头，数量为 ４个，喷头沿喷杆方
向垂直于飞机中轴线等间距分布，间距为 ６００ｍｍ，
喷头方向朝下，喷洒总流量为２４Ｌ／ｍｉｎ。

微轻型无人机机载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由北

斗 ＵＢ３５１板卡和高速调频双向电台组成，具有 ＲＴＫ
差分定位功能，平面精度达（１０＋５×１０－７Ｄ）ｍｍ，高
程精度达（２０＋１×１０－６Ｄ）ｍｍ，其中，Ｄ表示该系统
实际测量的距离，单位为 ｋｍ。农用无人机搭载该系
统移动站给作业航线绘制轨迹及给各个风场采样点

和雾滴采样点坐标定位，通过北斗系统绘制的作业

轨迹来观察实际作业航线与各采集点之间的关系，

并获取农用无人机喷施作业的飞行参数。

无人机风场测量系统采用无人直升机风场无线

传感器网络测量系统
［２６］
，该系统包括叶轮式风速传

感器、风速传感器无线测量节点。叶轮式风速传感

器测量每一个采样点处无人机喷施作业时产生的立

体三向风速，测量范围为 ０～４５ｍ／ｓ，精度为 ±３％，
分辨率为 ０１ｍ／ｓ。风速传感器无线测量节点由

４９０ＭＨｚ无线数传模块、微控制器以及供电模块组
成，实现将风速数据传输到计算机的智能总控汇聚

节点。

环境监测系统包括便携式风速风向仪和试验用

数字温湿度表，风速风向仪用于监测和记录试验时

环境的风速和风向，温湿度表用于测量试验时环境

的温度及湿度。

雾滴收集处理设备包括三脚架、扫描仪、夹子、

橡胶手套、密封袋、标签纸等。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试验场地

试验在湖南省武冈市隆平种业公司杂交水稻制

种基地进行，作物生育期为拔节孕穗期，平均高度为

８０ｃｍ，水稻采用机械插秧，水稻植株之间的行列间
距为１７ｃｍ×１４５ｃｍ。
１２２　无人机风场测量系统布置

风速传感器无线测量节点的田间布置参照汪沛

等
［２７］
提出的 ３向线阵风场测量方法。风速传感器

无线测量节点两两间隔１ｍ沿垂直于无人机航线排
列成一行，依次编号 １～１０，节点 １０用于同步测量
对应方向的自然风风速，放置在距离节点 ９约 １５ｍ
处的远端，且农用无人机沿节点 ５正上方进行喷施
作业。如图２所示，每个节点上布置 ３个风速传感
器，风速传感器轴心的安装方向分别为：Ｘ向，平行
于飞行方向；Ｙ向，垂直于飞行方向；Ｚ向，垂直于地
面方向。

图 ２　风场测量系统现场布点图

Ｆｉｇ．２　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ｙｏｕｔｓ
　
１２３　雾滴采样点布置

如图 ３所示，雾滴采集带与风场测量带为同一
条采集带，即在每个风速传感器无线测量节点处设

置１处雾滴采样点，每层雾滴采样点数量与风速传
感器无线测量节点数量相同，即每层布置 ９个雾滴
采样点，雾滴采样点两两间隔 １ｍ；且在每个雾滴采
样点处的竖直方向上沿水稻植株冠层分上、中、下 ３
层布置雾滴采样点，其中，上层与中层、中层与下层

均间距２５ｃｍ左右，下层与地面间距２０ｃｍ左右。
１２４　试验设计

此次试验以清水代替药液进行喷施作业，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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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布点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ａｍｐｌｅｐｏｉｎｔｌａｙｏｕｔｓ
　

试验药箱内的液体体积为５Ｌ，试验采用 Ｓｙｎｇｅｎｔａ牌
水敏纸作为雾滴采集卡以收集喷施雾滴，尺寸为

２６ｍｍ×７６ｍｍ。
为保障沉积数据的有效性及试验的可对比性，

根据操控手的经验和建议，作业速度选取在 ２５～
５０ｍ／ｓ范围内，作业高度选取在 １５ｍ左右，且试
验分成４次进行。

１３　数据处理
１３１　作业参数及轨迹处理

由北斗定位系统 ＵＢ３５１对布置的各采集点进
行定位获取地理数据后绘制结果如图４ａ所示，由飞
机飞行时搭载北斗定位系统 ＵＢ３５１而获取的无人
机其中一次喷施作业的飞行轨迹如图 ４ｂ所示；其
中，北斗定位系统 ＵＢ３５１在喷施作业时的轨迹定位
　　

图 ４　雾滴采集点与飞行轨迹图

Ｆｉｇ．４　Ｄｒｏｐｌｅ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ｆｌｉｇｈｔ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频率为１Ｈｚ。
表２为由飞机搭载北斗定位系统 ＵＢ３５１获取

无人机喷施作业时通过采集带的瞬时飞行参数及作

业过程中飞行高度的变化程度。试验时间为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环境温度为 ３０℃左右，环境湿度为
６５％左右，环境风向（西南）。

表 ２　试验参数
Ｔａｂ．２　Ｔ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作业参数 第１次 第２次 第３次 第４次

飞行速度／（ｍ·ｓ－１） ３４２ ３１１ ２８０ ２８６

飞行高度／ｍ １４３ １０８ １０１ ２２８

高度变化率／％ ４１２ ４０４ ４４７ １２０

自然风速／（ｍ·ｓ－１） ０３ ０６ ０ ０８

１３２　数据采集与处理
每次试验完成，待采集卡上的雾滴干燥后，按照

序号收集雾滴采集卡，并逐一放入相对应的密封袋

中，带回实验室进行数据处理。

将收集的雾滴采集卡逐一用扫描仪扫描，扫描

后的图像通过图像处理软件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ｃａｎ进行分析，
得出在不同的航空施药参数下雾滴的覆盖率、覆盖

密度及沉积量
［２８］
。

为了表征试验中各采集点之间的雾滴沉积均匀

性，采用变异系数 ＣＶ来衡量试验中各采集点之间的

雾滴沉积均匀性
［２９］
，变异系数为

ＣＶ＝
Ｓ
Ｘ
×１００％ （１）

其中 Ｓ＝ ∑
ｎ

ｉ＝１
（Ｘｉ－Ｘ）

２／（ｎ－１
槡

） （２）

式中　Ｓ———同组试验采集样本标准差

Ｘｉ———各采集点沉积量，μＬ／ｃｍ
２

Ｘ———各组试验采集点沉积量平均值，μＬ／ｃｍ２

ｎ———各组试验采集点个数

为进一步表明多旋翼农用无人机旋翼下方风场

对水稻冠层上方雾滴沉积的影响，揭示雾滴沉积分

布与旋翼下方三向风场分布之间的关系，对所有试

验结果（雾滴沉积结果及风场分布结果）通过 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回归分析，建立雾滴

沉积分布与风场分布之间的回归方程，并检验其显

著性（Ｐ＜００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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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数据处理结果
２１１　雾滴沉积数据

图５为农用无人机４次喷施作业试验雾滴在水
稻植株上层、中层、下层的雾滴沉积分布情况。

从图５中雾滴在水稻植株各层的分布情况可以
看出，航空喷施雾滴在植株各层的沉积趋势基本相

同，沉积量从上层到下层依次减少，上层沉积量略高

于中层沉积量，而中层沉积量高于下层沉积量；且雾

滴主要沉积在水稻植株上层的采集点 ４、５、６、７，且

根据雾滴密度评价农用无人机有效喷幅的方法，

第 １次试验和第 ２次试验中的采集点 ４、５、６、７，
第 ３次试验中的采集点 ５、６、７，第 ４次试验中的
采集点 ４、５、６、７、８，其上层的雾滴沉积密度均满
足评价要求

［３１］
，因此，可以将上述雾滴采集点作

为本次喷施试验中农用无人机有效喷幅宽度内

的采集点。

２１２　风场分布数据
图６为农用无人机４次喷施作业试验时风场测

量系统所测得水稻冠层上方 Ｘ、Ｙ、Ｚ方向的风场分
布情况。

图 ５　雾滴沉积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 ６　风场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
　
　　从图６中水稻冠层上方 Ｘ、Ｙ、Ｚ方向的风场分
布情况可以看出，由于喷施作业飞行参数的不同，每

次试验的风场分布情况也存在差异，但风速由大到

小总体表现出 Ｚ向、Ｙ向、Ｘ向的趋势。
２２　风场对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量的影响

表３为雾滴在有效喷幅区内的沉积分布情况。
由以上试验结果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表 ４为农

用无人机旋翼下方风场对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量

影响的方差分析及回归分析结果。由方差分析结果

可知，因素 Ｘ和 Ｙ向风速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值分别
为０４７７和０１１４，因素 Ｚ向风速对应的显著性水
平值 Ｐ＜００１，表明 Ｘ和 Ｙ向风速对有效喷幅区内
雾滴沉积量的影响不显著，Ｚ向风速对有效喷幅区
内雾滴沉积量的影响极显著；且回归方程显著性检

验的概率 Ｐ＜００１，因此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全
体的线性关系是极显著的，可建立线性方程。

表 ３　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分布

Ｔａｂ．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ｒａｙａｒｅａ

试验组号 采集点序号
平均沉积量／

（μＬ·ｃｍ－２）

下层沉积量／

（μＬ·ｃｍ－２）
４ ０１５１ ００８１

１
５ ０３５６ ０２３１
６ ０３４８ ０１８７
７ ００９６ ００７９
４ ０１０８ ００５５

２
５ ０３８３ ０１５２
６ ０４２３ ０２０１
７ ０２４２ ０１３０
５ ０４００ ０１９９

３ ６ ０５６４ ０３４０
７ ０２１４ ０１２５
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０
５ ０２０４ ００９７

４ ６ ０３４７ ０１７９
７ ０１２１ ００８１
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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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沉积量方差分析及回归分析结果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差异源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Ｐ 显著性 Ｒ Ｒ２

常数项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３ ０３０１
０９３２ ０８６８

Ｚ向风速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注：Ｐ表示因素对结果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值，本文取显著性水平

α＝００５， 表示因素对试验结果有极显著影响。

　　对于雾滴沉积量而言，由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回
归方程的回归系数依次为 －００３６、００５３，但常数项
的显著性水平 Ｐ＞００５，应予以剔除，因此，指标有
效喷幅区雾滴沉积量 ｙ１与因素 Ｚ向风速 ｖＺ之间的
关系模型为

ｙ１＝００５３ｖＺ　（Ｒ
２＝０８６８） （３）

在所建立的关系模型中，因素 Ｚ向风速的系数
大于０，为正，表示旋翼下方 Ｚ向垂直风速与有效喷
幅区内的雾滴沉积量是正相关，Ｚ向风速越大，有效
喷幅区内雾滴受垂直下旋风场的影响沉积的越多。

这与雾滴沉积机理分析和实际作业情况是相一致的。

２３　风场对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穿透性的影响
为表示农用无人机旋翼下方风场对有效喷幅区

内雾滴沉积穿透性的影响，取雾滴在有效喷幅区内

采集点下层的沉积量来表征雾滴穿透性的性能。

表５为农用无人机旋翼下方三向风场对有效喷幅区
内雾滴在水稻植株冠层沉积穿透性影响的方差分析

及回归分析结果。由方差分析结果可知，因素 Ｘ向
风速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值为 ００５６，因素 Ｙ向风速
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值 Ｐ＜００５，因素 Ｚ向风速对应
的显著性水平值 Ｐ＜００１；表明 Ｘ向风速对有效喷
幅区内雾滴沉积穿透性的影响不显著，Ｙ向风速对
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穿透性的影响显著，Ｚ向风
速对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穿透性的影响极显著；

且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概率 Ｐ＜００１，因此被解
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全体的线性关系是极显著的，可

建立线性方程。

表 ５　沉积穿透性方差分析及回归分析结果

Ｔａｂ．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差异源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Ｐ 显著性 Ｒ Ｒ２

常数项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３ ０２００

Ｙ向风速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７  ０９１８ ０８４２

Ｚ向风速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１ 

　　对于雾滴沉积穿透性而言，由回归分析结果可
知，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依次为 ００４５、－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但常数项的显著性水平值 Ｐ＞００５，应予以
剔除，因此，指标有效喷幅区雾滴沉积穿透性 ｙ２与

因素 Ｙ向风速和 Ｚ向风速之间的关系模型为
ｙ２＝－００２８ｖＹ＋００３１ｖＺ　（Ｒ

２＝０８４２） （４）
在所建立的模型中，因素 Ｙ向风速的系数小于

零，为负，表示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穿透性与 Ｙ
向风速呈负相关；因素 Ｚ向风速的系数大于零，为
正，表示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穿透性与 Ｚ向风速
呈正相关。水平方向上的风场会阻碍雾滴在植株间

的穿透，垂直方向上的风场会促进雾滴在植株间的

穿透，即 Ｙ向风速越大、Ｚ向风速越小，有效喷幅区
内雾滴沉积穿透性越差；Ｙ向风速越小、Ｚ向风速越
大，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穿透性越好。此模型与

雾滴沉积机理分析互为补充。

２４　风场对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均匀性的影响
为表明农用无人机旋翼下方风场对有效喷幅区

内雾滴沉积均匀性的影响，取每次试验中旋翼下方

风场 Ｘ向、Ｙ向、Ｚ向的峰值来研究三向风场与雾滴
沉积均匀性之间的关系

［２５，３２］
。表 ６为农用无人机

旋翼下方有效喷幅区内三向风场峰值与雾滴在水稻

植株冠层沉积均匀性结果。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当 Ｘ、Ｙ、Ｚ向风速分别为 ２６０、２２０、１０５０ｍ／ｓ时，
有效喷幅区内的雾滴沉积均匀性最佳，为 ３６４４％；
当 Ｘ、Ｙ、Ｚ向风速分别为３２０、４３０、７２０ｍ／ｓ时，有
效喷幅区内的雾滴沉积均匀性最差，为 ６６２８％；说
明旋翼下方水平方向上的 Ｘ、Ｙ向风速和垂直方向
上的 Ｚ向风速共同影响着有效喷幅区内的雾滴沉
积均匀性，当水平方向上的 Ｘ、Ｙ向风速峰值越大、
垂直方向上的 Ｚ向风速峰值越小，雾滴沉积均匀性
越差；当 Ｘ、Ｙ向风速峰值越小、Ｚ向风速峰值越大，
雾滴沉积均匀性越好。这表明当水平方向上的风场

较大时，会扰乱垂直方向上的风场而造成旋翼下方

出现紊流，从而降低雾滴沉积均匀性；而竖直方向上

的 Ｚ向风场较大时则会减弱其他方向上风场的影
响，从而提高雾滴沉积均匀性。此现象与实际作业

情况相吻合。

表 ６　有效喷幅区内风场最大值及雾滴沉积均匀性

Ｔａｂ．６　Ｍａｘ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ｏｆ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ｒａｙａｒｅａ

试验组号
最大风速／（ｍ·ｓ－１）

Ｘ向 Ｙ向 Ｚ向

沉积均匀

性／％

１ ３７０ ３６０ ８６０ ４８６４

２ ２２０ ３９０ １０４０ ４２９７

３ ２６０ ２２０ １０５０ ３６４４

４ ３２０ ４３０ ７２０ ６６２８

２５　风场对雾滴飘移的影响
表７为左、右飘移区内雾滴的飘移量及风场在

有效喷幅区两侧边缘采集点处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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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左、右飘移区内雾滴飘移量及有效喷幅区两侧

边缘处风场分布

Ｔａｂ．７　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ｌｅｆｔ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ｄｒｉｆｔ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ｅｄｇｅ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ｒａｙａｒｅａ

试验组号
有效喷幅区边缘风速／（ｍ·ｓ－１）

Ｘ向 Ｙ向 Ｚ向

雾滴飘移量／

（μＬ·ｃｍ－２）

１
左边 ２８０ ３２０ ３４０ ０１６６
右边 １９０ ２７０ ２８０ ０２３０

２
左边 １２０ １９０ ３１０ ０１９７
右边 １８０ ２１０ ４７０ ０１６４

３
左边 ２６０ １８０ ５８０ ０１５６
右边 １５０ １９０ ４３０ ０１７２

４
左边 ２１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０２０３
右边 ０８０ １６０ ２３０ ０３２０

　　为清楚地揭示出农用无人机旋翼下方风场对雾
滴沉积飘移的影响，取每次试验中有效喷幅两侧边

缘处的旋翼下方风场 Ｘ向、Ｙ向、Ｚ向的风速值来研
究风场与雾滴沉积飘移之间的关系。表８为有效喷
幅区内左右边缘处的三向风场对左右飘移区雾滴飘

移影响的方差分析及回归分析结果。由方差分析结

果可知，因素 Ｘ向风速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值为
０１７９，因素 Ｙ向风速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值为
００５１，因素 Ｚ向风速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值 Ｐ＜
００５；表明有效喷幅内边缘处 Ｘ和 Ｙ向风速对有效
喷幅区内雾滴沉积穿透性的影响均不显著，有效喷

幅内边缘处 Ｚ向风速对雾滴沉积飘移的影响显著，
即农用无人机旋翼下方 Ｚ向风场对雾滴沉积飘移
的影响显著；且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概率 Ｐ＜
００５，因此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全体的线性关系
是显著的，可建立线性方程。

表 ８　雾滴飘移方差分析及回归分析结果

Ｔａｂ．８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ｒｏｐｌｅｔｓｄｒｉｆｔ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差异源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Ｐ 显著性 Ｒ Ｒ２

常数项 ０３２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１ 
０７３８ ０５４５

Ｚ向风速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６ 

　　对于雾滴沉积飘移而言，由回归分析结果可知，
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依次为 ０３２４、－００３４，因此，
雾滴沉积飘移量 ｙ３与 Ｚ向风速之间的关系模型为

ｙ３＝－００３４ｖＺ＋０３２４　（Ｒ
２＝０５４５） （５）

在雾滴沉积飘移模型中，因素 Ｚ向风速的系数
小于零，为负，表示雾滴沉积飘移量与 Ｚ向风速呈
负相关，即说明旋翼下方垂直方向上的风场对雾滴

飘移有抑制作用；垂直风场越强，雾滴飘移量越少，

此现象与雾滴沉积机理是极其吻合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 Ｒ２

为０５４５，低于标准值０７。根据已有的试验结果表
明，在实际航空喷施作业中，垂直于飞行方向的水平

Ｙ向风速对雾滴飘移有一定程度的影响［２２，２７］
。但在

此次模型中，因素 Ｙ向风速并没有包含在此回归模
型之中，而 Ｙ向风速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值 Ｐ＝
００５１，因此，可以认为是由于航线中心两侧采集点
的距离不同以及一定试验误差的影响，从而造成此

回归模型的相关系数较低。

３　讨论

通过４次航空喷施试验初步证实了多旋翼无人
机旋翼下方风场对航空喷施雾滴沉积分布的影响作

用是真实存在的，即无人机旋翼下方风场对雾滴在

作物植株上的沉积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航空

喷雾雾滴沉积规律的探寻需要从其根本上研究无人

机旋翼下方风场对航空喷施雾滴沉积的影响机理，

风场分布与雾滴沉积分布之间的关系是未来农业航

空喷施基础领域研究的重点。

本次试验所采用的雾滴沉积采集范围为 ９ｍ。
为揭示出农用无人机旋翼下方风场对雾滴沉积飘移

的影响，故取有效喷幅区外左右飘移区内的雾滴沉

积量来表征其影响关系。通过雾滴沉积分布结果可

以看出，离有效喷幅区越远，雾滴的沉积量越少，较

远处的雾滴飘移量占雾滴飘移总量很少的一部分；

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对试验结果会存在一定的误

差，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农用无人机旋翼下方

风场对雾滴沉积飘移的影响关系。

４　结论

（１）旋翼下方 Ｘ向和 Ｙ向风场对有效喷幅区内
雾滴沉积量的影响不显著，Ｚ向风场的影响极显著，
且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量与 Ｚ向风场之间的回
归模型决定系数 Ｒ２为 ０８６８，可以为实际作业提供
指导。

（２）旋翼下方 Ｘ向风场对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
积穿透性的影响不显著，Ｙ向风场的影响显著，Ｚ向
风场的影响极显著；且有效喷幅区内雾滴沉积穿透

性与 Ｙ向和 Ｚ向风场之间的回归模型决定系数 Ｒ２

为０８４２，可以为实际作业提供指导。
（３）旋翼下方水平方向上的风场和垂直方向上

的风场共同影响着有效喷幅区内的雾滴沉积均匀

性，当水平方向上的 Ｘ、Ｙ向风速峰值越大、垂直方
向上的 Ｚ向风速峰值越小，雾滴沉积均匀性越差；
当 Ｘ、Ｙ向风速峰值越小、Ｚ向风速峰值越大，雾滴
沉积均匀性越好。

（４）旋翼下方 Ｚ向风场对雾滴沉积飘移的影响
显著，且对雾滴飘移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即垂直风场

越强，雾滴飘移量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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